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25《王戎不取道旁李》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学习用多种方法读懂课文的意思。 

2、能够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3、学习王戎细心观察、善于思考的品质。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习用多种方法读懂课文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

事。 

难点：理解“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的意思。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读了 25 课，学习了生字，朗读了课文，

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王荣不取道旁李》

这个故事。要会讲故事，首先得读懂课文的意思，文言文语言精练，

很多字词的意思和用法和现在我们学的不一样，读懂文言文有哪些方

法呢？ 

2、学生交流，教师相机总结：借助注释、插图，联系上下文、

生活经验…… 

二、读懂课文 

1、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自主理解课文的意思。 

2、小组合作学习。 

3、全班交流，教师相机指导读懂课文的意思。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1）指导学生理解第一句话的意思。 

抽生尝试说第一句话的意思，相机指导学生抓住重点字“尝、诸”

来理解第一句话。 

（2）指导理解第二句话的意思。抽生尝试说说第二句话的意思

吗？教师相机引导学生借助插图理解“多子折枝”的意思，再结合注

释理解“竞走取之”的意思。重点强调“走”在古代表示跑的意思，

出示“走马观花、飞沙走石、飞禽走兽”成语让学生积累。 

（3）指导理解第三、第四句话的意思：首先引导学生结合上下

文理解文中三个“之”的意思，然后再让学生讲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4、让学生说整篇课文的意思。 

5、师生玩“你说我猜”游戏：老师说意思，学生猜课文。 

三、朗读、背诵课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1）要求边读边想象课文 的情景，读出课文恰当的停顿。 

（2）学生自.由练读。 

（3）抽学生展示读、评议。 

2、指导背诵课文。 

（1）出示课文关键词，学生借助关键词背诵课文。 

（2）学生集体背诵课文。 

四、练讲故事 

1、同学们，这篇文言文只用四句话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

事，你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吗？怎样讲故事，别人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才喜欢听呢？ 

2、学生交流，老师相机引导学生总结讲故事的方法。 

（1）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语言讲故事。 

（2）展开想象，补充内容。 

想象这个故事中有那些人物？他们会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

把文中省略的对话、场景讲出来。 

3、出示三种角色，让学生选择喜欢的角色和同桌互讲故事。 

（1）我是王戎…… 

（2）我是王戎的小伙伴…… 

（3）王戎 7 岁那年…… 

4、抽生上台讲故事、评议。 

五、认识王戎 

1、看到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小儿和王戎的表现是怎样的？ 

2、王戎为什么不去摘李子？相机指导理解“树在道边而多子，

此必苦李”的意思。 

3、王戎怎么知道道旁的李子是苦的呢？（留心观察、善于思考） 

六、拓展延伸 

1、简介王戎。自幼聪颖，神彩秀美，长大后成为了魏晋时期的

名士，竹林七贤之一。 

2、简介《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

志人小说集，是由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主要记载

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3、《世说新语》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表现人物智慧过人的故事，大

家下来可以选择书中的一些小故事读读。今天课后，请大家自主阅读

关于王戎的另一个故事——《观虎》。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25 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会写“戎、尝”等 5个生字，会认“戎、诸”等 3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重点句子“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3.能够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并理解课文所表达的含义。 

4.养成仔细观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会根据有关现象进行推理判断，避免不必要的错

误，少走歪路。 

养成细心观察、冷静分析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1.背诵全文，理解重点句子“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2.能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教学难点 

了解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学习他们的智慧及美德，养成细心观察、冷静分析的好

习惯。 

教学方法 

讲授、小组合作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1.谈话：同学们，我们之前听过的“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凿壁偷光”

等名人故事都是选自哪本书呢？（选自《世说新语》） 

2.揭题：今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一篇选自《世说新语》的名人小故事。（板书课题） 

二、简介《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由南朝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其内容主要是东汉后期

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它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

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它原本有八卷，现存三卷。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三、初读古文 

1.读后释题。 

《王戎不取道旁李》课题中“取”的意思是什么？“道”的意思是什么？ 

连起来的意思是王戎不去摘道旁树上的李子。 

2.交流自学字词的情况。教师检查、指导。 

（1）教师用生字卡片检查读音，并组词语。 

戎诸竞 

认读生字“戎”字 

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戈”指的是长柄兵器， 

“十”是铠甲的“甲”，是上战场时所穿的盔甲，合起来表示争斗、战争的意思。 

字音难点：“戎”（róng）不能读成（yǒng）； 

“诸”（zhū）不能读成（zhě）。 

（2）书写“戎 尝 诸 竞 唯”。 

字形难点： 

戎：左下部是“十”，不是“井”； 

“竞”下半部是“口”加“儿”不能写成“日”加“儿”。 

（3）理解实词和虚词。 

【实词】实词是有实在意义且能够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词语，一般能单独回答问题。 

【虚词】虚词没有实在意义，一般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少数副词

如“不”“也许”“没有”等可以单独回答问题）只能配合实词造句，表示种种语法关系。 

实词： 

尝：曾经。 

李：李子。 

游：玩耍。 

子：果实。 

折枝：压弯了树枝。 

竞：争先跑过去。竞：争逐。 

走：跑。 

唯：只有。 

曰：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诸：众，一些，这些，许多。 

信：的确。 

虚词： 

然：如此。 

之：他（它）。 

四、内容精析 

故事中的王戎从小就很聪明，他七岁就是一位小神童了！后来，他长大后还成了西晋的

名士呢！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竹林七贤，就是当时有七个文人常在竹林之下，饮宴游

乐，创作文章，个个都是大学问家。而王戎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师示范读文。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

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2.合作朗读课文，要读准生字。 

读完评价，找出不足之处，然后交流，纠正读错的地方。 

3.谁能用现代语言讲讲这个故事呢？ 

师提示：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理解意思是学习文言文的一种好办法。 

重点指导“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4.其他的小孩都跑去抢李子，为什么王戎不动？ 

点拨：王戎认为，这树长在大路边上，还有这么多李子，这一定是苦李子。 

5.在这则小故事中，王戎性格中的什么特点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点拨：王戎善于观察，勤于思考。 

6.你认为王戎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点拨：王戎是一个聪明，善于思考的孩子。 

五、参与体验，拓展延伸 

师：同学们，在生活中大家一定也想做一个像王戎这样的善于思考的有心人吧？可是现

在有一个小朋友遇到了困难，同学们想不想帮帮他呀？看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孩掉到缸里去了，缸又很大，里面盛满了水，小孩不会游泳，眼看就快淹死了，

孩子们没有力气将他拉上来，叫大人来又怕来不及，这时该怎么办呢？ 

老师会继续追问，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能够砸缸的工具又该如何？ 

六、课堂总结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距今 900 年以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而司马光也最终成为北宋一代名

相，还写有著名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此可见，从小勤于观察、善于思考对于将来是

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七、教后反思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第八单元 

 

本单元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包含《王戎不取道旁李》《西门豹治邺》《故事二则》3 篇课文，以及

口语交际“讲历史人物故事”“习作：我的心儿怦怦跳”和“语文园地”。 

本单元最重要的语文要素是“了解故事情节，简要复述课文”，习作达到的目标是“写一件事，能写

出自己的感受”。本单元所选的 3 篇课文都是历史故事题材，通过主要人物的言行举止，表现人物的品质。 

教学本单元课文，首先要整体感知，把握课文脉络，在了解故事情节的基础上，体会文章蕴含的道理。

“口语交际”要求讲述一个历史人物故事，在讲述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小卡片记录关键词，给自己提示。

本单元的“习作”是写一件令人心儿怦怦跳的事，注意写清楚事情的经过和结果，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具

体。“语文园地”可以通过朗读、抄写、背诵、造句等形式，积累词语，学会长话短说的方法。 

内容 课时 内容简说 教学要点 

王戎不取 

道旁李 
2 

讲述的是一个善于

观察、分析的机智

少年的故事，全文

仅四句话，表现出

了王戎观察仔细，

善于动脑筋，能根

据有关现象进行理

智推理判断的好品

质。 

1.会认本单元21个生字，会写20个生字，读准多音字“纪”

的读音。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故事情节，理解

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 

3.能理清课文的顺序，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能

按顺序有详有略地复述课文。 

4.感受故事的魅力，明白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西门豹治邺 2 

课文讲的是西门豹

巧施妙计，破除迷

信，兴修水利，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

故事，刻画了一个

为老百姓做好事、

办实事的古代地方

官的形象，赞扬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他反对迷信、尊重

科学的品质。 

故事二则 1 

《扁鹊治病》写蔡

桓侯因讳疾忌医而

最终病死的故事，

警示人们要防微杜

渐，善于听取别人

的正确意见。《纪昌

学射》写纪昌在名

师飞卫的指导下，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终于成为射箭

高手的故事，说明

了无论学什么技

艺，都要从基本功

入手的道理。 

口语交际 1 讲历史人物故事 

1.选择一个历史人物故事当众讲述。 

2.讲述时，使用适当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为讲述故事增光

添彩。 

习作 2 我的心儿怦怦跳 
1.写清楚事情的经过和当时的感受。 

2.把表达心情的词语用到作文中。 

语文园地 2 

交流平台、识字加

油站、词句段运用、

书写提示、日积月

累 

1.知道按一定顺序复述课文，重点内容要详细一些，次要

内容可以简略一些。 

2.了解形声字的构字规律，注意易错的字。 

3.学会“长话短说”。 

4.学习提高书写速度的方法。 

5.积累并正确运用描写人物外貌的成语。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25 王戎不取道旁李 

 

1.会写“戎、尝”等5个生字，会认“戎、诸”等3 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重点句子“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3.能够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并理解课文所表达的含义。 

4.养成细心观察、冷静分析的好习惯。 

重点 

1.背诵全文。理解重点句子“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2.能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难点 

了解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学习他们的智慧及美德，养成细心观察、冷静分析的好习惯。 

 

1.字词教学 

本课要求会写的生字有“戎、尝、诸、竞、唯”5 个字。教学时重点指导学生会读会写，可以采用字

意理解法、形近字对比法等方法帮助学生正确记忆字形。 

2.阅读理解 

阅读时，首先要根据注释，把短文读顺、读懂，在此基础上，将王戎看到路边李子时“不动”和其他

小伙伴“竞走取之”的行为进行对比；关注王戎的语言“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了解王戎是一个

善于观察、聪明机智的孩子。 

 

1.预习提纲 

（1）搜集《世说新语》相关资料，了解王戎。 

（2）初读课文，通过查字典认识本课的生字，读顺课文。 

（3）再读课文，根据课后注释尝试理解课文。 

2.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 课时 

第 1 课时 

课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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