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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XX号考生，今天我说课

的题目是《陈情表》。 首先，我们来进行教材分析。 说教材

： 《陈情表》是高中语文教材第四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属于古代抒情散文。由晋初散文家李密写成。从整个高中

语文教学和考试来说，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高中语文新课标文言文阅读要求：“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

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学习用现

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本文在中国古代散文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苏轼曾说过：“读《出师表》不下泪者

，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

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学习本文对

于我们体会散文真谛和理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重要的作用

。 三个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诵读、背诵，积累文言词

汇，积淀文言语感，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 能力目标：学习

和运用陈情于事、寓理于情的构思艺术和骈散结合的语言艺

术 情感目标：体会作者至真至诚的亲情、忠情、苦情。正确

认识“孝”，继承孝敬父母长辈的传统道德。 两个教学重、

难点： 1．学习重点：识辨课文中通假字，活用词，古今异

义词，掌握重要实词、虚词及多义词，积累文言词句知识。

2．学习难点:本文的主要特点是以情动人，作者是怎样逐层

深入地叙事陈情，达到愿乞终养的目的的。 其次，我们究竟

应该怎样来完成本节课的任务呢？下面说一下本节课的教法



和学法。 教法： 1、范例、结合引导探索的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2、教师精讲、学生多练，体现了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3、采用类比法，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自主学习，从而体验到独立获取知识的喜悦感。 学

法： 1.高二学生已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引导学生利用自主

学习法与合作学习法。 2.立足文本，从具体信息到抽象情感

，以孝行故事作诱导，引导学生利用探究法，多思考，多感

受。 最后，来说一下本节课的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本节课

在多媒体教室进行，所需教具是教师机---学生机、投影仪、

黑板等。 我将本课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用约5分钟时

间进行导入部分，主要是复习和引入新课。 给学生讲述孝行

故事（成语、俗语、典故）引入：“24孝故事”“百行孝为

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以激发学生学习本文

的兴趣，营造学习氛围。 利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作者以及写作

背景的介绍，为理解文章作铺垫。作者：李密，晋初散文家

。写作背景：晋朝刚刚建立，李密对蜀汉念念于怀，目前的

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晋武帝为人阴险多疑。李密不得不暂存

观望之心。借以祖母生病要人照顾为由，陈孝情，陈忠情，

让晋武帝答应他的请求。 第二部分，用5分钟时间带领学生

朗读新课，主要是感知整体文章。 安排学生用五分钟朗读课

文，整体感知文章。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自创情景，与文本言

语碰撞、交流过程中，以达到加深对课文理解和缩短与作者

心灵的差距的效果。 第三部分，用20分钟理解文章具体内容

，探讨重难点。 通过两个问题（为何“陈”？“陈”什么？

）的设计，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并且，深入探讨

文章的重难点，本文的主要特点是以情动人，因此作者怎样



逐层深入地叙事陈情，达到愿乞终养的目的是学习重难点。 

第四部分，与学生探讨写作技巧和特色，主要用于后续的学

习和写作。 好的构思，还要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文章

才有活力。指导学生从文本中找出自己认为好的语句进行赏

析，说说这些语句有什么特点，好在哪里？还有那些语句最

能流露作者感情的，请找出来体会一下。该环节主要培养学

生对语句的筛选、概括、整合的能力。以及学习李密动之以

情，又晓之以理，寓情于理的写作技巧和特色，运用到自己

的日常写作和学习中来，达到作者与读者情感共鸣的良好效

果。 最后，用约8分钟的时间进行尾声部分，主要是总结课

文，布置作业。 通过两个拓展性的问题，用以总结课文本文

构思缜密，语言精粹的特点。 (1)讨论：有论者认为，李密反

复强调孝亲，其实是为自己不奉诏仕晋而故意寻找借口。你

同意这一观点吗，为什么？ (2)讨论：晋武帝为什么会答应李

密终养祖母的请求？（ 开放性问题，各抒已见，自圆其说。

） 作业布置： 1给下面加点字注音：臣以险衅(xìn) ，夙(s

ù)遭闵(mǐn)凶，外无期(jī)功强(qiǎng)近之亲，宠命优

渥(wò)，责臣逋(bū)慢，茕茕(qióng)孑立，五尺之僮(t

óng)。 2背诵全篇文章。（在理解的基础上及时背诵，提高

记忆效率） 3熟读全文，理解文意。（加强课后的复习和课

前的预习，提高课堂效率，扎实文言知识） 第六部分，用2

分钟用于教学反思。 通过问题的讨论，学生明确的本文既动

之以情，又晓之以理，寓情于理的特点；也感受到了文章情

理交融，真切感人的艺术效果。这一点，上得较成功。 但感

到遗憾的是分析得不够具体。 相关说课稿： 高中语文说课教

案:哀江南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闺塾 高中语文说课教案: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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