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通
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解珍珠鸟的外形特点，活动范围，理解信赖”就能创造出
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含义，培养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听写词语

2.指名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二、学习课文第.2自然段

1．指名读.2自然段，想想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2.学生交流，师板书：住处：舒适温暖安全

3.引导学生体会：



（1）开头用“真好”反映作者什么样的.心情？

（2）“巢”指什么？舒适而温暖的巢是谁安排的？反映
了“我”对珍珠鸟什么样的感情？

（3）“我”喜欢珍珠鸟还有哪些表现？

（4）齐读第2自然段

4.指导朗读（用喜欢、亲切的语气读）

5.师小结：这两个自然段主要讲了“我”给珍珠鸟安排了一
个舒适、温暖和安全的住处。

三、学习第3——6自然段

1．指名读第3自然段，想想这一自然段写了什么？圈出有关
词句。

（1）出示句子；

三个月后，那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
鸣叫。

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瞧！多么像它
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有生出珍珠
似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a学生自由读，体会并找出描写鸟特点的词语。

b学生交流，师板书：雏儿外形：红嘴红脚毛灰蓝色蓬松球儿

（2）齐读第3自然段

（3）师小结：这一自然段作者按部分到整体的顺序写了雏儿



的外形特点。

2.学习第4自然段

（1）自由读，想想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2）生交流（板书：活动）

（3）同桌讨论，课文是怎样描写珍珠鸟雏儿的活动的？圈出
有关词语

（4）根据学生交流，板书：飞落站撞

挨近蹦到喝瞧

啄笔尖啄手指

（5）“渐渐地它胆子大了”“它完全放心了”这是用什么手
法写雏儿的？这说明了什么？

指导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3.学习5.6自然段

（1）师引读，第5自然段，用一句话来写雏儿的活动情况。

（2）板书：飞到扭动挤开钻

（3）指名读第6自然段

a出示图，观察图上“我”“雏儿”在干什么？展开想象

b指名看图说说（板书：落到趴睡咂嘴）

c这一自然段里哪些句子写到了“我的动作和心理活动”？



d指导朗读第5.6自然段

4.师小结：第3—6自然段讲了珍珠鸟雏儿的外形特点。

活动范围以及与“我”的亲密相处，想想该用什么语气读？

5.指导朗读

6.齐读第3—6自然段

四、作业

1试背4.5.6自然段

2.想想珍珠鸟是怎样信赖“我”的。

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篇二

《草船借箭》是人教社新编的第12册第四组教材的首篇重点
讲读课文。文章讲述了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十
天内选出十万支箭，以此来陷害他。诸葛亮为顾全大局，与
周瑜斗智，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暗算的故事。
说明诸葛亮有胆有识、谋划周密、才智过人。这是一篇落实
本单元重点训练项目，发展语言、启发思维、启迪智慧的好
课文。

二、教学目标

本组教材读写的训练重点是“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教学
时，应当把这一练重点有机地融进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使学
生知道草船借箭这件事有它的前因后果，文中每个细节也有
它的前因后果。让学生在理清课文叙述顺序和理解课文内容
的基础上，学习、掌握分清事情前因后果的方法，并能在学
习本组教材的后两篇课文中加以运用，进一步提高阅读的能



力，并领会其在作文上的作用。基于此，教学目标为：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有杰
出的才干和顾全大局的广阔胸怀。

2、理清文章叙述的顺序，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
的前因后果，领会其在阅读和写作中的作用。

3、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会用“委托”、“轻易”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5、学习从重点词入手读懂课文、探究课文的读书方法。

本课时的教学目标围绕上述的第1、2、4进行。教学重点
是“诸葛亮是怎样利用草船借箭的”，教学难点是“了解诸
葛亮借箭为什么能成功，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为突出
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全面落实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教
学过程要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努力启发诱导，变
“教”为“导”，变为学生探索、发现的过程。针对训练的
重点项目和课文的特点，设计富有思考价值的重点项目，和
符合课文特点、富有思考价值的、多层次、多梯度的问题来
导读课文，引导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充分发挥朗读、默读
对理解课文内容、发展语言、陶冶情操的作用，加强学生对
语言文字感受力的培养。

三、教学方法

语文教学要遵循“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
主线”的教学原则。针对本课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本
课时的教学方法为：

1、采用启发式教学。即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
在读中思考、领会、划词划句，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



弄懂弄通课文的内容。

2、采用“导读法”教学。导之以读、导之以思、导之以说、
导之以写、导之以疑。

3、采用实物演示法教学。实物演示起着直观的作用，有助于
突破教材的难点。此外，运用讲读法、板书法等，多法并举，
目的在于变阅读教学“模模糊糊一大片”；为“清清楚楚一
条线”。

四、学法指导

叶圣陶先生指出：“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
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苦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
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教师要成为“善教者”，就必
须进行学法指导，因“方法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根
据本课特点，着重指导学生运用下面三种方法学习课文：

1、以课题的“借”字为线索：为什么借箭?怎样借箭?借箭的
结果怎样?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

2、从重点段入手，加强字、词、句的训练，避免面面俱到，
使学生深刻地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3、抓重点词语“神机妙算”设疑导读，以词绕文，串珠引线，
深究事情的前因后果。

五、教学程序

1、复习引入

复习旧课的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为新课作垫铺，使教学前后
衔接。

(1)请一位同学说说草船借箭的前因后果，分别用四个字概括。



(2)诸葛亮为什么敢于向周瑜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天之内筹得
千万支箭?请从课文中找出一个中心词概括说明，并用上“因
为……所以……”(板书：种机妙算)

(3)“神机妙算”是什么意思?你能从这个词语提出什么问题?

2、导之以读

通过插问导读课文，使学生知道诸葛亮怎样神机妙算?分别体
现在课文什么地方?为进一步深究因果、回答问题奠定基础，
达到以读代问、以读代答的目的。

生(先读)：鲁肃私自拨了二十条快船……等诸葛亮调度。

师(插问)：那些地方体现了诸葛亮在算?

生(接读)：第一天……去了就知道。

师(插问)：诸葛亮使用草船借箭的第一种妙法是什么?

生(接读)：诸葛亮吩咐……朝北岸开去。

师(插问)：诸葛亮首先“算”到了什么?

生(接读)：这时候大雾漫天……船已经*近曹军的水寨。

师(插问)：诸葛亮使用草船借箭的第二种妙法是什么?

生(接读)：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一边大声呐喊。

师(插问)：诸葛亮又“算”到了什么?

生(接读)：鲁肃吃惊地说……天亮了就回去。

师(插问)：诸葛亮“算”准了没有?



生(接读)：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箭好像下雨一

师(插问)：诸葛亮使用草船借箭的第三种妙法是什么?

生(接读)：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两边的草把子插
满了箭。

师(插问)；诸葛亮使用草船借箭的第四种妙法是什么?

生(接读)：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要追也来不

3、导之以思

这一环节的教学。抓“神机妙算”一词，出示两道思考题，
深究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究竟“算”到了什么。思考题(一)
采用“扶”的方法，指导读书方法。思考题(二)采用“半扶
的方法”，让学生掌握读书方法。其教学目的是运用读书方
法，实现学法迁移运用。

划出有关句子，用四个字概括。曹操说的话体现了他是个怎
样的人?先指导学生看插图，听鲁肃和诸葛亮的谈话录音，再
让学生摘录句子中的“不敢出兵”，从曹操说的话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用兵谨慎、多疑的人。诸葛亮敢断定曹操不敢出兵，
是因他深知人心。

4、导之以练

“练”就是课堂练习，出示练习题，放手让学生练习，培养
学生运用学法、独立思考的能力。练习题：诸葛亮使用草船
借箭利用四种妙法，划去有关句子，分别用八个字概括。

先检查、讨论概括为：绳索连接、朝北开去；一字摆开、擂
鼓呐喊：掉转船头、逼近水寨，齐声高喊、驶回南岸。再让
学生反复朗读有关句子，加深对四种妙法的理解。



5、导之以说

思考题：诸葛亮使用草船借箭的四种妙法，妙在什么地方?说
明了什么?这道思考题，有一定的难度，可使用实物演示的方
法，帮助学生悟出各法的奥妙：“绳索连接”使雾中的船不
会离散，“一字摆开”是为了扩大受箭的面积，“掉转船
头”既能船两面受箭，使船保持平衡，又为迅速撤兵做好准
备，“驶回南岸”是说明诸葛亮晓得地理。这一环节的教学，
既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口头的表达能力。
最后，利用板书总结课文，明确因果，再布置作业预习第一、
二段，以果寻因，落实本组课文的训练项目。

文档为doc格式

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篇三

教学过程：

（课前诵读词：三国演义（卷首词）罗贯中：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花淘尽英雄。事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一、整体感知

1、读课题，谁来说说是谁向谁借箭？（板书：诸葛亮）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谁来说说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起因是什
么?（板书：忌妒、造箭）借箭的结果怎样？（板书：交箭、
叹服）

3、请同学们翻开书迅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中哪个词最能概
括诸葛亮的特点？（板书：神机妙算）你从哪句话知道的？
生读句，周瑜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



他！

4、针对神机妙算，你能提出哪些问题？（或你想知道些什
么？）（预测：为什么要用神机妙算？神在哪里？妙在哪里？
怎样神？教师择要板书问题。）

[过渡：课文哪些自然段具体写了借箭的经过？（69自然
段）]

二、重点学习借箭经过。

1、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69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从哪
些词句中能体会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展示屏出示自学要
求:

自由读课文69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从哪些词句中能体会
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你认为最能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词句划出来，用心体会。

2、自学然后（同桌）交流。

3、集体交流：

师：你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师可以过渡：好一个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他早在三天之前
就已算准了会有这场大雾的。引导学生读周瑜的一声叹息：
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继续汇报：你还从哪些地方体会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情况二）生：诸葛亮笑着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
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与曹操听到相
照应看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师：（引导读重点句）诸葛亮笑着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
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

《草船借箭》这篇课文中，写诸葛亮说话的地方有11处之多，
但只有这个地方写到了诸葛亮的笑。你们说，诸葛亮他在笑
谁？（联系鲁肃的吃惊，指出他在笑鲁肃的忠厚老实，不知
底细，这是宽厚的笑、幽默的笑；联系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
来，指出他还在笑曹操的生性多疑、轻易中计，这是讽刺的
笑、轻蔑的笑；联系我们只管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指
出他在笑周瑜的自不量力、阴谋落空，这是潇洒的笑、自信
的笑。）

小结：你们看一个笑字，可以体会出诸葛亮善识人心。板书：
识人心

[师：借箭过程中，诸葛亮、鲁肃、曹操说话时各是怎样的神
态，让我们来看录像体会。]

师：看完录像后，你们能模仿他们的神态读他们的话吗？请
同学们自己试试。

师:（试读后）让我们分角色读他们的话，（老师读旁白，请
一个学生读鲁肃的话、男生读曹操的话、女生读诸葛亮的话）

（师：好一个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他算准了曹操不敢出兵、
只会放箭如雨，这说明了诸葛亮不仅知天、而且识人。）再
读周瑜的话：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5、4人小组合作：一人读句子、一人画图、另两人用文具盒
或者钢笔当船，演示船头船尾的掉转方向。

6、请一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展示讲解。哪是曹军的水寨？哪是
东吴？怎样掉转船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启发学生说出：多
受箭、保持平衡、回来顺风顺水）从这儿你可以看出诸葛亮



算好了什么？（算好了借箭的地理位置）（板书：晓地理）

读句曹操知道上了当体会神机妙算。

小结：好一个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当鲁肃告诉了周瑜诸葛亮
借箭的经过时，（引读）：周瑜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神机
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三、总结延伸

1、小结板书：刚才通过对借箭经过的学习，我们体会到了诸
葛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他懂天文、识人心、晓地理三个方面；
联系全文，你还能从课文哪些地方体会到他的神机妙算？
（生：算到了周瑜是故意陷害的；知道了鲁肃是忠厚老实的。
知道了周瑜会怀疑、所以才把鲁肃叫上做见证的诸葛亮真的
是神机妙算。）让我们再读周瑜的话：诸葛亮神机妙算，我
真比不上他！

读周瑜的话，试着从不同角度把句中的神机妙算换一个词来
说。出示字条：周瑜长叹一声，说：诸葛亮，我真比不上他!
（解疑;擦去课前质疑时的问号。）

2、师描述小结：诸葛亮神机妙算，他懂天文、借了长江的雾；
晓地理、借了长江的风和水；识人心、借了鲁肃的兵和船，
从而借到了曹操的箭。（完成板书：）

3、再读课题：想一想，诸葛亮借了曹操的箭，那么有借就有
还，他还要找机会还箭。师：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去还吗？
（《赤壁之战》去还箭）

你们课外可以继续去阅读《三国演义》，课后召开一次我眼
中的三国人物读书交流会。



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篇四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精通
天文、知人心、巧安排。

2、潜心阅读借箭经过部分，以“神机妙算”一词为突破口，
从重点语句入手，引导学生探究联系上下文读书方法，读懂
课文，从而感受人物形象。

3、分角色朗读课文。

4、引导学生从名著中感受祖国悠久的历史，从历史人物身上
受到情感熏陶。

教学重点：感受诸葛亮的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在“巧安排”中的体现。

教学过程：

一、整体回顾——概括“神机妙算”

1、导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三国演
义》这部作品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是众多三国人物中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今天，我们
就借《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的《草船借箭》故事的继续研
读进一步感受人物形象。

2、请一个同学简要地讲讲《草船借箭》故事。

3、提问：从这个故事中你感受到一个怎样的诸葛亮?



哪个词高度进行例如概括?(板书：神机妙算)

诸葛亮到底神在哪里，妙在何处?

二、自读感悟——体会“神机妙算”

(一)潜心默读课文借箭经过的语段，体会从哪些语句中读出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圈画相关语句，批注自己的感受。

(二)引导交流

1、理解“神机妙算”之“通天文”

(1)“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可以看出
他通晓天气。

(2)“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
葛亮有什么动静。”

第一天、第二天他在等什么?其实他早在三天前就已经预测到
了第三天四更时候必有大雾。

(3)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
三天。”早在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就已经算好，“只要三天”
的回答也是暗藏玄机，真是神机妙算。

(4)用一个词概括神机妙算体现在哪方面?——通天文

(5)学法总结：把三句话联系起来，抓住句与句、段与段之间
的联系，我们深刻感受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理解“神机妙算”之“巧安排”

(1)“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儿摆开，又叫
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



默读语句，分析思考从具体做法中如何体现神机妙算。

(2)“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
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去受箭。”

利用多媒体课件帮助学生理解前后不同做法的用意。

(3)继续用一个词来概括神机妙算体现在哪方面?——巧安排

3、理解“神机妙算”之“知人心”

(1)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
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
乐，天亮了就回去。”

引导对比：鲁肃已经惊慌失措，诸葛亮怎么还笑得出来?

结合课前《三国》的阅读说说对曹操的了解——生性多疑、
用兵谨慎。

感情朗读，读出诸葛亮的“胸有成竹”的笑。

(2)这次他算准了吗?从哪些语句看出来的?

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
然来攻，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箭手朝他
们射箭，不让他们近前。

(3)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诸葛了解曹操，料事如神。

(4)诸葛亮了解的仅仅是曹操吗?草船借箭之所以成功，还因
为他了解谁?

学生结合课文内容交流：他了解周瑜，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周
瑜的意图;他了解鲁肃，所以请鲁肃帮忙去“借箭”。



(5)继续用一个词来概括神机妙算体现在哪方面?——知人心

(三)总结：因为诸葛亮通天文、知人心、巧安排，所以借箭
成功。而周瑜究竟哪比不上诸葛亮则不言自明了：计谋不如，
心胸不如。诸葛亮的顾全大局，这一点周瑜更比不上。

(四)拓展延伸——丰富“神机妙算”

1、你还知道诸葛亮的哪些神机妙算的故事?

2、《三国演义》真的是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好书啊，课下让
我们再次走进名著，认真去感受、品味更多的人物形象吧。

板书设计

神

通天文

机曹操

草船借箭知人心周瑜

妙鲁肃

巧安排

算

草船借箭第二课时教学目标篇五

教学目的：

1．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从人物入手，理解诸葛亮的神机妙
算。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复述“借箭”的经过。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读课文，理解文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并能简要复
述借箭的经过。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学习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并能有条理地复述借箭的
经过。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1．板书课题：草船借箭

2．指导学生说出本文叙述的主要人物及其性格特点。

板书：诸葛亮神机妙算

（二）分组学习第一段

1．组内朗读第一段

提问：你是怎么看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小组汇报］

2．演示对话文字，分角色朗读，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三）从文字入手，了解课文第二段

1．自读第二段



思考：你是怎么看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学生回答］

2．演示语句

“他不知道诸葛亮借了船有什么用……这些材料。”

提问：从哪个词可以看出诸葛亮神机妙算？

“果然”是什么意思？可以看出什么？

（四）紧扣“神机妙算”指导学生复述“借箭”经过。

1．默读课文。

思考：你是怎么看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学生回答］

2．再读“借箭”经过体会“神机妙算”。

3．观看演示。学生试着复述“借箭经过”。

4．指名边看演示边复述“借箭”经过。

（五）指导朗读故事结局。

1．推荐读结局部分。

思考：你是怎么看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学生回答］

2．齐读周瑜“自叹不如”的语句。



（六）小结：

诸葛亮能预测第三天的大雾，注意水流和风向的特点，了解
鲁肃的为人，这说明他知天文，晓地理，识人心，所以诸葛
亮神机妙算。

（七）开放性问题引起学生读书兴趣。

提问：你们还知道《三国演义》中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其
它故事吗？

（八）作业：

搜集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