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推荐

３篇）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第【1】篇〗 

学习目标 

1、朗读背诵文言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理解文意。 

3、积累一些文言词语。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朗读背课文言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理解文意。 

2、难点 

（1）翻译文言文 

（2）积累一些文言词语。 

课时划分 

二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咏雪 

教学过程 

一、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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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朗读课文 3遍，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 

2、思考课后研讨与练习。 

3、课外查找作家作品资料。 

二、导语 

我国自古以来，出现过许许多多聪颖机智的少年儿童，关于他们

的美谈，至今流传我们今天习的课文，就有三位这样的儿童。 

三、正课 

1、作家作品简介。 

刘义庆（403—444）南朝文学家。彭城（现在江苏徐州市）人。

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爱好文学，招纳文士。原有

集，已佚。 

《世说新语》原为 8卷，今本作 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 36 门，主要记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行

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鲁迅曾

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末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

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

孔融、弥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

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底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

似不够名士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

科书。 

2、朗读《咏雪》。要求语音正确，节奏合理，读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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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学生翻译课文，一人一句。 

4、质疑：文中“寒雪”、“内集”、“欣然”、“大笑”等词语营造了

一种怎样的家庭气氛？讨论并归纳：家庭气氛融洽、欢快、轻松、文

雅…… 

5、质疑：文中的“儿女”指子侄辈，指家庭中年轻一代，现在的

“儿女”指什么？ 

讨论并归纳：指子女，这就是古今词义的变化。 

6、质疑：文中的“拟”指什么，现在的“拟”又指什么？这是文

言中什么现象？ 

讨论并归纳：古义指相比，今义指打算、仿照，这是古今词义的

变化。 

7、质疑：“公大笑乐”的原因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有不同的解释 

（1）对子侄辈的答案都很满意。 

（2）笑前一喻，乐后一喻。 

（3）为“柳絮”一喻而笑乐。 

古人称谢道韫为才女，曰：“咏絮才”就是从这里来的。 

8、探究质疑：你认为两个比喻哪个更好？ 

讨论并归纳：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1）认为“撒盐”一喻好，雪的颜色和下落之态都跟盐相似，而

柳絮呈灰白色，在风中往往上扬，甚至飞得很高很远，跟雪花纷飞方

式不同，写物必须首先求得形似而后达于神似，形似是基础，因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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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喻好，后一喻不好。 

（2）认为“柳絮”一喻好，它给人以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正好

英国大诗人雪莱所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深刻的意蕴；

而“撒盐”一喻所缺的.恰恰是意蕴。“撒盐空中”，干什么呢？且形

象不美。好的诗句要有意象，意象是物象和意蕴的统一。“柳絮”一

喻好就好在有意象，“撒盐”一喻仅有物象而无意蕴，所以说不好。 

9、质疑：你知道古人有哪些喻雪的名句？或者你给雪来一个恰

当的比喻。 

讨论并归纳：可自由发言。 

示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像鹅毛漫天飞舞， 

像蒲公英种子 

四、小结 

文章客观地叙述了谢家子弟“泳雪”一事的始末，以描写人物语

言为主，全篇语言简练，在不足百字的文章里，清楚地交代了事情的

时间，地点，缘以及经过和结果。虽未作一字议论，但从文末补充交

代的身份可以看出，作者更赞赏道韫的才气。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第【2】篇〗 

教学目标 

 

2023年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推荐3篇) --第4页

2023年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推荐3篇) --第4页



 

1.准确认读“戎、尝、诸、竞、唯”等字，指导书写“戎”。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结合课下注释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

背诵课文。 

3.结合故事情境理解“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4.学习王戎聪慧机智、细心观察的品质 

 

02 

 

 

教学过程 

 

 

 

一、看画面，猜人物，导入新课 

 

图片 

 

出示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的画面。 

请学生猜出相应的人物，说一说这些人物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2.南朝有一个叫刘义庆的文人组织编辑了一本书——（出示《世

说新语》封面照片）。这本书里就收集了许多这样的名人故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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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你还知道哪些信息？请结合课前收集的资料进行介绍。 

过渡：这节课，我们将一起去学习一篇出自于《世说新语》的小

古文。 

（板书课题）说一说题目的意思。 

3.思考题目中的“取”和“道”分别是什么意思。连起来的意思

是：王戎不去摘道旁树上的李子。请同学们猜测王戎不取道旁李的原

因。 

 

二、初读课文，多种诵读正字音，通句子 

 

1.出示原文，从字数上感受小古文的语言特点：凝练。结合过去

对小古文的学习，回忆一下，小古文这个“小”字如何理解呢？ 

2.初读课文。 

（1）请大家打开书，小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做好标记，

可以借助拼音或查字典的方式读准字音。自己认为难读的句子多读几

遍。 

（2）指名读。 

学习古文，第一步读很重要，读通了，离读懂就不远了。 

（3）古文不仅要读正确，还要读出停顿来。看老师给的提示，

按这个节奏，自己试着读一读。（出示）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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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自读古文，其他同学认真听，关注字音和停顿，并给予

评价。 

（5）生齐读。 

 

三、精读课文，故事讲述法疏通文意 

 

图片 

 

1.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王戎。 

认读“戎”。交流自己收集到的关于王戎的资料。 

（1）王戎从小就很聪明，七岁就已经小有名气，长大后还成为

“竹林七贤”之一。“竹林七贤”是当时的七位著名文人，常常相约

在竹林下饮宴游乐，创作文章，王戎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2）指导书写“戎”。 

①它由两部分组成，“戈”是一种兵器，“十”是上战场时所穿的

盔甲，两部分合起来表示争斗、战争的意思。书写时注意，“戎”是右

上包围结构，斜钩要长一些。 

②生练习书写，师巡视指导。 

③展示作品，集体评议。 

（3）王戎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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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借助注释，试着理解第一句。 

①故事中的王戎只有 7岁，和大多小朋友一样很贪玩。谁来读一

读第一句话？ 

②抓住关键字“尝、诸”理解句子。特别强调“诸”的读音。 

③试着讲一讲第一句话的含义。 

2.讲述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过渡：7岁的王戎，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我们在具体的语句中慢

慢体会。 

（1）出示：“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

这里的“折”是多音字，读哪个音需要根据具体含义来确定。 

（2）出示“折”的两个读音及含义。（“zhé”，表示压弯了。） 

①请一位同学读句子“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

戎不动”。其他同学思考：这里有一处鲜明的对比，你发现了吗？ 

相机板书：诸儿竞走取之戎不动 

②读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 

③加入合理的想象，试着讲一讲故事的起因。（提醒学生可以在

“多子折枝、竞走取之、不动”三处作扩充，使情节更饱满。） 

（3）讲述故事经过。 

①出示多子折枝的画面。同学们吃过李子吗?谁能形容一下李子

是什么味道？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树李子，有何感受? 

②当绝大多数人都垂涎欲滴的时候，一个冷静的声音说：“树在

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2023年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推荐3篇) --第8页

2023年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推荐3篇) --第8页



③齐读课文，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④王戎这么说，有何依据呢?抓住关键词“道旁、多子”，说一说

自己的体会。 

⑤从这里，你感受到王戎是个怎样的孩子?（板书：细心观察、

理性分析） 

⑥由此可见，生活中的细心观察、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

准确的决定。自己试着讲一讲这部分内容，需要老师帮助就举手。 

（4）讲述故事结尾。 

过渡：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于是有

了这样四个字：取之，信然。 

①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一起读一读。理解意思。 

②大家终于知道王戎说的是对的，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去赞美王戎，

你会用哪个词?（板书：理性智慧） 

（5）这是 7 岁的王戎留给我们的故事，相信他的形象已深深地

印在了大家的心里。那么谁能完整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呢? 

3.指导背诵。 

（1）背诵：相信这则故事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里，勤于思

考、爱动脑筋，通过一些现象来进行合理判断是一个好习惯，正因为

如此，长大后的王戎才学过人，做了相当于宰相这样的官职，能力来

源于智慧。 

让我们带着对王戎的钦佩之情试着背一背课文吧？可以看提示。 

（2）背诵是帮助我们积累语言、提高语文学习力最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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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可以运用这种方式积累更多的优秀文字。 

 

四、阅读智慧故事，提升思维品质 

 

王戎小小年纪就能道出“苦李”的真相，他敏锐的目光和敏捷的

思维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故

事，请拿出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另一篇《杨氏之子》，自己读一读。 

 

 

 

 

1.生自读。 

2.谁读懂这篇小古文的意思了?四人小组互相交流，选派代表在

全班汇报。 

3.如果让你发挥想象来讲一讲这个故事，你觉得可以在哪儿添加

自己的想象呢？ 

4.你喜欢杨氏之子吗？结合对小古文的理解说一说自己的感悟。

希望同学们能将这些内涵深刻、充满智慧的小古文一直读下去，让我

们在学习小古文的路途中继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第【3】篇〗 

一、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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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戎、诸”等 4个生字，会写“戎、尝”等 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能结合注释理解课文内容，并简要复述故事。 

 

4、能解释“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的原因。 

 

6、能初步理解古今异义和一字多义。 

 

教学过程： 

 

一、链接已知，揭示课题 

 

1、相信大家读过许多的故事，你能根据图片说出故事的名字吗？

（出示：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对比两个故事，大家发现它们有什

么相同点吗？（自幼聪明） 

 

2、是的，司马光、曹冲自幼聪慧，他们的故事陪伴着一代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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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其实，这样年幼聪慧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课文（指读——齐读），读课题——王戎不取道旁李。 

 

2、指名读课题。 

 

（1）老师发现同学们读得很有特色，“王戎不取道旁李” 这七

个字可以根据人物、事情、地点稍作停顿，谁来试试？ 

 

（2）再次齐读课作好题。（出示停顿） 

 

3、通过预习，我们知道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谁？ 

 

（1）“戎”是个生字，读一读。（PPT 出示“戎”的古字）大家看，

“戎”这个字特别意思。你看，右上的“戈”代表兵器，左下的部分

代表铠甲，两部分合起来是武器的总称，这是“戎”的本意，这样的

字在古汉字中叫会意字。后引申为军队、战争等义。 

 

观察图片，士兵身上穿的衣服就叫 “戎装”、 

 

“兵戎相见”(以武力相见。指用战争解决问题。) 

 

（2）了解了这个字，能写好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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