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氏献璧教案(汇总8篇)
教案的编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
初一物理教案范文：《力的几何解释》

和氏献璧教案篇一

《和氏献璧》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
册第六单元"奇妙的石头"主题中的一篇主体课文。在教学中，
要注意从课本内容到生活实际，从课内知识到课外知识的拓
展与延伸。《和氏献璧》这篇主体课文是一贯在中国历史上
广为流传的故事。

我所教学的是《和氏献璧》这篇课文的第1课时。它的教学目
标是：

学习《和氏献璧》这篇课文，让学生了解课文告诉我们什么
是真正的宝石--忠诚是做人最宝贵的品质；结合上下文理解"
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玉看成石头，把
坚贞之士当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这句话的含义。在
教学前，与学生一起收集关于"和氏璧"的资料，初感知。

《和氏献璧》在教学时，为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
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理解"献"、"璧"的意思，导入新课，
并质疑。

然后，在新课的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了使学
生能在民主平等、和谐活跃的气氛中学习，我设计了三个步
骤。

1、让学生默读课文，并指名说说：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什
么？

2、指名说说：和氏献了几次璧玉？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



1、学习卞和第一次、第二次献璧。学生自愿起立朗读，知道
卞和前两次献璧的结果。

思考讨论：卞和为什么把宝玉捧在手里，哭了三天三夜，直
到眼泪流尽？这时，并引导学生读上下文，从而理解"捧"在
这里的含义及如此悲伤的原因，再读卞和说的话，谈一谈自
己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真诚、忠心的人，才是最痛心的事，
最后把领悟的内容有感情地朗读出来。

3、让学生审题："和氏献璧"他献出的是什么？进一步理解课
题的'含义。

最后，拓展延伸学习，让学生将自己收集的关于"和氏璧"的
资料，互相交流。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既说明玉的珍贵，
又衬托出卞和的忠诚之心。并布置作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交流自己了解、搜集的和氏璧的故事。

和氏献璧教案篇二

1、鼓励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学习，努力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有些环节也较新颖，如“学了课文，你准备给和
氏打几分?”让学生对教材中的人物进行正确地继承与批叛，
达到扬长避短的教育作用。在课文内容的理解中，老师抓住
三次献璧的不同，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主感受，
通过比较第三次献璧和前两次献璧的不同、找出描写卞和动
作、语言的词语，达到积累语言，体会文章思想感情的目的。
同时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词语，注重学法的指导，如“献”
字的解释。

3、教师具有敏感的课程资源意识，课前立足课本，放眼课外，
让学生广泛涉猎相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对课文



的学习兴趣，促进对课文的理解，使学生由封闭的课堂走向
广阔的世界，沟通了课内与课外，拓展了学习的领域。老师
先向学生介绍了和氏璧本属楚国，后来又是怎样流落赵国的
有关资料。还有学生交流了自己收集的资料，如生1说：“我
在课外书中了解了另一个有关和氏璧的故事《完璧归
赵》……”又如生2：我上网查找了有关“玉”的成语资料，
如玉石俱焚、冰清玉洁、抛砖引玉、金玉满堂、如花似
玉……这个环节让学生汇报课前搜集的有关资料，并且说明
搜集渠道，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体现了语文学
习的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另附个人的一点看法：

1、在积极倡导自主探究和评价方面还有点欠缺，学生听写完
后的讲评及发表意见后，老师代替了学生的评价，应把评价
的权力还给学生，要注重评价在课堂上的作用，让学生成为
评价的发言人，成为课堂的主人。

2、教师把问题抛出后，应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不要急于点
拨指导。

和氏献璧教案篇三

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是阅读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
《和氏献璧》这课的教学中，我就采用了对比的方法让学生
学会怎样抓住重点词句来体会课文。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效
果不错。

生：卞和没有直接将璧献给文王，而是捧着那块石头，在楚
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
来。

师：读了这个句子，你感受到了什么?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
的?



生：读了这个句子我感觉卞和很伤心。

师追问：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的?

生沉默。

师相机出示对比句式：“卞和捧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
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来。”
和“卞和拿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痛苦了三天三夜，哭得
眼泪都流完了。”

师：仔细读这两个句子，体会它们有什么不同?你认为哪个
好?为什么?

生一：第一个句子是“捧着”，而第二个句子是“拿着”;

生二：第一个句子是“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第二个句子
只是“痛苦了三天三夜”。

师：相比，多了哪个词语?

生二：多了“一连”这个词。

生三：第一个句子是“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来”，
第二个句子只是“哭得眼泪都流完了”。

师：你认为哪个好?请你结合一处不同说出自己的理由。

生一：我认为第一个句子好。因为捧着说明卞和很小心，
而“拿着”觉得很随便。

师追问：为什么卞和会这么小心呢?

生一：因为和氏璧很珍贵，他怕把璧弄坏了。



师：说得非常好，希望下一个同学也能像他一样抓住重点词
来谈体会。

生二：我也认为第一个句子好。因为“一连”这个词语说明
卞和一直在哭，中间没有停过。由此可以看出他非常伤心。

生三：我觉得第一个句子好。因为第一个句子说明了卞和哭
的程度，不仅眼泪流完了，而且血都哭出来了，更体会出他
的'难过。

在这个小片段中，我就通过对比的方法，降低理解的难度，
让学生学会在对比中找准关键词，从而通过关键词体会人物
的情感。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可以多运用这种教学方法。

和氏献璧教案篇四

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是阅读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
《和氏献璧》这课的教学中，我就采用了对比的方法让学生
学会怎样抓住重点词句来体会课文。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效
果不错。

生：卞和没有直接将璧献给文王，而是捧着那块石头，在楚
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
来。

师：读了这个句子，你感受到了什么?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
的?

生：读了这个句子我感觉卞和很伤心。

师追问：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的?

生沉默。



师相机出示对比句式：“卞和捧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
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来。”
和“卞和拿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痛苦了三天三夜，哭得
眼泪都流完了。”

师：仔细读这两个句子，体会它们有什么不同?你认为哪个
好?为什么?

生一：第一个句子是“捧着”，而第二个句子是“拿着”;

生二：第一个句子是“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第二个句子
只是“痛苦了三天三夜”。

师：相比，多了哪个词语?

生二：多了“一连”这个词。

生三：第一个句子是“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了出来”，
第二个句子只是“哭得眼泪都流完了”。

师：你认为哪个好?请你结合一处不同说出自己的理由。

生一：我认为第一个句子好。因为捧着说明卞和很小心，
而“拿着”觉得很随便。

师追问：为什么卞和会这么小心呢?

生一：因为和氏璧很珍贵，他怕把璧弄坏了。

师：说得非常好，希望下一个同学也能像他一样抓住重点词
来谈体会。

生二：我也认为第一个句子好。因为“一连”这个词语说明
卞和一直在哭，中间没有停过。由此可以看出他非常伤心。



生三：我觉得第一个句子好。因为第一个句子说明了卞和哭
的程度，不仅眼泪流完了，而且血都哭出来了，更体会出他
的难过。

在这个小片段中，我就通过对比的方法，降低理解的难度，
让学生学会在对比中找准关键词，从而通过关键词体会人物
的情感。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可以多运用这种教学方法。

和氏献璧教案篇五

从淮北听名师授课回来，收获颇多，但真正要把这种收获在
自己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像名师那样
吧，是盲目的模仿，更何况我也没名师那种驾驭课堂，随机
应变，顺血二导的能力。搞不好会东施效颦闹出笑话。课堂
没变化吧，那岂不是白跑了一趟？真难！

最终自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完了《和氏献璧》一课，一堂
课下来自己感受颇多，学生这不是完全能自己来完成课堂内
容嘛！以前怎么就放不下呢，费上时间精力辛辛苦苦的备出
课来，课上只能引起几个学生的“兴趣”，老师是唾液漫天
飞扬，嗓子干哑，学生是昏昏欲睡这又是何苦呢？我们的语
文课堂应是活的、动的、充满生机的；是能打动孩子那纯真
的心灵，让孩子展现出灿烂的笑容或是留下感动的泪的。

教学中，我从卞和的动作神态以及语言入手，用“卞和捧着
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眼泪流
尽，血都流了出来。”和“‘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
痛心有人把宝石看成石头，把坚贞之士当作骗子，这才是我
悲伤的原因啊！’”这两句话统领教学，使课堂教学的思路
清晰。我先让学生自由读课文找出描写卞和动作神态的句子
（“卞和捧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
直哭得眼泪流尽，血都流了出来。”），因为整篇课文就那
么一句描写卞和神态动作的句子，所以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到。
然后我让学生理解这句话，并结合学生的理解让学生反复练



读这句话，体会卞和的痛苦之心。学生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后，问学生：卞和如此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引出卞和说的话
（“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石看成石头，
把坚贞之士当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然后
我让学生自由汇报，抓住对“坚贞之士”这个词的理解回到
课文的前两段，看看卞和前两次献璧的结果，让他们体会、
理解人物的品质。搞清楚卞和痛苦的真正原因，从而深刻地
感受卞和的忠诚。这么设计，脱离了繁琐的分析，给了学生
自己动手，动脑，动口的机会，让学生做了学习的主人。

在教学时，我还对文本进行了加工处理，拓展了学生的思维。
我在教学卞和第一次献璧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卞
和第一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献璧的？从而培养了学生的想
象能力。还有在最后，我问学生：学了课文你有什么话要说？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再一次被激发，他们发言踊跃，思维活跃，
其中不乏一些个性化的回答。如：“我觉得卞和太笨了！这
样做太不值得！”“我觉得玉匠太不负责了应该治他的
罪！”“卞和可以把这块璧买了，把所得的钱用来救济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不也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吗？”等等。其实学
生的回答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关
系我没能让学生进一步去探讨这个问题就草草地进行了总结。
我觉得学生们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我在试教时
也有同学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后有不少老师提醒我要把握住
课文的中心，不能偏离了主题。当时我也为这个问题所困惑
了好几天。到底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我没少费心思。可始
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合适的办法。后来我索性不去
考虑了，随便学生怎么说吧。恰恰这节课学生又提出了这个
相同的'问题。现在静心想来，学生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为过。
毕竟让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开放的社会里的小学生去单纯地看
待和接受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和人物也太过于牵强了。社会文
明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都提倡以人为本，关爱生
命，厉王和武王那么轻易就把汴和的脚砍掉，汴和却还要对
他们忠心耿耿，这种愚忠根本不值得提倡。人的思想观念、
价值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因此，



我认为教师在教学时应大胆突破教材预设的思想局限，甚至
大胆地推翻历史上沿续几千年的说法。这样，我们的教学才
会海阔天空，我们的思想才能不断地跃上一个新的境界，我
们也才能培养出有独创精神的一代新人。其实学生能有这样
的想法恰恰说明了他们对课文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而且
学生不唯书，不唯权，只唯实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一切的
创造发明正是从怀疑开始，我们的课改不正也是倡导大胆质
疑，张扬个性吗？向权威挑战——我们新时代的教育就是需
要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习精神。

在教学中，我注重指导学生读文章，在读的过程中，读出人
物的不同心理来。充分尊重学生的感受和体验，让学生在独
立，充分感悟文本的基础上平等对话，以读悟情，培养让学
生主动领略和体会语言文字，在体会语言文字中积累语言，
陶冶情操，实现用人物的神态、语言来体悟人物的情感及性
格特点，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感受卞和的忠诚。

人们常说“教学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通过这次教学活动，
我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这次教学中，也发现了不
少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要进一步改进：

对学生的评价还不够及时，评价的语言还不够丰富。评价学
生，是对学生现阶段学习方法的一个小结，也是调动其他学
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手段，因此做为老师一定要关注并评价
每一次学生的发言，用真心的鼓励换取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教学中没有适当的点睛之笔。当学生体会到人物的品质时，
做为教师要有梳理、概括学生的零乱的发言的能力，把学生
语言中提到的闪光点做一下恰当的结语，这样对文章的内容
学生就会产生整体的认识。我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和氏献璧教案篇六

《和氏献璧》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



册第六单元“奇妙的石头”主题中的一篇主体课文。在教学
中，要注意从课本内容到生活实际，从课内知识到课外知识
的拓展与延伸。《和氏献璧》这篇主体课文是一贯在中国历
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

我所教学的是《和氏献璧》这篇课文的第1课时。它的教学目
标是：

学习《和氏献璧》这篇课文，让学生了解课文告诉我们什么
是真正的宝石--忠诚是做人最宝贵的品质；结合上下文理
解“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玉看成石头，
把坚贞之士当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这句话的含义。
在教学前，与学生一起收集关于“和氏璧”的资料，初感知。

《和氏献璧》在教学时，为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
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理解“献”、“璧”的意思，导入新
课，并质疑。

然后，在新课的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了使学
生能在民主平等、和谐活跃的气氛中学习，我设计了三个步
骤。

第一步，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让学生默读课文，并指名说说：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什
么？

2、指名说说：和氏献了几次璧玉？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

第二步，再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学习卞和第一次、第二次献璧。学生自愿起立朗读，知道
卞和前两次献璧的结果。



2、学习卞和第三次献璧。让学生在小组中学习卞和第三次与
前两次有什么不同？画出描写和氏的动作、语言、神态的句
子读一读，体会体会；思考讨论：卞和为什么把宝玉捧在手
里，哭了三天三夜，直到眼泪流尽？这时，并引导学生读上
下文，从而理解“捧”在这里的含义及如此悲伤的原因，再
读卞和说的话，谈一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真诚、忠
心的.人，才是最痛心的事，最后把领悟的内容有感情地朗读
出来。

3、让学生审题：“和氏献璧”他献出的是什么？进一步理解
课题的含义。

和氏献璧教案篇七

和氏献璧》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奇妙的石头”主题中的一篇主体课文。在教学中，
要注意从课本内容到生活实际，从课内知识到课外知识的拓
展与延伸。《和氏献璧》这篇主体课文是一贯在中国历史上
广为流传的故事。

我所教学的是《和氏献璧》这篇课文的第1课时。它的教学目
标是：

学习《和氏献璧》这篇课文，让学生了解课文告诉我们什么
是真正的宝石——忠诚是做人最宝贵的品质；结合上下文理解
“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玉看成石头，
把坚贞之士当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这句话的含义。
在教学前，与学生一起收集关于“和氏璧”的资料，初感知。

《和氏献璧》在教学时，为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
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理解“献”、“璧”的'意思，导入新
课，并质疑。

然后，在新课的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了使学



生能在民主平等、和谐活跃的气氛中学习，我设计了三个步
骤。

第一步，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让学生默读课文，并指名说说：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什
么？

2，指名说说：和氏献了几次璧玉？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

第二步，再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学习卞和第一次、第二次献璧。学生自愿起立朗读，知道
卞和前两次献璧的结果。

2，学习卞和第三次献璧。让学生在小组中学习卞和第三次与
前两次有什么不同？画出描写和氏的动作、语言、神态的句
子读一读，体会体会；思考讨论：卞和为什么把宝玉捧在手
里，哭了三天三夜，直到眼泪流尽？这时，并引导学生读上
下文，从而理解“捧”在这里的含义及如此悲伤的原因，再
读卞和说的话，谈一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真诚、
忠心的人，才是最痛心的事，最后把领悟的内容有感情地朗
读出来。

3，让学生审题：“和氏献璧”他献出的是什么？进一步理解
课题的含义。

最后，拓展延伸学习，让学生将自己收集的关于“和氏璧”
的资料，互相交流。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既说明玉的珍贵，
又衬托出卞和的忠诚之心。并布置作业：1、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2、交流自己了解、搜集的和氏璧的故事。

《和氏献璧》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还存
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各环节的衔接不够自然。



和氏献璧教案篇八

记得，在观摩窦桂梅、孙双金等名师的现场教学后，我有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课堂教学一定要主线
明确，而这条主线必须是自己对教材的深读熟思、精心琢磨
后的成果，这条主线就是课堂教学的灵魂，就是教材的精髓。
此后，我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开始这种尝试、摸索，或许有
时做的很粗糙，但确实对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起到了巨大作
用。今天，我就以《和氏献璧》为例谈谈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初读《和氏献璧》觉得这故事如此精短，一读就通，怎么用、
怎么讲？当十几遍读下来，感觉这文章有嚼头，最终我确立
了以“献”字为主线，以关键词句为突破口，理清人物内心
世界的教学思路。课堂上我从课题入手，先理解“献、璧”
的意思，指导孩子们查字典、联系生活中的实例理解何
为“献”，它同给是否一样，使孩子们初步感知到卞和对国
家的忠心、对楚王毕恭毕敬的诚心，为后面的学习铺路搭桥。
再以“卞和抱着这块石头，连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血都留
了下来”抛砖引玉，引导孩子们反复朗读体会之后比较抱字
的表达效果，从而与“献”字融为一体，再次感受卞和的忠
心耿耿；接着，我为学生创设了一个想象空间，假如你是卞
和，在接连两次献璧之后痛失双腿，是否会第三次献璧？为
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纷纷畅谈，“如果我是卞和，
我还会第三次献璧，如果不去献璧，那人们就认为我真的是
个骗子，为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必须献璧。”“如果我是卞
和，我还会第三次献璧，这样才能让无价之宝的说法得到证
实。”“如果我是卞和，我不会第三次献璧，因为我不想再
让自己的身体遭受痛苦，不值得。”……学生的争议在我的
意料之中，课堂上每个学生有所想、有所表达，这不就是我
们所追求的吗?最后，回归整体，回味全文，结合自己的想法
再次探讨卞和的“献”的价值、意义，从而让学生的学与个
性体验巧妙结合。

这堂课我上的激情飞扬，学生热情洋溢，我想正是有了课堂



主线的捕捉，才让课堂活起来，今后我想在教材主线的捕捉
上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