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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初步把握 内容。

3、生疏 3 个生字，会写 4 个字，把握“厌倦、洋溢、抑扬

起伏、炉火纯青”等词。

教学重点：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教学难点：

能概括 主要内容。

教学预备：

演示文稿〔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谈话导入



2、他就是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一生致力于教育。

相传他的学生有三千多人，他是宏大的教育学家，思想家。今日

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孔子。〔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由朗读，教师提示学生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把句子

读通顺。

三、学习生字、词

1、默读课文，边读边画诞生字。

2、读准生字字音，认清字形，同桌合作识字。

3、学生沟通识字方法。教师针对学生简洁读错和认错的字

作适当指导。

4、认读词语，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词义。

四、练习朗读，初步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

1、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2、轻声朗读，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3、同组互读，答复自己提出的问题。

1、同学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出示孔子照片〕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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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是一篇精读课文，表达了宏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五十

岁时向师襄学琴，勤学苦练，最终琴艺到达炉火纯青的故事，表

现了孔子虚心好学、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优秀品质，

 语言朴实简练，人物形象鲜亮，以孔子学琴为主线开放故

事，凸显孔子坚韧进取、追求卓越的艺术形象。全文既有对孔子

学琴的正面描写，又有从师襄的眼睛看孔子学琴的侧面描写，还

有师襄神态的不断变化。课文先描述师襄对孔子学琴的表现不

解，再写师襄看到孔子弹琴后的恳切评价与确定，接着写师襄愉

悦地赏识孔子弹琴，最终写师襄惊异于孔子琴艺的超群，由衷地

佩服孔子。通过师襄对孔子学琴过程的看、问、听、赏的动作与

语言的描写，读者感受到孔子刻苦练习，技艺不断提高，到达炉

火纯青境地的过程。

4、指名读。



的四个阶段：即学会曲谱——把握技巧——弹出思想——曲中识

人，情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使故事既连贯又紧凑。让读者在

阅读故事中感受到孔子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与进取的精神，从而

产生深深的敬意，受到感染与教育。

围绕课文的主要情节，课文配有一幅插图，表现的是孔子专

心弹琴，师襄沉醉于琴声之中的情景。观看插图，有助于学生把

握重点、理解课文。

教学目标

1、辅导学生自学生字词，搜集并选择、整理有关孔子的

资料，扫除阅读障碍，逐步养成运用工具书及背景资料进展独立

阅读的习惯。

2、指导学生默读课文，尝试归纳默读的方法，沟通默读的

阅历，提高默读的”效率。在默读中理清 思路，体会 中重点

词语的意义及作用，到达读懂课文的目的。

3、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孔子刻苦学习的态度及精益求精、

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从中受到启发与教育。

4、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

全文线索明晰，层次清楚。依据时间的挨次，写了孔子学琴



会孔子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

教学难点

理解孔子刻苦练习，琴艺逐步到达最高境地的过程。

教具预备

1、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孔子的故事、言辞等资料。

教师制作介绍孔子生平、思想成就、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的

课件。

教学过程

一、展现成果。

〔1〕读生字。

〔2〕读课文。

〔3〕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二、精读感悟，读说结合。

学习第 1 自然段，初步了解孔子：

1、默读第1 自然段，说说你了解了什么，从中感悟到什么。

学情预设：

学习默读课文，理解孔子的琴艺是怎样到达炉火纯青的，体



面把握内容，但对关键词语的作用难以体会，需要教师赐予点拨，

引导学生留意“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感受写作的方法
。

〔2〕学生能了解到的信息有：课文概括地介绍孔子不但是

思想家、教育家，还是音乐的行家，多才多艺；孔子对古代的乐

器样样都会，尤其弹一手好琴；从不自满，还拜师学艺，表现孔

子虚心好学的精神。

2、朗读第 1 自然段，说说你读明白了什么，

3、探讨问题：“尤其“什么意思？去掉这个词行不行？作
者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呢？这个词在文中起到什么作用？

〔“尤其“表示更进一步的意思。去掉这个词，句子就不通了
。

作者强调并引用这个词，目的是突出了“弹得一手好琴“这句话
。
这个词在 中的作用是：它不仅说明孔子琴弹得好，而且彰显孔

子从不自满、虚心好学的精神，还起到引出下文、照顾题目、贯

通文意的作用。这句话中“弹得一手好琴“与下文“怎样练琴“
互为
因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 内容真实可信。〕

三、深入学习，品尝感悟

1、默读“孔子学琴“的局部。找出表示时间的词语，说说
作

者是按什么挨次写的。归纳出孔子学琴的几个阶段。

作者按时间挨次写出孔子学琴的四个阶段：

〔1〕学生可以从课文中获得信息，在大家的补充中可以全



〔2〕“过了几天“——孔子把握了弹奏的技巧
；

〔3〕“又过了些时候“——孔子领悟了音乐的精神，弹出
了

感情；

〔4〕“不知又过了多少天“——孔子从音乐中知道了作者
。

2、朗读课文，全班沟通自己的学习收获。

〔1〕沟通孔子学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结果。

〔2〕结合自己的音乐常识以及学习音乐的实践思考：这四

个阶段的内容、难度有什么不同？孔子依次到达的目的说明白什

么？从这四个阶段中，你体会出什么？〔第一阶段是学会曲谱，

其次阶段把握技巧，第三阶段是弹出感情、感动别人，第四阶段

是曲中识人。这四个阶段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从中体会出孔子学

而不厌、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

2、默读课文，思考问题：孔子是怎样不断追求，逐步到达

抱负的境地的？

3、边读书边标注，练习使用记录符号，并且要把自己的体

会用简洁的词语标注在书上的空白处。可依次思考以下问题：

〔1〕找出描写孔子学琴的句子。思考：从这些词语中你理

解了什么？体会了孔子什么优秀品质？

〔1〕“一晃十天过去了“——孔子学会了曲谱
；



体会到孔子什么优秀品质？

〔3〕找出师襄看孔子弹琴时神情的变化以及对孔子琴艺的

四次评价。思考：从这些词语中你理解了什么？这些侧面描写表

现了孔子是怎样的人？

5、学生沟通：孔子是怎样弹琴的？你是从哪些词句中知道

的？从这些词语中你体会出什么？

6、师生沟通。

在学生的沟通中，不仅要引导学生说出找到的词语、句子，

而且要说出词语、句子的意思，并且说出从这些词语或句子中体

会到什么？

三、总结升华、拓展延长。

读孔子的名言，不理解的字：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温故而知。

有朋友远方来，不亦说乎？

四、质疑、释疑。

1、周文王何许人？

〔2〕找出孔子说的话。思考：从这些词语中你理解了什么？



历死后担当周族首领的。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重视进展农业

生产，关心民间疾苦，勤于政事，兢业地治理国家。他以仁

德为本，宽厚待人，保持质朴的美德，深得人心。这样，周族逐

渐兴盛起来。为了使自己更有实力，他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一

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姜尚，即姜子牙。姬

昌在位时，商王朝还格外强大，所以，他在外表上仍臣服于商，

但暗中加紧进展经济扩大军队。纣王听了崇侯虎的揭露，把他抓

了起来，关在羑里。他冷静自假设，潜心争论八卦，创制了《周易》
，
后在臣子的营救下，被释放回到了周。这时，他的决心已下，一

定要攻灭商朝，报仇雪耻。他整顿内部，认真做了预备工作。为

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不断对外用兵。姬昌晚年时，已经取得了当

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为攻灭商朝奠定了根底。

周文王体恤百姓、胸怀博大、任人唯贤等品质被后人颂扬。

2、“炉火纯青“的本意是道家炼丹时的火候，有什么故事
或

典故吗？

教师表达《炉火纯青》的成语故事。

五、指导书写。

一、写生字词，把字写正确、标准：

周文王姬昌是西周的奠定者。姓姬，名昌。姬昌是在其父季



或多一点。比较“印“与“卬“的不同，要把字写正确。“抑“
字要注
意构造特点，左高右低，左窄右宽。

2、“倦““纯““溢“这三个左右构造的字，都是左窄右
宽，书

写时留意搭配，左右两边的笔画既有谦让又有穿插，使字成为一

体。“倦““溢“两个字点画比较多，要留意点的方向以及摆放
的位
置，努力把字写得左右均匀、字形饱满。

六、限时作业。

辨一辨，再组词：

抑〔〕纯〔〕倦〔〕溢〔〕浸〔〕谱〔〕

迎〔〕吨〔〕卷〔〕益〔〕侵〔〕普〔〕

板书设计

孔子学琴

学会曲谱→练习技巧→领悟内容→体会作者→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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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正确认读课本 7 个生字，把握 11 个要求会写的生字。

1、“抑“字简洁写错，引导学生留意观看，右边不要多一
横



学习孔子谦逊好学，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

按事情的进展挨次讲一讲或演一演《孔子学琴》的故事，培

养学生思维的条理性和口头表达的力量。

课前预习：

读熟课文，自学课文的生字、生词。

搜集关于孔子的资料。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沟通资料、了解孔子。

师：不知同学们是否留意过？有一些格言常消灭在我们的谈

话中、 里，甚至张贴在我们的校园里。如：“三人行，必有我

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你们知道这些

格言的意思吗？知道这些话出自何人之口吗？

生：孔子

师：对！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你

对他有所了解吗？

〔学生展现自己在课前了解的关于孔子的资料。〕

能抓住孔子的做法与语言，理解课文内容，初步了解孔子，



1．孔子像。

2．孔子生平简介。

3．孔子的思想成就简介。

4．历代尊孔的简介。

5．世界文化遗产——“孔府”“孔庙”“孔林”简介。

6．孔子在世界的影响。

师：这样一位伟人，在我国史书上是怎样记载的？

引导学生阅读《史记·孔子世家》。生疏古文、大致了解古

文内容。

师：从你们的眼神与惊异中，我看出了你们对先贤的崇拜以

及进一步了解先哲的欲望。孔子有怎样的人生？他是怎样成为圣

贤的？……让我们一起学习课文，从《孔子学琴》的故事中，我

们肯定会受到启发、找到答案的！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

1．指名分段朗读，检查课前预习的状况

如：



倦、席地而坐、运用自如、顺畅、洋溢、如醉如痴、醒悟、沉醉、

抑扬、戛然而止、体恤、行善、炉火纯青。

2．默读课文，概括 主要内容。

课文主要讲的是宏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五十岁时向师襄

学琴的故事。孔子是一位音乐的行家，弹得一手好琴，但他从不

自满，仍拜师学艺。学琴中他刻苦练习、不断追求的弹奏境地，

最终琴艺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依据课文内容将课文分成两段

课文第一自然段概括介绍孔子。

课文其次至第六自然段写的是孔子学琴的经过，孔子学琴经

历了四个层次。

三、学习生字

1．读准生字字音，认清字形，同桌合作识字。

2．学生沟通识字方法。教师针对学生简洁读错和认错的字

作适当指导。

其次课时

一、复习导入

学习并初步理解的词有：琴、瑟、笙、磬、毕恭毕敬、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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