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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8_AF_AD_E6_c38_56811.htm 【教学目的】 1.积累

文言字词，品味语言情致。 2.理解作者思想，思考现代人生

。 3.训练语言思维，强化朗读背诵。 【教学重难点】 1.对语

句及中心的理解。 2.对论证方法的理解。 【教学设想】 《鱼

我所欲也》是一篇经典的传统课文，出自《孟子》，相对于

初中阶段的其他古文，它在文字上有些难度，又是以议论为

主，初中生学习起来可能兴趣不大。但教师应对学生的自学

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允许他们提问，提倡进行探究性学习。

其次，在文言文的教学中一定要重视诵读，采取不同的形式

，如默读、齐读、跳读、研读、自由读、指名读⋯⋯让学生

在反复的诵读过程中感受语言，体会文意，进行文化的熏陶

。 教学方法 1.诵读法：所谓诵读，就是朗读和背诵。要求做

到准确、流利、有感情，在诵读的过程中疏通字句，梳理层

次，加深理解，探究特色，习得语感，培养能力。这种方法

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 2.质疑法：这里所说的质疑，并

非指教师想提问学生，而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自己不懂

之处提问，或者是对文章的观点或其他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媒体设计 可以设计制作一些多媒体

课件或者幻灯片，简介作者及其作品，投影重要的字词，将

文中的重点词句投影出来并配上朗读。 教学时数2课时 【教

学步骤】 方案一 第一课时 一、导入解题 孟子(约前372前289)

，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的门人，是



孔子之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

，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对他很客气

，可是也始终不用。于是孟子归而述孔子之意，教授弟子。

孟子死后，门人万章、公孙丑等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

。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是孔子思想的发

展。其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富于鼓动性；善于运用譬

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增强了

说服力。《鱼我所欲也》一文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二

、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对照注释扫除语音障碍。 2.请两名

学生朗读课文的两个小节，读后请其他学生指出读错的字词

。 3.教师运用投影将本课中的生字、词打出，全班齐读(或指

名读)。 4.齐读全文。 5.学生自读课文，参考注释理解文章大

意，有不懂之处(字、句)可以勾划出来，准备进行质疑；有

特别欣赏的语句也请勾划下来，准备进行交流。 6.请两三名

学生说说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不要求字字落实)。 参考答案

：人生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在关键时刻应作出正确的

选择。 三、分步品味 1.质疑及交流。 前面我们说过，《孟子

》的文章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富于鼓动性，有很强

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刚才的整体感知，同学们一定有所

感受。那么这篇文章所要论证的中心论点是什么呢? 参考答案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 (解说：要求引原文答，教师可适当点拨。回答

过程中学生可以对第一、二节的内容进行质疑，教师应尽可

能地引导学生通过读课文或相互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 2.齐

读课文。 3.读后让学生进行自由质疑或说说文中有哪些出彩

的句子。 (解说：重点解决“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



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和“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

何加焉”的意义。) 4.教师提问：文中两次提到“心”，在第

一节中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在文章最后又说：“此之谓失其本心。”句中“是心”、

“本心”各指什么?请依据原文回答。 参考答案：“本心”就

是能够做到“舍生取义”的心，“是心”就是“这样的心”

，其义与“本心”相同。 (解说：这一部分的教学设计，目的

在于尝试运用探究式的学习方法，把握整体文意，理解文中

的字、词、句。) 四、小结 在人生面临抉择时，应当具备怎

样的价值标准?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当摒弃自私自利之

心，将正义、道义放在首位。 第二课时 一、复习所学内容 1.

抽查朗读情况。 2.用媒体出示字词，检查对字词的理解。或

者由学生相互出题，考查对字词及语句的理解情况。 二、朗

读训练，体会文意 1.分组朗读文中的排比句和对偶句，欣赏

整齐而又有变化的句式美；尝试删除某个句子，而后再读，

体会文章论说的气势；进行演讲式背诵，感受其表达效果。

2.跳读课文，找出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使用了哪些不同的

论证方法，并思考本文作者的写作意图。 明确：①论证方法

：道理论证(第一节)、举例论证(第二节)。②作者的写作意图

：赞颂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时，将正义放在首位，而摒弃利己

私心的做法。 3.齐读全文。 三、课堂练习 1.速读课文第二节

，说说本节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论证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时应将

正义放在首位的。 2.对比阅读以下几则材料，联系课文说说

它们各自表现出了怎样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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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