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教材分析 

一、本单元教学内容分析 

1.本组教材以“古典名著之旅”为专题，安排了四篇课文以及口语交际、习

作、交流平台、语文园地、快乐读书吧等项教学内容。四篇课文有根据我国著名

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改写的《草船借箭》；有根据《水浒传》

第二十三回选编的《景阳冈》，还有选自我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一回的

《猴王出世》；有根据《红楼梦》第七十回选编的《红楼春趣》。通过选文、改编、

排练、表演课本剧使学生进一步感悟鲜明的历史人物的形象。“交流平台”“词句

段运用”“日积月累”“快乐读书吧”都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帮

助学生学习阅读名著的方法。目的是引领学生自觉走进学习古典名著的大门。  

2. 本单元的四篇课文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学生对这两个方面也较感兴趣，教学中并要结合小学生的认知实际，指导学生重

点感受这两个方面，在阅读和感受中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本单元课文都是

由原著节选或改编而来的，教学时要注意由此生发开去，注意适度拓展，引导学

生初步接触原著，了解相关资料，阅读某些章节，启发学生感受名著的魅力，激

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二、本单元教学重难点 

1. 让学生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初步学习阅读

古典名著的方法。 

2. 教学时，引导学生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这是本单元的语文素

养之一。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名著对于增益智慧，

提升素养，特别是提升语文素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指导学生学习写读后感。这是本单元的又一语文素养。教学中可以首先

借用范文让学生了解读后感这种文体；引导学生选择书或文章中让自己感受最深

的一两个内容，写出自己真实、具体的感受；引导学生结合本单元课文或自己读

过的其他名著进行选材和命题。 

三、本单元课时安排 

5.草船借箭……………………………………………………2 课时 

6.景阳冈………………………………………………………2 课时 

7.猴王出世……………………………………………………1 课时 

8.红楼春趣……………………………………………………1 课时 

口语交际：怎么表演课本剧…………………………………1 课时 

习作：写读后感………………………………………………2 课时 

语文园地二……………………………………………………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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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草船借箭 

教学目标 

1.认识“瑜、忌”等 9个生字，会写“妒、忌”等 11 个生字，正确读写“妒忌、

推却、都督、迟延、探听、幔子、私自、调度、擂鼓、呐喊、支援、丞相、军令

状、自有妙用、神机妙算”等词语。 

2.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说一说故事的内容。 

3.紧扣课文语言，感悟文中周瑜、诸葛亮等人物的特点，特别是通过对诸葛亮筹

划安排“草船借箭”部分内容的研读，感受诸葛亮足智多谋，安排周密，知天文、

懂地理、识人心的本领。 

4.通过学习，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教学重点 

1.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说一说故事的内容。 

2.紧扣课文语言，感悟文中人物的特点。 

3.通过学习，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教学难点 

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感悟文中人物的特点，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

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解题质疑。 

1.谈话激趣，引导交流：我们国家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我国的“四大名著”就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你知道是哪四大？它们的主人公分别是谁？  

2.全班交流，教师小结。 

3.在“四大名著”中，你最喜欢哪一名著？能说说理由吗？  

4.学生自由发言，教师相机引导，指导学生发言。  

5.教师小结：老师最喜欢“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 

原因一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

桃园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之间

的军事、政治斗争。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  

原因二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 200 个人物形象，其中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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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等人性格尤为突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经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

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

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历史上是“宁我负人，休人负我。”)，

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

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

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了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

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原因三 

作者罗贯中（1330 年一 1400 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

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

传说，罗贯中曾充罗贯中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 除《三国志通俗演

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原因四 

《名家彩绘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由戴郭邦、陈白一、戴宏海等35名丹青

高手，以如椽彩笔绘就 292 幅国画。各位画家风格各异，流派纷呈，或工笔、如

穿针引线，一丝不苟，或写意，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姿多彩地展示了三国

时期宏大的战争场面和从多的人物形象，达到了《三国演义》绘画创作的顶峰，

同时也展示了国画这一中华未瑰宝的独特风彩。尤其是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

章，如桃园结义、大闹凤仪亭、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

火烧赤壁、子龙单骑救后主、怒喝长坂坡、七擒孟获等，精彩纷呈。 

6.导入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学习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

个故事——《草船借箭》（板书课题：草船借箭）学生齐读课题。 

7.质疑课题：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或想法吗？（学生质疑，教师筛选整理有

价值的问题。如：（1）谁用草船借箭？（2）向谁借箭？（3）为什么要借箭？（4）

怎样借箭？（5）借到箭了吗？） 

二、自由阅读，相互讨论。 

1.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提出阅读要求。 

（1）做到“四不”：不错字，不多字，不少字，不读破句子。 

（2）做到“四到”：眼到、心到、手到。 

（3）读到有疑问的地方多读几遍。 

2.四人小组互相交流，试着解决刚才所提的问题，小组长整理并记录小组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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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记录小组同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3.全班交流，解决小组同学解决不了的的问题。 

三、再读课文，了解内容。 

学生自由读课文，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故事的主要内容。（课文写周瑜由

于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葛亮同

周瑜斗智，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

足智多谋、才智超群。） 

第二课时 

一、阅读课文，寻词突破。 

1.指名多个学生分自然段合作读课文。 

2.课文的结尾说“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的经过。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

‘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这段话中的“神机妙算”是什么意思？（惊

人的机智，巧妙的谋划，形容有预见性，善于估计客观情势，决定策略。） 

3.提出问题：课文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哪些地方？ 

二、精读课文，理解神机妙算。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画出能表现诸葛亮到底神在哪里？妙在何处？ 

2.小组交流，小组长整理并记录小组同学的意见。 

3.全班交流，教师引导并小结： 

知天文 

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 

1.“大雾漫天”是什么意思？（到处都是大雾。） 

2.“大雾漫天”与“借箭”有联系吗？（有，这是借箭成功的外部条件。）从哪

里能够看出来？（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

来攻，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不让他们近前。”） 

3.诸葛亮看到这场大雾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暗自高兴，因为这场大雾是

诸葛亮在三天前就已料到的。） 

4.你从哪里看出这场大雾是诸葛亮三天前就料到的，也许是凑巧碰上的呢？（引

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 

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

第三天四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  

5.教师范读，学生交流读这段话后的感受。 

（1）感受到诸葛亮早在三天前就已算准了这场大雾。  

（2）感受到诸葛亮的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神机妙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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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流小结：选择这样的天气，说明了什么？（诸葛亮精通天文、气象，预测准

确。） 

懂地理、巧安排 

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

字摆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  

1.小组交流：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2.全班交流，教师小结。 

（1）把船只“用绳索连接起来”，“一字摆开”，既便于统一行动，避免走散，又

不留空当，使受箭面积增大。 

（2）军士“擂鼓呐喊”，既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进攻的假象，吸引曹操军队的

注意力，引曹军出来射箭，又是让曹军明确射箭的目标、方向。  

3.从这样的安排中你了解到什么？（诸葛亮考虑周全，安排巧妙。） 

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

水寨去受箭。 

4.小组交流：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5.全班交流，教师小结。 

“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这样既能两面受箭，又可保持船体

平衡，也便于箭满后船轻水急返回，省去调头的时间。  

6.从这样的安排中你有了解到什么？（诸葛亮考虑周全，安排巧妙，保证船只充

分受箭并顺利返回。） 

7.自由读句子，体会诸葛亮的考虑周密，算准借箭的地理位置，以及他的巧妙安

排。 

识人心 

1..识周瑜 

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三天造不好，甘受

惩罚。” 

（1）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意欲加害诸葛亮，所以周瑜设好圈套，明里共商

军事，暗里设陷阱害人，假借“公事”逼迫诸葛亮承担造箭任务。诸葛亮“立下

军令状”这不是正中周瑜的圈套吗？（不是。） 

（2）你从哪里能够看出诸葛亮早就知道周瑜的险恶用心？  

诸葛亮说：“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

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十万

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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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一读，说说自己的体会。（诸葛亮知道周瑜聪明过人，所以不让鲁肃向周

瑜提借船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早在立军令状之前，就算好了人，想

好了整个草船借箭的计划。） 

2.识鲁肃 

诸葛亮说：“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

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十万

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 

（1）诸葛亮明明知道周瑜暗藏杀机，鲁肃又是周瑜的心腹，为何还要请鲁肃帮

忙？他不怕鲁肃向周瑜告密吗？（他知道鲁肃忠厚守信，又顾全大局，可以信赖，

特向他借船，做好了借箭的准备。） 

（2）从诸葛亮这一大胆的行为中你感受到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

有计谋、有胆略，知人善用。他早在立军令状之前，就算好了人，想好了整个草

船借箭的计划。） 

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

的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材料。  

（3）读一读说说自己了解到什么？（感受到鲁肃的忠厚守信和大局，感受

到诸葛亮的超人的计谋和胆识。） 

 

3.识曹操 

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

雾散了就回去。” 

…… 

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我们看

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不让他们靠近。” 

（1）读一读，说说自己从中感受到什么？（诸葛亮抓住曹操谨慎、多疑的性格

特点，利用大雾的天气，前去“借箭”。） 

（2）“诸葛亮笑着说”，他在笑什么？（笑自己的神机妙算，笑曹操的不敢出兵，

笑周瑜的自不量力，这是自信的笑，胜利的笑；笑鲁肃的忠厚老实、不知底细，

这是幽默的笑，宽厚的笑。） 

三、再读课文，体会人物特征。 

1.教师小结：学了课文我们知道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料事如神的非凡才干。而

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想设计陷害他。诸葛亮同周瑜斗智，在鲁肃的帮助下，

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足智多谋、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才智超群。 

2.课文中有很多人物对白，尤其是第二自然段是一段诸葛亮和周瑜的精彩对白，

这些对白充分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下面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课文。 

3.分角色朗读课文：老师读提示语，一组同学读周瑜的话，二、三组同学读诸葛

亮的话，四组同学读鲁肃的话，五组同学读曹操的话。  

四、总结全文。 

1.教师小结：草船借箭的前前后后，的确说明了诸葛亮神机妙算。这句话照应了

课文开头的第一句话“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干，心里很妒忌。”正因为诸葛亮

“挺有才干”，才遭周瑜的妒忌和暗算；又因为他有才干，才能挫败周瑜的阴谋，

使周瑜自叹不如。 

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2.小组交流：周瑜到底在哪些地方不如诸葛亮呢 ? 

3.代表发言，全班交流，教师引导： 

（1）周瑜的智商不如诸葛亮，因为周瑜想到的是“造箭”，而诸葛亮想到的是“借”

箭。 

（2）周瑜的胸襟不如诸葛亮，周瑜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而诸葛亮宽厚待人，

善于把握全局。 

（3）诸葛亮考虑问题的能力，观察事物的能力，掌握天文、地理的能力都要胜

过周瑜。 

五、拓展阅读。 

1.你还知道《三国演义》的那些历史故事？（自由交流）   

（1）曹操——煮酒论英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华容道、割须弃袍  

（2）刘备——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三让徐州、三顾茅庐、借荆州、白帝

托孤 

（3）关羽——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伤、

走麦城 

（4）张飞——怒鞭督邮、古城相会、长坂桥、义释严颜  

（5）吕布——凤仪亭、连环计、辕门射戟、白门楼、夜袭徐州  

（6）诸葛亮——隆中对、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借东风、三气周瑜、空城计、

木牛流马 

（7）赵云——长坂坡  

（8）周瑜——蒋干盗书、苦肉计、火烧赤壁  

（9）吕蒙——白衣渡江 

（10）曹植——七步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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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三国演义》。 

6.景阳冈 

教学目标 

1.认识“倚、著”等 19个生字，会写“冈、饥”等 15 个生字，正确读写“晌午、

筛酒”等词语。 

2.指导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和阅读经验猜出词语的大致意思。 

3.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把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果弄清楚，了解武松打虎

的经过；能简要的说一说故事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详细讲述武松打虎的部分。  

4.抓住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动作等了解人物的特点，了解武松豪放、勇敢无

畏的性格。 

5.通过学习，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教学重点 

默读课文，联系上下文和阅读经验猜出难理解词语的大致意思；理解课文内容，

了解武松打虎的经过，了解武松豪放、勇敢无畏的性格；通过学习，初步学习阅

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亲近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遇到不理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和阅读经验猜出词语的大致意思，

把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果弄清楚；抓住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动作等了解人

物的特点，了解武松豪放、勇敢无畏的性格。  

教学过程 

- 第一课时 -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播放《好汉歌》,导出名著《水浒传》)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片段,感受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和足智多谋。今天,让我们来走进四大名著中的另外一部——《水浒传》,看看今

天,我们在景阳冈上,会遇到谁?(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1.默读课文,标出自然段。 

2.(出示生字词)指导学生识字。 

(1)学生自由练习读生字,练习完毕,随机指名检查练习成果,指导正音。 

(2)注意: 

多音字“泊”读 bó时,多是动词,停泊;读 pō时,指水域,如湖泊,所以,梁山泊中的

“泊”应该读“pō”。 

3.浏览全文,了解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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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自己的话说说文章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店内喝了

酒之后趁着酒兴上了冈,遇见老虎并与之搏斗,最后杀死老虎并挨下冈来。) 

(2)根据故事情节,你认为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四个部分)如何划分?第一部

分:喝酒(1~4 自然段);第二部分:上冈(5~7 自然段);第三部分:打虎(8~12 自然

段);第四部分:下冈(13 自然段)。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齐读 1~4 自然段,说说课文第一部分主要讲了什么内容。(武松去店里喝酒,酒

后不听店家劝告,执意过冈。) 

1.大家在读这部分时,有没有遇到什么不懂的词语?说出来和大家交流。 

(筛、客官、如何、但凡、吊睛白额大虫)大家遇到这些不懂的词时,会用什么方

法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联系上下文,比如说,筛了一碗酒其实就是说倒了一碗

酒。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词语了。 

2.我们从这部分的内容了解到,武松赶了几天的路,到了阳谷县的时候,时间已经

是(晌午),这时他感到(肚中饥渴),这时,他望见了一家酒店,酒店门前挂着一面

旗,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读。 

3.武松到了店里坐下,招呼了店家点了牛肉,又叫了酒,不过,酒只上了三碗,就不

再上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武松没钱了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店家说这酒

喝三碗就会醉,过不了前面的山冈)原来,三碗不过冈是这个意思呀!那么武松信

不信呢?(不信)于是,他前后喝了(十八碗),多么豪爽又倔强的性格呀! 

四、小结。 

喝完了酒,武松想要过冈,店家阻止了,因为——(冈上有老虎)。然而武松还是不

信,所以,趁着酒兴,他便上冈了。上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下节课为大家揭晓! 

- 第二课时 - 

一、复习故知,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到武松在门前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的酒店,喝了十八碗酒,

感受到了他豪爽倔强的性格特点。我们把这部分的内容,用一个小标题概括出来,

那就是——喝酒。那么,接下来,他上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二、抓住细节,探究赏析。 

1.请同学们齐读文章第二部分,说一说,这部分讲了什么。(武松上冈之后,看见官

府榜文,才相信有虎,但仍继续上冈。) 

思考:为什么他在相信有虎之后,依然敢只身上冈?(喝了酒胆子大、他本来就不是

胆小鬼、好面子)那么,我们就把这部分内容用小标题概括为——上冈。 

2.很快,武松酒力发作,这时,他想休息一下。这时,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呢?

我们一起来默读文章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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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刚躺下,乱树后就跳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这一吓,武松就清醒了。那

大虫如何攻击他?武松又如何应对?出示“说时迟,那时快……又闪在一边。” 

①找出大虫一开始抓人时的动词。(扑、掀、剪) 

②武松的应对。(三闪) 

第一回合对阵,结果怎么样?(大虫劲儿泄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武松消耗了它

的体力,挫伤了它的锐气。)武松用“三闪”沉着应战,体现了他的以退为进,有勇

有谋。 

(2)大虫肯定不甘心,所以它又开始了第二回合的攻击。出示:“那只大虫剪不

着……只拿着一半在手里。”这一回合,武松战绩如何?(哨棒折做两截,只拿着一

半在手里。) 

(3)这时大虫又展开了第三回合的攻击。出示:“那只大虫咆哮着……搭在武松面

前。” 

①武松没了武器,他用什么应对大虫?(赤手空拳)如何应对?出示:“武松把半截哨

棒……只剩下口里喘气。” 

②从武松打虎的动作和经过中,你体会到什么?(武松勇武过人的英雄形象) 

(4)在第三回合中,武松绝境反击,但是这时大虫还没彻底死去,于是,他又找来了

折断的哨棒,把大虫打死。经过这番激战,武松已经手脚酥软了。 

(5)这一部分,可以用“打虎”作为小标题。自己练习讲述这部分的情节给同桌听,

可以加上适当的语气、表情、动作,使故事情节更生动传神。 

3.打死老虎之后,武松体力耗尽,而且,天色也已经黑了,所以,他只能把老虎的尸

体放着不管,自己先(一步步挨下冈来)——下冈。 

三、拓展延伸。 

 有人说武松真勇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又有人说,武松很要面子,有些

鲁莽,不听别人的劝告,虎口逃生只是侥幸。你觉得呢?说说你的理由。 

(赞成前者:武松性格豪放,打虎时有勇有谋,从容应对。赞成后者:武松不听别人

善意的劝告,自以为是,好面子,太鲁莽,武器折断时情况十分惊险;在打死老虎之

后,自己也没什么体力了。) 

四、小结。 

 无论如何,武松打虎这一壮举,已经塑造了他勇武过人的英雄形象,而这一切也

归功于作者施耐庵,正是他塑造了这样生动传神的形象,有血有肉的英雄,我们才

能读到这精彩刺激的故事。 

板书设计 

景阳冈 

喝酒 上冈 打虎 下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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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爽、倔强、无所畏惧、勇敢机智) 

教学反思 

本课作为精读课文,除了需要学生掌握故事情节,更要体会人物形象,所以重

点讲解打虎部分,引导学生通过对武松打虎的动作描写,感受人物的英雄形象。 

 

 

7.猴王出世

教学目标 

1.认识“芝、迸”等 16 个生字。读读记记“灵通、迸裂、造化、家当、顽劣、

明明朗朗、喜不自胜、天造地设、伸头缩颈、抓耳挠腮”等词语。 

2.默读课文，遇到不明白的语句，能联系上下文，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猜测大体

意思。 

3.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石猴是怎么出世的，又是怎么成为猴王的。 

4.感受石猴集猴、人、神于一体的形象。 

5.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兴趣。 

教学重点 

   让学生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为猴王的经历，体会石猴勇敢顽皮的特点，感受

其形象，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 

教学难点 

    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因此，理解这些词语的意

思进而读懂课文内容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播放《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 

听到这首曲子,大家想到了什么?(西游记)说起西游记,我们都知道《西游记》

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孙悟空本

领高强,大家对他一定非常了解。本文中的“石猴”就是指孙悟空。那么,石猴到

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又是如何成为猴王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

天的新课——《猴王出世》。(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出示相关资料)了解作品和作者。 

2.默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并为文章划分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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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自然段):石猴出世及他的生活情况。 

第二部分(第 2 自然段):石猴第一个跳入瀑布发现了水帘洞。 

第三部分(第 3~4 自然段):众猴进入水帘洞,拜石猴为王。 

3.再次浏览课文,说一说,课文按照什么顺序写的。(事情发展的顺序)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读第一部分。 

(1)说一说,石猴是怎么来的。(一块仙石孕育了仙胞,一日迸裂,产一个石卵,

因见风,化作了一个石猴。) 

(2)石猴出世之后是什么样的?(那猴在山中……朝游峰洞之中。)几笔就勾勒

出一个自由自在、快活逍遥、喜好交友而又顽皮可爱的石猴形象。 

2.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石猴的生活,使他摇身一变,成了猴王,发生

了什么呢?(一天,群猴发现一个瀑布。)和石猴成为猴王有什么关系?(有猴子说谁

能进去找到源头且不伤身体,就拜谁为王),听到这句话,石猴的表现如何?(应声

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石猴的性格(争强好胜)。 

3.说完,他是怎么做的呢?后面又发生了什么?齐读相关片段,找出问题答案。 

(1)发现了这样一个好地方,石猴很高兴(喜不自胜),连忙出来告诉其他猴子,

又把其他猴子带进了水帘洞。 

(2)群猴进洞,发现了此等好地方,都兴奋得不得了。这时,石猴提醒群猴(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于是,群猴拱伏无违,称其“千岁大王”。从中可以看出石猴(聪

明、机敏、爽朗、坦率,做事有计谋,是天生做首领、头目的材料)。 

现在大家知道,石猴是怎么成为美猴王的了吗?(发现洞天—敢于挑战—被拜

为王) 

4.思考:作者是怎么塑造出猴王形象的呢? 

交流:语言、动作、神态描写方法,把猴王写得非常生动。 

小结:正是因为作者妙笔生花,才塑造出孙悟空这样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人

物形象。同学们在写作文的时候,也应该恰当运用这样的方法,使自己的文章语言

更加生动,更有感染力。 

四、拓展延伸,课堂小结。 

 从课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机敏、活泼可爱、敢作敢为)的石猴。《西游

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 19 世纪开始,《西游记》被翻译成日、英、法、

德等十几种文字流行于世,深受人们喜爱。希望同学们能读一读原著,切身感受古

典文化,感受经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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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猴王出世 

石猴出世

敢于探洞

被拜为王

活泼可爱 

敢作敢为 

教学反思 

教学时,以各种形式的读为主线来安排教学过程,然后围绕“石猴是怎样出世

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等问题讨论探究;接着再读课文,进一步感受人物形象。

遗憾的是没有为学生拓展《西游记》中的其他内容。 

 

8.红楼春趣 

教学目标 

1.学会课文中的“恰、屉”等 9个生字，读准课文中难读的字词，正确、流利地

朗读课文。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品读重点语句，通过阅读、想象等策略，大致读懂课文，

感受课文中的人物形象，学习人物描写的方法。 

3.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品味本文语言，初步学习鉴赏小说的技巧，激发阅读《红楼梦》的兴趣。 

教学重点 

让学生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大致读懂课文内容，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组

织学生交流，分析鉴赏小说中人物形象。抓住文中细节描写，品味文章准确生动

的语言。初步学习鉴赏小说的技巧，激发阅读《红楼梦》的兴趣。 

教学难点 

大致读懂课文内容，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组织学生交流，了解小说中人物

形象。抓住文中细节描写，品味文章准确生动的语言。 

教学过程 

一、师生谈话，导入课题。 

1.【出示课件 2】播放《红楼梦》插曲。师生交流，了解《红楼梦》的故事梗概

和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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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朗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在

《红楼梦》的第一回里这样说。是啊，几百年来，有多少人在探索着《红楼梦》

的秘密，可是，有谁能了解其中的滋味呢？这节课，让我们走进其中一个片段，

去了解宝玉、黛玉等在大观园里放风筝的故事。（板书课题：红楼春趣）学生齐

读题目。 

3.谈话激趣：《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黛玉很小

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把它送到荣国府，与外祖母贾母一起生活。宝玉是黛玉

二舅父的儿子，也是贾母的宝贝孙子。课文讲述的就是宝玉、黛玉等在大观园里

放风筝的故事。本文选自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七十回，题目为后人所加。

（板书：放风筝） 

4.简介《红楼梦》。【出示课件 3】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背景，既以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大观园内外一系列青年男女的爱情故

事。同时，又通过对这些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环境描绘，昭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

风貌。可以说，《红楼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5.简介作者。【出示课件 4】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清代著名文学家，小说家。

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因家庭的衰败饱尝人世辛酸，后

以坚韧不拔之毅力，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

梦》。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初读，解决字词。 

教师先范读，之后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正确，通顺，难读的地方多读几次，不

懂的地方标下来和同桌交流。 

 1.阅读要求【出示课件 6】： 

（1）自由读文，借助字典词典等工具书，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课文读通读

顺，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2）自学生字新词(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划出生字新词，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联系

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词义)。 

（3）遇到自己喜欢的语句和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4）课文中出现了哪些主要人物？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标记出来。 

2.指名多个学生合作读课文，师生评议，纠正读得不够准确的字音。检查学习效

果，相机指导。 

（二）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圈画文中描写的人物，以及人物外貌、语言的句段，在旁边

写一写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2.交流资料，说说读对文中人物的了解。 

【出示课件 7】文中登场人物的图片及简介。 

三、了解内容，感受人物。 

（一）自主阅读。 

 1.用较快的速度阅读课文，在阅读中了解故事内容，感受人物形象。【出示课件

10】 

（1）课文中的人物很多，你觉得中心人物是谁? 

（2）本记叙了一件什么事？这件事表现了什么？ 

（3）你对课文中的哪一个人物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2.小组同学互相交流，小组长整理并记录小组同学的发言。 

3.小组派代表做汇报发言，班内汇报交流，教师相机引导并小结。 

（二）了解故事内容。 

第一部分（1—2 自然段）主要叙述看到了挂在树上的风筝，黛玉等人决定拿出

风筝放晦气。 

1.【出示课件 11】 

一语未了，……断了绳，拿下他来。” 

（1）从“众人吓了一跳”你感受到什么？（从对众人的神态变化的描写中感受

到众人的注意力集中。） 

（2）“丫鬟们出去瞧时，帘外丫鬟嚷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丫

鬟的话在文中起什么作用？（借用人物语言引出风筝，很自然地引出了下面的故

事。） 

（3）从“众丫鬟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的，断了绳，拿下他来。’”

一句中众丫鬟的话中你了解到什么？（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很漂亮。） 

（4）指名朗读，师生评议。 

2.【出示课件 12】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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