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情表的说课稿 

陈情表的说课稿（精选 10 篇） 

在教学工作者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说课

稿，借助说课稿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那要怎么

写好说课稿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陈情表的说课稿，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1 

说教材 

一、《陈情表》是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属于古代

散文，从整个高中语文教学和考试来说，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原因如下： 

1、《考试说明》中有关文言文要求：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理解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可以说在高考

中占有重要的作用。 

2、古代散文源远流长，中国堪称世界散文大国。学习古代散文，

不仅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更要是学生体会文章的思

想感情，领略其艺术魅力，感悟语言美，情景美，哲理美。 

二、本篇叙事，论理，始终贯穿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古人云：

“读《出师》不哭者不忠，读《陈情》不哭者不孝”可见，本文在中

国古代散文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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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我确定的教学目标是： 

1、背诵全文。 

2、积累重要文言实词虚词。 

3、品味作者在叙述中蕴涵的真切情感，理解“忠”“孝”的含义。 

4、鉴赏本文直抒真情，不加雕事，用词得体的写作技法。 

说教法 

一、教法 

司马集团建立晋政权后，为巩固政权，提出以“孝”治天下。李



密从小赖祖母抚养，对其十分的孝顺，李密写此奏章，就是想陈述自

己不能奉诏的原因，提出终养祖母的要求。李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除了在“孝”上大做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授

课时要讲清作者的“情”即：“不幸的家世（陈以往之情）；两难的

处境（陈现在之情）；不仕的原因（陈日后之情）”。同时要明白李

密巧妙的表达方式即：李密在封建政权赖以巩固和延续的最高伦理准

则“忠”“孝”之下，在“孝”字下大做文章，提出“先尽孝后尽忠”

的观点，使晋武帝不得不认同。 

二、学法 

反复诵读中体会作者的真情实感，积累常用文言词语和相关文化

知识。 

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设计 

由中国封建社会“忠”“孝”切入，引入本文。 

二、解题 

一）本篇作者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主要应让学生明白李密不愿为

仕的政治原因，这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文体介绍 

应该让学生理解“表”这种文体，明白为什么要些表，写给什么

人。 

三、重、难点解决过程 

1）掌握一些字的读音及意义，积累一些有生命力的词语，像“茕

茕孑立，形影相吊”。 

2）朗读正音。朗读是文言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朗读有利于记忆，

朗读有利于理解，朗读有利于体会文章感情。因此不光要老师范读，

学生也要读出文章的情感。 

3）使学生明白李密为何要“陈”？“陈”的内容是什么？用什么

方式？其实也是本文的一个重点，难点。明白这个问题，文章理解可

以说已经到位。 

4）讨论本文的语言特色 



明确：以情动人；用骈文写成。 

四、延伸讨论“孝” 

明确：1 中华传统美德。2 以“孝”治天下，维护封建统治。3 不

利于依法治国。 

说板书 

情理 

陈以往之情，不幸的家世，以孝治天下。 

陈现今之情，两难的处境，忠孝难全。 

陈日后之情，不仕的原因，先尽孝后尽忠。 

层层深入，感人至深。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2 

一、说教材 

《陈情表》是李密向晋武帝司马炎请求批准他不去做官的表章。

本单元四篇文章都是情酣意浓的千古抒情妙文，鲁迅先生说过：“能

憎能爱才能文。”文章不是无情物，刘勰也说：“情为文之经。”只

有注入感情，文章才能得以流传。同样，读至情之文也需要感情的投

入，用心与作者交流，才能有更大的收获，才能感受到优秀作品带给

人们的震魂摄魄的力量，引发人们跨越时空去思考人生与社会。《陈

情表》亦如此。 

二、说学情 

文言文的教学常常被师生们视为畏途，主要是教学效果很难呈现

出来。其实，纵观学生的情况，可以看出学生心理上主要存在四道障

碍： 

1、字面上，文言字词的理解是一道障碍； 

2、诵读上，章法与句法是一道障碍，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文言特殊

句式的理解方面的障碍； 

3、内容上，古今文化的一些差异也带来了一定的理解障碍，比如

对文中一些历史典故的理解等； 

4、鉴赏方面，对于文言课文中传递出来的思想性无法把握，不能

对文章做更深广义上的解读。不过，前三道障碍通常可以在原有的知



识基础上相对容易解决，最后一道障碍则需要老师适当的引导，师生

配合解决。 

鉴于以上对教材及学情的分析，结合《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中

学生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这一原则，我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指导学生掌握文中出现的重要的文言实词与文言虚词及常见的古

汉语句式。 

采用多种方法反复诵读，通过发挥学生自主性作用，帮助学生体

悟主旨，掌握课文结构及文章章法句法。 

引导学生体会当时李密地处境和李密祖孙间真挚深厚的感情，正

确认识“孝”，继承孝敬父母长辈的中华传统美德。 

三、说教学方法 

主要指导学生用“四读法”（速读、诵读、品读、研读）并结合

适度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完成对课文的

理解。 

四、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 

1、用幻灯片打出以下内容： 

①“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 

②“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 

问学生中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评价哪一篇文章的，最后明确是《陈

情表》，接着介绍苏轼所言：读《出师表》不堕泪者必不忠，读《陈

情表》不堕泪者必不孝。之后，出示课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此内容导入，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与好奇心，好奇心也会成为学习知识的一种内在动力。） 

2、解题 

结合课文注释，认识“表”这种文体。 

（二）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 

（阅读古代散文，要“知人论世”，联系作者的相关情况和时代

背景，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处境，才能感受他们伟岸的

人格，才能理解他们复杂的思想感情。） 



（三）速读课文 

速读要求： 

1、用笔标记出读不准的字音。 

2、尽可能地理出文章的结构思路，大致弄清文章所写的内容。 

（这一过程看似粗略，其实正是从古人所言“读书不求甚解”这

一方法出发，主要目的是要学生整体感知文意，避免学生一接触文本

就着眼于局部，“肢解”了文章。） 

（四）诵读课文 

为唤起晋武帝的怜悯之心，作者围绕“情”“孝”二字，凄切婉

转的表明心意，反复陈述自己家庭不幸，和祖母相依为命的苦况亲情，

表达对新朝宠遇的感激涕零以及孝顺祖母的衷情，情真意切，感人肺

腑。诵读时，要求： 

注意文章层次，做到情发于心地诵读。 

本文以四字句为主的同时，又杂以三、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字的句式，构成了骈散结合的句式特点，诵读时要读出节奏感。 

播放课文朗读录音，让学生正音，并比较此前自己的阅读处理与

录音有何异同。 

（诵读，是文言文教学的必经之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反复诵读，逐渐培养语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领会作者表达的思想

感情，古代散文的语言风格多样，有沉郁顿挫，有高亢铿锵，有缓慢

迂回，有急促奔放……只有在反复诵读中才能更好地领会这些特点。） 

（五）品读课文 

借助注释，积累词义，疏通课文。 

从文中找出后世常引用的文句，加以体味，并尝试写一段话，陈

述自己的某种无奈之情。（课后练习三） 

轻声朗读课文，把自己认为好的语句勾画出来，并说说它们有什

么特点。 

（叶圣陶先生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中谈到阅读教学时说：“文

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这

道桥梁，读者才会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



作者的心情相切合”。可见，好的构思，还要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

才能发挥文章感人的力量。鉴于此，对于文章语言的赏析应该是非常

必要的。） 

（六）研读课文 

让学生思考：中国古代统治者注重以孝治国，忠孝两全往往被看

作一种传统美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此题没有标准答案，

意在让学生讨论一下对“孝”的看法，只要学生适当联系实际，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即可。） 

（这是一个探究性的题目，在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今天，

我在教学中设计这一环节，也是本着新大纲中要求的“要致力于学生

语文素养和整体能力的提高，重视积累，感悟和熏陶，重视语文应用

能力和语感的培养”来设计的。探究的终极指向也是要学生联系当前

社会实际，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体验。当然，思维起于文本也

要归于文本，所以这样的拓展延伸也是必须紧密联系文本的。） 

（七）总结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情，对

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机下，以适当的方式发生的感情，才是适度的

最好的感情。”李密正是抓住了几个“适当”，既表达了对晋武帝的

感激之情，又申述了终养祖母以尽孝道的决心，最终才深深地打动了

晋武帝。 

（八）布置作业 

巩固本文所学内容。 

以“亲情”为话题写一篇作文。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3 

一、说教材 

《陈情表》是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第二单元的自读课文。本单

元的四篇课文都属于中国古代散文。单元教学目标是通过诵读把握作

者的思想感情，鉴赏文章的语言特色。 

二、说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 

新教材在文言教学编排上有明显的"两重","两重"是指重视诵读，



重视积累； 根据教学大纲，分析本文特点，结合学生实际，特确定如

下教学目标： 

1、熟读并背诵课文，积累整理重要的文言知识。 

2、品味作者在叙述中蕴涵的真切情感，理解"忠""孝"的含义。 

3、鉴赏本文直抒真情，不加雕事，用词得体的写作技法。 

教学的重点仍然是实词虚词 

教学难点是体味真情，体会作者怎样逐层深入地叙事陈情 

三、说教法 

主要指导学生用"四读法"（速读、诵读、品读、研读）并结合适

度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完成对课文的理

解。 

四、说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苏轼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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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共同体会《陈情表》中的"孝" 

陈情表 （板书） 

2、解释题目所涉及内容并引出作者和写作背景 

陈：陈述。 

"表"是一种文体，是古代奏章的一种，一般以向皇帝陈情为内容 

3、结合"表"的文体特征，提问： 

（1）是谁陈情？ 

李密（ 224 - 287 ），西晋武阳人，又名虔，字令伯。少时师事

著名学者谯周，以学问文章著名于世。曾出仕蜀汉担任尚书郎，屡次

出使东吴，很有才辩。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

辞不应征。 

（2）向谁陈情？ 

晋武帝。晋武帝司马炎靠野蛮杀戮废魏称帝，为人阴险多疑。建

国初年，为笼络人心，对蜀汉士族采取怀柔政策，征召蜀汉旧臣到洛

阳任职。 



（3）陈什么情？ 

李密向君王上书陈述祖母刘氏年老多病，无人侍奉，暂不能应征，

请求辞官终养祖母的衷情。 

（4）如何陈情？ 

此处可结合学生具体情况而定，主要目的引导学生从课文每一段

得出李密陈什么情、如何陈情。引入课文内容 

4、范读正音 

在范读正音之前给学生轻声读课文，勾画注释的时间。如果直接

范读，会有相当多的学生会忙着听音注音，而忽视节奏和感情，所以，

一般情况我会给学生几分钟让学生把注释的音移到课文中，这样范读

时才能提出听读要求：听准字音，听清节奏，听出感情。 

5、朗读指导 

本来在正音之后，安排有个别学生分别朗读，然后就学生朗读中

存在的字音、节奏、感情处理问题进行讨论、评价、指导。 

6、学习过程 

这一部分我主要想安排 3 个任务，重点是和学生讨论字词（强调

字音），梳理结构简单赏析（板书内容）。二是在此基础上指导背诵，

并进行分组朗诵比赛。三是巩固词句、通假字、文言实词。 

7、课堂小结： 

《陈情表》这篇文章，它的动人之处也就在于李密将孝道表达地

情真意切。从小抚养自己的祖母已到风烛残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正需要自己养老送终；李密再三强调："臣无祖

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先尽

孝、后尽忠"忠孝两全的解决办法，还作了"生当陨首，死当给草"的保

证，晋武帝终于被李密的苦情、亲情、孝情、忠情深深打动了。孝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希望我们同学能将这一美德发扬光大，希望李

密对祖母的乌鸟深情能让我们有所感悟，有所行动，为亲人捧上自己

哪怕微薄但却真诚的回报。 

8、作业布置： 

巩固本文所学内容。 



以"亲情"为话题写一篇作文。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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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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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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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5 



一、说教材 

《陈情表》是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属于古代散文，

从整个高中语文教学和考试来说，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的，

因为高考要考。要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文言虚词在文中

的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而《陈情表》又是一篇字词较多，

以情动人的文言文。 

二、说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 

基于以上认识，我确定的教学目标是： 

1、背诵全文。 

2、积累重要文言实词虚词。 

3、品味作者在叙述中蕴涵的真切情感，理解“忠”“孝”的含义。 

4、鉴赏本文直抒真情，不加雕事，用词得体的写作技法。 

教学的重点仍然是实词虚词 

教学难点是体味真情，体会作者怎样逐层深入地叙事陈情 

三、说教法 

为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落实字词教学，体会以情动人的特点，

结合我们学生的实际情况――自觉性查，预习不到位，我采取的教学方

法是：指导诵读和讲解为主，加以点播点拨启发、讨论领悟。反复诵

读中体会作者的真情实感，积累常用文言词语和相关文化知识。 

四、说教学过程 

１、导入新课，苏轼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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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一二十二郎文》

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因为《出师表》学生都很熟悉，容易理解本

文以情动人这个重要特点。 

２、解题，主要让学生明白陈情表这三个字的含义就行，尤其是

应该让学生理解“表”这种文体，明白为什么要些表，写给什么人。 

３、作者及背景 

作者李密书上有注释，没有必要展开讲，但要提示学生要和瓦岗

的李密分清。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文以情动人的特点，背景要简单介绍一下。 



４、范读正音 

为何要在范读正音之前给学生轻声读课文，勾画注释的时间呢？

因为就目前来说，我们的学生预习是很不到位的，如果直接范读，会

有相当多的学生会忙着听音注音，而忽视节奏和感情，所以，一般情

况我检查发现学生预习不理想时会给学生几分钟让学生把注释的音移

到课文中，这样范读时才能提出听读要求：听准字音，听清节奏，听

出感情。 

由于课本注释比较详尽，也为了培养学生重视课本注释的学习习

惯，所以，在正音时我主要提示了几个多音字的读音，课本很清楚的

没有指出，也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合适，还希望多听各位前辈的意见。 

５、朗读指导 

本来在正音之后，安排有个别学生分别朗读，然后就学生朗读中

存在的字音、节奏、感情处理问题进行讨论、评价、指导，因为没有

学生，这个环节也没有进行。 

６、学习第一段 

这一部分我主要想安排３个任务，重点是和学生讨论字词，梳理

结构简单赏析，在此基础上指导背诵，并进行分组朗诵比赛，一般时

间充足而我又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会示范背诵，争取学生能够当堂背。 

７、课堂小结，要能够承上启下就行，显得课堂的完满。 

８、作业布置：这个讲课时一紧张忘了，其实作业有两个，一是

背诵全文，二是识记字词，下节课提问检查。 

五、说板书设计 

我向来认为语文板书以简洁为要，实用为主，平时我的板书主要

分三块，一是讲课当中举例提到的名言警句或关键词，比如说今天提

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使学生记得准确而不是只记个耳

熟，我会板写在右边。重点字词我板写在左边，中间主板就是行文思

路。今天的板书安排好，上去太紧张，把字音写在左边，其实应该写

在副板的位置上。 

没有一节课是一无是处的，也没有一节课是完美无缺的，每节课

上完我都会认真反思，是设计上的不足，还是运行中的失误。一个人



要善于反思和正视自己的不足，才会不断进步，同样，一个人更要虚

心和真诚听取大家的意见，才会进步的更快。我真诚的希望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多提意见，给我成长的机会。 

谢谢大家！ 

陈情表的说课稿 篇 6 

一、说教材： 

新修订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课程中要落实核心素养，传

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在教学中，要结合具体的内容，将核心素养

渗透到各个环节中。 

《陈情表》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第二单元的最后一课。本单

元学习的是古代的抒情散文。前面学的三篇分别是陶渊明的《归去来

兮辞》、王勃的《滕王阁序》、庄子的《逍遥游》，这三篇都是作者

有感而发，借人、事、景、物抒发自己的情怀，而《陈情表》是晋朝

的社会名士李密向晋朝的新任皇帝司马炎抒发自己因祖母生命垂危而

不能就职的先尽孝后尽忠的情怀，抒情的对象是皇帝，措辞上就要更

加委婉含蓄。本文是一篇文言文，学习文言文首先要过语言关，积累

文言知识，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再深入一层，把握文中抒发的情感及

抒情的方式。 

本文用三课时来学习，第一、二课时熟读课文，积累文言基础知

识，疏通文意，指导学生背诵，第三课时小结全文，分析文中蕴含的

多种情感，领会精彩的论辩艺术，赏析写作手法。本教学设计是第三

课时的。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的普通中学，大多数学生学习习惯比较差，

学习意识淡漠。教学中，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要求过高，要低起点小

步子。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学生有了前面所学知识的积累，加上

老师的指导点拨，可以完成教学任务。 

根据课标要求、教材内容和学生情况，制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分析理解文中蕴含的多种情感。 



2、领会本文精彩的论辩艺术。 

2、赏析本文陈情于事、寓理于事的构思艺术 

过程与方法： 

疏通文意，分析理解作者的复杂情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作者对祖母至真至诚的孝心，并转化为自己的一种情怀 

教学重点： 

分析理解作者的孝情和忠情，学习作者的孝心 

教学难点： 

领会作者从感化入手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示人以弱的论辩艺术 

二、说教法：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与备课组老师多次讨论修订而成。 

1、讲解法：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老师要作必 要的讲

解，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 

2、点拨法：学生在思维过程中遇到障碍的地方，老师要引导学生

结合文本，拨开云雾，深入领会文章的内涵。 

3、探究法：对于文中的难点，让学生讨论探究，在思维的碰撞中

擦出火花，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说学法： 

1、自主学习法：本文是本单元最后一篇文章，前面的学习有了一

定的基础，学生按老师的要求自主学习，对问题形成自己初步的观点，

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2、讨论探究法：新课标要求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把难点下放给学生，让学生讨论，积极参与，在

思维的碰撞中有所收获。 

四、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 

自古忠孝难两全。晋朝的社会名流李密很小的时候父死母嫁，由

祖母刘氏抚养成人，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可李密遭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一方面是官府催促他就任太子洗马一职，一方面是九十六岁高龄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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