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草船借箭》教案 5 篇 

草船借箭是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一个故事.诸葛亮再利用曹操

多疑的性格,调了几条草船诱敌,终于借到了十万余支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语文《草船借箭》教案 5篇,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语文《草船借箭》教案 1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学习.亲近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2.紧扣课文语言,感悟文中周瑜.诸葛亮等人物的特点,特别是通过对诸葛亮筹

划安排〝草船借箭〞部分内容的研读,感受诸葛亮足智多谋,安排周密,知天文.懂

地理.识人心的本领. 

    3.学会〝妒.督.寨.擂.呐.丞〞等生字及由这些生字组成的新词,认识〝瑜.

幔〞等生字. 

    教学重点: 

    了解〝草船借箭〞一事的起因及经过.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 

    有条件的,阅读《三国演义》第 42回至第 46回.了解当时魏.蜀.吴三国的形势

以及周瑜为什么妒忌诸葛亮. 

    教师准备 

    制作本课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三国,导新课 

    师:同学们看过《三国演义》这部书或电视剧吗?(看过)那你最喜欢三国里的那

些人物?(学生发言) 

    听了大家的发言,老师发现很多同学都喜欢诸葛亮,谁能说说喜欢他的理由

吗?(学生各抒己见)如: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等. 



    今天咱们学的这篇课文也和诸葛亮有关.板书:草船借箭(学生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根据学生现有知识水平,大多数同学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故事

和人物有些初步了解.老师抓住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导入,更能激发他们学习本课的

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课前大家都预习了课文,下面再请大家自由的读读课文找出借箭的原因.经

过和结果的段落.并用自己的话说说这篇课文讲了些什么? 

    1.学生带着老师的问题读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汇报交流 

    (1)理清借箭的原因(1—2 自然段)经过(3—5 自然段)结果(6—9 自然段) 

    (2).概括课文大意.根据学生的发言进行梳理:这篇课文主要讲周瑜由于嫉妒

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好十万只箭,以此陷害他.诸葛亮同周瑜斗

智,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 

    师:难怪周瑜长叹一声(出示句子:〝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过他呀!〞学生

齐读) 

    {设计意图:对课文内容有了初步了解,为探究性学习作好了铺垫} 

    三.合作探究,领悟神机妙算,感悟人物形象 

    师: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在课文中的那些地方得到了充分体现? 

    1.学生默读课文把认为最能体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地方用波浪线画下来. 

    2.小组互动,快速讨论.交流,准备汇报. 

    3.全班互动,交流研究成果.引导品读感悟. 

    ——算天 

    (1)〝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 

    师;这场大雾,诸葛亮和鲁肃都看到了,请大家体会体会,鲁肃看到这场大雾会

是怎样的心情?(引导学生读出害怕.吃惊的语气) 

    诸葛亮看到这场大雾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暗自高兴,因为这场大雾是诸

葛亮在三天前就已料到的.) 

    〝假如你是诸葛亮,怎么读这个句子?〞(引导学生读出暗喜.得意的语气) 



    ②但是光读这句,就能看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许是凑巧碰上的呢?(引导学

生联系上下文理解.) 

    出示:〝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

到第三天四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把鲁肃请到船里.(引导学生反复诵读此句,读出

诸葛亮的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在读中悟出诸葛亮之所以敢立下军令状,是因为他

在三天前就算准了这场雾.) 

    怪不得周瑜长叹道:〝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比不过他.(齐读)〞 

    ——算人. 

    (1)算到了曹操谨慎多疑. 

    出示: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

天亮了就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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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不让他们靠近.(抓住

〝笑〞指导学生朗读第一句,说说诸葛亮在笑谁?学生根据自己的体会如:笑曹操

的谨慎多疑,笑周瑜的自不量力,笑自己的神机妙算......根据诸葛亮不同的笑进

而读出不同的语气) 

    诸葛亮虽然笑着说,但他并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请同学们想象一下诸葛亮

会说什么(指导学生练笔写出诸葛亮没说的话.如: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因为他太谨

慎.太多疑啦!周瑜想害我,太自不量力了吧......) 

    (2)算到了鲁肃不会告密 

    鲁肃虽是周瑜的心腹,但生性忠厚老实.就是因为诸葛亮对鲁肃十分了解,就算

准了他不会告密(引导学生找出句子: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

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 

    算准了借箭的位置 

    师:诸葛亮不仅能算天.算人而且还算准了借箭的地理位置. 

    引读:〝天还没有亮,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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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头,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然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

寨受箭.〞 



    (讨论:诸葛亮为什么要先船头朝西,船尾朝东,再船头朝东,船尾朝西? 

    因为诸葛亮考虑周密,非常清楚借箭的地理位置,是他的巧妙安排.你们觉得诸

葛亮怎么样?(神) 

    难怪周瑜长叹一声:(齐读)〝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不如他〞 

    师:周瑜哪里不如诸葛亮?(通过与诸葛亮对比,感受周瑜形象:心胸狭窄,自不

量力......) 

    {设计意图:以文眼〝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不如他〞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学习.

这种学习模式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交流过程中,老师不断引导学生用不

同形式的读去感悟语言文字,感受文中的人物形象.使富有形象色彩的语言植根在

孩子们的语言世界中.} 

    四.总结全文,以读促读 

    1.在不断深入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人善用.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千百年来他的形象成了民族的化身,智慧的化身. 

    2.如果同学们还想进一步了解诸葛亮或三国中的英雄人物,课后再去好好地读

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著作. 

    {设计意图:由三国开课,又由三国结束,使整个课堂前呼后应,完整一体.并把

课堂延伸到课外,让学生继续读《三国演义》从而激发学生好读经典的兴趣,丰富

学生的文化内涵.} 

    五.教学反思 

    草船借箭》是根据我国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关〝草船借箭〞的情节

改写的.课文写了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

陷害他.诸葛亮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

识,才智过人.教学时我落实了〝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新理念 . 

    1.从题入手,因题质疑 

    板书课题,引导学生由课题展开思考,设疑. 

    师:看了《草船借箭》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学生质疑:〝草船借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草船借箭〞为什么说是

〝借〞箭而不是〝取〞箭,〝骗〞箭等等  



 

 .这一目的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教师从中寻找有价值的问题,确定教学活动的

重点. 

    2.自主阅读,合作探究 

    教会学生质疑,还要让学生学会解疑.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鼓励学生提出自

己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跟大家讨论.如〝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全班交

流,各抒己见表现个体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3.发散思维,勇于探索 

    教学中选择有思维含量的〝发散点〞是有效进行发散思维训练的关键.课堂上

学生质疑:如果三天内江面上没有大雾,诸葛亮〝草船借箭〞落空了会怎样呢  

 

 ?问题一提出,引起学生极大兴趣,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诸葛亮肯定大难临头中

计了,有的说,诸葛亮足智多谋,定会有化险为夷的计策,有的说,聪明一世,糊涂一

时,这一回诸葛亮很可能凶多吉少……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命运的预测,学生的看

法虽然不同,但言之有据.教师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肯定学生的思维,并鼓励学生

课后阅读,继续探究. 

    4.教学中存有不足之处 

    让学生活动不够到位,担心教学内容没法按时完成,因此,有些体现学生主动性

的动手,动口的活动还不够到位.个别学生的口头表达声音过小,应该鼓励学生大

胆表达. 

    语文《草船借箭》教案 2 

    说教材: 

    这篇课文选自《三国演义》,课文主要写了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用十天造十

万枝箭的任务来为难他,诸葛亮同周瑜斗智,用草船借箭的方法向曹操借到十万多

枝箭,最后令周瑜不得不自叹不如.文中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宜引导学生品读,体会

人物性格,同时,课文的思考练习主要设计了引导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的练

习. 

    说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引导学生大胆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互相解决.(这是能力的培养) 

    2.理解课文内容,品读课文,总结出诸葛亮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这是过程与

方法的培养.) 

    3.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教育学生要有广阔的胸襟,激发学生阅读名

著的兴趣.(这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 

    说教学重.难点: 

    1.感悟人物形象,从文中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2.感受人物特点,并通过读表现人物个性. 

    说教法: 

    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 

    (设计意图:《新课标》指出: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逐步培养学生探究阅

读能力.再加上课后思考题中有训练学生的提问能力,我将本文的教学方法设计为

自主.合作.探究,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究问题能力.) 

    说学法: 

    以品读感悟为主,采用猜一猜,画一画,议一议,说一说,写一写.演一演的方法,

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能力及听说读写等基本的语文素养. 

    说教学过程: 

    一.回顾导入,切入中心 

    二.探究课文,感悟〝神妙〞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哪些地方?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把你认为最能表

现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句子划出来,再用心体会,诸葛亮到底神在哪里,妙在何处? 

    (学生读文讨论,教师巡视,点拨引导) 

    讨论交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知天文 

    课件出示:〝这时候大雾满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 

    (1)创设语境,感悟朗读 

    (2)联系上下文,体会知天时 

    小结:看来诸葛亮胸有成竹,对天气情况了如指掌.怪不得周瑜一声叹息:(生读



〝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刚才咱们用了前后联系的方法读懂了诸葛

亮的神机妙算.前面那句话是反映诸葛亮的预测,后面那句话是反映事实的,这样

一联系,就能体现他的神机妙算.你再仔仔细细地读读课文,找一找,还有哪些话前

后联在一起能够反映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 

    2.晓地理 

    诸葛亮算好了大雾天,那么他又是怎样找准借箭的地理位置的呢? 

    3.识人心 

    草船借箭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诸葛亮十分了解曹操生性多

疑的性格,他算得准不准呢?从那里可以看出来呢?他还了解哪些人呢? 

    三.人物对比,升华感受 

    那么,周瑜到底在哪些地方不如诸葛亮呢?(提示后讨论交流) 

    四.拓展延伸,扩展文本 

    1.课文学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认为诸葛亮挺有才干?请你选用一些四字词语来

形容诸葛亮. 

    2.设想一下当诸葛亮归来时与周瑜相见,周瑜会怎么说?诸葛亮又会怎么说呢? 

    五.总结拓展 

    通过学习,我们体会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那么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

识人心,足智多谋,他的本事从何而来,想知道吗?请大家阅读《三国演义》的相关

章节. 

    说板书: 

    草船借箭 

    诸葛亮 周瑜 

    知天文 

    神机妙算 晓地理 我真比不上他! 

    识人心 

    语文《草船借箭》教案 3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 10 个要求会认的生字,会写_个生字,通过结合生活实际和讲述,了

解〝幔子.调度.水寨.擂鼓.呐喊.丞相.都督.军令状.翎毛.胶漆〞等名词术语,结

合课文,采用推测.换词等方式,了解〝推却.迟延.探听.私自.支援.自有妙用〞等

词语,通过查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才干.妒忌.神机妙算〞等词语的意思. 

    2.练习抓住故事的主要情节特征(反应诸葛亮神机妙算的主要情节)来概括文

章的主要内容. 

    3.练习结合全文内容和词语之间的联系,来深刻理解〝才干.嫉妒.神机妙算〞

几个词语并体会七对表现人物所起的作用,体会作者对诸葛亮敬仰.赞美的思想感

情. 

    4.体会文章〝处处伏笔照应〞.〝人物对比〞〝诸事情发展一切由诸葛亮自己

掌控的特殊顺序〞的表达方法和思路对表现诸葛亮〝计谋神妙〞的作用,深入体

会〝神机妙算〞的含义和作者对诸葛亮敬仰赞美的情感. 

    课前预习: 

    1.要求学生自学生字,认准读音;找到文中的一些介绍古代官职.器物名称的词

语,通过询问.揣摩.结合影视剧回忆等方式,了解他们的意思;读课文,尝试着通过

结合上下文.查字典等方式,来理解文中一些其他读不懂的词语的字面意思. 

    2.反复讲课文读几遍,力争将课文读通顺,读懂每一句话的意思. 

    3.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怎样的故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本文跟我们学过的其他课文不一样,除了小说内容是古代故事,文章一些言语

也还带有古代的文言文的痕迹,我们先来认真读懂这些带有文言色彩的文字. 

    二.检查预习. 

    1.认读生词,纠正易错读音.(强调擂鼓助威的〝擂〞字读音,区分多音字.) 

    2.让学生介绍自己课下了解到的课文中写古代官职.器物词语的意思.在学生

不能介绍清楚的情况下,教师介绍〝丞相.都督〞,顺便向学生交代清楚〝三国魏

蜀吴.曹操的丞相.诸葛亮这个丞相.周瑜这个都督〞的官职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3.请学生介绍自己查字典.结合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情况,结合〝才干.妒忌〞的

理解,介绍小说第四十五回周瑜设计杀曹操水军头领被诸葛亮看破而生嫉妒之心,

要杀害诸葛亮的缘由,结合理解〝神机妙算〞的字面意思,帮助学生理解本文写周

瑜要害诸葛亮,最终没害了,周瑜不得不服了诸葛亮. 

    4.检查读书情况,指导分段读课文,指导学生把课文读通顺. 

    三.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汇报自己对课文的了解:草船借箭讲了怎样的故事?要求抓住主要情节来介绍. 

    指导学生抓住课文中〝周瑜做事的目的(前因).诸葛亮的应对.诸葛亮的作法

及做法的特点.结果(包括周瑜长叹)〞,用简单但是能明白把主要情节.做法主要

特征介绍清楚的话,表述主要内容. 

    指导要点:看看学生是否把上面的要点介绍清楚;语言是否简练.针对存在问题,

让学生跟重复说,一直到说清楚,符合要求(班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能说清楚). 

    (意图,通过抓住主要情节概括.表述,基本读懂课文主要内容). 

    第二课时 

    导入:上节课,我们了解了这个故事,知道了诸葛亮用怎样巧妙的方式来〝造

出〞了十万支箭.周瑜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回忆神机妙算的意思:神.妙:形容高明;机.算:指推测  

 

 .惊人的机智,巧妙的计谋.在本文,诸葛亮的什么计策是巧妙地?那些机智是惊人

的?(回忆课文内容) 

    好,那么,我们换个词: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我这比不上他.这样换行不行? 

    (可能有结果.如果有结果,就是:足智多谋,没有高明.神奇.巧妙的意思,表现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程度不如神机妙算高.如果学生有结果,那就顺着学生的结果

往下进行:好,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作者是如何把这种高明.神奇.巧妙的程度写

出来的. 

    如果没结果:好,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把〝神机妙算〞的特点表达出来的,

看看换了到底行不行.) 

    一.研读本文相互照应的特点,体会其对表现人物的作用,体会诸葛亮的计谋的



. 

    1.教师布置任务:本文写作上很有特点,那就是我们读文章的时候,一边读一边

会产生一些疑惑,一直读下去,疑惑解开,一直读到事情做完,疑惑才全部解开. 

    请同学们读课文,用笔勾画出那些让我们疑惑的地方,表上序号,再用不同颜色

的笔勾出疑惑解开了的地方,标上上同样的序号,看看我们能够找出多少这样的地

方. 

    2.学生自己读书,做对应性勾画. 

    3.学生相互交流.(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也可以不采用) 

    (设计意图:学生自主读书,感受文章伏笔照应的地方,初步感受伏笔照应). 

    相关要点: 

    (1)周瑜要诸葛亮造箭,诸葛亮答应,并且说只要三天,还立了军令状(——为什

么答应人们都做不了的事情?而且立了军令状?能完成吗?为诸葛亮担忧),结果:草

船借箭,借来了十万多支. 

    (2)诸葛亮不用造箭的材料,只要船只.草把.军士,能够造箭吗?(——莫名其妙)

去〝草船借箭〞才明白. 

    (3)鲁肃是周瑜的人,诸葛亮不让鲁肃告诉周瑜准备船只草把军士的事情.(万

一告诉了怎么办?)鲁肃果然〝没提〞. 

    (4)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白天,都没动静.诸葛亮不用做准备(因为开始我们

并不知道他要草船借箭).到了出发才明白,诸葛亮要等大雾. 

    (5)到曹营阵前擂鼓呐喊,(曹兵出来怎么办——才二十条船,六百军士啊,鲁肃

替我们提出了担忧),诸葛亮断定曹操不敢出来,(真的吗?)曹操果然没出来,只是

射箭. 

    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注意提出来:为什么不到这里不明白了,困惑了,甚至担忧

了. 

    3.讨论,认识诸葛亮对所有事情都〝胸有成竹〞 

    我们不明白的这些事情,鲁肃明白吗?周瑜明白吗?曹操明白吗?他们分别不明

白什么? 

    但是,诸葛亮明白吗?他都明白什么?(对应上面所有的疑惑,一条一条的体会) 



   周瑜肯定不会给他造箭的材料,他必须另想办法(教师总结:知道周瑜的害人之

心);明白三天后有大雾,可以去草船借箭,曹操多疑不敢出兵(教师总结:知曹操.

知天文);明白鲁肃这次一定不告诉他借船的事情(教师总结:知鲁肃). 

    教师引导思考:这么多事情,文中的其他人物不明白,只有诸葛亮自己明白,所

以,一些事情都按照诸葛亮的设计,顺利发展.实施,最终成功.你们说,诸葛亮〝草

船借箭的计谋〞怎么样? 

    神机妙算! 

    用足智多谋行不行? 

    不行! 

    诸葛亮太神奇了,说是什么事情都聊得到——这叫料事如神! 

    正因为诸葛亮知道一切,所以,〝三天,造十万支箭〞这事情吗,对诸葛亮来讲,

可以立军令状吗?既然可以,说明诸葛亮觉得这事情怎么样(提示:他是刘备的丞相,

军师,还得帮助刘备打天下呢!)?(非常容易,很有把握!) 

    所以,诸葛亮在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得非常轻松,用一个词语来讲叫举重若

轻. 

    读课文,看看诸葛亮的言行.语言中,哪些词语突出了诸葛亮的举重若轻. 

    学生读书,再勾画. 

    (只要三天!原立军令状.甘愿受罚.自有妙用.保管.曹操一定不敢出来,只管饮

酒作乐!),指导学生朗读有关部分,读出诸葛亮的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4.认识对比写法对表现人物的作用. 

    回忆第一课时,文中人物的官职:(顺便介绍鲁肃的官职:参军校尉,相当于部队

的参谋长),想象:这些人都是傻瓜吗? 

    但是,在诸葛亮面前,他们显得怎么样?(弱智一般) 

    介绍小说的特点:很多情节为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在《三国

志》(介绍《三国志》),其实是没有〝草船借箭〞这件事情的),情节是虚构(介绍

虚构的概念)出来的.作者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中,将周瑜.曹操.鲁肃这些政治家.军

事家写成这个样子呢?(为了表现诸葛亮,诸葛亮做事,这些人都被蒙在鼓里,而诸

葛亮却知道他们所思所想,实在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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