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寓言二则教学反思(实用6篇)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利用多媒体手段，如图片、视频等，
增强宣传效果。节约用水，共同守护宝贵资源。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一

理解掌握《狐假虎威》的.寓意。激发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热爱。
通过注释自学，小组合作等形式理解寓言内容，理解其中道
理。

理解寓言内容。

理解其中道理。

１、默读根据注释理解古文。

２、小组交流。提出不懂问题

３、看课件帮助理解内容

４、指名试说意思。同桌互相说一说

５、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把这则寓言讲听吗？

６、从这则语言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７、生活中你看过狐假虎威的事例吗？

８、试背寓言

９、想象故事的发展情况，续写。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二

1、理解寓言的内容，了解寓言所比喻的意思。

2、以自学为主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朗读课文，练习默读课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理解寓言的内容，初步了解寓言所比喻的意思。在学习过程
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默读并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
提出质疑的能力。

乐器竽、有关竽的音乐、铃铛、课件。

一、师生共同学习寓言《滥竽充数》：

1、老师出示乐器：竽。师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学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如果学生不知道老师可以提
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寓言二则中其中一篇就和这个乐
器有关，你们猜猜这个乐器是什么？）在学生的发言声中老
师板书：寓言二则和《滥竽充数》。

点评：出示乐器：竽有助于突破难点，解决学生容易
将“竽”写成“鱼”的问题。

2、（课件放有关竽的音乐）师说：我们首先来学习寓言二则
中的.《滥竽充数》。打开书：15页，自己读寓言用你自己喜
欢的方式解决生字、生词，可以借助字典、词典，也可以两
个人共同学习。

点评：三年级学生应该掌握了一定的学习字词的方法，老师
把学习的自主权交给学生，让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学习
字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学生自己学习，老师巡视指导。

4、小结刚才的学习情况，问：有没有需要大家共同解决的生
字？（不能学生自学后就置之不理，在这里还要体现教师的
作用，在学生有困难的时候要予以帮助。）

5、两个人互相读课文：检查是否音准句通。（对自学环节的
反馈）

6、默读课文：

（1）你读懂了什么？

（2）你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学生默读学习。）

点评：课标中指出：在中年级段学生要初步学会默读，能对
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同时在默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
学习是自主的学习。

7、学生汇报：

（1）在学生汇报的过程中可以指导学生进一步的读。比如：
学生说：我从第一句“战国时候，齐宣王喜欢听吹竽，又喜
欢讲排场，他手下吹竽的乐队就有三百人。”知道了齐王是
个喜欢吹竽的人。老师就可以引导说：那你把你知道的读出
来，让大家听出来。（注意：在学生汇报的过程中，如果学
生提出了问题，尽量让学生去回答学生的问题，必要时可以
全班一起讨论，老师不要急于讲解。）

（2）如果学生没有谈到对题目的理解，可以引导学生谈谈对
题目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寓意的理解。（滥竽充数：比喻
没有真正的才干，而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拿不好的东西混在
好的里面充数，有时也表示自谦。）



（3）在学生汇报讨论的过程中出现板书。

8、齐读这篇寓言，边读边思考：学了这则寓言，你懂得了什
么？（学生自由发言）

9、师小结：看来寓言小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仅能让我们
了解历史，还能从中明白一些道理。下面我们就一小组为单
位来学习另一则寓言《掩耳盗铃》。

二、小组合作学习寓言《掩耳盗铃》：

1、课件配画面和音乐讲述《掩耳盗铃》的故事。（激发学生
对这则寓言的学习兴趣。）

2、出示学习提示：

（1）自己或小组共同解决生字词。

（2）用你们小组喜欢的方式来学习这则寓言。

（3）组内讨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3、小组学习，老师巡视指导。（有表演的组老师可以提供小
铃铛。）

点评：小组学习是自主学习的一种方式，自主学习可以是个
人来完成，也可以是小组合作完成。在课堂上不仅要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要让孩子学会合作。在这个环节中还
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汇报。（在汇报的过程中注意学生之间的互相评价）

三、课外延伸：

说说你知道的寓言故事。（可以说题目，也可以简单介绍故



事内容，或这个故事所包含的道理。）

四、作业建议：

1、把今天学的两则寓言故事讲给家人听。

2、收集更多的寓言故事，下节课可以开一个小小故事会。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故事所蕴涵的道理。

2、引导学生针对这两则寓言发表看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学习课文生字词。

4、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重点、难点：

1、学习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故事所蕴涵的道理。

2、引导学生针对这两则寓言发表看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学课时：

两课时

掩耳盗铃

教学目标：

1、理解寓言的含义，教育学生做事不能自欺欺人。



2、培养学生复述课文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理解寓意。

2、培养学生复述课文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指名讲学过的寓言故事。《揠苗助长》、《亡羊补牢》

二、教师边作图边讲故事，学生猜故事结尾。

三、这个人傻不傻，傻在哪里？

（他傻在不该捂住自己的耳朵去偷别人的铃铛。）

四、给故事取个题目。

板书课题：掩耳盗铃

五、释题

掩耳：捂住耳朵。盗：偷。

掩耳盗铃：捂住自己的耳朵偷别人的铃铛。

六、翻开课本读寓言故事。

七、理解故事内容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结合插图板书“想偷铃铛”。

2、读第二自然段，想想、议仪。



1）偷铃铛的人明明知道只要用手一碰，那铃铛就会丁零丁零
地响起来，就会被人发觉，那他是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去偷铃
铛的？（结合插图板书“掩住耳朵”）

2）他的想法对吗？为什么？

3）那个人掩住自己的耳朵，伸手去偷铃铛，结果怎样了？
（结合插图板书“被人发觉”）

3、小结：结果当然会被别人发现了：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
铛，铃铛还是照样会响的，不过只是自己听不见，别人还是
照样听得见的。哪个偷铃铛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4、用一个成语说说偷铃人的行为。（自欺欺人）

八、小结：这则寓言故事讽刺了那些想欺骗别人，结果只是
欺骗了自己的人，所以说是自欺欺人。

九、学生复述这个故事。

板书设计

掩耳盗铃

想偷铃铛-----掩住耳朵-----被人发觉

(自欺欺人)

守株待兔

教学目标：

1、学习《守株待兔》，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中蕴涵的道理。

2、明辩守株待兔人的做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学许课文生字词。

4、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点、难点

读懂词句，理解寓意。

三、教学过程

（一）读题，解题意。

学生读题后，教师让学生根据字义，解释题意。“株”，树
桩子，“待”，等待。“守株待兔”意思是种田人守在树桩
子旁边等待跑来撞死在树桩上的野兔。

（二）介绍作者。

《守株待兔》选自《韩非子五蠹》。韩非（约公元前280～
前233年），是战国末期韩国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荀
况的学生。他总结了法家在长期变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
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为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著作有《韩非子》。

（三）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指名读课文。

2．检查预习《守株待兔》这个故事中讲的是怎样一个人？

3．他做了什么事？结果怎样？

教师借助这三个问题，检查学生初读课文，预习的情况，引
导学生初步了解故事内容。做到：



知人物：一个种田人。

知情节：种田人守在树桩旁等着再拾一只跑来撞死在树桩上
的野兔。

知结果：他的田里长满了野草，庄稼全完了。

（四）精读课文，理解句意。

1．指名读1、2自然段。思考：种田人是怎样得到一只野兔的？
得到后他是怎么想的？

2．指名回答，出示重点句：

（1）古时候有个种田人，一天，他在田野里干活，忽然看见
一只野兔从树林里窜出来。

（2）不知怎么的它一头撞在田边的树桩上，死了。

3．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填空后读句子。

4．讨论：“忽然”和“不知怎么的”说明什么？

“忽然”是突然的意思，从“忽然”和“不知怎么的”可以
看出种田人事先根据不知道会有野兔从树林里窜出来，事情
发生纯属偶然。

5．让学生按课文内容填空：

（1）种田人急忙跑过去，没花一点力气，白拾了一只又肥又
大的野兔。

（2）填空后读句子，说说“急忙”一词说明什么？

从“急忙”一词可以看出种田人见到野兔撞死后想赶快拾到



手的急切心情。

（3）“没花一点力气”，“白捡”又告诉我们什么？

“没花一点力气”、“白捡”说明他不劳而获，很容易就得
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

（4）按内容填空：

他________走回家去，心里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填空后讨论：

种田人乐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能实现吗？为什么？

教师用这三个问题引导学生联系上文读懂内容。种田人乐的是
“没花一点力气，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他心里
想“要是每天都能捡到一只野兔那该多好”，这个愿望是不
能实现的。因为野兔撞死在树桩上，这事是偶然发生的，事
先难以预料的，是不可能天天都有的。所以种田人的这种想
法是不能实现的。

（6）种田人是怎么做的？结果怎样？指名读第3自然段。

（7）指名回答问题。

“从此”是指从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以后，种田人
便“丢下了锄头”，“整天坐在树桩边等着”，说明他从早
到晚不干庄稼活，只一心等着拾撞死在树桩上的野兔。结果是
“庄稼全完了。”

（五）细读课文，悟寓意。

1．讨论：种田人错在哪里？



经过讨论要让学生懂得种田人错在他把一件极偶然的事情，
看成是不断发生的事情，存在着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

2．总结寓意。

《守株待兔》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不能存有不劳而获的侥幸心
理。

让学生把句子补充完整，练习用规范语言说话。

让学生通过讨论，深入理解寓意，受到教育。

（六）根据板书，练习背诵。

[寓言二则教案教学设计]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四

孙杰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联系旧知。让学生回忆过去所学的寓言，并说说寓言的特
点。（借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

2、揭题释题。理解“寓”、“则”的意思。（“寓”：寄托，
包含；“则”，篇的意思。）

二、导学《掩耳盗铃》，揭示学法

（一）初读课文，理解题意。

1、学生通读全文后，找出题眼“盗”。

2、查字典，学生字：“掩”、“盗”，理解题目的意思。



3、总结学法：看全文，抓字眼，解题意。

（二）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1、根据题意，提出问题。

（1）读了这个题目，我们应提出哪些疑问？

（2）学生讨论，归纳出思考题：a为什么“盗”？b怎
样“盗”？c“盗”的结果怎样？

2、边读边想，理解词句。

（1）齐读第1自然段，学习生字：“铛”、“偷”，联系插
图，了解什么是“铃铛”。

（2）指名读第2自然段，说说这个自然段共有几句话。

a齐读第1句，回答：偷铃铛的人“明明知道”什么？结合学
习生字：“碰”，理解句式：只要……就……（“只要”，
提出条件；“就”，表示必然出现的结果。）

b齐读第2句，回答：偷铃铛的人是怎样“想”的？这
样“想”对吗？为什么？结合理解句式：如果……就……
（“如果”，表示假设；“就”，表示有了前面的情况就会
出现后面的结果。）理解1、2句间的关系。（转折）

c齐读第3句，回答：偷铃铛的人是怎么做的？

d齐读第4句，回答：偷铃铛的人结果怎样？联系插图，结合
理解句式：刚……就（“刚”，表示时间短；“就”，产生
的结果。）

3、归纳学法：提问题，抓词句，理解内容。



（三）再读课文，揭示寓意。

2、归纳学法：读全文，析因果，揭示寓意。

（四）说话练习：用自己的话将这则寓言讲出来。

三、指导学生运用学法，自学《亡羊补牢》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习本则寓言中的五个生字。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2、理解故事内容。

3、领悟文中所告诉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办事要实事
求是，不要言过其实，自相矛盾。

教学重点：

理解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

理解寓意。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一套。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出示矛和盾的图片，让学生认识古代的两种兵器矛和盾。并
作简要介绍。再出示以矛攻盾的图片，以及课文插图。

问：这个人在干什么?(在卖矛和盾)今天我们就去现场看看，
他是怎么夸他的矛和盾的。(板书：矛和盾)

这是一篇文言文，以前我们已经接触过这类文章。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学习这类文章呢?(出示：学习方法)学生齐读。

二、朗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听配乐朗读，注意听清停顿、重音。

3、生再读课文。尽量模仿范读，读准字音，读好停顿和重音。

4、跟读。以达到朗读效果。

三、理解句意。

1、生根据注释自己理解，同桌互相交流。

2、全班交流。(出示带注释的原文)让学生弄清每句话的意思。

3、指名说出全文意思。教师适当点拨。

4、小结全文意思。(出示课件：原文译文)

5、想一想，写一写：围观的人走散了，这个楚国人会怎
样?(出示课件)

四、表演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自相矛盾”。

五、归纳寓意。

讨论：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小结：(出示课件)说的是一个人同时夸耀自己所卖的矛和盾，
因自相抵触而不能自圆其说，告诫人们说话、办事要实事求
是，不要言过其实，自相矛盾。

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人吗?说一说。

六、阅读课文。

再读课文，试背课文。

七、阅读材料。

观看自相矛盾的视频材料。

八、总结。

刚才的片段好笑吧。在笑过以后，人们都能悟出一个深刻的
道理。像这样的短小故事还很多，被人们收集在《韩非子》
里。(出示课件)

板书设计：

25、矛与盾

(锋利)矛盾(坚固)

自相矛盾

(要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



寓言二则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5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能借助注释理解课文，初步领悟课文所讲的道理。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抓住对话中的关键性的话语展开思考、
讨论。

教学难点：弄懂寓言的寓意，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代寓言两则》中的其中一
个寓言故事《矛与盾》。

说说读了课题，让你产生了哪些疑问？（矛与盾各是什么样
的，分别用来干什么？这则寓言故事讲了件什么事？告诉我
们什么道理。）

二、自主学文，释疑懂理

（一）解题（解决第一个问题）

课件出示插图及注释，引导学生了解矛与盾各自的作用。

（二）读通

1、教师范读，提出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吐字清楚，



注意断句停顿。

2、学生自己练习把语句读通顺，读流畅。。

3、指名2-3名学生读课文，由学生纠正朗读中出现的问题。

4、齐读全文。

（三）读懂（解决第二个问题）

1、自读课文，结合课后注释，揣摩句子意思。如果有不好理
解或说不通顺的

语句，就在书上标出来。

2、将自学所得及疑问在四人小组中交流讨论。

3、全班交流，教师根据学生质疑相机出示重点句子。

句子一：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a：学生尝试说句意，教师引导学生用现代语言说明白，说通
顺。板书“坚”

b：想一想，“誉之曰”的“之”指的是什么？

c：这个人是怎样夸赞的呢？你能读好这个句子吗？

句子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a：提示：于，对于。引导学生用同样的方法尝试说句意。板书
“利”

b：你能读好这个句子吗？



句子三：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a：学生尝试说句意。引导将“穿透”换一种说法。板书“何
如”

b：想一想，问话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问这句话的？应该怎样
说好这句话？

（引导学生以年轻人和老年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来说好这句
话。）

4、练习把整个寓言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指名讲。

（四）明理（解决第三个问题）

1、以四人小组为单位，练习把这个故事演出来。（提示：根
据你们小组的实际情况，可以采用课文的原话，也可以结合
自己的理解，丰富故事中的情节，表演时要注意人物的语言、
神态、动作。）

2、选择两个小组上台表演，学生评议。

3、看了这样一个故事，你有问题吗？（引导学生质疑为什
么“其人弗能应也”？）学生通过讨论可得出：这个人不论
怎样回答，都会和自己刚刚说过的话相抵触。进而教师乘机
揭示成语“自相矛盾”）

4、进一步讨论：你觉得这个人可笑吗？可笑在哪里？

5、情景延伸：这个人被这么一问，自知失言，灰溜溜回到家
里，他长吁短叹，非常懊丧，这时，他的一位好友来到他家
中，了解了情况后，就热心地开导他。就请你扮演他的朋友
来开导他，好吗？（教师扮演卖矛与盾的人，请学生在稍作
准备后上台表演，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明确寓意。）



6、现在，我们也用“自相矛盾”比喻语言和行动不一致，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吗？与同学交流一下。

三、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1、基础性作业：有感情地背诵课文

2、实践性作业：排练课本剧《矛与盾》

教学后记：

[寓言二则：矛与盾(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