
草船借箭读后感(实用18篇)
发言稿的语调和语气应该与场合相适应，既可以庄重严肃，
也可以活泼轻松。最后，我们需要在演讲前多次练习和熟悉
发言稿，以便能够流利、自然地将其呈现给观众。请大家静
心欣赏一些优秀的发言稿，感受其中蕴含的智慧和情感力量。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一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弄清借箭
的经过，认识借箭成功的原因，领悟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3、能试着评论历史人物。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弄清借箭的经过。

认识借箭成功的原因，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师：暑假中，曾上演了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谁知道三
国指的是哪三国？

生：三国指的是魏国、蜀国、吴国。

师：魏、蜀、吴三国并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什么
是三国鼎立？看老师画图。（师边画边讲）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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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周瑜妒忌诸葛亮。

师：周瑜让他几天之间造多少箭？

生：让他三天之内造十万支箭。

师：这可能吗？

生：不可能。

师：诸葛亮草船借箭（板书课题）挫败了周瑜的暗算，显示
了他的聪明才智，那么诸葛亮找谁借箭？怎么借箭？结果如
何呢？请大家打开课本。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生用较快的速度阅读全文，自学生字、新词，了解大意）

三、细读课文。

1、指名读1、2自然段。

师：哪一段写周瑜妒忌诸葛亮？

生：第1自然段。

师：周瑜为什么要妒忌诸葛亮？

生：因诸葛亮挺有才干。

师：齐读这一段，注意挺和很这两个词要读得语气重一些。
（生齐读）



师：周瑜是怎样提出十天造十万支箭的事的？诸葛亮是怎样
做的？默读第2自然段。

（周瑜借公事陷害诸葛亮，要他十天造十万支箭，诸葛亮满
口答应，并立下军令状。）

师：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周瑜为什么很高兴？

（他以为他的.阴谋已得逞了。）

（先请生自由读，发表意见，再指名分角色读。）

小结：1、2自然段写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用十天造箭十
万支陷害诸葛亮，这是草船借箭的原因。

2、细读第35自然段。

师：当诸葛亮接受任务后，周瑜、诸葛亮各自是怎么做的？
（生默读思考找到答案，并回答。）

师：你从中看出什么？

生：我看出周瑜是个奸诈、阴险的人。

生：我看出诸葛亮胸有成竹。

师：回答得很好，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生：从他们的语言和做法看出来的。

（指名分角争读3、4自然段，注意读出感情）

3、默读69自然段，用划出出发时间，草船借箭的有关语句。

师：诸葛亮为什么选在第三天四更行动？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经过怎样？结果怎样？

请看老师给同学们放电影。（师出示电脑动画，配合录音范
读，让学生观看诸葛亮是怎样在大雾漫天的环境中成功地和
曹操借箭的经过）

（生联系上下文讨论出：这一切都是诸葛亮预料到的）

师：从中你对诸葛亮有什么认识？

生：诸葛亮的才智过人，我真佩服他。

生：诸葛亮晓天文、懂地理，我应向他学习。

4、齐读第10自然段。

师：诸葛亮一共借了多少支箭？

生：十万多支。

师：这一天恰好是周瑜给他任务期限的第几天？

生：第3天。

师：周瑜看到诸葛亮完成了任务，他的阴谋失败，他是怎样
表现的？

生：长叹：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不如他！

小结：诸葛亮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地借箭十万，挫败了周
瑜的阴谋。

四、布置作业：

1、理清文章层次，给课文分段。



2、准备复述草船借箭的故事。

附：板书设计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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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周瑜）

才干妒忌

因：十天造箭十万

果：三天借箭十万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二

“草船”是什么样的船？为什么文章中用了“借”箭？整个
故事发生在原因、经过、结果怎样？生动的情节吸引着学生
学生边读边思，激发着学生学习热情。

抓住课文内容，分清事物的前因后果。

课文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历史小学《三国演义》中有关“草
船借箭”的情节改写的。记叙了孙刘联合抗曹的过程中，诸
葛亮与周瑜斗智，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周瑜的暗算，
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才知过人。文章内容情节生动曲折，
人物形象鲜活，人物关系微妙，中心突出。教学中应把握好
文章赞扬诸葛亮“神机妙算”的中心，结合学生对文章已有
的认知基础，课内外结合，长文短教。

从“草船借箭”中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原因，体会他的神
机妙算。



课内外结合，长文短教，读中感悟。

1、师生共同阅读《三国演义》中有关草船借箭的内容资料。

2、查阅搜集介绍诸葛亮及故事中人物的文章或相关资料。

3、船模型及相关的演示材料。

1、引导学生理解诸葛亮之所能神机妙算使得借箭成功，是因
为他具有知自己知彼、知天知地的杰出才能；认识诸葛亮识
大体、顾大局的宽广胸怀。

2、帮助学生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3、学会本课的生字生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理由：全文以“借”为主线，按事情发展顺序进行叙述，条
理清楚，重点突出。

程序：

一、提示课题，点出“借”字。

据课题：你认为文章应该写些什么内容？哪个字是题目的中
心词？全文突出哪能个字？

二、理出脉络，围绕“借”字。

a“借箭”的原因是什么？

b“借箭”的经过怎样？

c“借箭”的结果如何？



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然后组织讨论。并据以上问题给
文章划分段落。

三、掌握重点，突出“借”字。

“借箭”的经示是第三段（按三段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
和才干。

a、在借箭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为什么强调不能让周瑜知道？

b、等到什么时候才去开船借箭？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

c、把船停在哪里？怎样停的？为什么？

d、“借箭”时，诸葛亮表现怎样？说明什么？

e、你认为借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知天---预测准三天内必有大雾，回来时顺风顺水。

知地----大雾中能所船信在受箭最佳的地方。

知人------鲁肃忠厚（保密备船）曹操多疑，不睹虚实，不
敢轻意出击。

表现了诸葛亮足智多谋、才华卓越。并通过周瑜与诸葛亮的
语言、行动的.对比，表现出诸葛亮顾全大局，豁达大度的风
范，反衬出周瑜气量狭窄，妒能忌贤，不顾抗曹大局，一心
想刁难，加害诸葛亮的卑鄙行径。

四、复述巩固，抓住“借”字。

五、演读欣赏，体会“借”字。



理由：文章中心主要是赞扬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这是
贯穿在文中的主要线索。

程序：

一、复习导入。

组织学生进行补题练习，

练习分清前因后果，训练有条理地表达。

（）草船（）借箭。

二、抓住中心词，突出重难点。

1、引导通读全文，思考：草船借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诸葛亮神机妙算）结合中心词进行质疑，师生共同梳
理。

（1）课文哪些内容表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诸葛亮为什么能做到“神机妙算”？

2、引导学生分组研读课文，针对思考题进行讨论。教师可为
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建议，从“知天、知地、知人”三个方
面，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并强调结合文中的相关语句理
解体会。

（抓住中心词，读书质疑，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3、交流汇报，互相补充。共同操作，深刻理解诸葛亮的神机
妙算，引导复述课文。

在学生汇报的基础上，互相补充、评价，深刻理解课文内容。



师生共同利用准备的教具，边读边演示借箭过程，加深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练习复述课文。

（培养合作交流意识，评价意识，动手实践能力。）

4、小结：在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填空。诸葛亮是一个（）
的人。

三、感情朗读，整体回顾。

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练习有感情地朗读。整体回顾全文内
容，理解故事深层次的前因后果。（周瑜妒忌设局陷害；孔
明大败失败周郎。）

五、拓展表演，综合实践。

利用手中搜集的关于三国人物的资料，表演文中的故事。

1、《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长篇小说，一百
二十回，罗贯中著。罗贯中，元末明初人，名本，号湖海散
人，杭州人。《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
（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
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兴衰过程。
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
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体内容和血肉部分则
出于虚构创作。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群众中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2、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著名政治
家和军事家。生于山东琅琊的一个官僚世家。

3、周瑜：字公瑾，三国时期东吴的名将，总督东吴兵马。

4、鲁肃：字子敬，三国时东吴名将，周瑜死后，他总督东吴



兵马。

5、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汉献帝时为
丞相。

6、原著中对大雾的描写：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苍茫，
浩乎无际。甚则穹昊无光，朝阳失色；反白昼为昏黄，变丹
青为水黑。

7、原著本章小结：

浓浓雾露满长江，天地难分水渺茫，二十舟船能摆列，万余
弩弓尽施张，

飞蝗透草摇天影，孔明今日伏周郎。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三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一天，他借口与曹军交战，让诸
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可诸葛亮说三天就可以，若不能完成，
甘受惩罚。周瑜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
饭后，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计划。诸葛亮见了鲁肃，问他要
了船、草把子、幔子、军士。前两天，诸葛亮没有动静，第
三天四更时大雾漫天，诸葛亮带鲁肃去曹军水寨受箭。他让
军士们擂鼓呐喊，于是曹操让弓xx放箭。诸葛亮满载而归。
周瑜得知后说：“我真不如他！”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四

周瑜忌妒诸葛亮的才干，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他。

一天他找借十万支箭为借口为难诸葛亮，其实他是存心想陷
害诸葛亮。结果诸葛亮就答应了，说只要三天，并立下军立
状。



诸葛亮做好了借箭的准备，并让鲁肃不告诉周瑜。诸葛亮找
鲁肃借了二十条快船，每条船上有三十名军士，布置好青布
幔子和草把子。第一二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三天
四更的时候，诸葛亮要鲁肃一起去取箭。并吩咐把二十条船
用绳索连起来，向北岸开去。。这时候大雾漫天，诸葛亮下
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并叫船上的军士擂鼓，
呐喊。诸葛亮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
来。‘’曹操听见擂鼓，呐喊，就派弓nu手射箭。箭好像雨
一样很快，船的一边插满了箭。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
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使船两侧都受箭，让军士仍擂鼓呐喊。
天渐渐地亮了，雾还没有散，船两边都受满了箭。接着二十
条船顺风顺水驶回南岸。

诸葛亮借箭成功，并如期交箭，周瑜长叹一声：“诸葛亮神
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啊!”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五

周瑜十分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处处想法陷害他。

诸葛亮事后第三天四更时，诸葛亮请鲁肃一起去取箭。这天，
大雾漫天，对面看不清人。天还不亮，诸葛亮下令开船，并
让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下令说，雾大，看不清虚实，不要轻
易出动，只叫弓手朝来船射箭。太阳出来了，雾还没散。船
两边都插满了箭。诸葛亮下令回师，这时曹操想追也来不及
了。10万支箭“借”到了手。周瑜得知借箭的经过后长叹一
声：我真不如他！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六

你也可以投稿哦^_^

草船借箭（缩写）
广东省湛江市八小五（）班姝帆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想陷害他。
一天，周瑜以公事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诸葛
亮说只要三天。
诸葛亮让鲁肃准备二十条船，并让他对周瑜保密，鲁肃答应
了。
鲁肃私自拨了二十条快船，船上布满了草人，等待诸葛亮调
度。
第三天四更，诸葛亮叫鲁肃和他一起去取箭，并用绳索把二
十条船连起来。
这时，大雾漫天，什么也看不清。诸葛亮让军士一边击鼓，
一边大声呐喊。曹操听见了，以为敌军突然来攻，便让弓箭
手朝江面射箭。诸葛亮命令把船一字排开，接受曹军的箭。
天渐渐亮了，船上的草人都插满了箭。诸葛亮让军士谢过曹
操，便飞快地离开了。
诸葛亮船队如期靠岸，，十万支箭如期交给了周瑜的士兵。
周瑜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自叹不如。

你也可以投稿哦^_^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七

草船借箭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一件事，讲了周瑜为了除掉诸
葛亮而让诸葛亮十天造出十万支箭，而诸葛亮却说只要3天就
可以了，后来诸葛亮巧用计谋从曹营中“借”了十万支箭。

这件事中出现了四个人，分别是周瑜、诸葛亮、鲁肃、曹操，
这几个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瑜。

周瑜有才有谋却心胸狭窄，容不得比自己强的人，见诸葛亮
足智多谋便一心想除掉他，没想到害诸葛亮没成，反倒拿石
头砸自己。

在我的身边“周瑜”并不少，我就是一个“小周瑜”。只要
看见别人比自己强就嫉妒那个人，视他她为死敌。



有一次，好朋友希翕考了94分，而我却差她3、5分，想起前
几次她都比我考的要好，一下子就生气，每次她在学习时扰
乱她，下了课又不理她，一星期后考试了，这几天她被我烦
的没能好好学习，果然只考了第8名，而我却比她还要多1、5
分，“唉，怎么搞的？”下了课只见她在叹着气，看样子她
心情不好，可她却没有对我起疑心，反而认真分析起来。

我是个“小周瑜”可希翕不是。有一次，一个同学每次考试
都比她要多上0、5分左右，如果我一定想方设法让那个人无
法学习，可希翕却不同，她和那个人每天在一起学习，她还
分析自己的错误，所以她的成绩一般怎么也要比我这个小周
瑜好上4、5分。

如果变成了个“小周瑜”那可不好办，我们应该不存有嫉妒
心理，有了错误就应该改正、分析。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八

一天，周瑜不怀好意地请诸葛亮议事，诸葛亮直打哈欠想睡
觉。周瑜不高兴，问“水上交战，用什么好？”诸葛亮打个
哈欠说：“箭呗，莫非是饼干？”周瑜憋着气再问：“现在
军中缺箭，想诸葛亮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我帮你造，
懒汉，三天内可以造好。”周瑜生气了：“先生为何如此无
礼？”诸葛亮没听清，说：“闭嘴，我不会造大炮，放心好
了！”说罢回去了，差点没把周瑜气昏。

诸葛亮在鲁肃那儿付了五百元，租了二十条船，开往曹操营
中。曹操大惊：“敌人来攻，分不清虚实，快放箭！”于是，
箭像雨一样射来，诸葛亮租的船全插满了箭。诸葛亮翻出计
数器，算得有9999支箭。诸葛亮猛然省悟：“在我帽上还有
一支箭呢！”

当周瑜来搬箭时，大吃一惊。诸葛亮心想：有什么吃惊的？
这又不是卷心脆。又暗自嘀咕“这么多箭，数昏你周瑜！”



周瑜长叹一声：“诸葛亮真聪明，以后玩‘捉迷藏’别参加
他！”

（曹营里）曹操骂道：“你们近视啊？怎没有射死诸葛亮？
以后在qq群我怎么抬得起头？”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九

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以军事要诸葛亮在十天内赶造十万
支箭，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周瑜让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
他有点迷惑，让鲁肃去打探一下。

第一、二天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到第三天早晨四更时
候，诸葛亮请鲁肃一起去取箭。那时候，大雾漫天，诸葛亮
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叫军士擂鼓呐喊。

曹操听见了，不敢进攻，派一万人朝他们射箭，箭像下雨一
样。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
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不一会儿，船两边插满了箭，，
二十条船总共有十万支箭。诸葛亮下令往回走。诸葛亮的船
顺风顺水，想追都来不及了。

鲁肃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告诉周瑜，周瑜自叹不如！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

周瑜为了所谓的保卫国家，便想杀了诸葛亮这个人才。

周瑜让诸葛亮造10万枝箭，并说10天内就要。诸葛亮痛快地
答应了，说：“我3天之内就送10万枝箭过来”周瑜保险起见，
让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

诸葛亮向鲁肃借了快船和士兵，还在船上扎满了稻草人。忠
厚而顾全大局的鲁肃果然，没有告诉周瑜。



诸葛亮算准第三天有大雾，于是到了第三天，天还没亮，诸
葛亮便请鲁肃来一同去取箭。然后，把20条快船用长绳连起
来，一直往江北驶去。当时，大雾漫天，不久，船靠近曹操
的水寨。诸葛亮算准曹操多疑，便命令将船头朝东船尾向西，
一字摆开。又叫士兵一起敲鼓呐喊。果然曹操听报告
说：“先不要进攻，让水陆军的弓箭手向他们射箭。”

过了一会儿，船就被射满箭。等到太阳要升起来时，诸葛亮
令军士开船，并一起大喊：“谢谢曹丞相的箭！”

船到了南岸，周瑜已经派了500名军士在江边等着搬箭，卸完
后共有十二三万枝箭。周瑜知道了诸葛亮借箭的事，只好自
叹不如。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一

周瑜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故意刁难他。让诸葛亮立下军令
状，三天造好十万支箭，如果三天造不好，诸葛亮甘受惩罚。

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你借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
要三十个军士，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
别告诉都督。”

鲁肃找诸葛亮说的办了。

第三天，大雾漫天，诸葛亮请鲁肃到船里喝酒，下令让船头
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

曹操听见了，拍六千名弓弩放箭，箭像下雨一样，诸葛亮派
人把船调过来，仍旧擂鼓高喊。天亮了，雾还没散，诸葛亮
吩咐军士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

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了他借箭的经过，长叹一声，说：“诸
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啊！”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二

周瑜一直非常妒忌诸葛亮，便想铲除了诸葛亮这个人才。

一天，周瑜借公事，说：“要让诸葛亮造十万枝箭，并说10
天内就要。”诸葛亮爽快地答应了，说：“我三天之内就送
十万枝箭过来”周瑜保险起见，让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

诸葛亮要向鲁肃借二十条快船，每条船上要有三十名士兵和
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旁，并且，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
鲁肃答应了。回去后，忠厚而老实的鲁肃果然没有告诉周瑜，
诸葛亮借船的事。只告诉周瑜诸葛亮不用到任何造箭材料。

诸葛亮算准第三天有大雾，于是到了第三天，天还没亮，诸
葛亮便请鲁肃来一同去取箭。然后，把二十条快船用非常长
的绳索连起来，一直往江北驶去。果然，当时大雾漫天，船
慢慢地靠近曹操的水寨，离曹操水寨只有几十里。诸葛亮算
准曹操多疑，不敢轻易出兵。便命令将船头朝东船尾向西，
一字摆开，又叫士兵一起敲鼓呐喊。曹操听到呐喊声后疑惑
不解，便下令说：“先不要进攻，让水陆军的弓弩*向他们射
箭。”

天渐渐亮了，但是雾还没有散。这时候，船两旁的草把子已
经被射满了箭。等到太阳要升起来时，诸葛亮命令军士驶船
回南岸，并齐声大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得知上当后，
想追也来不及了。

船刚驶回了南岸，周瑜已经派了五百名军士在江边等着搬箭，
卸完后总共有十二三万枝箭，鲁肃见到了周瑜并告诉他诸葛
亮借箭的.经过，周瑜知道诸葛亮借箭的经过后，只好自叹不
如诸葛亮！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三

周瑜看到诸葛亮的才干，心里很妒忌。

有一天周瑜找诸葛亮商议军事，让诸葛亮在三天这内造十万
支箭。诸葛亮答应了还当面立下了军令状。周瑜让鲁肃探听
诸葛亮的行动，好去阻止他。

诸葛亮来找鲁肃帮忙，向他借二十条船，说：“我自有妙用，
第三天保管有十万支箭。”鲁肃答应了第三天四更时，诸葛
亮请鲁肃和他一起去取箭。到了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擂
鼓呐喊。鲁肃吃了一惊。这声音被曹操听到了，他让一万多
名弓手一起向诸葛亮的船。他又下令把船调过来，箭把草靶
子全都插满了。

第二天一早，诸葛亮让船驶回南岸。曹操想追，可这边的船
顺风顺水，已经驶出二十多里要追已经来不及了。

周瑜听鲁肃说了草船借箭的`经过，他佩服地说：“诸葛亮神
妙算，我真比不上她！”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四

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干，心里很妒忌。

这天，他故意问诸葛亮和曹军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
说应该用弓箭。

周瑜便马上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诸葛亮却说
只要三天，还说愿意立下军令状。周瑜很高兴。事后，还准
备吩咐军匠们故意施延。好让诸葛亮完不成任务。并吩咐鲁
肃去探听虚实。

这一天，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请鲁肃帮忙做一点准备。



还嘱咐不能让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

到了第三天四更的时候，大雾漫天，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
到了船上，说要去取箭。把鲁肃弄得莫名其妙。诸葛亮带领
着船队靠近了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船头朝西，船尾朝东，
一字摆开。又叫军士擂鼓呐喊。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马
上命令一万多名弓弩手朝江中射箭。几乎所有的箭都射在了
草靶上。

天渐渐亮了，诸葛亮带领船队回到了南岸。周瑜派来的五百
个军士正好来到江边搬箭。船两边的草把上插有十多万支箭。
鲁肃告诉了事情经过，周瑜自叹不如。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五

其一，导读即教师引导指路，学生阅读为主。教师的谈话、
讲授、板书等均应着眼于更好地导着学生去读，使其尽可能
地自求得之。

其二，导读必须定向。导向何方？导致学生达到何种程度的
听说读写学习能力？这至关重要。因此，导读须在教学目标
（目的、要求）相当明确具体的情况下进行。

其三，教者导的思路应与学生学的思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导读教学过程既体现学生学为主体，又不失教师主导作用。

其四，阅读教学中的字词教学，是跨阅读教学和识字教学两
个范畴的内容，在导读过程中应遵循阅读理解和识字教学的
规律灵活处理。

1、学生能按大纲和教材要求掌握本课一、二类生字、新字；
能结合课文，说明关键性词语的意思；能运用妒忌、必然、
虚实、私自造句。



2、学生能简要复述这个故事；能在老师的启发下正确给课文
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3、学生能口头回答课后习题1中三个问题；能分清草船借箭
的前因后果，培养由表及里的逻辑思维能力。

4、学生能理解妒忌的危害，知道对比自己强的人，只应虚心
学习，努力赶超，而不应妒忌；能联系实际，为诸葛亮的杰
出才能和宽广胸怀所感动，并产生崇敬、向往的感情。

课题导读；

复述导读；

问题导读；

谈话法。

课前预习要求：

1、读通课文，说出课文大意。

2、能熟练读出一、二类生字及其在课文中的组词。

3、联系课文结合解释词语：妒忌、甘受惩罚、推却、呐喊。

本课时教学目标：

了解故事背景和课文大意。能简要复述故事的起因和开始部分
（借船）。理解妒忌、推却、军令状、甘受惩罚、自有妙用
等关键性词语。渗透总目标4和1的内容。

教学过程要点：

1、抽查字词预习情况。着重该课时目标中所列词语和少数重



要的二类生字词的认读。

2、导入：引导回忆第九册中《赤壁之战》的'时代背景及其
中周瑜这个人物；联系讲授本课背景（见小黑板板书设计）；
引出并板书新课课题。

3、引导就课题质疑：见此课题，可能或应该想到些什么问题？
（见板书设计）

4、带着上述问题听读（或自读）课文。着重考虑为什么借箭
这个问题；经过和结果如答不理想，作存疑处理。

5、反馈课文大意后，着重以问题导读，弄清为什么借箭的问
题。

教师引导看课后习题1（1）（2），联系课文开头一段，默读、
思考、圈划，然后展开讨论。在反馈过程中，教师注意引导
由表及里地认识借箭的真正原因，注意抓住关键性词语理解。
这一教学过程，教师要给学生较充分的时间读书、思考和讨
论。

6、引导运用板书提示，默读课文，每人自练复述故事起因，
教师巡视，辅导后进生。反馈。

7、请学生找出诸葛亮为借箭所做准备工作这一内容所涉及的
课文段落，并用一个词语概括主要意思（借船）。再引导学
生读书，弄清借船方式（秘密）、数量、其它要求。

8、复述借船这一部分内容。练习方式：个别学生示范与群体
操练相结合。

9、小结：以承上启下式终结该课时。

课外作业：练习复述故事；给课文试分段。



本课时目标：

学生能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能复述故事中借箭和结果的主
要内容。在教师启发下，学生能正确地给课文分段、概括段
意，更清楚地把握全文。渗透总目标4和1的内容。

教学过程要点：

1、引导学生说一说一类生字字形记忆及书写时须注意之点，
如忌（上声下形），督（字形上宽下窄）等。当堂练习难写
易错的几个字3～4遍，组词写一遍。

2、以上课时就课题质疑中已解决的问题起因与借船导入新课。

3、以复述为手段，重点引导读懂借箭这部分课文。

（1）找出这部分课文的起讫处（6～9自然段）。提出读的要
求：看谁能以概括各自然段主要内容的方式，复述这部分内
容。引导督促每个学生认真看懂课文后再练习复述。组织交
流。教师巡视辅导。

（3）根据板书，再次自读课文，练习复述，（巩固性练习）
中、优两位学生反馈复述，组织评议。

4、默读课文最后一节，讨论草船借箭的结果。（教师注意引
导学生由表及里地理解：课文结尾与开头有无联系？怎样联
系起来的？）

5、引导学生给课文分段，概括段意。启发性问题：

（1）课文写了几件事？我们该按怎样的思路（顺序）给课文
分段？

（2）我们以前学过的分段技中，比较适合这课分段的是什么？
（先找出事情的经过部分，再看事情经过可分几段）。



学生分段，写段意，交流。反馈。

6、结合分段及段意概括，练习简要复述整个故事。创设情境，
鼓励学生上讲台复述。

7、引导学生小结，简要复述课文故事的方法，预告下节课内
容：评论周瑜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请学生给这两个人分别写
一段评语，就如老师给学生下评语（课外作业）。

本课时目标：

做口头笔头练习，着重完成书面造句。在教师引导下，学生
能正确评价周瑜、诸葛亮这两个人物，以完成总目标4的内容。

教学过程要点：

1、出示书面造句词语，先进一步引导准确理解词义、运用范
围，后完成书面造句。教师巡回，搜集妒忌一词的好造句备
用。

2、以这些问题引出对诸葛亮的评价：

（1）诸葛亮约鲁肃上船取箭，为什么只管饮酒取乐？（杰出
才干：准确预计天气和曹军反应）

（2）诸葛亮会不会不知道周瑜是故意刁难或陷害他？既然知
道，诸葛亮为什么不气愤、不与周瑜论争？（胸怀宽广，以
大局为重）请学生修改给诸葛亮下的评语。

3、请学生说说对周瑜的评价。教师相机引起讨论：妒忌的害
处？

（1）从东汉末年的三国形势来看，瑜妒忌亮的才干有何危害？
（削弱蜀、吴联合抗曹的力量，与己有害）。



（2）推论一般：如我们对学习等方面比自己强的人采取妒忌
的态度会怎样？因此我们应当怎样做才对？最后拿学生有关
妒忌的造句，联系实际进行教育。

4、布置本周内完成的小作文练习，略加指导：

（1）我曾经妒忌他（她）（记叙文）；

（2）妒忌无能的表现（读《草船借箭》的感想）。

任选一题。

5、启发、教育、鼓励性结尾，终结该课。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六

1、深入理解课文，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感受古典文学的魅力，激发学生阅读古典文

学的欲望。

【教学重点】通过品读人物语言、动作，分析人物性格特点。

【教学过程】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草船借箭》这篇课文，谁能
根据上节课的学习，给大家介绍一下课文的背景?生：《草船
借箭》选自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
讲的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蜀、吴的故事，当时魏国刚刚
打败蜀国，又派兵进攻吴国。于是，蜀、吴两国联手抵抗曹
操。师：文中一共有几个人物，谁能帮大家理顺一下人物关
系?生：课文中有四个人物，曹操是魏国的首领，诸葛亮是蜀
国的军师，而周瑜是吴国的都督，鲁肃是吴国有名的谋士。



师：周瑜见诸葛亮很有才干，心里很妒忌，这才引出了这个
故事。

过渡：同学们，你觉得这个故事精彩吗?(精彩)是呀，文学作
品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者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而
每个人物的塑造又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个工具。这节课，我
们要再次走进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让这些性格鲜明、形象
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的。

(一)赏析重点段(课件出示第二自然段)指名读，其他同学思
考：这一段作者使用什么方法描写人物的。(人物对话)师：
好，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人物对话。(课件出示对话，隐去旁
白)现在同桌一组，分角色读一下对话，边读边想：你所扮演
的这个角色，再说这句话时，心里会想什么，脸上是什么表
情?读完后同桌把意见交流一下。(学生汇报，教师引导揣摩
人物心理，并启发学生用恰当的词语概括出人物当时的心理
活动，在每句对话前加上提示语)师：大家都很聪明，能根据
对话走进人物内心，下面我们加上提示语，再来读一下课文。
(课件出示加有提示语的课文，分角色朗读，学生互评。)师：
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你觉得周瑜、诸葛亮各有什么特点?(学
生谈对周瑜和诸葛亮的初步认识)但仅仅根据这一段的文字，
我们还不能透彻的了解人物特点，下文中，还有一些人物的
语言描写，找出来读一读，看你对人物有什么更深的认识。

(二)感悟

1、指名读一读描写周瑜的语言，总结出周瑜的性格特点是阴
险狡诈。(板书：阴险狡诈)学生朗读。2、再说说诸葛亮的语
言。(1)指名读，课件出示第一个句子，从中你有什么感
悟。(诸葛亮心中早有了周密的计划，胸有成竹)你从鲁肃的
言行中感知他是怎样的人?(板书：忠厚老实)(2)还有那处写
了诸葛亮的语言?指名读第二句话。(课件出示)老师发现，诸
葛亮是笑着说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前面都是诸葛亮说，为
什么这个地方要加个“笑”字呢?来，我们先齐读一遍。(齐



读)你们觉得诸葛亮在笑谁，笑什么?汇报：生(1)：在笑曹操，
是一种嘲笑。师：你说的真好，你来读一读，读出对曹操的
嘲笑。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从哪看出来的?(学生在下
文中找到曹操的语言描写，并体会到他的谨慎多疑。)(板书：
谨慎多疑)生(2)：在笑鲁肃，是一种友善的笑。你来读一读。
生(3)：在笑周瑜，是一种胜利的笑。你来读一读。读出诸葛
亮的自信。小结：你看，诸葛亮说得多准呀，他说曹操不赶
出来兵，他真不敢出兵，说三天取箭，果然三天带着鲁肃来
取箭。你们说，诸葛亮神不神?真是太神了!用周瑜的话说，
诸葛亮真是——(学生一起说：神机妙算!板书：神机妙算)

(三)草船借箭成功的条件同学们，诸葛亮他神机妙算，都算
准了什么呢?生：他算准曹操不敢出兵、算准周瑜要加害他、
算准鲁肃不能出卖他。师：也就是说诸葛亮他算准了人，这
也是“识人心”(板书：识人心)但仅仅如此，草船借箭就能
成功吗?他还算准了什么?生：三天后有大雾。师：这是他知
天文。(板书：知天文)生：回来时顺风顺水。师：这是他晓
地理。(板书：晓地理)总结：是呀，诸葛亮他知天文，晓地
理，识人心。草船借箭才会成功。我们还可以用什么词来形
容诸葛亮?(有勇有谋、才智过人等)三、全课总结同学们，通
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们不仅认识了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
还领略了古典名著的风采。其实，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
物就多达400人，那里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老师
希望课下，大家能以“走进三国”为主题，完成本周的积累，
并把你积累到的知识与同学们交流、分享。

【板书设计】

19、草船借箭

鲁肃----忠厚老实

【课后反思】



《草船借箭》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第二篇课文，
本组教材的安排，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活动，为学生打开学习
名著的大门，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所以教学目标我就确定在
“通过对人物对话的研读，感受名著中性格鲜活的人物特点，
通过分角色朗读，走进名著中精彩纷呈的故事。”教学时，
针对高年级的阅读水平和训练重点，我主要引导孩子通过研
读人物语言来体会人物特点，再通过课后的延伸，达到让学
生爱上名著的目的。虽然课堂还有许多遗憾，比如指导朗读
还是不算到位，时空没掌握好等，但是，从学生那积极地参
与教学上，从课后孩子们赛读名著故事上，我看到了这节课
的成功之处。我觉得，一节课成功与否，关键看孩子们从课
堂上收获到了什么，在老师的引领下受到了那些熏陶，掌握
了什么能力。只要孩子们在那短短的40分钟里参与了，收获
了，就不失败。语文课堂就是充满遗憾的课堂，没有遗憾，
又怎么有我们不断完善教学的动力呢!在这一次次的反思中，
我们会走向成熟。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七

知识与能力：正确读写、理解“妒忌”等字词；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与体会，学习作者通过语言、动作描
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教学重点：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

教学难点：深入体会情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引导学生谈谈最喜欢的名著，交流其中印象深刻的内容，
进而引出课题《草船借箭》。



生字词：“妒”的书写、辨析

内容：课文主要写周瑜由于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
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葛亮用妙计向曹
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顺利的借得十万箭，使得
周瑜不得不叹服。

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讨论：从哪里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神机妙
算？

（一）知天文（大雾弥漫）

1、诸葛亮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天气实施计划？（雾大，“江上
的人面对面都看不清”，曹操更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射箭）

2、能不能猜猜诸葛亮让船“一字摆开”的用意呢？（“一字
摆开”便于统一行动，又不留空当，使受箭面积增大）

3、为什么还要让军士们擂鼓呐喊呢？（虚张声势，制造进攻
的假象；让曹军明确射箭的目标、方向）

4、读到这，你想对诸葛亮说些什么？

（二）识人心（草船受箭）

1、曹操上当了吗？（雾很大，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
射箭便是）

2、从这里能感受到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生性多疑、小心
谨慎）

3、如果你是诸葛亮，还能想到其他办法吗？

4、有感情朗读。



想象一下，草船借箭事件之后，曹操、鲁肃、周瑜会有怎样
的表现？

作业：周瑜嘴上说自己比不上诸葛亮，但他对诸葛亮真的是
心服口服了吗？请大家课后去看一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
三气周瑜的故事。下节课一起来分享你的体会。

略

草船借箭读后感篇十八

这篇课文选自《三国演义》，课文主要写了周瑜妒忌诸葛亮
的才干，用十天造十万枝箭的任务来为难他，诸葛亮同周瑜
斗智，用草船借箭的方法向曹操借到十万多枝箭，最后令周
瑜不得不自叹不如。文中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宜引导学生品
读，体会人物性格，同时，课文的思考练习主要设计了引导
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的练习。

1、初读课文，引导学生大胆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互相解决。
(这是能力的培养)

2、理解课文内容，品读课文，总结出诸葛亮草船借箭成功的
原因。(这是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3、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教育学生要有广阔的胸襟,
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这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
养。)

1、感悟人物形象，从文中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感受人物特点，并通过读表现人物个性。

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



(设计意图：《新课标》指出：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
逐步培养学生探究阅读能力。再加上课后思考题中有训练学
生的提问能力，我将本文的教学方法设计为自主、合作、探
究，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究问题能力。)

以品读感悟为主，采用猜一猜，画一画，议一议，说一说，
写一写、演一演的方法，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能力及听说读写
等基本的语文素养。

说教学过程：

一、回顾导入，切入中心

二、探究课文，感悟“神妙”

(学生读文讨论，教师巡视，点拨引导)

讨论交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知天文

课件出示：“这时候大雾满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

(1)创设语境，感悟朗读

(2)联系上下文，体会知天时

2、晓地理

诸葛亮算好了大雾天，那么他又是怎样找准借箭的地理位置
的呢?

3、识人心

三、人物对比，升华感受



那么，周瑜到底在哪些地方不如诸葛亮呢?(提示后讨论交流)

四、拓展延伸，扩展文本

1、课文学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认为诸葛亮挺有才干?请你选
用一些四字词语来形容诸葛亮。

2、设想一下当诸葛亮归来时与周瑜相见,周瑜会怎么说?诸葛
亮又会怎么说呢?

五、总结拓展

通过学习，我们体会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那么诸葛亮上知
天文，下知地理，能识人心，足智多谋，他的本事从何而来，
想知道吗?请大家阅读《三国演义》的相关章节。

草船借箭

诸葛亮 周瑜

知天文

神机妙算 晓地理 我真比不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