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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3_80_8A_E

9_99_88_E6_B6_89_E4_c38_60087.htm 【分析教材】 鲁迅称《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教版初语第六册

第三单元的基本篇目《陈涉世家》，是《史记》中的名篇。

按《史记》的体例，对全国政局有深远影响的人的传记才可

以称为“世家”，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是对这位我

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领袖的充分肯定。本文以陈胜、吴

广的活动为主线贯穿全文，记 叙了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经

过和起义军初期的迅猛发展形势，着眼 于表现陈涉在反对秦

王朝暴力统治的斗争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学 习本文要特

别注意陈胜对当时形势和起义前途所作的分析，以增强对 这

场革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的认识；另外，对《史记》几个主

要成就 在文中的体现也要很好地把握，如：成功地塑造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人 物形象；善于谋篇布局，情节曲折生动，对

历史资料注重剪裁取舍等等。 【分析学生】 有利因素：学生

在历史上已学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为学好本文

打下了历史基础；从初一到初三学生已学过文言文近30篇， 

特别是通过《曹刿论战》等文章的学习，对古代作家怎样布

局谋篇、 处理材料运用语言等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学好本文

打下了文言基础。 不利因素：１．作品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

秦末，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学生认识这场革命运动

暴发的必然性，理解陈胜的形象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故将“

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背诵第二、三段中的重点语句

”作为两个教学重点。２．本文长句、难句、通假词、古今



词、活用词较多，会给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带来一些困难；另

外本文要求掌握的文言判断句与现代文的判断句格式有较大

的不同，学生可能会混淆，所以将以上知识作为教学难点。 

【设计理论与思路】 设计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是

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 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

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建构 主义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阅读认知理论认 为，阅读理解不

仅仅取决于合理的阅读活动过程，还涉及读者用怎样 的方式

来阅读。在目前流行的众多阅读中，采用ＲＥ阅读能调动学

生 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一齐活动，能充

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地位，使之较好地掌握学习重点，突破难

点。 设计思路：采用ＲＥ阅读教学本课。（ＲＥ阅读，是根

据史密斯“ 阅读也是一种表达”的命题而来的。Ｒ和Ｅ分别 

是英语“阅读”和“表达”的第一个字母。）全程分四个系

统：“读－－说”系统，疏 通文句，解决学习重点一，突破

难点；“读－－写”系统，翻译句子，编写剧本，为课本剧

演出作准备；“读－－演”系统， 巩固学习重点 一，为解决

重点二打基础；“读－－背”系统，完成学习重点二。 【教

学目标】 认知目标：１．了解《史记》及有关常识。 ２．了

解关于判断句的基本形式和变格。 ★３．认识农民起义的原

因和经过。 ★４．背诵二、三节中要求背诵的部分。 能力目

标：１．学习本文成功地塑造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形象的写

法。 ２．学习本文注重剪裁取舍以突出重点的写法。 ３．培

养学生读说能力、说写能力、想象能力、表演能力、组织能

力等等。 情感目标：１．树立远大理想，立志为国家多作贡

献。 【教学方法】 讨论法、读书法指导、实际训练法 【教具



准备】 １．文字投影片３张 ２．图片投影３张 ３．录像片断

一个 【教时安排】 三教时。第一教时，指导学生读说，疏通

句意文意，解决学习重 点一，突破难点；第二教时，指导学

生动笔写，编写剧本，分组排练 ；第三教时，实际训练法，

课本剧演出、评议，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１

．录像播放农民起义的片断，导入新课。 ２．文字投影，打

出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点。 二．新课学习： （一）．读－

－说 １．听读 播放录音朗诵，标出长句停顿节奏，给难字注

音，整体感知课文。 ２．自读 读准以下字音： 阳夏人 少时 

闾左 当行 度已失期 数谏 ° ° ° ° ° ° 陈胜王 社稷 被坚执

锐 骑千余 ° ° ° ° ３．自说、互说 a/说难词的解释，难句

的翻译。（投影片打出题目） b/说长句难句的朗读停顿理由

。（投影片打出题目） 〖教师巡回辅导，随时解答问题，并

搜集共性问题以供全班讨论〗 ４．小小组中说 讨论以下题目

： a/哪句话表现了陈涉年轻时的远大抱负？ b/起义的导火线

是什么？ c/哪句话表现了陈涉的博大胸襟？ d/陈胜认为起义

将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理由是哪几种？ e/为起义作舆论准备

的办法是什么？ f/简述起义的具体步骤。 g/为什么本文详写

起义前的形势分析、起义的准备、起义的过程， 略写起义军

进攻发展速度和农民政权的建立？ ５．班级中说 （质疑、析

疑、答疑） a/多人说重点句子翻译。 b/代表说起义的原因和

结果，解决学习重点一。 c/讨论总结规律，突破难点： (1)长

句朗读的正确停顿的规律： ★．按意义停顿（先根据解释疏

通文意，然后朗读，不读破句。例句投影打出） ★．按语法

结构停顿（主语／谓词／宾语，一般介宾短语、偏正短语不

中间拆开。例句投影打出） (2)文言判断句的格式： 基本格式



： ......者......也； 变格： ......也 ； ......乃..... ★变格中的“......也

”易与其它句式混淆，可讲清：古汉语判断句中，谓语是名

词或名词性的短语充当的，结合上文区别： ＊ ．夫战，勇气

也。（谓语“勇气”是名词，是判断句） ＊ ．小信未孚，神

弗福也。（“福”是动词，非判断句） ＊．二世少子也。（

谓语“少子”名词短语，是判断句） ６．集体朗读 （巩固知

识） 读重点语段，读准长句的停顿，读出判断句的语气；加

深理解起义原因及过程，认识陈胜远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才略

。 【设计说明：ＲＥ阅读认为：一边读，一边尝试“说”，

这样个人丰富的经历、经验就会加入阅读过程中去，会不自

觉地在读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一个区域广泛的敏感区。并且“

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听力、 领悟理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有助于唤起和组织读者的知识经验储备。】 （二）．读－

－写 针对班级学生的语文基础分别安排以下两种写的作业，

使不同语文程度的学生都能有所得。 １．基础较差的学生书

面翻译重点语段句子，特别是要求背诵的两段。 ２．基础中

上的学生分四大组将课文改编成剧本，两组写起义前的准备

，两组写发动过程。（图片投影供参考，文字投影打出改编

要求） ３．确定剧本后每组指定一名“导演”组织排练，要

求全组人人参加。 【设计说明：ＲＥ阅读认为，“读－－写

”系统就是用文字对阅读理解的成果给予定型。“读”是“

写”的基础，“写”是对读物的更严密深入的一种阅读或者

说通过写可以对读物有更深切的理解，阅读时语言符号的表

象的鲜明性、生动性、适切性都会在“写”的时候于人脑中

再现，“读”通过“写”使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 （三）．读－－演 （增加感性认识，巩固学习重



点一， 为完成学习重点二打基础） １．放录音，小声读课文

，为演出创设氛围。 ２．分组上演课本剧。 要求： a/故事情

节尊重原作，可加以合理想象、创造。 b/语言通俗化、口语

化，言行突出人物个性特征。 c/适当运用道具。 ３．师生评

议 【设计说明：“说”主要动嘴，“写”主要动手，“演”

则主要动体，“形诸于体，谓之表演”，在戴尔的“经验之

塔”结构模型中，“演戏、表演”被定为“做的经验”它最

直接、最具体，学习者最容易理解，也便于记忆。】 （四）

．读－－背 （完成学习重点二） １．背诵 ２．重点句子默写

【学生经过多种方式的读、说、写、演以后，对课文内容、

文章脉络、人物形象等基本熟记于心，在理解的基础上要求

背诵文章规定的章节，想必已不再是难事。】 三．终结反馈 

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设计练习。（略） 四．

作业：整理本文通假字、古今异义词、活用的字。 【文言文

学习活动是一种很紧张、很艰巨、很枯燥的活动，教学方式

和学习活动的多样化是保持学生有意注意的一个重要条件，

教学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实践证明，单调刺激使人疲劳、分散

注意，而ＲＥ阅读却能纠正这一现象，特别是有故事情节的

文言文尤其适应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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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