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 七年级语文卖油翁教
学设计(实用15篇)

四年级教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生活经验，以提升教
学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教案范文的分享可以促进教师之间
的交流和共同进步。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一

知识与能力

1、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能了解本文字句的意思。培养借
助工具书、注释理解课文的能力。

2、掌握文言文实词，积累词语。

3、理解文章中揭示的“熟能生巧”及不能骄傲自满的道理。

4、理解文章运用对话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特点的方法。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诵读教学，使学生能了解本文的意思。

2、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注释理解课文的能力。

3、通过阅读讨论，理解“熟能生巧”及不能骄傲自满的道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领会“熟能生巧”的道理，能从生活中举证“熟能生巧”
的道理，能亲身实践“熟能生巧”的道理。

2、体会谦虚的美德，能了解为何要谦虚，能在生活实践中运



用谦虚的美德。

重点：

1、学习本文刻画人物的方法。

2、理解本文揭示的道理。

难点：

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举办飞镖比赛，看看谁的成绩最好，谈谈取得好成绩的秘
诀。

2、提问：谁能说出形容射箭技术高超的两个以百字开头的成
语?(百发百中、百步穿杨)

3、文中陈尧咨非常善射能“十中八九”，但卖油翁却不以为
然，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学习《卖油翁》这篇课文，看看这是
为什么。

(二)阅读课文，把握课文内容

1、指导学生从读音、语气、情感、神态等方面来朗读。

2、引导学生讨论课文大意。

3、引导学生复述故事。

(三)设问质疑，归纳课文主旨



1、课文中“而、以、乎、尔”的用法分别是什么?

2、找出描写陈尧咨和卖油翁的语句，想想陈尧咨的态度是怎
样变化的?

3、这篇课文的主旨是批评陈尧咨的骄傲自满，还是告诉我
们“熟能生巧”的`道理?

(四)探讨写作方法

1、讨论发言

(1)详略的安排

(2)对话的描写

(3)人物的对比

(4)寓道理于故事的手法

(五)拓展活动

1、分别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长处。

2、写出两句此类主题的名言警句。

(六)本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卖油翁》一文，懂得了“熟能生巧”的
道理，还懂得了不要骄傲自满的道理。此外，同学们也提出
了许多问题，敢于质疑的精神非常好。以后，我们就要懂得
运用这个道理去学习和做人。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二

《卖油翁》是欧阳修的名作，其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
象饱满鲜明，于细微之处见功力，历来深受读者喜爱。虽现
今的人教版教材未录入此篇，但本着两大目的：一为课题实
验作探究，二为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本人用一节自
读课为7年级的孩子上了这一课。课后，关于“如何培养学
生‘会提问’的探索和思考”这一重要问题，有一些发现和
思考，反思如下：

本实验课题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学会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思考并解决问题。这就涉及到教师在备课预设时
如何指导学生提问的艺术。本节课针对这一方面的目标，设
置了两个环节，培养锻炼学生关注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第一个环节为文言文教学的必经阶段——疏通课文字词句。
本人设置让学生在原生态阅读(不预习、老师当场下发教材、
阅读时老师不作任何有关内容的提示)的基础上，用小组合作
交流的方式，让学生自主发现疑难点、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遇到困难时在小组提出问题，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如出现小
组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全班提出，组组交流解决，最后
集体分享解决问题的经验。从最后的教学效果来看，这一尝
试的价值在于：1.有小部分同学在没有经过老师指点、引导
的基础上，能发现很有价值的字词句知识点，甚至可以主动
进行知识迁移，利用所学的一些知识来解决现有问题，为其
他同学学会自主学习作出了很好的示范。2、组组交流结束后，
组长或者每一组的代表发言人需要总结本小组解决问题的一
些经验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小组所使用的疏通字词
句的方式方法很多，如有的小组主要通过联系上下文解决某
个问题，有的小组则是通过查阅工具书或参考课下注释，有
些小组则是依靠了平日的学习积累(如对于陈尧咨谥号“康肃
公”的理解，对于“睨”这一神态的理解)……真可谓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过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解



决部分问题的目的，而且小组和小组之间智慧共享，使得课
堂氛围十分愉悦，比纯粹由老师灌输讲解效果好很多。但是，
这一环节的尝试还是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原生态阅读以及
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老师的引导力度该如何把握?在这节实验
课中，学生自主疏通字词句尽管课堂氛围活跃效果不错，但
是基于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学生的活动难以做到非常充分，
依旧有不少重要知识点学生无法落实(如关于陈尧咨与卖油翁
的对话浅层次的揣摩与理解)，“被迫”带入了下一环节，造
成教学板块之间界限模糊不清。

第二环节为本课的教学重难点——如何指导学生在分析情节
和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思考和提问。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基于对文章的初步阅读和感知，对于两个人物形象的理
解和分析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问题：如陈尧咨为什么最后笑着
打发卖油翁走?卖油翁为什么在刚开始看陈尧咨射箭时就“睨
之，久而不去”?康肃公问卖油翁时心里怎么想?有的学生还
提出康肃公是政府官员，在“家圃”射箭，为什么卖油翁可
以看到(而且根据情节分析，他们俩的距离还不远)?甚至还有
学生从故事的真实性方面提出思考：卖油翁在露倒油的绝活
儿时感觉特别淡定从容，心理素质特别好，一个普通的平民
百姓在一个武官面前，有可能做到么……这些问题的发问层
次首先与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在思路上是不
吻合的，很典型地体现了课堂孩子们思维的发散性，其次是
问题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孩子的提问能一语中的，切中要
害，而有些孩子根本没有围绕老师在进入这一环节时的要求
来提问，提问方向偏离。

面对这一课堂现状，如何在众多参差不齐问题旋窝里跳出来
回归问题要旨?我在黑板上临时增加了副板书，将孩子们的各
种问题精缩成三言两语，快速板书出来，整理结束后，再次
展示教学目标，让同学们根据教学目标，整理板书中出现的
众多问题，现场进行筛选。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是：较有
效的问题留下，相对偏离目标的问题避而不答。在这种情况
下，两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第一，筛选前的标准尽管明确，



但是有效问题的层次性，如何理清?是现场提出一个新标准，
还是课前有所预设?第二，对于一小部分提出“偏离目标”问
题的学生，如何关照他们的课堂心理状态?如何让他们学习别
的同学提问的方式和技巧?特别是在一节课极其短暂的时间里，
如何让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小积跬步，在思考和发问的能力方
面，能稍微体现课堂的生成?至少在本人的这一节实验课中，
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若运用“课堂观察”的评课方式，
这一部分心理关照较少的孩子，最终很有可能变成“等灌”
的那一群人。

本节课在运用文言文的知识迁移方面，还做了一定的尝试，
因这一环节不属于教学重点，所以在本次反思中不作赘述。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三

多媒体

【教学类型】

自主、合作、探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卖油翁》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这是欧阳修所
著的别集，共153卷，附录5卷。《归田录》是其中的一卷。
宋英宗治平四年 (1067年)欧阳修再次遭飞语中伤，自请外任，
这一卷是在出知亳州时作的.。他在《归田录》序里说：“归
田录者，录以备闲居之览也。”是一部笔记小说。欧阳



修(100-1072)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
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谥号文忠。是文坛诗文*新
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初读课文、扫清障碍：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字的音。

尧咨 自矜 家圃 睨之

颔之 酌油 杓 沥

2、熟读课文。

3、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三、细读课文，整体感知。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2、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第一自然段:以此:因此.尝:曾经.而:表顺接,可不译.其:指代
陈尧咨.十中八九:十箭射中八九箭.

翻译: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当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也凭
这点本领自我炫耀.他曾经在自家的场地上射箭,有个卖油的
老头放下担子站在那儿斜着眼看他射箭,很久没有离开,看到
他射出的箭十支有八九支中的,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第二自然段:尔安敢:尔,你.乃:于是.以钱覆其口:以,用.其:
指葫芦.而钱 而,但是.因曰:因,于是.

翻译:陈尧咨质问道:“你也懂得射箭吗 我的射技不是很出色
吗 ”卖油的老头说:“没有什么,只不过手熟罢了.”陈尧咨



怒气冲冲地说: “你怎么敢小看我的射技!”老头说:“凭我
酌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
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勺子 把油注入葫芦,油从钱
孔灌进去,可是钱不沾湿.于是说:“我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
手熟罢了.”陈尧咨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

3.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什么？

四、精读课文，深入探究：讨论并归纳:

1、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背景。

地点:陈尧咨家的空场子上.

人物:陈尧咨和卖油翁.

背景:陈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因而“自矜”。

2、本文在叙事过程中是如何安排详略，突出主题的？

3、本文给人什么启示？

五、拓展延伸

以“谦虚”为话题，说一段话，阐述自己的观点。

六、课堂总结:

学生总结本节课的收获；教师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

七、布置作业

a：完成课后练习(二)

b：将口头作文整理到笔记本上。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四

1、通过预习疏通文意，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解决阅读中的
文字障碍。（重点）

2、品味课文简练生动的语言特点，利用文中关键词句分析人
物形象。（难点）

3、.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自己与他
人的优缺点。

二、导入

1、导入新课：

（出示一枚铜钱）我国有句俗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古代就有这样两位：一位可以将箭射中铜钱的方孔，
一位可以透过方孔将油注入葫芦。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
这样两位性格各异，却身怀绝技的人。这篇文章为我们揭示
了耐人寻味的道理。

三、预习交流

1、用识记的方式请学生介绍作者的相关情况.

2、学生交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意即藏书一万卷，金石拓片一千件，琴一张，棋一局，酒
一壶，醉翁一人），谥号文忠，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是北宋文学革新运动的领导人物，为文以韩愈为宗，倡导
写平实朴素的古文，创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
为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3、预习稿中相关问题

四、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组内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一会儿请一组同学给
大家朗读。

（学生自由朗读）

2、哪个小组来展示一下？其他小组同学认真听，听后评价，
或帮助他们指出读音上的错误。

或其他方面存在问题，或总体评价（一组学生读）

3、哪个组派自己组的首席发言人来评价一下，他在哪些方面
需要更正、改正？

4、全班齐读。

（二）再读课文，读懂大意

（学生小组合作翻译课文）

方式：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一人读（程度好的学生a），一人翻
译并为大家介绍该句中应该掌握的关键词句等（程度中等的
学生b），其他同学补充，然后大家补充，共同完成重点词语解
释、句子翻译以有关文言现象的归纳整理，教师边巡视边根
据学生完成的情况作点拔指导。

要求：在组内合作学习时，人人参与，所有同学一定要用心
听，作好补充和纠正。



(三）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1、通过课前的预习稿，大家对课文提出了以下问题？同学们
提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可能有4个方面：

1字词、句子翻译方面：

1》以钱覆其口，2》见其发矢十中八九3》汝亦知射乎？吾射
不亦精乎？”

4》以杓酌油沥之5》尝

同学们提出文句子很有代表性，依次请能够翻译的学生翻译，
并加以适当指导

（2）文中的“钱”是什么？(2个)

（3）为什么用“卖油翁”做题目？能不能改为“陈尧咨”或者
“卖油翁和陈尧咨”呢？（10个同学)

(4)康肃为什么笑而遣之？（16个同学）

（5）这篇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16个

2、师生释疑：

下面先请同学们合作学习，然后请一个小组派代表展示（字
词部分已经解决）

（2）钱是什么？（已经解决）

（3）课文题目能不能改为“陈尧咨”或者“卖油翁和陈尧
咨”呢？为什么？对于这两个人物，你更喜欢谁，请说明理
由。请用“我喜欢……，因为……”的句式来回答。



预设：卖油翁是重点人物，他懂得“我亦无他，唯手熟尔”
的道理。写陈尧咨是为了衬托卖油翁，课文通过卖油翁看待
陈尧咨射箭“自矜”这件事，说明了熟能生巧的道理。所以，
课文题目不能改为“陈尧咨”，也不能改为“卖油翁和陈尧
咨”或“陈尧咨和卖油翁”，否则，课文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老师：说得很好，课文写了两个人物，一个善于射箭，一个
善于倒油，俩人都有本领，只是课文借卖油翁揭示其中的奥
妙和道理。

预设：（身怀绝技、谦虚稳重）（自我炫耀、趾高气扬）

预设：我喜欢卖油翁，因为卖油翁身怀绝技，不骄傲自满，
为人谦虚，“无他，但手熟尔”，明白事理，比较冷静、自
信。

我喜欢卖油翁，因为卖油翁懂得熟能生巧的道理，陈尧咨却
不懂得这个道理，很骄傲自大，还打发卖油翁，没有礼貌。

我喜欢卖油翁，因为卖油翁的故事让我懂得天外有天，人外
有人，做人要谦虚，不要骄傲自满。

我喜欢陈尧咨，因为他擅长射箭，假如打仗他的射箭用途就
大了；而卖油翁只懂得倒油，是小技能，假如打仗他的倒油
技能就没有用了。虽然道理一样，倒油练练就可以，可是射
箭要百发百中就不容易了。

4》康肃为什么笑而遣之？（16个同学）

预设：是陈尧咨的指责逼使他露出自己的倒油绝技，并告诉
他我也没有别的，只不过手熟练而已，让陈尧咨心服口服，
只好打发他走，我觉得这是以理服人。

预设1：这个“笑”可以是冷笑、微笑或嘲笑，他明白了其中



的道理，可是还不服气。

预设2：这个“笑”应当是苦笑、微微一笑，很尴尬，很无奈。

预设3：这个“笑”应当是开怀大笑，因为他见到知音了。

陈尧咨在事实面前服输了。由“忿”到“笑”，说明他对自
己的缺点已经有所认识

预设4：这个“笑”实在有些尴尬，很像被人揭了伤疤，口服
心不服，陈尧咨既不好说卖油翁不对，又心有不甘，大家还
可以揣摩揣摩，只要能说出理由就行。

（5）学习了《卖油翁》一文，陈尧咨和卖油翁两人的成功经
验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长
处？又如何看待他人的长处？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与体验，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请用“这个故事告诉了我
们……”的句式来回答。

预设：卖油翁的故事告诉我们，熟能生巧，只要反复练习，
就能成功

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五、课文小结。

教师：学了《卖油翁》一文，我们不仅懂得了“熟能生巧”
的道理，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做人要虚心，不能恃才自傲。
希望同学们牢记“自满人十事九空，虚心人万事可成”，走
向未来，走向成功。

二、板书设计

陈尧咨卖油翁



技艺：善射（十中八九）善酌（堪称绝技）

态度：自矜（浮躁自傲）手熟（从容沉静、谦虚）

中心：熟能生巧

范红杰

[《卖油翁》教学设计(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五

重点：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过程 ：

一、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二、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三、讨论以下问题：

1.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什么？

2.卖油翁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3.卖油翁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4.卖油翁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5.卖油翁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6.陈尧咨对卖油翁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四、小结

本文以次要人物陈尧咨开头和结尾，衬托了主要人物卖油翁。
主要内容是写卖油翁的技艺，突出熟能生巧的道理。所以重
点写卖油翁的酌油，而对陈尧咨的射技只是一笔略过。

五、板书设计 ：

卖油翁

陈尧咨：善射 “自矜”“吾射不亦精乎” “忿然” “尔”
――骄傲不可一世

卖油翁：酌油不湿钱口 “睨”“微颔” ――超然不自傲

道理：熟能生巧，精益求精。

教案点评：

本文故事生动，文字浅显，可由学生自读，教师带领学生稍
加串讲即可，然后通过课堂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
基础比较好的班级，可组织学生当堂表演课本剧。

教案

[4]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六

重点：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过程：

一、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二、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三、讨论以下问题：

1.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什么？

2.卖油翁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3.卖油翁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4.卖油翁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5.卖油翁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6.陈尧咨对卖油翁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四、小结

本文以次要人物陈尧咨开头和结尾，衬托了主要人物卖油翁。
主要内容是写卖油翁的技艺，突出熟能生巧的道理。所以重
点写卖油翁的酌油，而对陈尧咨的射技只是一笔略过。

五、板书设计：

卖油翁

陈尧咨：善射“自矜”“吾射不亦精乎” “忿然” “尔”
――骄傲不可一世



卖油翁：酌油不湿钱口 “睨”“微颔” ――超然不自傲

道理：熟能生巧，精益求精。

.教案点评：

本文故事生动，文字浅显，可由学生自读，教师带领学生稍
加串讲即可，然后通过课堂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
基础比较好的班级，可组织学生当堂表演课本剧。

.教案示例二

《卖油翁》

教学目的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3．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重点难点

1．重点：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2．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字的音。

尧咨自矜家圃睨之

颔之酌油杓沥

2．熟读课文。

3．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卖油翁》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这是欧阳修
所著的别集，共153卷，附录5卷。《归田录》是其中的一卷。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再次遭飞语中伤，自请
外任，这一卷是在出知毫州时作的。他在《归田录》序里说：
“归田录者，录以备闲居之览也。”是一部笔记小说。欧阳修
（100－1072），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
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溢号文忠。是文坛诗文
革新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2．导语

这将笔记小说通过卖油翁和陈尧咨之间的一段小故事，说明了
“熟能生巧”的道理。

三、正课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2．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第一自然段：

以此：因此。尝：曾经。俄之：之，指陈尧咨射箭。而：表
顺接，可不译。其：指代陈尧咨。十中八九：十箭射中八九
箭。翻译：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当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他也凭这点本领自我炫耀。他曾经在自家的场地上射箭，有
个卖油的老头放下担子站在那儿斜着眼看他射箭，很久没有
离开，看到他射出的箭十支有八九支中的，只是微微地点点
头。

&nbs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七

《卖油翁》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言文，通过叙述一个生动的
小故事，说明技艺专长，全在熟能生巧，不值得骄傲的道理。
此文寓抽象的道理与具体的故事之中，手法极为高明。文中
的两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异常鲜明，陈尧咨骄傲轻狂，夜郎自
大；卖油翁从容稳重，循循善诱。教材入选这篇文章，意在
让学生学习名家名篇，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懂得熟能
生巧，精益求精的道理，从而起到熏陶感染的作用，使学生
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课堂中，采用问题讨论法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利
用积累的知识解决提出的疑问。

情景表演法模拟情景推荐三位同学表演，两人分别扮演陈尧
咨和卖油翁复述课文，请同学发挥大胆的想象，用自己的语
言来讲述这则小故事，力争生动形象。

教师依次出示小标题：

陈尧咨善射，卖油翁微颔，两人对话，卖油翁酌油，陈尧咨
笑而遣之。



课文写了哪两件相关的小事？

康肃公发矢十中八九，以此自矜。

卖油翁酌油而钱不湿，惟手熟尔。

师：很好，这一副对联儿差不多就把人物、事件、结果甚至
人物的心理都概括出来了。

大家再想一想：这两人的自我感觉如何。主要体现在这一副
对联儿的哪个句子上？

以此自矜、惟手熟尔。

刚才我们主要分析了两位对自己的感觉，现在我们换一个角
度看看这两个人对对方的态度如何。

都有一点儿瞧不起对方的意思，你看，康肃公说：“汝亦知
射乎？”卖油翁睨、颔等动作都可以看出。

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儿，两人对对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那四个
词语上，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学生找出睨、颔、愤然、遣等。我们就抓住这四个关键词来
理解课文。

通过这一细节，可见卖油翁当时的心理活动怎么样，只要言
之有理，可以卖油翁的口吻来说。

能够透过“睨”这眼神看到卖油翁的内心，如果说“睨”只
表示一种观望心理，那么，“颔”这一动作又表示怎样的心
理也尽量想出不同的答案。也可以模仿卖油翁的动作。

“颔”是点头赞许的意思，也许卖油翁想啊：射箭真的不错
啊。



要注意是“微颔”，不是使劲儿点头，是微微点了几下头。

甲：应该这样想，马马虎虎还行。

乙：这个点头说不定是悟出了某种道理，譬如练多了手法就
熟了，这就是熟能生巧啊。

同学们讲得很有道理，可见卖油翁对陈尧咨的态度是从观望
到有限的肯定。

教学中巧妙地交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抓住重点
字词反复品析揣摩，最后清晰掌握人物形象。文言文教学要
扎实，就要通过反复的诵读，以求获得正确的语感，即对字
词句篇的透彻理解，又要学的灵活即通过课堂讨论引入现代
生活的感悟，并对课文进行内化与拓展，以求更准确的把握
人物，深入理解。本节课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由浅入深，抓
住细节，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

本节课不足之处：在情景表演法模仿情景时用时过多，太过
细化，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八

《卖油翁》这是一篇短小精悍的笔记小说，它通过卖油翁和
陈尧咨之间的一段小故事，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说明了“熟
能生巧”的道理。这篇文章故事性很强，学生较易理解。但
面对初一学生，要在一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需要学生做好
充分的预习。在确定教学目标的时候，我思前想后，按照常
规预设好教学目标，学生一定很厌烦。要是我们一起来参与
并研究教学，应该会更有趣味。自己提出目标并达成目标定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于是在教学开始之前，我没有按
常规出示教学目标，而是把关键字词写在很班上，让学生从
他们的视角出发，寻求目标并达成目标，获得成功的喜悦。



《卖油翁》这篇课文就学生掌握情况来看，基本上达到预期
的学习目标，学生学有所获。而我觉得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
抓住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他
们学习的主动性。

一、预习充分，质疑大胆

课前我要求学生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尽量扫除文字障碍，
找出难以理解的词句；通读课文；了解文章大致内容；查找
作者生平等。由于准备充分，在授课时，学生勇于提出自己
的疑惑，并认真听取同学及老师的讲解。课后检测证明，学
生对这一课词句理解的记忆是既快又牢。所以说，做好充分
的准备后，放手让学生质疑，这既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又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也提高了课堂教
学的效率。

二、角色朗读,读中有获。

我在教学中多次安排学生朗读，这篇文章从动作、语言、神
态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从语言描写来说清晰地再现了两
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一个骄傲，一个谦虚。学生在分角色
朗读和翻译的时候对两人说话的语气把握还比较准，而且朗
读热情比较高，读出了自己的感悟。对于比较简单的知识，
我并没有过多讲解，让学生自己翻译自己评价。

三、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卖油翁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学习的辅助材料中早有定论，但
是学生的拓展思维是不可预设的，如：当我问到“通过对课
文的理解，你感觉故事蕴含了什么道理？”时，“熟能生巧、
不要骄傲自满、学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生
的思维很活跃，他们对于文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也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如果充分的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学生定会还你一片精彩。在新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



我们的根本是提高同学们语文学习的效能，进而增加文化底
蕴。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认真专研教材，善于抓住这种
机会，酝酿这种机会，更要努力创造这种机会。

四、课本剧表演，活跃气氛

本次课本剧比赛，既促进了学生多方位地汲取文本文化营养，
加深了学生对教材和生活的深入理解，也为提高学生们的综
合素养能力，陶冶淳美心灵，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展示
自我才艺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整堂课下来，感觉节奏紧凑。学生参与课堂的激情较高。当
然，这堂课也存有不足，因学生在课堂上都比较活跃，出现
了多次泛答的情况。也有学生的回答，相当精彩，但缺少进
行简要的鼓励与点评，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注意改进。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九

一、课前的充分准备不仅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最大限度
的发挥教学效果。

今天早上恰好是六班的早读，我们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读
背这篇课文，因为之前几次已经带读过，梳理过文章的大致
内容，所以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在他们认真积极的努力下，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背诵课文，即使不能流利完成背诵任务，
也能够熟读。

最后，同样是两节课，六班很轻松地就完成了全部学习任务，
还可以进行深入研讨，而九班直到下课才能匆匆地蜻蜓点水
般略过写作手法分析。半个小时的早读看似没什么关系，但
是对整堂课的效果却产生的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教
学中，不仅要重视预习的时间预设，还要注意预习的内容安
排和效果监测。



二、关于第一环节故事复述的思考

文言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一大难点，因此我一直努力想
让自己的教学有趣起来，而不拘泥于字词句的翻译。在这节
课的第一个环节，我在学生已经读熟课文，了解大意的基础
上，安排了故事再现环节。这个过程中，九班的莫浩伦、袁
凯康和梁瀚升一组采用表演的形式，冯进彦和六班的陈钲洋、
冯旭华也分别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展示了自己对文本的解读，
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为大家带来很多笑声。但是同时，我
也不由自主的想要思考一下问题：首先，有趣夸张的表演可
能会脱离文本，规范约束的要求他们在遵循原文的基础上演
绎会不会又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降低了学生学习热情？其
次，因为准备时间比较仓促，莫浩伦、梁瀚升和袁凯康他们
几个人再有几个地方配合的不是那么默契，但是也正是这种
临场发挥，他们的机智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表演性的充分
准备和语文课堂的隋唐机智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我在这堂课
中想到的第二个问题。

三、关于第二环节疏通文意的思考：

文言文词汇积累毫无疑问的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所以每
一次学习文言文时，我都会借助平板教学这一工具，要求学
生把自己不理解的字词先圈画出来，尽量的用好云平台这个
工具，最大限度的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及时反馈跟
踪。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借助语文课本下面的注解之后，
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对初中重点要考察的实词反而没有多大
问题，大部分同学的困难都集中在虚词上。例如：六班的黄
雨翼同学对“以”字的几个用法、彭静煊同学对“而”字的
几个用法，九班很多同学对“之”字的几个用法，都存在着
困惑。一方面，这不是初中的考察范围，另一方面这些知识
对于初学文言文的初一学生来说，还是存在很大困难。怎么
处理好这种学生问题和教学难度、教学时间、教学范围的关
系，又成了我在这节课之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四、关于第三个环节比较阅读的思考

文言文大多短小精悍，所以作者在写作时往往字斟句酌，用
词十分的讲究。我在借鉴优秀教案的基础上，先采用“动词
见性格”、“代词显身份”、“虚词来助力”、“神态现心
理”这四个环节中，通过对文中几个重点动词、人称代词、
连词、语气词和“忿然”“笑”的变动，让学生在比较诵读
中揣摩欧阳修如何塑造人物的同时领悟作者用词的巧妙。其
中，第一点和第四点学生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但是第二点和
第三点就有点困难。“君”与“尔”的区别，学生联系上学
期学过的《陈太丘与友期行》后敬辞与谦辞的区别也很容易
就明白了，欧阳修所用的“尔”后所体现的陈康肃公的狂傲
和其对卖油翁的蔑视。但是“吾”与“我”的区别，学生就
比较难于理解。在他们讨论无果之后，我借助常见的“母
亲”与“妈妈”的区别，在提示学生联系卖油翁身份，学生
这才明白了作者从人物身份出发选词的精妙。

无论多么优秀的语文老师，都不可能做到每节课都那么精彩，
那么优秀。这两节《卖油翁》上下来，我收获了很多，也思
考了很多。我想今天的收获也许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今
天的思考也许就是我前进的方向吧！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

《卖油翁》这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言文笔记小说，它通过卖
油翁高超的倒油技术，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说明了“熟能生
巧”的道理，即使有什么长处也没骄傲自满的必要，批评了
那种有一点技艺就骄傲的人。故事情节的安排曲折有致，富
于戏剧性，很关键的是要弄清宾主分明，主角是卖油翁，陈
尧咨的“善射”只是衬托出卖油翁的“善酌”，在两人紧
扣“惟手熟尔”进行对话，从而得出“熟能生巧”的道理。
为了降低聋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我准备“导读探究，议练
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抓实预习环节。

在预习阶段是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手段，但是聋生
对于文言文的预习方法还是渺茫的，这就需要老师正确的指
导，因此我的课前就为学生列出预习清单：尽量扫除文字障碍
（读准字音），找出难以理解的词句（同学之间讨论或带到
课堂中理解）；通读课文（读准语气、表情）；理解句意
（一字多义）；了解文章大致内容（抓住文中描写动作、语
言、神态及心理活动的动词、形容词）；查找作者欧阳修的
生平等。

二、重点引导学生诵读。

诵读对聋生本身就难，诵读文言文就更难了，但是我还是花
多一点时间要求学生诵读，引导学生在诵读感知文本，涵咏
文言文的文字，从动作、语言、神态等语句中体会人物形象。
学生在分角色朗读和翻译的时候对两人说话的语气、表情把
握还比较准，在分角色诵读中学生能从语言描写来感悟两个
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一个骄傲，一个谦虚。

三、抓住重点语句，展开议练。

为了了解陈尧咨和卖油翁两人的人物形象，学生必须读
懂“当世无双”“以此自矜”“发矢十中八九”“汝亦知射
乎？吾射不亦精乎？”等动作和语言的语句展开讨论，理解
陈尧咨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人生态度；“睨之”“微颔”
这个神态描写表现出卖油翁对陈尧咨射箭技能的佩服，等等
语句得理解能让学生准确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总的来说，
为了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需要教师给予学生自由发言
的机会，更需要教师具有开放课堂、驾驭课堂的理念与能力。

四、课本剧表演，感悟意蕴。

课文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我采用聋生的特长表演课本剧。



让学生自由组合分为几个组进行比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促
进了学生多方位地汲取文本文化营养，加深了学生对教材和
生活的深入理解，也为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养能力。

但是课文结束后，我还是觉得学生在预习和对重点语句的理
解这些方面做的还不够，特别是一字多义学生难于把握。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一

陈尧咨擅长射箭，当时世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也凭着这
一点自夸。一次，他曾在自家的园圃里射箭，有个卖油的老
翁放下挑着的担子，站在一旁，不在意地斜着眼看他，久久
地不离去。老翁见到陈尧咨射出的箭十支能中八九支，只不
过微微地点点头赞许这情况。

康肃公问道：“你也会射箭吗?我射箭的本领不也很精湛
吗?”老翁说：“没有什么别的奥秘，只不过是手熟罢了。”
康肃公听后愤愤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武艺!”老翁
说：“凭着我倒油的经验就可懂得这个道理。”于是老翁取
过一个葫芦立放在地上，用铜钱盖在它的口上，慢慢地用杓
子把油倒进葫芦，油从铜钱的孔中注进去，却不沾湿铜钱。
老人说：“我这点手艺也没有什么别的奥秘，只是手熟罢了。
”陈尧咨见此，只好笑着将老翁打发走了。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二

（一）成功目标

1、了解作者马致远及其作品和元曲相关知识。

2、理解词中所描写的意象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3、体会作品中情感抒发与景物描写的关系，感受词人写景的
妙处。



4、背诵并默写课文。

（二）成功自学

1、宝贝们，请你们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筛选重要信息并
牢记，解决目标1。

2、孩子们，下面快速读作品，找出文中所运用的意象，借助
课下注释或工具书等方式，小组交流讨论，在理解文意的基
础上，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再选择其中的一句充分联想和
想象，用自己的语言细致刻画一下，解决目标2，加油吧！

3、孩子们，请你们借助工具书和现在对作品的理解，说说作
品中景物描写情感抒发的关系。宝贝们，再想想小令的第二
句与第一三句有何不同？对全诗主旨的表达有何作用？来解
决目标3吧！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首小令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妨作以下的比
较赏析。据元人盛如梓《老学丛谈》记载，马致远的《天净
沙》实有三首。

其一为：

瘦藤（《乐府新声》作“枯藤”）老树昏鸦。

远山（《乐府新声》作“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斜阳（《乐府新声》作“夕阳”）西下。

断肠人去天涯（《乐府新声》作“在天涯”）。

其二为：

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
黄云红叶青山。



其三为：

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那”字疑误）底昭君
恨多（“多”字疑误）。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

二、三首，虽然也都写的是秋景，也都用较少的文字，写出
七八种以上的景物，但都没有《天净沙秋思》里夕阳西下夜
幕将临的气氛，第二首有景无人，第三首引用典故，有恨有
愁，但秋意不浓。至于第一首中的“瘦藤”“远山”“斜
阳”“去天涯”等词语，可能是马致远的初作，也可能是传
抄之误。如果与《天净沙秋思》作比，且不说，“瘦藤”中的
“瘦”，“远山”，“斜阳”中的“斜”和“去天涯”中
的“去”，在音韵上是否恰当，仅就这一些字词的意义来说，
远不如现在所见的《天净沙秋思》精当。“瘦藤”与“枯
藤”相比，“枯”更富有苍老衰败的特征，“瘦”字多用以
形容人和动物，很少见于描述草木，而且此处用“瘦”字，
与下文“瘦马”重复，显然不妥；“远山”与“小桥”相比，
结合上句来看，枯藤、老树、昏鸦，是一组紧密连接的景物，
小桥、流水、人家，也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景物，而且既然可
见小溪流水，则应是近景，“小桥”比“远山”更为恰
当；“斜阳”与“夕阳”相比，“斜阳”又称日斜，“夕
阳”是傍晚的太阳，用夕阳更加准确；“去天涯”与“在天
涯”相比，“天涯”在这里作异乡讲，游客所处的环境本已
是异乡，“在异乡”自然比“去异乡”更为真切。

古人称千锤百炼的诗文为“一字不易”。经过上述比较，我
们更能体会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遣词造句的功
力，也更可见出其表情达意的艺术匠心。

师：同学们学过历史，知道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什么吗？
（《诗经》）

师：请参照注释大致了解诗歌的内容。（正音，释义：君子：
曷：栖：埘：）



师：请一位同学读一下。

师：这首诗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农村晚景图，画中
充满恬静的气氛）

师：这首诗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妻子对丈夫的无限
思念之情）

师：此诗写法上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情景交融）

师：如果我们把在家苦苦等候的妻子理解为所有盼望在外亲
人归来的家人，如果我们把在外服役的丈夫理解为所有在外
流浪的游子，我们没想到啊，家人的这一望就是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游子啊，他还在外面流浪。不信，请
看这首曲――《天净沙・秋思》。（投影《天净沙・秋思》）

（教师范读，学生仿读。注意节奏、重音、情感。）

师：同学们请闭上眼睛，听老师轻声读，将曲中描绘的所有
的景象组成一幅画。

师：听完老师的朗读，你看到了什么？（学生交流自己想像
的画面）

师：你认为画面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羁旅之情或思乡之
情）

师：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学生研读赏析。）

师：我们现在读到这首曲仍能被曲中所表达的感情所深深感
染。你有过“断肠人”的经历或者你看过、听过其他“断肠
人”的故事吗？（用自己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强化这种感
情。）

（明确：由于曲中没有直接的抒情主人公出现，于是，那



位“断肠人”便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定代词，指
代“你”、“我”、“他”都行。读过这此曲的人常常会沉
浸于作者描写的情境之中，有时甚至感到自己就是那秋天中
无所依托的迷惘游子，此曲唤起的并不是读者的同情心和共
鸣，而是对漂泊的切身感受。虽然我们未必都是浪迹天涯的
游子，但在生命的途程中，谁又不是一个流浪者呢？）

师：一切景语皆情语。《君子于役》与《天净沙・秋思》为
了表达“思”之情，各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景”。你如
果要表现某种“情”，你将选择哪些“景”呢？（生自由答）

师：一曲短短28字的《秋思》，唱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这
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此曲的作者？（简介马致远，
元曲以及前人对此曲的评价）

师：今天，我们学了两首诗（曲），一个望归，一个思回。
让我们在音乐的伴随下再来深情地再现离我们遥远而又很近
的感情吧。（投影，放背景音乐，学生读诗、曲）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三

教学目的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3.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重点难点

1.重点：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2.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字的音。

尧咨 自矜 家圃 睨之 

颔之 酌油 杓 沥 

2.熟读课文。

3.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2.导语 

三、正课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2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第一自然段：

讨论并归纳：介绍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背景。



地点：陈尧咨家的空场子上。

人物：陈尧咨和卖油翁。

背景：陈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因而"自矜"。

4.提问：卖油翁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讨论并归纳："俄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
之。"卖

油翁看陈尧咨射箭，放下担子，斜着眼睛看。看见他射箭十
箭中八九箭，

只是微微地对此点头。

5.提问：卖油翁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讨论并归纳：卖油翁认为："无他，但手熟尔。"没有什么，
只不过手

熟罢了。

6.提问：卖油翁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讨论并归纳："以我酌油知之"凭我酌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

7.提问：卖油翁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讨论并归纳：熟能生巧的道理。

8.提问：陈尧咨对卖油翁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讨论并归纳：



（1）当卖油翁对他射箭"但做颔之"时，陈尧咨问道："汝亦
知射乎）

（3）最后看到卖油翁倒油表演，不得不心服口服，"笑而遣
之"。

四、小结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

2.选用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四

1、引导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有感情的诵读诗歌。

2、引导学生初步学会鉴赏诗歌的能力。

3、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与情感。

重点

1、加强诵读。

难点

1、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

2、初步学会诗歌的鉴赏能力。

2、品味诗歌的意境

教法及教具



诵读法、品味鉴赏、合作探究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个案调整

教师主导活动

学生主体

活动

一、导入新课

大家都知道五岳之首的泰山吧？你能否用词、短语或语句来
描绘你印象中的泰山呢？（出示图片，请同学们自由发言。
简单点评后转入杜甫的《望岳》）

二、教学新课

（一）作者及背景简介（出示幻灯）

（二）朗读诗歌

1、配乐诗朗诵《望岳》（出示视频和音频材料）。

2、教师范读，学生轻吟。

（三）了解诗的内容

1、学生参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疏通诗句，理解诗意。（学
习小组交流，有否疑难及互答）



2、全班交流问题及解答。

3、学生说说诗句的含义。

（四）再次播放配乐诗朗诵（加幻灯图片），出示问题。

1、杜甫眼中的泰山有何特点？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研讨后，师生共同赏析：

“岱宗”两句：“远望”（补充背景常识：此句说的是泰山
山脉，它在山东中部，从东平湖东岸一直延伸到淄博市南，
长约２００公里。）

问（１）：“夫”是个虚词，首句意思只在“如何”（怎么
样）上，试比较“岱宗如何”和“岱宗夫如何”在语气上有
什么不同？（加“夫”则惊奇、赞叹之情更明朗，也更强烈。
）

问（２）：此句写出了泰山的什么特点？诗人是如何写的？
对你有何启发？（没有抽象地说，而是别出心裁的写出自己
的体会，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的高。

“造化”两句：“近望”问：能否通过对这两句品度，各用
一个字分别概括诗人眼中泰山的特点？（“神”
或“秀”，“高”。这两句诗突出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
大的形象。）

“荡胸”两句：“细望”问：展开合理的联系和想象，用你
的语言再现当时的画面。

“会当”两句：由“望岳”想到了将来的“登岳”。

（五）进一步感悟作者情感。



1、问：年轻的诗人科举不第后游历齐赵，见到了泰山，写下
了这首诗，在诗中你能看出任何科举败后消极颓废情绪吗？
那整首诗给你的感受是什么？（诗人热情赞美了泰山的神奇
秀丽，流露出了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尤其是最后两句，
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的
雄心和气魄，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你还能
联系到意境相同的哪些诗句？（王之焕“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2、再次齐读诗歌，读出感情来。（配乐）

（六）感受诗人高超的写作艺术，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问：这首诗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绝唱，谈谈这首诗什么地
方岁吸引你，指出来并说明理由。

（示例：1、炼字。钟——将大自然人格化、拟人化，把大自
然写的有情有义。割——从山的北面看，那照临下土的阳光
像被一把硕大无比的刀切割了一样，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
形象。2、哲理美。3、虚实相生。。。。。。）

（七）背诵古诗。（齐背）

三、布置作业。

写出《春望》的赏析感言。（100—200字）

学生结合图片说一说印象中的泰山。

学生听读，要求听准字音，把握五言古诗的诵读节奏。

全体学生配乐齐读。

学生一边听一边想象诗歌描绘的画面和意境，想象诗人当时
望岳的情景，小组研讨。



组内研讨，全班交流

学生品读思考该句所描绘的泰山的特点。组内讨论交流

自由读整首诗，说一说内心的感受。全班交流

有感情地齐读诗歌，畅所欲言地谈诗歌的魅力。

背诵这首诗

板书设计

（用案人完成）

当堂作业

课外作业

教学札记

卖油翁教案和课件篇十五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 朗读课文，复习上节课内容。

2. 思考文中寻找石兽的几种方法，有条件的同学制作相关演
示课件。

3. 就课文不理解出质疑。

二、导语



上节课我们解决了课文中的字词，疏通了文意，这节课我们
将进一步探究课文内容。

三、正课

1. 朗读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

1、用一句话概括课文内容。

讨论并归纳：说的是一个庙门口的石兽，倒塌到河里，十几
年后，人们找石兽的事。

2、从不同的角度复述课文：

(1)从作者的角度复述：

(2)从讲学家的角度复述课文;

(3)从老水兵的角度复述;

(4)从寺中僧人的角度复述。

3. 质疑：故事中主要说出了几位主要人物“他们各自寻找河
中石兽的道理和方法是怎么样的?分析一些他们这样认识的原
因。

讨论并归纳：

寺僧以为石兽被水冲到下游支了，划小船，拖着铁钯，寻找
了十多里，没有找着。

(2) 讲学家认为石头坚硬沉重，沙子松散，石头埋没有在沙
里一定会渐渐地沉下去，越来越深，只能就地挖下去找。



(3) 老河兵认为石头坚硬沉重，沙子松散，水不能溃走石头，
水的反冲力一定会在石头下面迎水的地方，冲沙成为洞穴，
渐渐地越冲越深，深到石头一磁的时候，石头就会倒在这个
洞穴中。像这样再冲，石头再转，一直转不停止，石头就反
而逆流而上。所以应该到上游去找。

(4) 寺僧按照水冲物的常物，认为要到下游找，结果找不到：
讲学家按照石重沙松的道理，到地下去找，肯定也找不到;老
河兵能够根据他几十年的实际经验，到上游找，结果找到了。
这说明主观推理是靠不住的，实践出真知。

4. 质疑：故事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课文可以分几个层次?概
括各层次大意。

讨论并归纳：可分四层：

第一层：交代石兽沉落河中的地点和寺僧到下游找没有找着;

第二层：讲学家认为石头埋在沙里只能越埋越深;

第三层：老河兵讲解应当支上游找的理由，按照他的话果然
找到石兽。

第四层：由事到理，遇事不能主观推论的道理。

5. 质疑：为什么老河兵的方法是对的?

方法：借助多媒体手段，形象直观的演示石兽落入河中的三
种情景，借助动态模拟场景帮助学生理解文章中三类人物寻
找石兽的方法的相关语句的意思。

讨论并归纳：

第一种 只考虑了流水，没有考虑石兽、泥沙的关系。



第二种 考虑了石兽和泥沙的关系，忽略了流水。

第三种 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准备把握了三者的性质及相互关
系。

6. 质疑：这个故事说有了一个什么道理?

讨论并归纳，许多自然现象的发生往往有着复杂的原因，我
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

能仅仅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作出推想，而要根据实践情况作
出判断。

四、课堂小结

本文通过寻找倒塌的河里的石兽的故事，说明了任保事都不
能根据主凤推理，实践出真知。

五、作业

1. 完成课后理解与探究一、二题。

2. 拓展阅读

(四)合作探究

1、故事说了一件什么事?

2、故事中主要出现了几位主要人物?他们各自对事情的看法
如何?

3、故事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课文可以分几个层次?概括各层
次大意。

4、总结四种寻找石兽的方法。



5、为什么老河兵的方法是对的?

三、大组汇报，教师点拨。

1、2题略

3、可分五层：一头一尾，中间三层。

开头交代石兽沉落河中的地点和第一种寻找方法;接着是另三
种不同的寻找方法;最后，由事而理，点明遇事不能“据理臆
断”。

4、四种：一在河中原地寻找两个石兽，理由原地是石兽沉落
的地点;二到河下游找，理由是认为石兽会顺流而下;三是就
在原地沙下找，理由是石重沙轻，石兽会渐沉渐深。四是到
河的上游去找，理由是由于河水冲激，石兽反而会溯流而上。

5、第一种没考虑流水、石兽、泥沙的关系。

第二种只考虑了流水，没考虑石兽、泥沙。

第三种考虑了石兽和泥沙的关系，忽略了流水。

第四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准确把握了三者的性质及相互关
系

归纳本文中心: 许多自然现象的发生往往有着复杂的原因，
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仅仅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就
根据常情主观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