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优秀8篇)
小班教案主要有周计划、日计划和课堂教案三个层次，每个
层次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编写
五年级教案，以下是一些优秀的五年级教案分享给大家，希
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一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成功之处是：

(一)教给学生自学方法，举一反三。精讲第3自然段，教给学
生理解重点词句、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的方法。然
后“扶读”第4自然段，放手让学生“自读”第5和第6自然段。
这样，学生不仅仅理解了难词难句，说出了各段的主要资料，
还感受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产生对疯狂掠夺
我国文化遗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

(二)在“美读”中，学生切实地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优
美，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感。

不足之处：

1、由于条件限制，不能使用课件。对圆明园过去的辉煌，学
生没有直观感受。

2、教学时间没有把握好，前松后紧。

在教学中，我使用了两次小组学习的方式，让学生边读边悟，
组内交流，锻炼了学生的组织本事、表达本事和自学本事。
我们小组学习是在刚刚起步阶段，许多学习方式和表达的方
法还需要给孩子们多做指导，以待提高。

具体教学过程中，还有许多不足需要改善和提高。



1、学生本事需要培养和提高。整节课学生反应不是太进取，
课堂气氛比较沉重，学生的表达本事和自信心有待改善。

2、我在备课时对预设准备不足，在做引导时，语言不够规范
严谨。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二

雨果致巴特莱德的信(图片)

孩子们，你们读懂了什么?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的废墟只是几处啊，只是圆明园的冰
山一角呀!你们知道圆明园有多大吗?347公顷。

师：一公顷相当于多少平方米?

生：10000平方米。

师：你算一下有多少万平方米?

生：3470000平方米。

师：估算一下我们的学校有多大?

生：200多平方米。

师：你说这么大一个圆明园相当于多大一个教室?

生：大约10000多个

师述：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这封信中提及的“世界奇迹”是
指——圆明园。是的，它就是140年前，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
(板书：圆明园)这座园林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它被毁灭了。
今天老师就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学习课文《圆明园的毁



灭》。(图片出现废墟)

请大家伸出手，跟老师一起来把课题书写完整。毁的笔顺要
特别注意。

齐读课题。再读。

二、检查生字词，整体感知

出示：

金碧辉煌玲珑剔透蓬莱瑶台武陵春色

举世闻名皇家园林众星拱月瑰宝精华

掠走销毁灰烬损失不可估量

自由读

个人领读

(仔细观察，第一组都是描写什么的?圆明园内景色的词语)

(第三组呢?描写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造成的损失的词语)

请再仔细观察，作者用了哪一个词语来形容英法联军侵入圆
明园造成的损失的程度?——不可估量。是的，谁能告诉我这
个词语的意思呢?——不可计算的损失，无法统计的损失。你
的预习很充分。圆明园的损失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们根
本无法去统计。

请大家一起来读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三、细读文本



五年级语文上册圆明园的毁灭教案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三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
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
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组成，反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
有许多小园，分布在圆明园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环
绕在圆明园周围。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
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
村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海宁安
澜园，苏州的狮子林，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还有
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
武陵春色。园中不公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步园内，
有如漫游在天南地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间，仿佛
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
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
画和各种奇珍异宝，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馆。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把园
里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
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为了销毁罪证，10
月18日和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里放火。大火连烧
三天，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

《圆明园的毁灭》语文教案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圆明园当年的辉煌，了解圆明园毁灭
的历史，使学生记住这一国耻，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中理解、体会。

2、过程与方法

(1)搜集相关文字或图片资料，了解屈辱的过去与今天的强大。

(2)以读激情，以悟促读，提高朗读能力;以悟促诵，背诵重
点段落，积累语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品读有关语句，领会句子含义;

(2)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想象圆明园当年的样子，了解它
毁灭的过程，使学生记住这一国耻，培养学生爱国情操。

2、理解课文中重点词语和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圆明园的建
造和毁灭反映着祖国的强盛与衰败，进一步激发学生振兴中
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奠定基调。



(课件出示插图)谁能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是的，这就是曾被誉为“万圆之园”的圆明园。

(板书：圆明园)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圆明园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生根据个人感受答：美丽、举世闻名等)

可以说：(指名说，并出示：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
林。它既是当时世界上的博物馆、艺术馆，也是我国园林艺
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

听到这么高的评价，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多么地自豪啊!让我
们带着这种自豪之情再来读读这句话。

(齐读)

(二)朗读感受，体味辉煌。

那么，圆明园里究竟有些什么，能让人们如此地赞美它呢?

这节课，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走进昔日辉煌的圆明园，感受那
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吧!

1、谁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下圆明园的园林和建筑呢?

(指名分段朗读。)

(根据朗读板书：有-----也有-----)

所以作者由衷地发出感慨“漫步园内------”

(齐读)



多美呀!想看看吗?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出示图片)

看了这些，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齐读)

(出示：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

2、除了这些精美而宏伟的建筑，圆明园里还有什么?

(指名读第四段)

(1)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指那些文物?

(2)理解“上自——下至”

从先秦到清代，你知道有多少年吗?(2500)

(3)这2500多年中，这圆明园内所拥有的文物能有多少?

(生猜测)

(出示资料：舍卫城，自康熙以来，每当皇帝、皇太后寿诞，
王公大臣进奉的佛像都存放在这里。其中有纯金的、镀银的、
玉雕的、铜塑的，年复一年，竟高达数十万尊。)

(根据回答板书)

(4)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让你们开开眼界吧!

(出示图片，最后定格在铜首上)

(根据回答板书)

(5)谁能用关联词说一说?



(6)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齐读)

(出示：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的博物馆、艺术馆。)

(指导读好这一段)

(三)研读“毁灭”，激荡情感。

可如今，我们却再也看不到这博物馆、这艺术馆、这瑰宝、
这精华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出示图片)

那是因为——(齐读最后一段)

圆明园被彻底地毁灭了。

(补充课题)

1、谁能告诉大家英法联军当年是怎样毁灭圆明园的?

(指名读，出示句子：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
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
破坏、毁掉。)

(1)“统统掠走”是怎么掠走?你能举个例子或打个比方吗?

(2)“任意破坏、毁掉”是怎么破坏、毁掉?

仅仅是这些吗?老师这里有两段资料，是一位当年参加掠夺的
士兵写下的。

(出示资料：为了夺取财宝，英法联军从四面八方冲进圆明园，
有的搬走景泰蓝瓷瓶，有的抢走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
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宝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



各种各样的珠宝，有的在宽大的口袋里装满了金条和金叶，
有的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
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链。

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外，被他们糟蹋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房子里的绸缎、衣服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可超过膝盖，
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一些
人砸碎镜子，另一些人凶狠的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
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
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
毁坏的惨不忍睹。)

2、看了这些，你有什么感受?那就带着你的感受读读这段话
吧!

(指导朗读)

3、同学们，不仅如此，为了销毁罪证，他们还用火烧。大
火——(齐读)

4、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英法联军的暴行吧!

(播放《火烧圆明园》片段)

此时此刻，我们还能称他们为军人吗?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强
盗)，一群无耻的(强盗)!面对着这群强盗，面对着这熊熊大
火，你的心情怎样?那就读出来吧!

(指导朗读最后一段)

是啊，烈火中，没有了金碧辉煌的殿堂(齐读)，也没有了---
-(齐读);没有了-----(齐读)，也没有了-----(齐读);不仅没
有了-----(齐读)，还没有了------(齐读);那些仿造各地名
胜建造的(齐读)没有了，还有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



的景物都没有了，那些上自(齐读)没有了，下至(齐读)也没
有了。

(逐条擦掉刚才的板书并叙述)

圆明园什么都没有了。(激动人心的)圆明园彻底地毁灭
了。(指题目)

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按着题目直接写毁灭，而要写它曾经的
辉煌呢?

(这样的写更让读者感到惋惜和愤怒，起到反衬的作用。)

(出示：圆明园的毁灭是----，齐读)

(齐读)

(生再次读)

亲爱的同学们，面对这断壁残垣，你又想说些什么呢?请你拿
起手中的笔，写出自己的感受吧!

(出示图片，并配乐《二泉映月》，学生写话)

(交流)

(四)总结升华

在我们祖国逐渐强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屈辱的历史，

让我们永远记住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噩梦，记住写在圆明园残
柱上的耻辱，让我们永远记住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落后就
要挨打”。因此，我们要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强大、繁荣
的祖国，使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我
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齐读)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

《圆明园的毁灭》是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本
单元以“勿忘国耻”为主题，让学生用心感受字里行间中饱
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有关资料，
初步学习整理和运用资料的方法。

对于圆明园，大部分学生都比较陌生，而且这座曾举世闻名
的皇家园林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图片都是断壁残垣的遗址
图。如何能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到它昔日的美好，并在
毁灭后激发起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成了教学的难点，这也正
是本篇课文作者匠心独用的地方——题目为《圆明园的毁
灭》，却用了很多笔墨来写它昔日的辉煌。

在教学设计中，我共设定了四个教学目标：

1、会认读本课生字词，理解“众星拱月”、“金碧辉
煌”、“不可估量”等词语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三段。

3、了解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和它是如何被毁灭的，增强学生振
兴中华的责任感。

4、体悟文章表达特点，初步学习整理和运用资料的方法。这
样既融合了单元教学目标，又将本课重难点突出了出来。那
怎么逐一突破这些目标呢?我率先开始了多种途径的资料搜集。

先是参考已有的教学课件，再是大量文字资料的搜集，最后
为了让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又到网上搜集更精美、贴切的照
片和视频，试图通过多种形式来展现出圆明园曾经的辉煌及
被毁灭的过程。但第一次的试课后，我的备课思路就被打击



了。

试课是在三班进行的，在学生完全没有预习和搜集资料的情
况下两课时才讲完课文内容，这其中暴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教学任务怎样用一课时完成?我几乎对课文的每一个部
分都做了资料补充，虽然内容丰富充实，但信息量过大，短
短四十分钟，根本没办法一下接受，学生在体悟情感上会太
偏重于感受美好。于是马上调整课件内容，大胆将文物部分
舍弃，只用举例说明其跨越年代之长，数量之多来说明价值
珍贵。同时为了让学生自主探究空间更大，将主导问题也进
行了调整。

第二次试课时课堂环节进行得顺利多了，时间也基本够用。
这一次的试课也让我的授课思路更加清晰了。在最后正式讲
时，虽然也有细节不尽如人意，但总体和孩子们的配合是比
较默契的。问题探究、朗读感悟每一个环节都能感受到孩子
们的热情参与。授课后很多孩子都对圆明园产生了浓厚兴趣，
自己又再次搜集资料，看相关视频和电影，对于侵略者们的
无耻行径也是恨之入骨，爱国热情被悄悄点燃。

通过本次备课和授课，让我真切体会到了课堂教学的真正作
用，它并不是把所有知识都涵盖其中教授给学生，而是要通
过课堂真正激发起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让学生真正去思考，
去行动。教与学是互动的，教师充分备课很重要，但学生主
动去学更重要，所以以后备课要把方向和重点更准确地把握
好，把功夫下在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在教师指导下的独立阅读，初步理解内容，学习小英
雄雨来热爱祖国、增很敌人、机智勇敢的优秀品质。



2、学习用表较快的速度阅读课文，读后能说出每一段的主要
能容。

3、练习给每一部分加小标题。

教学重点：

用表较快的速度阅读课文。

教学难点：

读后能说出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教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提出本课教学要求

二、指导读第一部分。

1、自读课文，思考这一部分主要讲了什么，划出你认为写的
表较好的语句。

2、交流。(这一部分主要讲了雨来的游泳本领高。芦花村和
水中雨来的描写得较好。)

3、给这一部分加小标题。

(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可以是：游泳本领高或“望着妈妈笑”)

三、指导读第二部分(全程同前)。



这一部分主要降雨来上夜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小标题：
上夜校念书或“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四、指导读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讲雨来掩护交通员李大叔。

(小标题：掩护李大叔或“把缸搬回原地方”。)

五、指导读第四部分。

2、交流

(敌人：盘问哄骗利诱威胁毒打

雨来：应付不上当不屈服)

这一部分主要讲了雨来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小标题：
与敌人进行斗争或“什么也没看见”)

六、指导读第五五部分。

1、自读课文，画出写的美的句子，想一想这一部分主要讲了
什么?小标题怎样概括?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七、指导读第六部分。

自读课文，画出水中雨来的句子，想一想这一部分写了什么?
小标题怎样概括?

八、讨论

雨来有什么优秀的品质?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九、作业

1、朗读课文。

2、摘录写的美的句子。

3、背诵写的比较好的段。

板书设计：

小英雄雨来

1、雨来游泳本领高

2、雨来上夜校

3、雨来掩护李大叔

4、雨来与鬼子作斗争

5、河沿上的枪声

6、雨来没有死

四年级下册语文人教版教案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6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拼读“维持、财富、精
湛、器重、属于、百货、情形、道德、号码、橡皮、拨电话、
闷闷不乐、迷惑不解”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同时，懂得：诚实，讲信用是人的精神
财富，它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道理，并能联系自己的生活说
说体会。

教学重点：

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理解诚实与守信的珍贵。

教学难点：

对“道德难题”这一意思的理解。

教学方法：

自学法讨论交流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课文朗读磁带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揭示课题。

世界上有比金钱财富更珍贵的东西吗?师讲一个简短生动的故
事。

(出示：一位母亲说：“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
于有了一大笔财富。”请根据母亲的这句话做一道加法题。

(诚实﹢信用﹦财富)你们做对了吗?

我们可以从今天要学的课文《中彩那天》中去寻找答案。板
书课题。



读课题，读准“中”的字音，理解“中彩”的意思。

二、检查课前预习情况。

(1)抽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交流生字词学习情况。

读自己画出的生字词，说说通过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的意思，提出自学后还不能理解的词语。

三、默读课文，课堂自习。

按事情的发生、经过、结果，结合课文中叙述的故事列出提
纲，准备复述故事内容。

四、自学反馈。

(1)解答疑难，提示生字词学习的难点。

(2)理解事情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为复述做准备。

五、理解课文内容，指导朗读。

(1)思考：父亲中彩后，“我”的心情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变化?

(2)各自试着把这种感情变化用朗读恰当地表达出来。

(3)指导试读，评价、点拨。

六、课堂作业：

抄写生字词。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同时，懂得诚实，讲信用是人的精神财
富，它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道理，并能联系自己的生活说说
体会。

3.体会叙事条理清楚，首尾照应的表达方式，能复述课文，
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

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理解诚实与守信的珍贵。

教学难点：

对“道德难题”这一意思的理解。

教学方法：

合作交流朗读感悟

教学准备：

课文朗读磁带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听写词语。

二、抽读课文，勾出母亲说的话。母亲的话让作者深刻体会
到了什么?



小黑板出示：是呀，中彩那天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是我家最
富有的时刻。

为什么?

三、进一步学习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思想内容。

(1)合作学习，深入探究。

(2)学生各自针对上述问题阅读思考，准备交流。

(3)小组内讨论交流。

(4)各小组推荐代表在班上交流，在交流中鼓励学生说出自己
的真实想法，教师可将学生的想法加以归纳，引导学生讨论。

例如：

a课文说到库伯家里很有钱，完全有能力去买一辆汽车，
而“我”家里很穷，父亲有那么渴望得到一辆汽车，是否可
以去和库伯商量一下，把车留下。

b彩票上k字记号除了父亲，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不用打
电话给库伯等等。

(5)小结：教师对各组的发言作点评。注意培养学生正确的价
值观。

四、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

(1)体会开头和结尾的联系。

(2)说说为什么中彩那天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是我家最富有的
时刻?(理解这个“富有”的特殊意义)



五、课堂作业。

完成课后习题“小练笔”。

提示：开展想像，把当时“我们”家里各自的想法、语言、
神态等几方面写成一段话。

六、课外作业。

联系实际，写一则有关诚实、讲信用的日记。

七板书设计：

开头：诚实﹢信用﹦财富

起因：(神情严肃)

5中彩那天

经过：(道德难题)诚实守信

结果：(特别高兴)

结尾：(受益匪浅)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同时，学习“父亲”诚实、守信的品质，
懂得“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比财
富”这句话的含义。



3、想象人物的心理活动，体会情感。

教学重难点

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同时，学习“父亲”诚实、守信的品质，
懂得“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比财
富”这句话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发情感

二、揭示课题，纠正读音

是不是每个中彩的人都会这样惊喜呢?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就叫
《中彩那天》。(师板书课题)。师强调“中”的读音。(生齐
读课题)

三、学习生词，理清脉络

1、中彩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请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
字音，读通句子。

2、读了课文，你觉得比较难读或容易读错的字音，请你提醒
全班同学。哪些词语的意思，你已学懂，愿意与大家一起分
享。指名汇报。

3、你们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词语，这些词的意思你明白了
吗?

四、学习重点，直奔中心

1、这篇课文的题目是《中彩那天》，那么课文的哪几个自然
段写了中彩那天的事?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2、这节课我们就重点来学习文章的3-8自然段。请学生自由
读读3-8自然段，注意读得准确、流利。读后想一想，哪些地
方读懂了，哪些还不懂。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并试着提问题，
小组进行讨论解决。

3、提问题，解决问题

师：你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生：为什么父亲中了彩还不高
兴?生：我不理解母亲说的“道德难题”是什么?……)

师：中彩了，我们应该是欣喜若狂，喜出望外、激动、兴奋
才是，可是同学们看看图中的父亲，他高兴吗?这又是怎么回
事?父亲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出示句子1)母亲安慰我说：
“不要烦恼，你父亲正面临着一个道德难题。”

师：这个道德难题是什么?请学生仔细阅读，想一想，并和小
组的成员说一说。

师：这个道德难题难就难在是留下奔驰轿车，还是还给库伯，
让我们一起走进父亲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

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母亲让我看了什么?

(出示句子2)母亲让我仔细辨别两张彩票有什么不同。我看了
又看，终于看到中彩的那张右上角有铅笔写的淡淡的k字。请
学生齐读。这句话中连用了(3个看)从这三个看中，你又看出
了什么?谁能走进这位父亲的内心世界。

(出示崭新鲜亮的奔驰汽车图)

师：面对如此的奔驰汽车，父亲确实想把它留下来，现在老
师想请大家再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位父亲，如果你是以一人
的工作承担起家庭责任的父亲，如果你想把这辆车留下来，
你会为自己寻找怎样的理由，请大家再次默读课文，在课文



中找找能把汽车留下来的理由，作个记号。(出示句
子3)：“我们家六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工作维持生计，生活很
拮据。”“他梦寐以求的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指
导读：“梦寐以求”要读出那种迫切想得到的心情，“自
己”要重读)

指名汇报：用上句式：因为……所以，也许我可以……

师：面对一辆如此充满诱惑力的车，同样是面对这些看起来
如此堂而皇之的理由，汽车是留还是还呢?从这“淡淡”的k
字上，可见父亲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这句话怎
么读呢?“淡淡”应读得慢一些，显得意味深长(师范读--生
齐读)

师：这就是父亲所面临的道德难题。父亲经过了激烈的思想
斗争，他有没有作决定呢?

师：父亲的道德难题解开了吗?从哪里看出来?(生读九自然
段)

师：为什么父亲打了电话后就显得特别高兴?请同学们联系第
一自然段和最后一个自然段读一读。

师：虽然别人不知道这件事。父亲有将车据为己有的好机会。
但是，“诚实、有信用”的做人原则又不允许父亲把车留下，
所以父亲选择了还车。

(引读)是呀，中彩那天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是我家--(生)最
富有的时刻。“最富有的时刻”是什么意思?(生：是说父亲
摆脱了道德难题，战胜了自己，坚持了诚实、有信用的原则。
)

师：这个道德难题就是作一个人的——诚信



请同学们齐读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一个自然段的两句话。

五、总结课文，升华情感

让学生谈谈这节课的收获

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位了不起的父亲的心
里。我们已完全被父亲的这种诚实打动，对于一个人来说，
物质的富裕当然重要，但是精神的充实、具有高尚的情操，
才是生活快乐的真正源泉。文中，还有一个人物也是我们所
要好好琢磨的，下节课我们一起再来研究。

六、作业：

1、熟读生词和课文。

2、当库伯派人把汽车开走后，“我”和爸爸、妈妈是怎样的
心情，可能有些什么对话?想一想，把它写下来。

课后习题

5、《中彩那天》

课时训练

一、比一比，再组词。

捎()痕()忆()赠()

梢()狠()亿()增()

二、在括号里填入适当的词语。

()的技术()的工作()的汽车



()的人群()的生活()的神情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2、学习福楼拜是如何指导莫泊桑的，明白仔细观察、刻苦练
笔、用心揣摩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关键。通过莫泊桑拜师的故
事引导学生知道仔细观察、勤奋练习、用心揣摩是提高写作
水平的必由之路。

3、凭借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引导学生感受福楼拜的循循善
诱和莫泊桑虚心好学、勤学苦练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莫泊桑三次拜师经过，理解福楼拜对他的指导所
说的话。

难点：学习福楼拜是如何指导莫泊桑的，从三次指导中，明
白仔细观察、刻苦练笔、用心揣摩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关键。

教学流程：

一、质疑导入

1、板书课题：莫泊桑拜师，齐读课题。

2、师设疑：他为什么要拜师呢?谁能用文中的句子来回答。

生汇报，师总结。(酷爱文学，没有特色)

二、自学引导



(一)出示自学提示

a、四人一小组，合作交流，找出莫泊桑三次拜师的原因以及
福楼拜指导中关键的句子，画出来。

b、将自己喜欢的好句子划出来读一读，写一写心中所想。

(二)小组学习，交流讨论，师巡视参与。

(三)反馈交流学习成果，指导朗读。

预设第一次

1.轻读2——5自然段，思考：莫泊桑带着什么问题求教的?福
楼拜教导哪句话最关键?

2.(你的功夫还不到家)这句话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

3.怎样才能使功夫到家?(肯吃苦，勤练习)

4.从中可以看出福楼拜是个怎样的老师?(直言不讳)

5.莫泊桑是个怎样的学生?(虚心求教、好学上进、坦诚)

6.分角色朗读。

预设第二次

1.“第二天……一无所获。”

2.如果是你，此时你的心情怎样?

3.书中用了那个词形容他的心情?“万般无奈”什么意思?

4.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莫泊桑再次请教恩师，见到老师他



怎样说的?齐读莫泊桑说的话。

5.针对莫泊桑的这一困惑，福楼拜是怎样指导的?(指名读)

6.福楼拜一共说了几句话?(9句)福楼拜连续不断地说了9句话，
这就是“滔滔不绝”。这些话中，哪句最关键?(“怎么会没
有什么东西好写呢?”)这句话出现了几次?这句话是什么意
思?(实际上是强调有话可写)这9句话都是空洞的理论、大道
理吗?(不是)福楼拜在指导莫泊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讲
解方法，而是用实际例子来讲解，说明福楼拜是一个什么样
的老师?(教学有方、严厉、循循善诱)

7.从福楼拜滔滔不绝的话中，你读懂了什么?(要想写出好文
章，平时必须仔细观察。)福楼拜说的真有道理，这几个问题
既含有福楼拜的一丝责备和训斥，但更多的是对莫泊桑的教
诲。让我们齐读这段话。

过渡：福楼拜的这些话在莫泊桑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莫泊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读第8自然段)

预设第三次

2.“这些作品，表明你有了进步。但青年人贵在坚持，才气，
就是坚持写作的结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汇报)这句话
说得多好啊，把持之以恒的训练对于成功的重要意义揭示出
来，富有哲理。其实，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不也是如此吗?
有许多事看似艰难，但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也往往可以
做到。

3.默读第9自然段，思考：哪句话最关键?

4.“对你所要写的东西，光仔细观察还不够，还要能发现别
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为什么说这句话在这段中
最关键?下面的哪些话分别是围绕这句话来写的?这一次，老



师福楼拜又告诉了莫泊桑新的写作方法——观察时要抓住特
点，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独特。而且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容
易理解，福楼拜还像前两次一样举了实际例子，更形象的说
明了自己的看法，使莫泊桑能清楚地理解其中的道理。这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老师?(循循善诱、教学有方)

过渡：对于老师的教诲，莫泊桑有什么反应?在老师的循循善
诱下，最终取得成功了吗?

(四)学习第三段

指名读。说一说你的收获或启示。

(五)拓展延伸

师：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联想到中国历哪个成语故事?(三顾
茅庐)

小结：是啊，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请出了隐居的稀世英才诸
葛亮;莫泊桑通过三次拜师求教，终于明白了写作的真谛，获
得了巨大成功。这都少不了老师的指导，师恩难忘，难忘师
恩。通过对本文的学习，相信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对师恩理解
更加深刻吧。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题。(齐读)

三、强化训练

1、勤奋之故事篇：说说你所熟悉关于勤奋的故事。

2、老师之名言篇：找一找描写、赞颂老师的名言名句。

四、归纳总结

同学们，在大家前进成功路上，老师只是的引路人，更多的
是靠大家自我勤奋和良好的学习方法。要想提高自己的写作
能力，有所成就，我们就要像莫泊桑那样(说板书内容)。希



望大家课后读读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便于我们这些小作家更
好地学习。

五、作业超市

1、观察咱们学校放学时的情景，以《放学》为题，进行一次
小练笔。

2、把课上所学的名言名句找出来，读一读，背一背。

3、读一读莫泊桑或福楼拜的文学作品。

六、板书设计

莫泊桑拜师

拜师求教

接受指导(刻苦练笔、仔细观察、用心揣摩)

走向成功

新人教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课文圆明园的毁灭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词;

2、理清文章顺序，读通课文，初步感知文意。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二、初读课文，要求读通读顺。

1、范读课文。

2、检查预习生字词情况。

3、学生自由读课文。

4、指名接读课文，检查读书情况。

三、自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理清文章顺序

四、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词语“拮据”、“梦寐以求”。

能力目标：理解课文内容。

情感目标：认识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区别，让学生感受
到父亲的诚实、守信。

教学策略：采用品读感悟法，积累语言，培养语感。运用辩
论法，针对难点，引导学生辩论，在辩中明理，同时进行说
话训练，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独创性，使语言和思维训
练得到有机的统一。

教学重点：理解“道德难题”。

教学难点：理解“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有



了一大笔财富”。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汽车模型、留、还的台牌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做抽奖游戏后谈话：中了奖你是如此高兴，课文《中彩那天》
父亲中了一辆汽车，他的心情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接着学习
第19课《中彩那天》。齐读课题。

二、由图质疑，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课件出示插图，引出问题。

齐读课题：

师：读的真好，老师要奖励你们，知道我要奖励你什么吗?

生：不知道。

师：老师要带你们到中彩现场去看一看。

课件出示课文插图，请大家仔细观察图。

1)旁边的人是什么样的表情?

2)车里的中奖人的表情又是怎样?

看到他们截然不同的表情，我想你们心中一定有话要说，你
想说就大胆地站起来说给我们听。

生：为什么他中了彩还不高兴：



板书：不高兴

2、出示阅读要求，读文解疑。

师：遇到问题了，你们想怎样解决?老师认为读书是最好的办
法。出示阅读提示。请大家自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用横线画
出描写我心情的句子，用曲线画出父亲为什么不高兴的句子。

自读课文，读后汇报。

3、引出道德难题。引导归纳：留?还。联系上下文回答。

板书：道德难题。

生：选择题。

师：那父亲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生：就是要把汽车留下来自己开，还是还给库伯。

师：对，就是一个留和还的问题。

板书：留?还?

4、你们从哪些语句看出父亲很想留下这辆车。

生：我看了又看，终于看到了中彩的那样右上角有铅笔写的
淡淡的k字。

师：这k字究竟淡到什么程度呢?老师这有两张纸条，其中一
张上面也有一个淡淡的k字。谁来辩认一下。

指名辩认。

师：看他看得多认真啊，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



指导读这句话，体会父亲想留下汽车的心情。

生：他梦寐以求的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引导联系生活，理解梦寐以求。

师;他连做梦都想拥有一辆汽车，干脆买一辆不就行了吗?

生：不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家六口人全靠父
亲一人工作维持生计，生活很拮据。他买不起。

利用学生生活实际和文中我家的生活进行对比，理解拮据。

三、引导辩论，体会含义

1、引导辩论，解决“道德难题”，体会父亲诚实、守信的高
贵品质。

师：是啊，父亲梦寐以求拥有一辆汽车，而自己又买不起，
反正库伯又不知道自己中了一辆汽车，我看，干脆把这辆汽
车留下吧!还有谁同意把汽车留下。

师：那有没有同学认为应该把这辆汽车还给库伯呢?

(1)那现在就请双方各派一位代表，说说你们的理由;

(2)请你们再想一想，留、还对于父亲而言各有什么优、缺
点?

辩论后：

师(问留方)现在请你们说还不还?

生：还。



师：同学们，我建议为他们最终选择诚信，为我们精彩的发
言响起掌声。

2、小结提升，正确导向

师：同学们，做人要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我国古人就曾说
过：“与人交，言而有信。”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也曾说过：
“你只有对别人诚实，别人才会以诚相待”。我国著名的海
尔集团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语“真诚到永远”。一语道破了它
成功的真谛。让我们再把眼光放开阔一些，如果我们这个世
界上的每个人、每个行业都能做到诚实、守信，那我们的世
界将充满了真、善、美，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师：父亲的难题解决了，他的心情如何?板书：高兴，引读课
文。

3、导读最后一自然段。

师：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成年以后，回忆
往事，读。

质疑：课文最后说最富有的时刻与生活拮据难道不矛盾吗?

解决问题，“富有”在这是指“精神财富”，板书“诚实+信
用=一大笔财富。”

4、读母亲的话，体会深刻含义。

(1)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感受，齐读母亲的话。

(2)让我们带着家长的希望，也带着老师的期望，再读。

(3)让我们永远记住母亲的话、读。

四、情感铺垫，抒写感受



围绕“诚信”二字写出自己的想法、感受(延伸到课外作业)

板书：

19中彩那天

留?

道德难题

不高兴还?!高兴

诚实+信用=一大笔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