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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各位评委大家好！我是来自嫩江县第一中学的语文教

师上册中的黄久平。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美猴王》，本节

课内容出自人教版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七年级语文第十四课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按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一是说教材；二

是教学方法；三是学法指导；四是教学过程；五是教学自评

。 一，首先我来介绍第一部分内容，教材分析。这一部分内

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教材的地位与作用：美猴

王这一课是第四单元的第二课。课文主要写了石猴从出世到

称王的全过程。以后的故事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作者抓

住了猴子的特点，突出了猴王的特性。是学习塑造人物形象

的良好的范文。美猴王这篇文章选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西游记》。学习本文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这是

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而且这篇文章情节生动，猴王个性鲜

明，深受学生喜爱；语言通俗，生动，简洁十分适合学生阅

读。学生还可以从猴王身上学习追求自由，自信，勇敢的思

想和品格。（二）教学目标：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

教学内容特点和学生的特点，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为： 

知识目标：学习小说中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体会本文语言

通俗，简洁，生动的特点。 能力目标：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提

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观察、表演等多种能力。 情感目

标：了解作者塑造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提高学

生的文学欣赏水平。 （三）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 这一单元的



训练重点中有一点就是把握人物形象。《美猴王》这一课在

塑造人物形象上尤为出色，所以我把本节课的学习重点设为

把握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学习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初一

的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我把本节课的

教学难点设为了解作者塑造 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

，从而正确把握本文中心。 二、教学方法 在充分分析了教材

特点和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方法为设置

情境、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课文，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活跃课堂气氛，我还采

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三、学法指导： 在学习过程中我通过设

置情境，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通过讲故事、解说、

配音、讲故事多种形式的体验和学习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把握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并锻炼各方面能力。以出色地达

到教学目的。 四、教学过程： 设计这一部分内容时我从学生

的发展方面进行考虑，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作用和教师的引

导作用，创设良好的情境，实现师生互动，以实现共同发展

感的目的。这一部分内容我设计了引`读`感`析`结练六个环节

。下面我来说一下： 第一个环节激情引入：我播放《西游记

》动画片的片头曲，让学生一边听一边跟着唱，学生激情高

涨。再让学生说说歌中的猴哥还有哪些称号。这样的问题学

生张口就来，都抢着说。接着老师引导：每一个称号后边都

有一个生动的故事，那么美猴王这一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美猴王》这一课。通过这一唱，一说，一

引，自然地引出了课题。学生自然带着浓厚的兴趣，积极主

动地参与学习。并紧紧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 第二个环节“读

”首先初读课文，让学生自由大声朗读课文，有不认识的字



、词，不理解的句子，可以向同学请教，也可以和老师交流

。让学生通过互相解疑达到自主、合作学习的目的。再分段

进行朗读，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来读，分段进行朗

读，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来读。真正把学生放在主

体地位，给学生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 第三个环节“感”整体感悟。这一环节我采用的形式是片

断欣赏。我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与课文相符的

片断。让学生通过动态的画面和人物精彩的表演来进一步感

知课文内容。同时指导学生观察片中石猴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为后面分析人物形象做准备。同时也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 第四个环节“析”分析人物形象 在分析人物形象时，

我设置情境、合作、体验的方法学习。我把课文分成猴王出

世、山间生活、自荐探泉、被拥为王四个部分。分别采用讲

故事、解说、配音、表演四种方式来学习。让学生通过切身

体会逐一分析每一情节中表现出来的猴子的特点。每一方式

训练结束都引导学生分析：“这一情节中表现了石猴具有什

么特点？”最后加以总结。我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把枯燥的人

物分析生动化。学生的兴趣大大增加，大胆尝试各种角色，

并在体验中明确石猴的个性特点。并提高学生的多种能力。

下面我就把这一部分的教学步骤给大家介绍一下： 1、引入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精湛表演为我们再现了美

猴王的形象，接下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分析这一形象。 2、

分析人物形象：a、第一种方式：讲故事，故事大王。大家结

合课文第一自然段，配合画面来讲猴王出世这一情节。这种

方式学生非常喜欢，所以积极参与。在讲故事的同时锻炼学

生数的能力。然后引导学生总结这一情节中猴子的特点是神



异出众。B、第二种方式：解说。先由赵忠祥老师解说的动物

世界引起大家的兴趣。再试着配合画面为石猴山间生活一情

节做解说。这种方式非常新奇，学生兴趣浓厚。既培养了学

生的反应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再引导学生从这

一情节中总结出石猴自由、活泼的个性特点。C、第三种方

式：配音。我把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石猴自荐探泉这一

情节的音消掉，由学生用第三自然段中石猴的语言来配音，

既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力，又培养了学生说的能力。再从石猴

的语言中总结石猴的特点：自信、勇敢。D、四种方式：表

演。请大家大胆尝试，自由结合小组，把第四自然段改编成

剧本，自由分配角色进行表演。要求把群猴的顽劣、石猴的

自信，勇于当王的果敢表现出来。再让学生从惟妙惟肖的表

演和切身体会中总结石猴特点。学生在表演中也体会到了学

习中合作的快乐。F、最后，引导学生把几部分中概括出来的

石猴的个性特点总结出来，同时，教师出示板书帮助学生总

结。百考试题整理３、分析美猴王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这

是本课的难点。如果简单这样问，初一学生理解起来无从下

手，我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起到点拨

的作用：a、在猴王的身上，寄托了作者什么样的愿望和理想

？b、我们今天应从猴王身上学习些什么？然后，结合这两个

问题对学生进行情感的教育。 第五个环节是“结”，教师引

导学生总结今日学习的重点，通过分析美猴王这一艺术形象

，了解到要把人物刻画如生，就应该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

特点，突出人物个性。 进而引出今天的作业，就是第六个环

节：用百字左右描写班级内一位同学，抓住动作、语言来描

写，突出人物性格特点。设置这一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学以致



用，巩固今天学习知识要点，并提高了学生的写的能力。 结

束语：如果大家还知道石猴称王以后的故事，就请回去阅读

《西游记》。而且，我国还有许许多多像《西游记》一样优

秀的文学作品，季候，我们要读好书，开拓视野，还要用你

的升花妙笔，描绘今天美好的生活。 五、教学自评： 这节课

我利用多媒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供了大量由于教材篇

幅所限无法纳入的学习内容，大大突破了传统教学以“课堂

”、“教科书”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在学法指导上我重点采

用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在教学程序的设计上，

我做到了优化导课，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让趣味贯穿课堂

始终，把学生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教学效果确

实很好。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