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负荆请
罪教案(实用16篇)

文明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行为，更是一种内在修养，它反
映了一个人的品格和思维方式。如何做到在公共场合保持良
好的文明礼仪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明礼仪范例，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
借鉴和启示。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
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由来。

2、通过朗读理解剧本语言，体会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
大局的品质。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能分角色朗读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私怨、委曲求全的
博大胸襟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三课时

1、简单提示阅读剧本的一般方法。

（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剧本中的任务。
剧始和剧中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任务活动情况，
剧中的小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本一般
都是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爱展示人物性格特点。阅读时，要
弄清故事情节，仔细品位任务语言，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2、板书课题，启发谈话。

看了课题，你知道谁向谁请罪吗？为什么请罪？请罪的结果
怎样？我们读恶劣这个剧本就知道了。

1、自由轻声读，要求：

（1）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

（2）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3）

（3）边读边思考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词语。

（2）用钢笔描红。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这篇课文是个历史小话剧。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
地点和剧中人物。剧本中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人
物活动情况;圆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本
通过人物对话，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军廉颇向遭其侮辱
却不与之计较的上卿蔺相如负荆请罪的故事。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是什么？



2、廉颇是怎样向蔺相如请罪的呢？我们来看剧本第二幕。

二、精读剧本第二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在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集体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1）为什么说蔺相如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

（2）廉颇是怎样的人？（知错就改。从语言、动作可以看出。
）

4、讨论：

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1）理解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2）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表现在哪里？

（3）读下面一组句子，比较一下哪种说法好？

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5、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光
明磊落的性格特点，对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也有一
定说明。下面我们来看文中插图，想像一下他们当时的神情、
心理活动。



6、分角色朗读课文。

三、作业

将剧本改写成一篇记叙文。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1、指名上台板书“负荆请罪”

2、根据上节课学习回答：课文写谁向谁“负荆请罪”?

3、过渡：廉颇为什么要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呢?我们一起
到第一幕当中找找原因。

1、轻声读这一幕，想一想，蔺相如和廉颇是怎样的人?提示：
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体会

2、分组讨论

3、指名读

a体会主要人物蔺相如

b行动：在路上有意避让廉颇的车子：好几天不上朝，避免与
廉颇见面。

蔺相如避让廉颇为的是什么?

讨论：假如他们俩闹翻了，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c指导朗读这几句话。

提示：注意小括号中的内容，抓住人物的台词、动作、神情，



联系人物的职位、身份、经历等来体会人物的内心。体会人
物的性格特点和品质读课文。没有动作神情提示的地方，我
们可以自己动笔补充动作、神情的提示。

4、分角色朗读第一幕

三、排练第一幕话剧

分小组排练第一幕

1、讨论：排练好这幕话剧要注意些什么?

人物分工：揣摩人物表情，模仿人物动作、语言;在课文记叙
的基础上争取有创新;适当利用道具。

2、分组排演，教师巡视。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1、直接板书课题，负荆请罪

2、齐读课题，据题质疑。

看了课题，你想了解什么?

(什么叫“负荆请罪“?谁负荆向谁请罪?为什么要负荆请
罪?……)

3、大家进行了预习，说说这篇课文与其他课文不一样的地方。

4、回忆剧本的一般特点，说说怎样阅读剧本。

5、小结：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剧
始和剧中的方括弧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人物活动情况;圆括
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据本一般都是通过尖



锐的戏剧冲突来展示人物性格特点。阅读时，要弄清楚故事
情节，仔细品味人物语言，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二、自读课文，学习字词

1、自读课文，要求：

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和文中的四字词语。

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边读边思考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词语

正音：“赵、唇”是翘舌音，“廉、韩、唇”是前鼻音;“庙、
卿”是后鼻音。

辨析字形：惧——俱廉——庸

(2)、指名读课文，结合正音，理解词义。

三、整体感知课文

1、想一想：这两幕剧奖了什么?

2、小结

四、学习写字

1、观察字形，了解生字的比划、笔顺和结构。

2、重点指导



“廉”：不能丢掉“兼”字的第一横上面的点和撇。

“惧”：右边“具”字有三横，不能少一横。

“唇”：半包围结构，不能写成上下结构。

3、生描红、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4、展示、评议。

作业设计

抄写生字词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1、能分角色朗读课文。

2、联系课文内容，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和由来。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通过对剧本台词的阅读品味，感受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
顾全大局的精神品质。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私怨、委曲求全的
博大胸襟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一、导入板题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是什么?

2、廉颇是怎样向蔺相如请罪的呢?我们来看剧本第二幕。

二、出示目标



三、自学指导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海洋什么不懂的?在不懂的地方做
上记号。

2、集体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1)为什么说蔺相如“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

(2)廉颇是怎样的人?(知错就改。从语言、动作可以看出。)

四、先学(比读书、比写字)

学生展开充分自学，读、说、想，教师巡视。

五、后教(更正比说话)

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1)理解“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2)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表现在哪里?

(3)读下面一组句子，比较一下哪种说法好?

你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六、全课小结(比归纳)

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爽直



磊落的性格特点，对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也有一定
的了解。

七、当堂训练(比完成作业)

(1)学生练习分角色朗读。

(2)指名朗读，师生评价。

廉颇蔺相如

对不住你避让要是……

宽恕我过去的事别提了

背荆条扔在一边

跪下扶起

(勇于改过)(顾全大局)

为了赵国的利益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
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由来。

2、通过朗读理解剧本语言，体会廉颇知错就改和蔺相如顾全
大局的品质。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能分角色朗读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私怨、委曲求全的
广博胸襟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简单提示阅读剧本的一般方法。

（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剧本中的任务。
剧始和剧中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和任务活动情况，
剧中的小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本一般
都是通过尖锐的戏剧抵触爱展示人物性格特点。阅读时，要
弄清故事情节，仔细品位任务语言，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2、板书课题，启发谈话。

看了课题，你知道谁向谁请罪吗？为什么请罪？请罪的结果
怎样？我们读恶劣这个剧本就知道了。

二、自读课文，疏通词句

1、自由轻声读，要求：

（1）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3）边读边考虑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词语。

（2）用钢笔描红。

（3）指名读课文，结合正音，理解词义。



厉害：难以对付。

惧怕：害怕。

宽恕：宽容。

昏庸：糊涂而愚蠢。

三、感知课文，理清脉络

1、理解“负荆请罪”。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

（2）谁向谁请罪？

（3）为什么要请罪？

此题不作过高要求。

（3）结果怎样？

2、默读课文，想一想：这两幕剧讲了什么？

四、指导书写

五、作业

誊写词语、朗读课文。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教学中，我把了解剧本作为教学的重点之一。本篇又是话剧，
全文主要是人物对话，文章是通过怎样的语言描写来表现人
物性格品质的，这又联系到习作教学了。



课时，我从理解课题出发，题目是文章的眼睛。理解了“负
荆请罪”的意思，就理解了文章的大意。谁请罪，为什么请
罪?带着问题去学习课文。接着，我让学生说说本篇课文与平
时学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借机了解戏剧、剧本等相关知识。
学习字词，提醒“廉”、“庸”的写法。词语的理解也很重
要，本课中的许多词语都要学生查工具书或资料理解。指名
读课文，力求读正确、流利。

文中蔺相如和廉颇的性格特点就是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的
描写来表现的，我先让学生从文中找出相关的句子，并思考
说说从这些语言和动作中看出什么，学生大都能理解。我告
诉学生，要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就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
作等描写来体现。课余，我还组织学生演课本剧，学生的积
极性很高。

高年级的阅读教学，我认为不能什么都讲，这样不但时间不
够，而且教师也讲得很累，应选择一个重点，组织学生训练，
使学有所获。教学中，我觉得只有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是很糟
糕的，学生的思维得不到训练，教师也不知学生心里想些什
么，教学就会显得盲目。所以，教师要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
生的参与度，使学生可以畅所欲言。阅读教学不能把理解课
文内容作为唯一的目标，应与习作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因为
每一篇课文其实就是一篇很好的范文，值得学生去学习，只
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使阅读与写作
不脱节。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九

第一课时我让学生介绍“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接着
讲讲这个成语的来历、出处等，孩子们显得饶有兴趣。接着
完成了《补充习题》上的一道习题。紧跟着我让同学们回忆
剧本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的发言显得琐碎而
不完整，指名几个同学交流后，我随即做了总结性的`概括，
让孩子们对剧本的特点进行再次强化。然后充分阅读课文了



解故事情节，理解人物特点为第二课时的表演教学做了很好
的铺垫。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小话剧，所以很适合学生在理解
的基础上去表演文本。于是中午我让所有的孩子先和合作伙
伴选一选自己喜爱的角色，有感情地读一读自己的台词，
以“人人准备，随即亮相、一个演节目，人人当演员、少数
人表演，全员做指导”的方法，让每个人参与。一开始的表
演，是纯粹的课文朗读，发现孩子们读得很有感情，可惜没
有表情；读得很认真，但没有真心。于是和孩子们一起担当
导演，想一想怎么演呢？于是有人提出了增加动作，有人提
出了适当改变台词，不要把心思放在背课文上，有人提出了
应该把上午对课文的理解表演出来。教室里再次热闹起来。
这次课本剧表演难点在于要背出那么多台词对相当一部分学
生来说难了点。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是什么？

2、廉颇是怎样向蔺相如请罪的呢？我们来看剧本第二幕。

二、精读剧本第二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海洋什么不懂的？在不懂的地方
做上记号。

2、集体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1）为什么说蔺相如“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

（2）廉颇是怎样的人？（知错就改。从语言、动作可以看出。
）



4、讨论：

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1）理解“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2）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表现在哪里？

（3）读下面一组句子，比较一下哪种说法好？

你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5、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爽
直磊落的性格特点，对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也有一
定的揭。斜面我们来看文中插图，想像一下他们当时的神情、
心理活动。

6、知道分角色朗读。

三、作业

将剧本改写成一篇记叙文。

第三课时

一、复习

1、分角色朗读第二幕剧本。

过渡：在第二幕剧本中，我们认识了勇于改过的廉颇，对深
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临行如也有一定的了解，要想进一步了
解蔺相如，还得认真地读读剧本第一幕。



二、精读剧本第一幕

1、轻声读这一幕，想一想；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体
现在什么地方？

2、分组讨论。

4、指名说。

（行动：在路上有意避让廉颇的车子；好几天不上朝，避免
与廉颇见面。

语言：“你要知道，秦王不敢侵略我国，是因为我们赵国武
有廉颇，文有蔺相如。要是我跟将军闹翻了，后果将会怎
样？”）

5、深入体会蔺相如的语言。

（1）指名说；蔺相如避让廉颇为的是什么？

（2）讨论：假如他们俩闹翻了，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3）指导朗读这几句话。

6、分角色朗读这几句话。

三、分角色朗读。

四、学生质疑。

五、总结课文

学了本课，你有哪些收获？

板书：



负荆请罪

廉颇

蔺相如

对不住你

过去的事别提了

要是……

宽恕我

背荆条

扔在一边

避让

跪下

扶起

（勇于改过）

（顾全大局）

为了赵国的利益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一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还有什么不懂的?在不懂的地方做
上记号。



3、抓重点词句讨论：

(1)廉颇：没穿上衣、背着一根荆条、赶忙跪下、老迈昏庸、
紧紧地拉、亲密地交谈

(2)蔺相如：快请、取、扶、披、紧紧地拉、亲密地交谈

(3)观察课本插图，想象当时两人不同的.神态和心情：廉颇
满面羞愧、满心悔恨，蔺相如满面惊讶、满心欢喜。

(4)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理解“深明大义、宽宏大度”

4、小结：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廉颇勇于改过、
爽直磊落的性格特点和蔺相如深明大义、宽宏大度的性格特
点。他们两个人都能为了国家利益顾全大局。

5、练习排演第二幕话剧

(1)自读第二幕剧，体会圆括号中人物的动作、神态及其心情。

(2)说话前面没有圆括号内容的，小组内讨论补充内容恰当。

(3)根据圆括号中的这些提示，体会怎么表演，小组内分工练
习表演。

6、完整地表演两幕话剧

7、学生相互评价，教师小结。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二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
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由来。



2、通过朗读理解剧本语言，体会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
大局的品质。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能分角色朗读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私怨、委曲求全的
博大胸襟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简单提示阅读剧本的一般方法。

(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剧本中的任务。剧
始和剧中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任务活动情况，剧
中的小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本一般都
是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爱展示人物性格特点。阅读时，要弄
清故事情节，仔细品位任务语言，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2、板书课题，启发谈话。

看了课题，你知道谁向谁请罪吗?为什么请罪?请罪的结果怎
样?我们读恶劣这个剧本就知道了。

二、自读课文，疏通词句

1、自由轻声读，要求：

(1)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3)边读边思考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词语。

(2)用钢笔描红。

(3)指名读课文，结合正音，理解词义。

厉害：难以对付。

惧怕：害怕。

宽恕：宽容。

昏庸：糊涂而愚蠢。

三、感知课文，理清脉络

1、理解“负荆请罪”。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

(2)谁向谁请罪?

(3)为什么要请罪?

此题不作过高要求。

(4)结果怎样?

2、默读课文，想一想：这两幕剧讲了什么?

四、指导书写



五、作业

抄写词语、朗读课文。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是什么?

2、廉颇是怎样向蔺相如请罪的呢?我们来看剧本第二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海洋什么不懂的?在不懂的地方做
上记号。

2、集体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1)为什么说蔺相如“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

(2)廉颇是怎样的人?(知错就改。从语言、动作可以看出。)

4、讨论：

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1)理解“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2)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表现在哪里?

(3)读下面一组句子，比较一下哪种说法好?

你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5、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爽



直磊落的性格特点，对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也有一
定的揭。斜面我们来看文中插图，想像一下他们当时的神情、
心理活动。

6、知道分角色朗读。

将剧本改写成一篇记叙文。

一、复习

1、分角色朗读第二幕剧本。

过渡：在第二幕剧本中，我们认识了勇于改过的廉颇，对深
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临行如也有一定的了解，要想进一步了
解蔺相如，还得认真地读读剧本第一幕。

二、精读剧本第一幕

1、轻声读这一幕，想一想;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体
现在什么地方?

2、分组讨论。

4、指名说。

(行动：在路上有意避让廉颇的车子;好几天不上朝，避免与
廉颇见面。

语言：“你要知道，秦王不敢侵略我国，是因为我们赵国武
有廉颇，文有蔺相如。要是我跟将军闹翻了，后果将会怎
样?”)

5、深入体会蔺相如的语言。

(1)指名说;蔺相如避让廉颇为的是什么?



(2)讨论：假如他们俩闹翻了，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3)指导朗读这几句话。

6、分角色朗读这几句话。

三、分角色朗读。

四、学生质疑。

五、总结课文

学了本课，你有哪些收获?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三

1、能进入角色品读剧本第二幕，为课后表演做好准备。

2、感悟廉颇和蔺相如的性格特点，懂得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3、积累词句，丰厚学生的语文底蕴。

进入角色品读课文，说好台词。

1、练读第二幕。

2、课件。

一、复习铺垫

蔺相如：忍辱负重、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大公无私、宽容
大度、一心为国

二、初读剧本



1、过渡：读了剧本的第一幕，廉颇和蔺相如留给我们的印象
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到了剧本的第二幕，随着故事情节的
不断发展，廉颇和蔺相如还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呢?请同
学们大声地朗读剧本的第二幕，一边读一边体会。

三、角色品读

1、过渡：像这样的廉颇和蔺相如，他们的台词我们应该怎样
来读呢?从他们的台词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什么呢?怎样才能
通过他们的台词把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呢?
这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2、感悟方法

〔幕启。几天以后。蔺相如在客厅踱步。一会儿，韩勃匆匆
走上。〕

韩 勃 (紧张地)大人!大人!

蔺相如 什么事?

韩 勃 廉将军来了!

蔺相如 (奇怪地)什么，廉将军来找我?

韩 勃 廉将军他没穿上衣，还背着一根荆条呢。

蔺相如 快请廉将军进来!

韩 勃 是!

教学思路：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负荆请罪,负荆请罪优秀教案教学
设计，希望对你有帮助!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四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
说说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由来。

2、通过朗读理解剧本语言，体会廉颇知错就改及蔺相如顾全
大局的品质。

3、学会阅读剧本。练习排演小话剧。

4、能分角色朗读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蔺相如为国家而不计较私怨、委曲求全的
博大胸襟和廉颇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简单提示阅读剧本的一般方法。

（剧本开头先写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剧本中的任务。
剧始和剧中的方括号内主要交代舞台布景及任务活动情况，
剧中的小括号内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等。剧本一般
都是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爱展示人物性格特点。阅读时，要
弄清故事情节，仔细品位任务语言，了解人物性格特点。）

2、板书课题，启发谈话。

看了课题，你知道谁向谁请罪吗？为什么请罪？请罪的结果
怎样？我们读恶劣这个剧本就知道了。



二、自读课文，疏通词句

1、自由轻声读，要求：

（1）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3）边读边思考揭题时所提的问题。

2、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词语。

（2）用钢笔描红。

（3）指名读课文，结合正音，理解词义。

厉害：难以对付。

惧怕：害怕。

宽恕：宽容。

昏庸：糊涂而愚蠢。

三、感知课文，理清脉络

1、理解负荆请罪。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

（2）谁向谁请罪？

（3）为什么要请罪？



此题不作过高要求。

（3）结果怎样？

2、默读课文，想一想：这两幕剧讲了什么？

四、指导书写

五、作业

抄写词语、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负荆请罪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的来源是什么？

2、廉颇是怎样向蔺相如请罪的呢？我们来看剧本第二幕。

二、精读剧本第二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你从这一幕中读懂了什么？把读懂的
内容在书旁做简单的批注。海洋什么不懂的？在不懂的地方
做上记号。

2、集体交流读懂的及不懂的。

3、指导归纳出不懂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默读课文，思考：

（1）为什么说蔺相如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

（2）廉颇是怎样的人？（知错就改。从语言、动作可以看出。
）



4、讨论：

出示：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1）理解深明大义、宽容大度。

（2）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表现在哪里？

（3）读下面一组句子，比较一下哪种说法好？

你真实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你是一个深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人啊！

5、第二幕剧本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爽
直磊落的性格特点，对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也有一
定的揭。斜面我们来看文中插图，想像一下他们当时的神情、
心理活动。

6、知道分角色朗读。

三、作业

将剧本改写成一篇记叙文。

第三课时

一、复习

1、分角色朗读第二幕剧本。

过渡：在第二幕剧本中，我们认识了勇于改过的廉颇，对深
明大义、宽容大度的临行如也有一定的了解，要想进一步了
解蔺相如，还得认真地读读剧本第一幕。



二、精读剧本第一幕

1、轻声读这一幕，想一想；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宽容大度体
现在什么地方？

2、分组讨论。

4、指名说。

（行动：在路上有意避让廉颇的车子；好几天不上朝，避免
与廉颇见面。

语言：你要知道，秦王不敢侵略我国，是因为我们赵国武有
廉颇，文有蔺相如。要是我跟将军闹翻了，后果将会怎样？）

5、深入体会蔺相如的语言。

（1）指名说；蔺相如避让廉颇为的是什么？

（2）讨论：假如他们俩闹翻了，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3）指导朗读这几句话。

6、分角色朗读这几句话。

三、分角色朗读。

四、学生质疑。

五、总结课文

学了本课，你有哪些收获？

负荆请罪



廉颇

蔺相如

对不住你

过去的事别提了

要是

宽恕我

背荆条

扔在一边

避让

跪下

扶起

（勇于改过）

（顾全大局）

为了赵国的利益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五

（1）学生读。

（2）“蔺相如在客厅踱步。”

踱步：慢步行走。踱步时，蔺相如在思考什么呢？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理解蔺相如时刻为国着想的品格，为下
文的阅读、理解作铺垫

（3）“韩勃匆匆走上”。

匆匆：急急忙忙的样子。韩勃为什么匆匆？（廉将军来了！
他没穿上衣，还背着一根荆条呢。）

（4）想象：廉颇突然来访，如果你是韩勃，你会怎么想？

廉颇突然来访，如果你是蔺相如，你会怎么想？

（5）廉颇突然来访，蔺相如什么表现？（奇怪）

为什么奇怪？（廉将军来访、廉将军没穿上衣，还背着一根
荆条呢。）

负荆请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六

1、能进入角色品读剧本第二幕，为课后表演做好准备。

2、感悟廉颇和蔺相如的性格特点，懂得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3、积累词句，丰厚学生的语文底蕴。

进入角色品读课文，说好台词。

1、练读第二幕。

2、课件。

一、复习铺垫

蔺相如：忍辱负重、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大公无私、宽容
大度、一心为国



二、初读剧本

1、过渡：读了剧本的第一幕，廉颇和蔺相如留给我们的印象
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到了剧本的第二幕，随着故事情节的
不断发展，廉颇和蔺相如还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呢?请同
学们大声地朗读剧本的第二幕，一边读一边体会。

三、角色品读

1、过渡：像这样的廉颇和蔺相如，他们的台词我们应该怎样
来读呢?从他们的台词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什么呢?怎样才能
通过他们的台词把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呢?
这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2、感悟方法

〔幕启。几天以后。蔺相如在客厅踱步。一会儿，韩勃匆匆
走上。〕

韩勃(紧张地)大人!大人!

蔺相如什么事?

韩勃廉将军来了!

蔺相如(奇怪地)什么，廉将军来找我?

韩勃廉将军他没穿上衣，还背着一根荆条呢。

蔺相如快请廉将军进来!

韩勃是!

教学思路：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负荆请罪,负荆请罪优秀教案教学
设计，希望对你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