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模
板7篇)

高二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与学生、家长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进
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以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教案案例，希望对大家在编写教案时有
所帮助。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本文通过典型事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写法。

2、引导学生自读本文，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3、做人要谦逊自持，保持心理健康；完善健全人格。

重点难点：

重点：

1.分析曹操、杨修的性格特征，明确二人之间的矛盾。

2.学习本文刻画人物形象的独特写法。

难点：

探讨杨修之死的原因。

教学过程

一、以历史上有才之士为例引出新课；



二、简介故事背景；

三、整体感知：

1、文章记叙的内容是什么？

2、课文写了杨修犯曹操之忌的哪几件事？对杨修每次犯忌，
曹操各有什么心里反应？（请用简洁的话概括。）

3、课文写了杨修犯曹操之忌的哪几件事？对杨修每次犯忌，
曹操各有什么心里反应？（请用简洁的话概括。）

四、合作探究

1、杨修之死，责任在曹操呢，还是在杨修？

明确：杨修之死的原因：

内因：杨修之死，一方是由于杨修恃才放旷，终于招致杀身
之祸。

外因：杨修被杀的根本原因还是他在大是大非和重大问题上
不能与曹操保持一致，甚至离心离德。

杨修之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假如你是曹操，你会不会杀杨修，为什么？

3、假如你是杨修，会如何与曹操相处？

4、你如何评价杨修和曹操？

5、杨修之死，给我们什么启示？

五、作业：



联系实际写一篇题为《从“杨修之死”所想到的》文章。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二

教学目标：

1、积累词语

2、了解罗贯中与《三国演义》，了解杨修的有关史实

3、引导学生自读本文，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4、分析杨修的死因

教学重点：

1、分析曹操、杨修的性格特征，明确二人之间的矛盾

2、学习本文刻画人物形象的独特写法

一、课前感悟：

多媒体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杨修之死》的片段。播
放片段下显示：

聪明杨德修，时代继簪缨。

笔下走龙蛇，胸中锦绣成。

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读诗后思考：这首诗写的人物是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二、谁是情报员(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相关背景资料，比一比
看谁收集的面)

多媒体显示：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
西太原人，一说钱塘或庐陵人，元末明初小说家。相传是施
耐庵的得意门生，才华出众，但时局动乱，政治腐败，才人
志士流落荒野。罗贯中郁郁不得志，转而编著《三国演义》，
以古鉴今，抨击时弊。他是继施耐庵之后，又一个以小说创
造流芳百世的小说家。

他广泛收集有关平话，戏剧和传说，参考陈寿的《三国志》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三国的故事进行了再创造；以史实
为基础，融合了大胆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创作了“七实三
虚”的历史小说巨著《三国演义》。

三、罗贯中在这部巨著，借述魏蜀吴三国征战的历史故事，
对暴政作了愤怒的抨击，提出了自己的鲜明政治理想——仁
政。这个观点形成全书的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使曹操和
刘备两个艺术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互相衬托，以强烈谴责
暴政，热烈颂扬仁政思想。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三

1、加强预习，先让学生根据课文后面的思考和练习题进行自
学，然后展开课文知识、口头表述及辩论比赛，以最大限度
地开启学生的思维，提高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2、加强复述，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3、安排一个半课时。

4、定好竞赛程序、形式和评分标准，以便检查学生回答问题
的优劣，并分出胜负方，满足学生的好胜心理。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分析语言材料，梳理信息，表达感悟认识能
力训练，能够合作交流自己的思想。

2、过程与方法：处理材料，归纳分析，讨论交流。

3、情感与态度：内因与外因的辨证思想认识，正确的人才观。

教学重难点：

通过语言材料洞悉人物心理，感受人物形象。人才观的交流
与表达。

教学方法：问题探究，合作交流。教学媒体：略

教学步骤：

一、导入：曹操〈〈观沧海〉〉中句子：日月之行，若出其
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心胸开阔，吞吐宇宙，雄才伟略，霸气昭然。但也有狭隘与
偏见……

二、揣度人物心理活动与语言表达：

1、师：上一节课，我们知道了曹操斩杀杨修的想法是由来已
久的，请找出每次杨修触犯曹操忌讳后，写曹操心理及行为
反应的句子，并简要评述曹操对杨修是怎样由“忌”
到“恨”的。教师板书七个事件。

2、生：分组讨论交流，并表述，教师板书记录。



3、师：归纳小结。(在劫难逃)

三、人物形象分析

1、师：有人认为小说节选内容中曹操和杨修个性鲜明，认为
他们(教师幻灯展示)

曹操：杨修：

不知你是否有同样的认识，请梳理课文信息，作出评价。

2、生：处理课文语言材料，探究思考，交流表述。

3、教师小结：曹操(阴险狡诈，一代奸雄);杨修(才思过人，
恃才放旷)

四、扩展延伸，情感态度表达

辩题一：是谁杀死了杨修？曹操，杨修？

师：对于课文中杨修之死，历来就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应
归之于操，有人认为应归之于修。

请两组同学，分别就课文情节事实，有理有据，展开辩论。

生：稍作研讨，轮流展开辨驳……

师小结：对辩论作出评判，归结“世间万物均是由内因和外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这个道理)

辩题二：说说你的人才观？

师：曹操怒杀杨修，毕竟还是给了我们许多遗憾，曹操怒杀
杨修后，强令进军，结果被蜀军杀得落荒而逃，同时又失去
一个才思过人的主薄，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该不该！



而杨修才思敏捷，却因恃才放旷，疏于理法，落得个英年早
逝，真可谓“一失足，千古恨”，遗憾遗憾！

请你结合历史与现实社会，如果你是曹操，你将怎样使用人
才；如果你是杨修，怎样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生：交流表达

师：不管怎么说，杨修死了不可复生。有人给华山杨修墓题
了一幅挽联，现展示给大家，请大家在课后玩味。在未来的
生活里一路走好。

生：齐读对联。

五、教师小结后下课注：板书略教学流程略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五

对于教材的深入解读是上好一堂课的基础，《杨修之死》节
选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
退斜谷”。课文记叙曹操杀害杨修的经过和缘由，主旨是表
现杨修的聪明才智和“恃才放旷”的思想作风，也揭示了曹
操的复杂性格：既十分奸诈，又有深谋远虑。

九年级的学生由于环境、年龄和知识储备等各方面的限制，
对教育制度及其人际关系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体会，所以
对文字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或者是简单被动地接受教师
的观点。在教学中应注重让学生多读、多交流、多质疑问题，
让学生有自己的感悟和看法。在指导学生阅读时，从学生的
生活实际出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积极与文本对话，与教
师和同学对话，从而正确理解文本。

因此，基于教材和学情，我从课程标准中“提高学生语文素
养”的基本理念出发，设计了以下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三国演义》的相
关知识，把握小说的情节，明确本文的矛盾冲突，分析小说
的人物形象。

【过程与方法】在教师的引领下，通过品读，合作讨论的学
习方式，学习本文刻画人物的独特手法，理解杨修的死因，
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养成爱读名著的习惯。

基于以上对教材、学情的分析和教学目标的设立，我将本课
的教学重点设为分析曹操、杨修的性格特征，明确二人之间
的矛盾。难点为学习本文刻画人物的独特手法。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教学中我采用品
读法、讨论法、多媒体辅助法。

那么接下来我将着重介绍我的教学过程，这也是我本次说课
最为核心的环节。

（一）导入新课

为了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更好地获取新知识。我的导入将采
用谈话法：人们常说“三国看智，水浒看勇”。睿智的曹操
深知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要想荡平四海，一统华夏，人才
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求贤若渴，还颁布这样“唯才是举”
这样的一道求贤令。当年袁绍手下陈琳曾写过一篇檄文，将
曹操及其祖上全都骂了一遍，曹操后来破袁，非但没有杀陈
琳，而且还令其为幕僚，就是看中陈琳的才气。其实，在
《三国演义》中也有这样一位有才之士，有诗为评：开谈惊
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此人便是杨
修，今天我们就随着作者的脚步，去探寻一起爱才之士为何
杀掉有才之士。



（二）初步感知

为了让学生初步掌握基本知识，在讲解课文之前，学生自由
浏览课文，圈画出不认识的生字词，教师进行适当讲解。在
解决生字词之后，我会设置如下问题：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
文，抓住关键词句，用简洁的语言说一说小说讲了哪些事。
旨在让学生带着问题，通过默读的方式，熟悉课文主要内容，
并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进而梳理文章内容，以此达到感
知文本内容的目的。

（三）深入研读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在阅读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钻
研文本内容，以更好地理清小说的思路，揭示小说的矛盾，
分析小说中的人物特征。因此，在研读部分，我先会采用提
问的方式：通过刚才对内容的把握请抓住他们各自的表现，
品析曹操和杨修二人的性格特征。（这些问题的设置，能够
培养学生把握重要词句以及归纳分析的能力，同时为后文杨
修死因的分析做铺垫）

接下来是对课文更为细致地品读，对此精读课文，对课文进
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会组织学生小组合作讨论杨修的死因。

为了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杨修的死因，以及曹操这个人物形
象，组织学生自由讨论，找出文中描写曹操和杨修的语句，
结合教师在大屏幕上展示的《三国演义》中有关曹操对待狂
士祢衡的故事，仔细品味。

全班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最后总结：易中天曾经说过“祢衡
之死是在于他不了解人，而杨修之死，是因为他他了解人了。
并且这两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该如何
相处”。杨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祢衡则是不知彼，亦不知
己，祸从口出。因此，我们做人要谦逊有礼，不能太过于张
扬，锋芒毕露必会成为众矢之的。



（四）巩固提高

在此环节主要通过开放式的问题来深入对文章的理解和增加
学生的知识积累。我会提问学生：你是怎样评价曹操其人和
小说中曹操的形象。并在大屏幕上补充相关资料。

（五）小结作业

课堂小结是对本堂课所学知识的巩固，我会结合学生所谈感
受，再次回顾本课所学的内容。

课后作业是教与学的交汇点，是与课堂学习内容的对话。我
希望通过作业的布置，强化学生对本文的理解，并能够实现
知识的迁移。

基于此，我布置了这样一项作业：回去之后找一找《三国演
义》中其他人物的篇章，读一读，试说一说你喜欢的三国人
物，通过典型的事件，试分析你喜欢的人物有哪些性格特征，
下节课分享。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六

各位评委：

大家好！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是人教版第七册第三单元中一篇
精读课文《杨修之死》。

1、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还给学生

以“发展和创新”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以自主、合作、共同探究的学习方式来进行学习。以本
文为出发点，引导学生结合所知道的有关《三国演义》的文
学常识谈出观点、谈出体会。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语文教育资
源，优化语文学习环境。本教学设计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在
课前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看vcd了解有关曹操这个人物形
象，不单单停留在本文的基础上，要从客观上，全面的了解
曹操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动手动脑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老师的主导地位

现代的语文教改要求老师不能局限于对文章的讲解、主题的
概括、写法的分析上，而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享受文章的主题美、结构美、语言美、技巧美。《杨修之死》
这篇文章在记叙方式上采用的是插叙的手法，一石双鸟，将
杨修的恃才放旷和曹操的虚伪残诈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的名著，是根据《后汉书》
《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以及某些传说，经过作者的综合
加工、创作而成的。

《杨修之死》这篇文章是人教版第七册第三单元中一篇精读
课文。本单元的重点是要注意古代白话小说不同类型的特点，
了解故事情节，把握人物形象，体会人物语言、叙述语言的
精妙，欣赏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美。本文叙述的是魏蜀汉中
争夺战最后阶段，曹操军队撤退前的情况。本文从不同侧面
展开了曹操和杨修的矛盾冲突，生动的刻画了人物的性格。

凭据班级里的学生小我私家分析、办理题目标本领差别，在
题目计划题目时，针对差别条理的学生计划差另外题目。比
若有关文学知识的题目是针对阅读面大的学生计划的，针对
讲故事的部门交给表达本领强的学生，针对批评部门交给写
作本领强的学生等等。固然在办理这些题目标历程中全部的
学生都有时机到场进来。让他们互取长处，互补所短，在互
助探究中将题目办理，在办理题目标历程中引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



1、知识本领目标：引导学生自读，讨论分析课文中重要人物
曹操和杨修的性格特性。

2、历程与要领：学生通过自读课文，从而学习作者通过抵牾
辩论描画人物性格特性的写法和适当运用插叙的布局要领。

3、情绪、态度、代价观：使学生在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
闻名的古典小说，加强他们的民族自大感。

1、导入新课：学生在老师的开导下简朴了解《三国演义》中
的部门人物，从而导入对新课的学习和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互助探究：学生在老师给出的题目引导下，以小组为单元
相互研讨总结，末了有小组代表归纳出来。

3、总结归纳：总结古典口语小说的写作特点。

4、写作训练：在学习本课的底子上，写一篇小批评。

学科语文课题《杨修之去世》教者钱恒峰

学校汽锅中学年级八年二班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掌握《杨修之去世》这篇文章的内容、
写作本领、和语言特点

本领目标：通太过析人物性格，培养学生的表达本领，发散
头脑本领和创新本领

德育目标：使学生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闻名的古典小说，
加强他们的民族自大感

情绪目标：了解小说中的人物悲剧运气，培养学生准确的人
生观、代价观



教学重点分析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性

教学难点准确明白杨修之去世的缘故原由

教学要领实践法、互助探究法、建立景象法

教学本领多媒体电脑、实物投影仪

教学关键教学历程学生存动计划意图导入

1、围绕曹、扬二人的抵牾辩论选文将了七件故事，是哪七件
思索、准备复述

4、讨论杨修之去世的一定性讨论后答复让学生动脑、动手、
动口

6、讨论本文的记叙次序讨论后答复

九年级语文杨修之死教案设计思路篇七

1、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还给学生

以“发展和创新”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以自主、合作、共同探究的学习方式来进行学习。以本
文为出发点，引导学生结合所知道的有关《三国演义》的文
学常识谈出观点、谈出体会。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语文教育资
源，优化语文学习环境。本教学设计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在
课前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看vcd了解有关曹操这个人物形
象，不单单停留在本文的基础上，要从客观上，全面的了解
曹操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动手动脑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老师的主导地位

现代的语文教改要求老师不能局限于对文章的讲解、主题的
概括、写法的分析上，而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享受文章的主题美、结构美、语言美、技巧美。《杨修之死》
这篇文章在记叙方式上采用的是插叙的手法，一石双鸟，将
杨修的恃才放旷和曹操的虚伪残诈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的名著，是根据《后汉书》
《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以及某些传说，经过作者的综合
加工、创作而成的。

《杨修之死》这篇文章是人教版第七册第三单元中一篇精读
课文。本单元的重点是要注意古代白话小说不同类型的特点，
了解故事情节，把握人物形象，体会人物语言、叙述语言的
精妙，欣赏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美。本文叙述的是魏蜀汉中
争夺战最后阶段，曹操队伍撤退前的情况。本文从不同侧面
展开了曹操和杨修的矛盾冲突，生动的刻画了人物的性格。

根据班级里的学生个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在问题
设计问题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问题。比如有
关文学常识的问题是针对阅读面大的学生设计的，针对讲故
事的部分交给表达能力强的学生，针对评论部分交给写作能
力强的学生等等。当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有的学生
都有机会参与进来。让他们互取所长，互补所短，在合作探
究中将问题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一）教学目标

1、知识能力目标：指导学生自读，讨论分析课文中主要人物
曹操和杨修的性格特征。

2、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自读课文，从而学习作者通过矛盾
冲突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的写法和恰当运用插叙的结构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使学生在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
著名的古典小说，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简单了解《三国演义》中
的部分人物，从而导入对新课的学习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合作探究：学生在教师给出的问题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
互相研讨总结，最后有小组代表归纳出来。

3、总结归纳：总结古典白话小说的写作特点。

4、写作训练：在学习本课的基础上，写一篇小评论。

简案

学科语文课题《杨修之死》教者钱恒峰

学校锅炉中学年级八年二班

教育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掌握《杨修之死》这篇文章的内容、写
作技巧、和语言特点

能力目标：通过分析人物性格，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发散
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德育目标：使学生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
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情感目标：认识小说中的人物悲剧命运，培养学生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



教学重点分析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教学难点正确理解杨修之死的原因

教学方法实践法、合作探究法、创设情景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电脑、实物投影仪

教学环节教学过程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导入

新课教师

由学生对古典名著的了解，进行人物连线导入新课在进行思
考后进行连线，动脑、动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吸引学生
思考，增强学生对本课的学习兴趣。

新课分析

1、围绕曹、扬二人的矛盾冲突选文将了七件故事，是哪七件
思考、准备复述。

2、请将不理解的或看不懂的地方（字、词、句）找出来学生
动笔、动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指名学生概括七个小故事的主要内容（不超过十个字）学
生发言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4、讨论杨修之死的必然性讨论后回答让学生动脑、动手、动
口。

5、撇开作者的看法，你认为曹操杀杨修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嫉
妒，还是严肃军纪，或其他原因。各抒己见。

6、讨论本文的记叙顺序讨论后回答



总结

本文通过矛盾冲突刻画了曹、扬二人的性格。从日常生活小
事，到军国大事，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人物性格也愈来愈鲜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