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生寓言教学设计 人生寓言教
案(优秀18篇)

创造性的开场白能够给我们的表达增添一份独特的魅力和吸
引力。在写作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以下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路和
启示。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一

1．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提高朗读水平。

2．揣摩《白兔和月亮》语言的精美和《落难的王子》构思的
奇妙。

3．学习从寓言的关键情节切入，探究并简要概括寓意，培养
发散思维的能力。

4．体会寓意，培养对财富和不幸的审美心态和坚韧意志。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二

2、正确把握对人生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际遇;

3、感受优美的语言，模仿文章美的表达。

学习重点

理解寓言的含义;

学习文章精美的表达。

课前准备



1、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2、预习课文内容，思考寓言的含义。

第一课时

课文导入：

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得与失始终伴随我们一生。有俗语
说：“有得必有失。”其实，有失也比有得。明智的，随遇
而安，得失不惊，心宽体胖，处世潇洒;痴妄的，追名逐利，
以乱心迷，生身受累。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态度?寓言
《白兔和月亮》就是一面透明的镜子。

简介寓言：

寓言：文学体裁的一种。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劝
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结构大多短小，主人公多为动物，也
可以是人或非生物。主题多是惩恶扬善，多充满智慧哲理。

整体感知：

1、这则寓言讲了怎样一个故事?

2、白兔赏月的心态前后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这则寓言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体味感知：

这则寓言的语言很精美，你认为哪个词语你最有感触，认为
用的最好?请找出来，并谈出自己的感受。



探讨研究：

1、本文有两次转折，请你找出来，并分析这样的写法有何好
处?

2、白兔最终要求诸神之王撤销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

3、这则寓言提到人类有怎样的讽刺意义?

拓展延伸：

1、拥有财产就一定会有得失之患吗?

2、我们可以从白兔身上学到些什么?

3、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会有得失之患?原因是什么?

4、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自己的人生航标?

巩固练习

第二课时

课文导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人
生的得与失，正确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不仅如此，我国有
句俗语“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注定
要与困难同行的，甚至要与挫折和灾难打交道。因此，我们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另一则寓言
故事《落难的王子》，我相信同学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收获。

整体感知：

思考品味：



1、“我”在情节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探究：

1、王子落难前后性格有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3、“我”是王子落难的见证人，然而，当厄运也落到
了“我”的头上，这说明了什么?

4、文章结尾给人怎样的启示?

5、只有落难后才会变得坚强，才能战胜脆弱，这是一条定律
吗?

拓展延伸：

与《白兔和月亮》进行比较阅读。

2、在情节上，都采用了寓言的形式。然而前则寓言味道比较
浓些;后则更像是事实;

3、在表达方式上，两篇寓言都是叙事为主。而前则更多的是
人物的心理描写;后则重在叙事。

体验反思：

1、人生在世，或福或祸，可能不期而至，对我们应怎样对
待?

2、从自己的经历中举出实例，说说你怎样面对困难，使自己
坚强起来?

教师小结：

同学们，学习了两则寓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很多



人生启示。我们知道了不计较得失是最大的“得”;不计较得
失的人是最理智的人。我还要告诉你们，“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愿同学们在今后的
人生道路上远离欲壑，健全人格;藐视困难，直面人生。

巩固训练：

1)完成“研讨与练习”

2)作文训练：《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成长》

课后记：编成课本剧进行表演，是本课的成功之处。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三

生1：我不赞同。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感到不幸情有可缘，但
得到了心爱的东西应庆幸才对呀。

生2：我也不赞同。这两句话似乎自相矛盾。

2、师：我和大家也有一样的疑问。看来，萧伯纳这句名言真
有问题。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克思考人生的两大难题：
如何对待幸与不幸。下面请大家随着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走进
《人生寓言》。

（点评：运用留白艺术，由萧伯纳的名言导入，新、巧，可
谓一箭三雕：一是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二是激发学生探究
的热情；三是这句名言如一线贯穿，随着探究的深入，不断
翻出新意。）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四

知识目标：反复朗读，理解寓言的含义。



能力目标：感受优美的语言，学习精美的表达。

情感目标：正确地把握人生态度，对待人生际遇。

教学重点：理解寓言含义，学习精美的表达。。

教学难点：理解寓言含义。

教学方式：朗读、讨论。

教学用具：课时安排：2课时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五

1、知识与能力：

积累使用字词，有表情朗读;培养大胆创新的表演能力。

2、过程与方法：

在表演中理解文章，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其主动性，综合参
与学习;在合作中探索并解决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了解并领悟如何正确面对财富和厄运，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使学生了解并领悟如何正确面对财富和厄运，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六

1、生速读《白兔与月亮》，要求：捕捉重要信息，能复述故



事情节。

师：本则寓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生1：有一只白兔是赏月的行家，每天夜晚都要来到林中草地
心旷神怡地赏月，于是诸神之王就宣布月亮归属于她。可从
此以后，她从前的闲适心情一扫而光，整日患得患失，最后
她请求诸神之王撤消了那个慷慨的决定。

2、师：刚才这位同学的复述你认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生2：复述语言较概括，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语句，而且忠实于
原文。

（点评：通过速读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评价渗透复述方
法指导。）

3、师：：你不仅很善于听，而且也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七

1.了解寓言的基本常识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
的道理，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寓言故事一
般是简短的，比喻性的，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
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
来，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讽刺性。寓言在创作常常运用夸张
和拟人等表现手法。

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诸子百家著作中都
有不少寓言故事流传下来。外国寓言作品，著名的有古代希
腊的《伊索寓言》，法国的《拉封丹寓言》和俄国的《克雷



洛夫寓言》等。

2.给加点的字注音、解释划线的词语。

嬉戏（）风韵（）厄（）运泯灭（）

险象迭（）生禀告（）心旷神怡（）

审美：得失之患：

二、理解探究

4.《白兔和月亮》、《落难的王子》这两则寓言的寓意是什
么？

三、合作释疑

2.深入研读课文《白兔和月亮》，从课文中摘录认为优美的
语句加以体会。

3.读《落难的王子》研究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四、课内精读

阅读《白兔和月亮》思考下列问题：

（1）从文中找出运用了比喻、拟人修辞方法的句子各一个。

比喻：

拟人：

（2）第四段中的“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与第一段
的哪些语句相照应？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为什么不编成“白兔和青草”的故事，或“天空和月
亮”的故事？

五、拓展延伸

阅读《塞翁失马》读过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感想？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
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
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
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
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直译译文：

靠近边塞居住的人中,有位擅长推测吉凶掌握术数的人。他的
马无缘无故逃跑到胡人住地。人们都（为此）来宽慰他。那
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会是一种福气呢?”过了几个月,那匹
失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人们都前来祝贺他。那老人又
说：“这怎么就不能是一种灾祸呢？”老人家中有很多好马，
他的儿子爱好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断大腿。人们都前
来慰问他。那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为一件福事呢？”
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塞，健壮男子都拿起武器去作战。
边塞附近的人，死亡的占了十分之九。这个人惟独因为腿瘸
的缘故免于征战，父子俩一同保全了性命。

参考答案：

一、基础知识略

二、理解探究



1.“无忧无虑”“心旷神怡”“各具风韵”“闲适”“牢牢
盯着”“紧张不安”“心痛如割”“险象迭生”“得失之
患”

2.这则寓言有两处转折。诸神之王宣布月亮归属于白兔，是
一个转折。此前，白兔是心旷神怡地赏月；此后，却紧张不
安心痛如割。最后白兔请求诸神之王撤销决定，是又一个转
折。前一个转折，前后构成鲜明的对比；后一个转折，给人
留下一个启迪。

白兔从她前后不同的情感体验中悟出一个道理：拥有巨大的
财富并非好事，反而使她生出无穷的得失之患，令她紧张不
安，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所以，她请求诸神之王撤销那
个“慷慨的决定”，主动放弃了对月亮的所有权。

3.学习《落难的王子》思考：

脆弱坚强起来

原因：一是他经历了厄运，二是他没有被厄运所吓倒，挺了
过来。）

厄运能使人的性格变得坚强起来。

4.《白兔和月亮》的寓意是：拥有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巨大
利益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落难的王子》的寓意是：厄运能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

三、合作释疑

1.（1）在主题上，两篇寓言都是写人生态度的。但角度不同，
《白兔和月亮》写人在获利之后的心境；《落难的王子》写
人在受难后的状态。



（2）在情节上，都表现了大起大落，而《白兔和月亮》
写“好事”可以变为坏事；《落难的王子》写“坏事”可以
变好事。(“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决定于当事者的思想
观念。)

（3）在表现手法上，都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形式。而寓言的特
征就是用比喻，以小见大地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但《白兔
和月亮》的寓言成分更浓些，而《落难的王子》写得更像是
事实。

（4）在表达方式上，两篇寓言都以叙事为主(这是叙事作品
的主要特征)。而《白兔和月亮》在叙事的'基础上，多有对
人物的心理描写，且多议论；《落难的王子》则重在叙事。

2.如:用词精当的语句“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在她
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从前的闲适心情
一扫而光了，脑中只绷着一个念头”。对称的语句“或是无
忧无虑地嬉戏，或是心旷神怡地赏月”“乌云蔽月，她便紧
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他便心痛如割，仿佛遭
了抢劫”。

3.读《落难的王子》研讨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生性多愁善感的王子是一个极端脆弱的人:“每当左右向他禀
告天灾人祸的消息，他就流着眼泪叹息道:‘天哪，太可怕
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通过王子对别人灾难
的叹息极写他的脆弱。

(2)落难王子的厄运，如国破家亡、又当奴隶，又成残废，行
乞度日极为凶险，作者意在用落难王子之口，说出厄运使人
坚强的道理。

(3)寓言构思奇妙，用第一人称，“我”是落难王子的同时代
人，亲眼见过王子，还有一段对话，似乎不是寓言故事，而



是亲身见闻，增强故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4)“天哪，太可怕了”在文中反复三遍，第一次出自王子之
口，第二次出自“我”之口，第三次是在“我”耳边响起，
重复半截，略去半截，耐人寻味。厄运一旦落到自己头上怎
么办?有王子的经历在前，这样的故事又好像是在不断重复，
对人很有启发。

四、课内精读

阅读《白兔和月亮》并思考下列问题：

（1）略

（2）明确：每天夜晚，她都来到林中草地，或是无忧无虑地
嬉戏，或是心旷神怡地赏月。

（3）明确：用原句回答，见课文第四段。

（4）明确：因为白兔拥有青草，天空拥有月亮都不是非分之
财，而白兔虽有赏月之才，但是她是如此渺小，实在不配拥
有月亮，所以会如此紧张不安。虽是诸神之王的赏赐，也是
非分之财，拥有非分之财，必然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这样
才能表现寓意。

五、拓展延伸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要坦然面对生活。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八

1．能读会写“窖、泯、厄、禀告、皎洁、风韵”等字词。

1．指导学生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提高朗读水平。



2．揣摩《白兔和月亮》语言的精美和《落难的王子》构思的
奇妙。

体会寓意，培养应对财富和不幸的审美心态和坚韧意志。

二、教学重点

诵读；抓住关键情节，揣摩寓意，并联系生活体验进一步加
深对寓言得失相依的哲理美的理解。

三、教学难点

理解《白兔和月亮》对人类的讽刺意味和《落难的王子》的
奇妙构思。

四、教学方法

1．朗读法。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寓言故事，内容大多涉及人
生道理，带有劝喻或讽刺意味，《白兔和月亮》主题词
是“得失之患”，《落难的王子》的感悟是厄运能使性格脆
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通过反复诵读，感知寓言故事情节，
体会寓意的表达。

2．自读与点拨结合法。所选寓言两则，故事精短，构思奇妙
且含意隽永。运用合作研讨解决阅读理解中的疑难问题，准
确把握寓意。

3．延伸积累法。搜集整理有关厄运的名言警句，培养战胜困
难的坚韧意志。

五、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投影仪

六、课时安排：2课时

七、教学过程 ［教学要点］



师生共同研读《白兔和月亮》，准确理解故事的寓意和语言
的精美。指导学生自读《落难的王子》，揣摩奇妙的构思。
把两则寓言连贯起来思考，体会得失相依的哲理美。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英国哲人培根说过“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和烦恼；厄运也决非
没有安慰和希望”。一只先前心旷神怡地赏月的白兔，一旦
拥有了月亮却紧张不安心痛如割，一位先前极为脆弱的王子，
遭遇凶险的厄运却能勇敢地承受不被打倒。周国平的《人生
寓言》将为我们阐解如何去应对幸运和厄运这人生的两大难
题。

二、资料助读

1．寓言，文学体裁的一种。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
劝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结构大多短小，主人公多为动物，
也可以是人或非生物。主题多是惩恶扬善，多充满智慧哲理。
素材起源于民间传说。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有古希腊的
《伊索寓言》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盛行寓言，有不少保
留在《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

2．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
学系；1978年入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
士、博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至今。其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
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与超越等，虔诚探索现代人精神
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寓哲理于
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

三、师生共同研读《白兔和月亮》 1．教师范读，学生标示
生字词并疏解。投影显示：



慧心: 智慧。嬉戏: 玩耍。

心旷神怡: 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慷慨: 充满正气,情绪激昂。
险象迭生: 危险的现象一次又一次的产生。撤消: 取消。落
难: 遭遇灾难，陷入困难。2．学生自由诵读，整体感知。

思考：

1、这则寓言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这则寓言在情节发展中有两处转折，请找出这两处转折。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则寓言有两处转折。诸神之王宣布
月亮归属于白兔，是一个转折。此前，白兔是心旷神怡地赏
月；此后，却紧张不安心痛如割。最后白兔请求诸神之王撤
销决定，是又一个转折。前一个转折，前后构成鲜明的对比，
后一个转折给人留下一个启迪。

白兔从她前后不同的情感体验中悟出一个道理，拥有巨大的
财富并非好事，反而使她生出无穷的得失之患，令她紧张不
安，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所以她请求诸神之王撤销那个“慷
慨的决定”，放弃对月亮的所有权。

3．按学习小组合作探究。联系生活体验、讨论：

（2）有人认为，这则寓言的寓意是，与其拥有，不如没有。
你同意这种看法吗？请说出理由。

（3）比较“白兔和月亮”“白兔和青草”“天空和月亮”三
种构想透露出的寓意是否相同。

（4）白兔得到了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吗？有无得失之
患的关键在哪里？ 学生交流，教师明确：

（1）句子的意思说人类的慧心已泯。白兔的慧心未泯，悟到



拥有月亮并非好事，所以放弃了所有权。人类慧心已泯，总
以为拥有就是幸福，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可
见，这话对人类有讽刺意味。

（2）要充分理解寓言的内容，准确把握作者寄寓的思想内涵。
寓言讲的是白兔拥有月亮，固然是诸神之王慷慨赐予，但是
她实在不配拥有，因此不能泰然拥有，这就是说，不配拥有
而拥有，就会生出得失之患，这种“得”，并非一般
的“得”。寓言告诉我们，如果某种拥有，带来的是无穷的
得失之患，使人紧张不安，那还不如没有，寓言并非鼓吹一
无所有的意思。

（3）这则寓言的主题词是“得失之患”，讲的是白兔拥有月
亮，两者处于两种不同的关系，决定了白兔的不同心态，而
白兔之于青草、天空之于月亮，则可以泰然拥有，不会如此
紧张不安，生出无穷的得失之患。所以三种构想透露出的寓
意是不同的。

（4）说“必然”显绝对化，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从历史上
看，从实际情况看，应该说是很容易，乃至极容易产生得失
之患。说的是白兔，而不是别人，得到的是月亮，而不是一
把青草之类的，得失之患更容易产生。有无得失之患，关键
是有没有能力保卫财富，不怕别人抢去偷去，就没有得失之
患。

四、指导学生自读《落难的王子》 1．学生自由诵读，读出
语气和感情。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落难王子的人生感悟是“凡是人间的
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说“才能”意味着只有遭遇厄运，才能战胜脆弱，别无他法
了，这个规律不能成立。寓言的内容不是说，为了坚强起来
必须寻找厄运，而是说，既然厄运落到头上，那也不必倒下，



应该顽强地挑战命运。厄运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厄
运可以使人坚强起来。

2．学生合作研讨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1）文中“天哪，太可怕了”反复三遍的作用是什么？（2）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悟出什么道理？ 学生交流，教师点拨：

（1）“天哪，太可怕了”在文中反复三遍，第一次出自王子
之口，第二次出自“我”之口，第三次是在“我”耳边响起，
重复半截，略去半截，耐人寻味。厄运一旦落到自己头上怎
么办？有王子的经历在前，这样的故事又好像是在不断重复，
对人很有启发。（2）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切不可怀侥
幸心理认为苦难只会落在别人身上；一旦遭遇苦难，就要勇
敢面对。

3．学生诵读体会。交流课前搜集到的有关厄运的名言警句、
歌词等，做成分类卡片，积累语言材料。

厄运在同一条路上漫游，时而降临于这个人，时而降临于另
一个人。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真心英雄》

4、你能结合生活中的事例来谈一谈吗？

五、比较两则寓言异同

这两则寓言，一则写好事变成了坏事，一则写坏事变成了好
事。人生道路上，大大小小的好事、坏事是经常会遇到的，
怎样看待好事、坏事，这两则寓言很有启发。请结合自身经



历，也选取同课文一样的两个角度的事例，谈谈你是如何应
对的。

六、课堂小结

两则寓言平易之中寄寓着得失相依的哲理美。现实生活中的
幸运和厄运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应对，不同的人生态度，处世
哲学折射出不同的生活质量和境界。寓言启示我们要用超脱
和闲适来提升生活的美感。既然这些都是人生主题中应有之
义，愿我们能积极地面对，有尊严地担承生活的挑战。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九

1.正确理解寓言的寓意，培养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学习优美的语言，模仿文章中美的表达方式。

1.深刻理解寓言的内涵。

2.学习文章中优美的表达方式。

首先，我们要谈一下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寓言是一种
通过比喻性故事来说明道理的文学作品。通常情节简单，篇
幅短小，而且常常含有教育意义和讽刺意义。

那么现在，我想请同学们来复述一下故事《龟兔赛跑》的内
容。很好，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骄傲会使人落后，
虚心使人进步，要做事情必须踏踏实实，这样才能够成功。

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白兔和月亮》和《落难的王子》两篇
文章，它们是周国平先生所写的人生寓言。现在，让我们来
谈一下作者的背景。周国平出生于1946年上海，他于1967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于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目前，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的`研究员，著有多本学术专著和随感集、诗集等文学作品。

在大学里，同学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代表作品。有一个
说法是，女生喜欢读周国平先生的作品，而男生更喜欢读王
小波的作品。在我刚上大学时，我也很喜欢阅读周国平先生
的作品，尤其是他用散文的笔调描述他的哲学思考，并用哲
学思考贯穿文学写作。

现在，我们来朗读课本第35页上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白兔
和月亮》和《落难的王子》。

2、快速回顾昨天给予词汇注音和解释的作业，然后合上课本，
让同学们为黑板上的这些词汇注音(学生回答)，老师强调重
点困难词汇的含义(包括风韵、正色、归属、险象迭生等)，
最终鼓励同学们使用这些单词来讲述这两个故事。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

2、了解寓言的特点;

3、感悟文中的人生道理。

【教学重点】

1、体会寓言的寓意，学会把握寓言寓意的方法;

2、了解寓言的特点。

【教学难点】

感悟文中的人生道理。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内容】

学习《白兔和月亮》。

【教学内容】

一、导入新课

1、看导语，默读课文。

2、借助注释、词典，识字识词：

二、朗读课文

1、老师播放媒体资源中的课文朗读。

2、学生齐读课文。

三、寓言的基本常识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
的道理，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寓言故事一
般是简短的，比喻性的，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
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
来，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讽刺性。寓言在创作常常运用夸张
和拟人等表现手法。

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诸子百家著作中都



有不少寓言故事流传下来。外国寓言作品，著名的有古代希
腊的《伊索寓言》，法国的《拉·封丹寓言》和俄国的《克
雷洛夫寓言》等。

四、内容研讨

1、第三段中的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与第一段的哪些
语句相照应?

2、第三段中从前的闲适心情与第一段的哪些词语相照应?

3、第一、三段对白兔的心情用了对比的方法进行描写，请从
这两段中，找出四个构成鲜明对比的四字词语。

4、从文中找出运用了比喻、拟人修辞方法的句子各一个。

5、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寓意。

6、引导学生准确理解《白兔和月亮》，设问为什么不编成白
兔和青草的故事，或天空和月亮的故事。

7、《白兔和月亮》的语言很精美，引导学生学习。

8、这一则寓言提到人类，含有什么意味?

老师点拨：

1、每天夜里，她都来到林中草地心旷神怡地赏月。

2、无忧无虑 心旷神怡。

3、无忧无虑，心旷神怡;紧张不安，心痛如割。

4、略。



5、拥有财富并过分地看重财富，就可能失去人生的许多乐趣。

6、白兔虽有赏月之才，但是她是如此渺小，实在不配拥有月
亮，所以如此紧张不安。虽是诸神之王的赏赐，也是非分之
财，拥有非分之财，必然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忽视这一点，
就不能准确理解寓意，就可能误解、误导。

7、慧心风韵闲适绷等用词很精当。对称的句子也很精美，或
是无忧无虑地嬉戏，或是心旷神怡地赏月，乌云蔽月，她便
紧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
了抢劫。

8、意思是说：人类的慧心已泯。

第二课时

【学习内容】

学习《落难的王子》。

【教学内容】

一、朗读课文

1、教师播放媒体资源中的课文朗读。

2、学生齐读课文。

二、内容探讨

1、请在文中空白写出汉字。

他自己也被敌人()去当了奴隶，受尽非人的折磨。

3、文中至于此，就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一句是什么意思?你



能举出一个这样的例子吗?

4、请在文中划出本文的主旨句。

5、生性多愁善感的王子为什么能够顽强地面对厄运?

老师点拨：

1、掳

2、王子、我、其他人;对比写出人世间没有不能承受的苦难。

3、略。

4、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
受得了只要他不死。

5、生性多愁善感的王子，遭遇厄运后历尽苦难的磨炼，性格
坚强起来了，所以能够顽强地面对厄运。

三、总结

两则寓言的寓意分别是：拥有巨大的利益会勾起无穷的得失
之患，厄运能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

一则寓言，写好事变成坏事;一则寓言，写坏事变成了好事。
人生道路上，大大小小的好事、坏事是经常遇到的，怎样对
好事，怎样对待坏事，两则寓言很有启发性。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一

从这一期起，本刊（《中学语文》）将新辟《新课程·新教
材·新教法》专栏，以反映在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新”在哪里?这是本栏目所要探



讨的全新话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到目前阶段，我们不
能只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空喊“新”的华幸；理念与
教学实践的结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佳创新生成点。比
如，教学内容的最“新”整合、教学目标的`最“新”生成、
教学过程的最“新”优化、教学评价的最“新”呈现，等等。
总之，是在新课程的理念下，教学在常态背景下的最“新”
反映。

本期首推《人生寓言》教学案例。以教学案例来诠释“新”
的理念、新的教学实践，恐怕最能与一线的教师贴近。这是
一种走进新课程的新的策略。教师通过自我的教学设计、自
身的教学实践、自己的教学反思，达成与新的教学理念的融
合。“应该怎样教、不应该怎样教、还应该怎样教”，每一
个人都应有这样的思考。本栏目就是提供这样思考的平台。

《人生寓言》的执教者，是宜昌市的年轻的教师。这里的教
学案例，是否真正张扬了教学的个性，还请读者评议；同时，
也欢迎实验新课程的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中采，交往互
动，以达成对新课程理念的共识。

执教：常红艳

生1 我不赞同。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感到不幸情有可原，但
得到了心爱的东西应庆幸才对呀。

生2 我也不赞同。这两句话似乎自相矛盾。

师 我和大家也有一样的疑问。看来，肖伯纳这句名言真有问
题?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人生的两大难题：如何对待
幸与不幸。下面请大家随着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走进他的《人
生寓言》。

(点评：运用留白艺术，由肖伯纳的名言导入，新、巧，可谓
一石三鸟：一是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二是激发学生探究的



热情；三是这句名言如一线贯穿，随着探究的深入，不断翻
出新意。)

师 说起寓言，你知道哪些寓言故事呢?

生1 拔苗助长、掩耳盗铃。

生2 狐假虎威、丑女效颦。

师 大家知道的可真不少，看来平时积累很重要。大家喜欢这
些寓言故事吗?

(点评：内引以往的学习经验，首次强调课外积累，走近寓言。
)

生3 喜欢。因为寓言读起来既有趣又发人深思。

生4 寓言，它总是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言
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上的启示。

师 那么从“丑女效颦”这个寓言故事你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生5 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

生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点评：归纳寓言的特点，为下面多角度解读寓言作好铺垫，
走进寓言。)

(生速读《白兔与月亮》，要求：捕捉重要信息，能复述故事
情节。)

师 本则寓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的故事呢?

个慷慨的决定。



师 刚才这位同学的复述你认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生2 复述语言较概括，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语句，而且忠实于
原文。

(点评：通过速读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评价渗透复述方法
指导。)

师 你不仅很善于听，而且也.总结出了复述的方法。从这位
同学的复述中我注意到了两个关键词“心旷神怡”“患得患
失”，为什么月亮在归属于白兔后，她从前的闲适心情
会“一扫而光”y请有感情地朗读文中的关键语句。

生3 “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
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
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师 这句话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生4 运用对偶，句式很对称，语言也很精练，还用了成语，
富有文采。

生5 还运用了对比，刻画出了白兔面对月亮的阴晴圆缺患得
患失的心态。

(点评：抓住关键语句，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揣摩语句深长的
意味。)

师 著名词人苏轼有句词与白兔的这一心态迥然不同，是哪句
呢?

生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点评：二次强调课外积累，巧妙引出多角度解读。)



生7 要能够发现和欣赏美，不可抱有占有的态度。

生8 美好的事物应该大家共同分享。

生9 拥有非分之财就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点评：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尊重学生的自主体验与理
解。)

师 白兔得到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吗?有无得失之患的
关键在哪里?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二

《人生寓言》教案

学习目标：

1、正确理解寓言的含义；

2、正确把握对人生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际遇；

3、感受优美的语言，模仿文章美的表达。

学习重点

理解寓言的含义；

学习文章精美的表达。

课前准备

1、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2、预习课文内容，思考寓言的含义。



第一课时

课文导入：

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得与失始终伴随我们一生。有俗语说：
有得必有失。其实，有失也比有得。明智的，随遇而安，得
失不惊，心宽体胖，处世潇洒；痴妄的，追名逐利，以乱心
迷，生身受累。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态度？寓言《白兔
和月亮》就是一面透明的镜子。

简介寓言：

寓言：文学体裁的一种。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劝
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结构大多短小，主人公多为动物，也
可以是人或非生物。主题多是惩恶扬善，多充满智慧哲理。

整体感知：

1、这则寓言讲了怎样一个故事？

2、白兔赏月的心态前后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这则寓言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体味感知：

这则寓言的语言很精美，你认为哪个词语你最有感触，认为
用的最好？请找出来，并谈出自己的感受。

探讨研究：

1、本文有两次转折，请你找出来，并分析这样的写法有何好
处？



2、白兔最终要求诸神之王撤销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

3、这则寓言提到人类有怎样的讽刺意义？

拓展延伸：

1、拥有财产就一定会有得失之患吗？

2、我们可以从白兔身上学到些什么？

3、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会有得失之患？原因是什么？

4、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自己的人生航标？

巩固练习

第二课时

课文导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人
生的得与失，正确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不仅如此，我国有
句俗语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注定要与
困难同行的，甚至要与挫折和灾难打交道。因此，我们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另一则寓言故事
《落难的王子》，我相信同学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收获。

整体感知：

思考品味：

1、我在情节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探究：



1、王子落难前后性格有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3、我是王子落难的见证人，然而，当厄运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说明了什么？

4、文章结尾给人怎样的启示？

5、只有落难后才会变得坚强，才能战胜脆弱，这是一条定律
吗？

拓展延伸：

与《白兔和月亮》进行比较阅读。

2、在情节上，都采用了寓言的形式。然而前则寓言味道比较
浓些；后则更像是事实；

3、在表达方式上，两篇寓言都是叙事为主。而前则更多的是
人物的心理描写；后则重在叙事。

体验反思：

1、人生在世，或福或祸，可能不期而至，对我们应怎样对待？

2、从自己的经历中举出实例，说说你怎样面对困难，使自己
坚强起来？

教师小结：

同学们，学习了两则寓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很多
人生启示。我们知道了不计较得失是最大的得；不计较得失
的人是最理智的人。我还要告诉你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愿同学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远
离欲壑，健全人格；藐视困难，直面人生。



巩固训练：

1）完成研讨与练习

2）作文训练：《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成长》

课后记：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我进行了两项创新性学习：一
由同学们自编自演课本剧，加深学生们对于课文内容的理解；
二组织学生进行小范围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逆境一定成
才》，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训练学生们快速反应的能
力。取得了较好的课堂效果。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三

从这一期起，本刊（《中学语文》）将新辟《新课程·新教
材·新教法》专栏，以反映在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新”在哪里?这是本栏目所要探
讨的全新话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到目前阶段，我们不
能只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空喊“新”的华幸；理念与
教学实践的结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佳创新生成点。比
如，教学内容的最“新”整合、教学目标的最“新”生成、
教学过程的最“新”优化、教学评价的最“新”呈现，等等。
总之，是在新课程的理念下，教学在常态背景下的最“新”
反映。

本期首推《人生寓言》教学案例。以教学案例来诠释“新”
的理念、新的教学实践，恐怕最能与一线的教师贴近。这是
一种走进新课程的新的策略。教师通过自我的教学设计、自
身的教学实践、自己的教学反思，达成与新的教学理念的融
合。“应该怎样教、不应该怎样教、还应该怎样教”，每一
个人都应有这样的思考。本栏目就是提供这样思考的平台。

《人生寓言》的执教者，是宜昌市的年轻的教师。这里的教



学案例，是否真正张扬了教学的个性，还请读者评议；同时，
也欢迎实验新课程的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中采，交往互
动，以达成对新课程理念的共识。

执教：常红艳

一、设疑导入，激发学生研究的兴趣

生1我不赞同。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感到不幸情有可原，但得
到了心爱的东西应庆幸才对呀。

生2我也不赞同。这两句话似乎自相矛盾。

师我和大家也有一样的疑问。看来，肖伯纳这句名言真有问
题?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人生的两大难题：如何对待
幸与不幸。下面请大家随着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走进他的《人
生寓言》。

(点评：运用留白艺术，由肖伯纳的名言导入，新、巧，可谓
一石三鸟：一是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二是激发学生探究的
热情；三是这句名言如一线贯穿，随着探究的深入，不断翻
出新意。)

二、调动积累，让学生了解寓言的特点

师说起寓言，你知道哪些寓言故事呢?

生1拔苗助长、掩耳盗铃。

生2狐假虎威、丑女效颦。

师大家知道的可真不少，看来平时积累很重要。大家喜欢这
些寓言故事吗?

(点评：内引以往的学习经验，首次强调课外积累，走近寓言。



)

生3喜欢。因为寓言读起来既有趣又发人深思。

生4寓言，它总是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言在
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上的启示。

师那么从“丑女效颦”这个寓言故事你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生5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

生6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点评：归纳寓言的特点，为下面多角度解读寓言作好铺垫，
走进寓言。)

三、探究寓意，引导学生多角度解读

(生速读《白兔与月亮》，要求：捕捉重要信息，能复述故事
情节。)

师本则寓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的故事呢?

个慷慨的决定。

师刚才这位同学的复述你认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生2复述语言较概括，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语句，而且忠实于原
文。

(点评：通过速读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评价渗透复述方法
指导。)

师你不仅很善于听，而且也.总结出了复述的方法。从这位同
学的复述中我注意到了两个关键词“心旷神怡”“患得患



失”，为什么月亮在归属于白兔后，她从前的闲适心情
会“一扫而光”y请有感情地朗读文中的关键语句。

生3“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
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
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师这句话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生4运用对偶，句式很对称，语言也很精练，还用了成语，富
有文采。

生5还运用了对比，刻画出了白兔面对月亮的阴晴圆缺患得患
失的心态。

(点评：抓住关键语句，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揣摩语句深长的
意味。)

师著名词人苏轼有句词与白兔的这一心态迥然不同，是哪句
呢?

生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点评：二次强调课外积累，巧妙引出多角度解读。)

师看来面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你从
这一故事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呢?

生7要能够发现和欣赏美，不可抱有占有的态度。

生8美好的事物应该大家共同分享。

生9拥有非分之财就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点评：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尊重学生的自主体验与理



解。)

师白兔得到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吗?有无得失之患的关
键在哪里?

文档为doc格式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四

1．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提高朗读水平。

2．揣摩《白兔和月亮》语言的精美和《落难的王子》构思的
奇妙。

3．学习从寓言的关键情节切入，探究并简要概括寓意，培养
发散思维的能力。

4．体会寓意，培养对财富和不幸的审美心态和坚韧意志。

重点1.了解寓言的特点。2.感受优美的语言，学习精美的表
达。

难点：体会寓言的寓意，感悟文中的人生道理。

一、基础知识

1.了解寓言的基本常识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
的道理，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寓言故事一
般是简短的，比喻性的，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
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
来，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讽刺性。寓言在创作常常运用夸张



和拟人等表现手法。

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诸子百家著作中都
有不少寓言故事流传下来。外国寓言作品，著名的有古代希
腊的《伊索寓言》，法国的《拉封丹寓言》和俄国的《克雷
洛夫寓言》等。

2.给加点的字注音、解释划线的词语。

嬉戏（）风韵（）厄（）运泯灭（）

险象迭（）生禀告（）心旷神怡（）

审美：得失之患：

二、理解探究

4.《白兔和月亮》、《落难的王子》这两则寓言的寓意是什
么？

三、合作释疑

2.深入研读课文《白兔和月亮》，从课文中摘录认为优美的
语句加以体会。

3.读《落难的王子》研讨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四、课内精读

阅读《白兔和月亮》思考下列问题：

（1）从文中找出运用了比喻、拟人修辞方法的句子各一个。

比喻：



拟人：

（2）第四段中的“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与第一段
的哪些语句相照应？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为什么不编成“白兔和青草”的故事，或“天空和月
亮”的故事？

五、拓展延伸

阅读《塞翁失马》读过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感想？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
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
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
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
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直译译文：

靠近边塞居住的人中，有位擅长推测吉凶掌握术数的人。他
的马无缘无故逃跑到胡人住地。人们都（为此）来宽慰他。
那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会是一种福气呢？”过了几个月，
那匹失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人们都前来祝贺他。那老
人又说：“这怎么就不能是一种灾祸呢？”老人家中有很多
好马，他的儿子爱好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断大腿。人
们都前来慰问他。那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为一件福事
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塞，健壮男子都拿起武器
去作战。边塞附近的人，死亡的占了十分之九。这个人惟独
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父子俩一同保全了性命。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五

】

1、解读寓意是寓言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一个极具个性的精
神活动。解读过程中首先应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原文，整体感
知课文，概括内容要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
活体验读出自己的见解，与文本对话，理解文章丰富的寓意。
尤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本体，从寓言中我们可
以读出许多的“自我”来，因为“寓言说的就是你呀。”而
这也正是寓言的魅力所在。

2、在理解寓意的过程中，应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培养学生
的逆向思维，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不应局限于教参
上提供的一种寓意。寓言本身蕴涵内容的丰富性和含蓄性，
使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在解读中就
会以喻体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不断会有新的发现、
新的感悟、新的创造。

3、注意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将“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
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就要避免空洞的说教。在解读寓意
的过程中自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六

1、正确理解寓言的含义。

2、正确把握对人生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际遇。

3、感受优美的语言，模仿文章美的表达。

1、理解寓言的含义；



2、学习文章精美的表达。

1、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2、预习课文内容，思考寓言的含义。

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得与失始终伴随我们一生。有俗语说：
有得必有失。其实，有失也比有得。明智的，随遇而安，得
失不惊，心宽体胖，处世潇洒；痴妄的，追名逐利，以乱心
迷，生身受累。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态度？寓言《白兔
和月亮》就是一面透明的镜子。

寓言：文学体裁的一种。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劝
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结构大多短小，主人公多为动物，也
可以是人或非生物。主题多是惩恶扬善，多充满智慧哲理。

1、这则寓言讲了怎样一个故事？

2、白兔赏月的心态前后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这则寓言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这则寓言的语言很精美，你认为哪个词语你最有感触，认为
用的最好？请找出来，并谈出自己的感受。

1、本文有两次转折，请你找出来，并分析这样的写法有何好
处？

2、白兔最终要求诸神之王撤销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

3、这则寓言提到人类有怎样的讽刺意义？

1、拥有财产就一定会有得失之患吗？



2、我们可以从白兔身上学到些什么？

3、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会有得失之患？原因是什么？

4、我们应该怎样把握自己的人生航标？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人
生的得与失，正确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不仅如此，我国有
句俗语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注定要与
困难同行的，甚至要与挫折和灾难打交道。因此，我们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另一则寓言故事
《落难的王子》，我相信同学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收获。

1、我在情节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王子落难前后性格有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3、我是王子落难的见证人，然而，当厄运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说明了什么？

4、文章结尾给人怎样的启示？

5、只有落难后才会变得坚强，才能战胜脆弱，这是一条定律
吗？

与《白兔和月亮》进行比较阅读：

1、在主题上，两片语言都是些人生态度的。但是角度是不同
的，前则主要写人在获利之后的心境；后则写人受难后的状
态。

2、在情节上，都采用了寓言的形式。然而前则寓言味道比较
浓些，后则更像是事实。

3、在表达方式上，两篇寓言都是叙事为主。而前则更多的是



人物的心理描写；后则重在叙事。

1、人生在世，或福或祸，可能不期而至，对我们应怎样对待？

2、从自己的经历中举出实例，说说你怎样面对困难，使自己
坚强起来？

同学们，学习了两则寓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很多
人生启示。我们知道了不计较得失是最大的得；不计较得失
的人是最理智的人。我还要告诉你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愿同学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远
离欲壑，健全人格；藐视困难，直面人生。

1、完成研讨与练习。

2、作文训练：《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成长》。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我进行了两项创新性学习：一由同学们
自编自演课本剧，加深学生们对于课文内容的理解；二组织
学生进行小范围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逆境一定成才》，提
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训练学生们快速反应的能力。取得
了较好的课堂效果。

文档为doc格式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七

师：寓言的确像个魔袋，我们今天从这些魔袋中取出了比魔
袋还要大得多的东西。寓言又像一座桥梁，带领我们渡到彼
岸；寓言还像一把钥匙，引着你走进神奇的世界。如你想知
道魔袋里还有哪些东西，请大家课后去阅读周国平的另三则
充满了人生智慧的寓言《孪生兄弟》、《执迷者悟》、《抉
择》吧。



（点评：运用“留白”作为结尾，使整堂课显得余味无穷，
更广阔的阅读和创造的空间留给了课外。）

?

人生寓言教学设计篇十八

出了复述的方法。从这位同学的复述中我注意到了两个关键词
“心旷神怡”“患得患失”，为什么月亮在归属于白兔后，
她从前的闲适心情会“一扫而光”？请有感情地朗读文中的
关键语句。
生3：“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
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
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师：这句话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生4：运用对偶，句式很对称，语言也很精练、用了很多成语，
富有文采。

生5：还运用了对比，刻画出了白兔面对月的阴晴圆缺患得患
失的心态。

（点评：抓住关键语句，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揣摩语句深长
的意味。）

5、师：著名词人苏轼有句词与白兔的这一心态迥然不同，是
哪句呢？

生6：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点评：二次强调课外积累，巧妙引出多角度解读。）

生7：要能够发现和欣赏美，不可抱有占有的态度。



生8：美好的事物应该大家共分享。

生9：拥有非分之财就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点评：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尊重学生的自主体验与
理解。）

7、师：白兔得到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吗？有无得失之
患的关键在哪里？

生10：我认为白兔得到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因为白
兔一则没有能力去保卫财富，生怕别人抢去偷去；二则有了
私欲之心便不会真正拥有。所以有无得失之患的关键在于你
有没有实力、有没有私欲。（同学们热烈鼓掌）

生11：我不赞成。白兔得到月亮后如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
就不会产生得失之患。有无得失之患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
平常心。（生点头，长时间鼓掌）

（点评：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引导学生逆向思维，形成争
辩，第一次进行多角度地解读。）

（点评：师生同读同议，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参与者、
促进者；鼓励学生质疑探究，重新解读寓意。）

师：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么请大家带着这一新的问题用读第
一则寓言的方法来自读《苦难的王子》。

（点评：第二次多角度解读，翻出了新意，同时又生发出新
的问题。自然导入第二则寓言。）

9、（生自读《苦难的王子》）

师：下面请以四人学习小组交流你的读书收获。推荐一位中
心发言人作好记录。



生13：这个寓言讲述的是一个生性多愁善感的王子后来能够
顽强面对厄运的故事。从这一故事中我们悟出了两个道理：
一是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切不可怀侥幸心理认为苦难
只会落在别人身上；二是一旦遭遇苦难，就要勇敢面对。

生14：我们这一组进行了分角色朗读，在朗读中我们感受到了
“厄运能使脆弱的人边得将坚强起来”。

（点评：由“学会”走向“会学”。）

生15：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师：这样的才是真心英雄。你能结合生活中的事例来谈一谈
吗？

生16：贝多芬耳聋后仍“扼住命运的喉咙”从而创作出了不
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