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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5B_E5_88_9

D_E4_B8_AD_E8_AF_AD_c38_59855.htm 【教学目标】 （一

）认知目标 １、了解有关《资治通鉴》的文学常识。 ２、掌

握文中涉及的常用文言词语。 3、学习运用“吴下阿蒙”“

刮目相待”等成语。 4、理解本文开卷有益的主旨。 （二）

能力目标 １、 能在熟练朗读的基础上，正确断句和停顿。 ２

、 通过理解文意，体会对话中的不同语气，揣摩想象人物当

时的神态和心理活动，进而分析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 （

三）德育目标 学生能够懂得学无止境，学有益于人的完善和

发展。 【教学重点】 品味鲁肃、吕蒙对话并说出其中表现的

人物形象特点。 【教学难点】 联系生活，让学生真正领悟到

读书有益于人的发展和完善的道理。 【教法设计】 １、自读

质疑学生借助工具书自读课文，将其中疑难提出，小组间讨

论解决，或提出来共同解决。 ２、编课本剧学生在熟悉课文

的基础上，将课文编成课本剧，一来想象人物当时的神态和

心理活动，有益于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二来可充分调动

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３、合作探究针对学习过程中的疑

难，师与生、生与生之间可通过合作，共同探讨解答。 【学

法设计】合作探究式 【教具】 投影片 【教时】１课时 【教

学程序】 一、导语设计 师：这几天有个难题让我吃不好睡不

好，大家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学生：什么难题？） 师：就

是我有个学生，他总是不肯下功夫学习，我劝他应该好好学

习，他说自己的事很多，况且又不想当学者，不学也罢。我

很想好好跟他讲讲道理，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大家看看我应



对他说些什么呢？ 学生讨论回答后师：其实东汉时，吴国的

国君孙权也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想不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 教师向学生求教，突出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而且

体现了学生式的老师这一课改精神。由此导入，引发学生求

知欲。） 二、认定目标 师：我们已经学过多篇文言文了，那

对文言文我们应该怎么学呢？谁来说说？ 学生回答。 （投

影1） 学习目标1、能了解有关《资治通鉴》的文学常识。2、

掌握文中涉及的常用文言词语。3、能在熟练朗读基础上，正

确断句和停顿。4、通过解文意，体会对话中的不同语气，揣

摩想象人物当时的神态和心理活动，进而分析人物形象及其

性格特征。5、能够从文中得到有关人生方面的启示。 （学

生参与学习目标制定，益于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对

之进行概括，辅之以投影使之更明确。） 三、导学达标 （一

）竞读课文 学生初读课文，不认识的字查工具书解决，结合

注解粗知大意。 教师及时点拨作者及《资治通鉴》的有关常

识。投影片展示无标点符号之课文，训练学生断句停顿之能

力。 （投影2） 权劝学司马光初权谓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

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

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蒙乃始就学及

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

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学生单读、小组齐读，学生赛读，看看谁能大声、流利、快

速地朗读课文。 然后请两位同学分角色朗读蒙、肃对话，要

求尽量读难说话时的语气语调。 思考讨论： ①“卿今者才略

，非复吴下阿蒙！”一句可见鲁肃当时怎样的神情和心理？

说明了什么？ 十分惊奇的神态，吕蒙的变化判若两人，使鲁



肃既吃惊，又值不自禁地发出赞叹。这句话从侧面反映目蒙

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进。 ②“大兄何见

事之晚乎！”这句话表现了吕蒙当时怎样的心情？ 为自己的

进步深感自豪，并不是埋怨鲁肃，“乎”表感叹语气，相当

于“啊”。 齐读全文，思考：孙、蒙对话与蒙、肃对话在情

调上有区别吗？清说明。 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显得郑重亲

切，表明了君臣的关系；蒙、肃皆为同僚，对话则有一种调

侃的趣味蕴含其中。 （教学千法读为本。读会字音、读懂句

意、读品意味，真正用朗读的方式让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和

意蕴。） （二）合作探究、质疑问难 师：大家读得很好，我

们借助各种参考资料继续了解课文内容，不懂的提出来互相

研究，解决不了的一会儿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好的字词

句也画下来，我们共同欣赏。抽一个学生讲述这个故事，其

他学生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要补充。 学生讨论、交流，互相质

疑问难。学生边读、边议、边圈点。学生讲述课文内容。学

生对文中疑难提问；学生自答，教师引导。 （以学生自读、

发现、讨论的活动为主，还时间给学生、还主动给学生、还

思想给学生。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若提不出问

题，教师可就重点词句之理解发问，避免疏漏，强化理解。

） （三）编课本剧，深入课文 师：课文有多处对话，但人物

的神态、心理并未直接表现出来，现在，假如你是编剧，你

怎么来编写呢？假如让你做演员，又该怎么样？小组内先试

试。 小组编剧、表演。 师：哪一组主动来表演一下？（学生

选出代表进行表演。） 师：通过朗诵、表演，你认为文中的

人物当时神态和心态如何？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说对文中

任何一个人的看法？ 学生发表各自的看法。学生讨论发言。 



（发挥学生想象能力和创新精神，借此深入了解课文意蕴，

开阔学生学习课文之天地。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对课文进

行品味。对学生的回答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鼓励学生互

相解答。） 四、联系课文，延伸拓展 师：学与不学，使吕蒙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学习《孙权劝学》是为了什么

呢？难道说只是为了知道古人的言行吗？知道了这个故事，

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可不可以跟

大家说说？ 学生小组讨论交流，然后进行集体交流。 师：很

多同学都谈到了学习的重要性，那么古人在学习上还有哪些

说法值得借鉴？ 学生回答后（投影3） 1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2书到用时方恨少。3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4明日

复明日，明日何其多。5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6学

而时习之，不亦乐乎?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8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9知识就是力量。10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11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展示相关名句，拓开学生思路，开

阔视野，增大知识容量。 师：现在，回顾一下课前我请大家

帮忙解决的问题，试着再帮我劝劝这位同学。 学生联系课文

及与学习有关的名言和具体事例再次谈自己的看法。 师：我

们应该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更应该带着深层次的问题走出课

堂。根据你的理解和认识，有没有什么新问题呢？比方说大

家有兴趣了解更多与孙权、吕蒙有关的事情吗？课文与文学

作品一样么？读书使人聪明，老师建议大家课后读读《三国

演义》，从中了解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学生提问。 （学生

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这一环节既是照应，同时又

是加深和强化，使学生对学习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让

他们自己教育自己，激发学生兴趣，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



，达到延伸拓展的目的。同时抓住时机鼓励学生开展课外阅

读，自主解决问题，做到教是为了不教。） 五、评议总结 师

：大家这一节课一定有许多收获，无论是课堂表现、问题回

答，还是课文学习，能不能说出来，我们共同分享？ 学生就

自己这堂课的表现发言。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话给予适当肯定

和总结，并升华德育教育。 这个经典故事中给我们留下深深

的启迪，同时也留下两个成语给后世，大家知道吗？（“吴

下阿蒙”“刮目相待” ） 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语用意吗？

试用这两个成语造句。 学生解释造句，当堂检查。 【课外作

业】 1、课后大家练习背默课文，让它成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另外，我们学过《方仲永》，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天才少

年，那么，请以《方仲永巧遇吕蒙》为题，展开想象，写篇

作文，文体、字数不限，只要你觉得表达出你的意思就行。

2、读了这则故事，你一定有许多感悟和收获，请选择一个角

度，写一篇读后感。 （学生针对课文，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

作文，是对课堂所学知识的加深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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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