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见鬼课件完美版 活见鬼的语文教
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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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活见鬼课件完美版篇一

《活见鬼》是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的一篇文言文。文章
主要写了一个雨夜，两个人钻到同一把伞下走，互不说话，
互疑为鬼，走到桥上时，一个人把另一人推下了水。两人都
认为遇到鬼了，天亮后，两人互相看看大笑起来。在那个信
鬼神的年代，人们怀疑有鬼是很正常的。这个故事，告诉人
们干什么事都不要疑神疑鬼的，世上是没有鬼的，要相信科
学反对迷信，否则会闹出笑话!这篇小文章短小精悍，幽默风
趣共有三个层次：一是雨夜两人同行;二是互相怀疑，一人撩
试后把“鬼”挤下了水;三是两个人相遇后相视笑了。

为了帮忙学生把课文读得更好，我还让学生经过表演来创设
情境。“亟奔入其门”的“亟”字、“踉跄”和“号呼”这
三个地方是学生读不出味道之处，而这几个疑难之处却能够
经过表演的方式轻而易举的让学生感受到这二人此时此刻的
心境，看到这二人惊慌失措的样貌，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怎
样说的。在表演的基础上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能把
课文读得更好。

总之，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是组织与合作者，是文化的继
承与启蒙者，更是文言文学习的激趣者。教师要站在语言、
文化的立场上去看待文言文，寻求文言文文本、文化和学生
的三重回归，站在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去教文言文，挖掘文



言文的魅力，将文言文的距离拉近，让学生爱上文言文。也
仅有树立这种意识，教师的教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活见鬼课件完美版篇二

《活见鬼》是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的一篇文言文。文章
短小精悍，幽默风趣。

故事资料：分三层——雨夜同行、互疑为鬼、真相大白。

人物刻画：文中出现两个人物，一个是赴饮夜归者，即撑伞
者，一个是投伞者。作者重点对撑伞者的动作进行了细致描
述，出现一连串动词如“持、撩、挤、趋、奔”等，生动刻
画出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对投伞者的描述所费笔墨不多，只
在文末用寥寥数语写了他的外貌、动作、语言――“遍体沾
湿，踉跄而至，号呼有鬼，亦投其家”。

语言文字：虽说是文言文，但生字难词不多，资料也并不深
奥难懂。文章用的都是短句，且多为四字短句，读起来有必
须的节奏与韵味，是极好的文言文诵读文章。因为是文言文，
所以有不少典型的`文言词汇，需要学生了解，如：“……
者”文中出现了“赴饮夜归者”、“炊糕者”两处，让学生
明白“记者、作者、歌者”等都属于同一同法;“值”在文中
出现了三处，“值大雨”、“值炊糕者晨起”两处能够解释为
“正好赶上”的意思，“偶不相值”中能够解释为“碰到”，
虽然解释不一样，但实际上三处“值”的意思是一样的，均为
“遇到、碰到”;“俄顷”是典型的文言词汇，表示时间短暂。
其余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译文：教材里“上原文，下译文”的编排，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理解文本资料。译文同样有助于理解重点字词。这就
需要教师有效利用译文，将其价值开发到最大，实现“以文
学文”。



设计意图：

对于使用人教版教材的学生来说，很少接触文言文，仅有五
下的《杨氏之子》、六上的《伯牙绝弦》，还有六下的《学
奕》和《两小儿辩日》。这就意味着学生虽有必须的文言文
学习基础，但依旧陌生。尤其是语文基础较弱的学生，更容
易产生学习畏难情绪。

基于此，我想到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学习，不一样于初中高，
教师不能用串讲的形式进行。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克服学习
文言文的畏难情绪，培养文言文学习兴趣上，为下阶段很多
的文言文学习构建最佳学习心理状态。

于是，“读”就成为最有效的方式。读准、读通、读懂、读
好，读出文言文的节奏与停顿，读出文言文特有的文言味儿，
读出“这一篇”文言文味儿。读着读着，文言文简洁凝练的
特点不言自明了;读着读着，关键文言词汇的意思理解了;读
着读着，再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都能朗朗而诵了。

在教学中，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如联系
上下文、猜一猜、利用注释、查工具书等。此外，还要关注
典型的文言词汇，了解一字多义、古今异义、古今演变等，
为文言文学习打好基础。

活见鬼课件完美版篇三

《活见鬼》是一篇文言文。文章主要讲了明代人们信神信鬼，
就在这个贵的年代。就发生了一个故事:一个雨夜，一个人持
伞独行，有个在檐下避雨的人钻到伞下一同走，也不说话，
怀疑是鬼，走到桥上时，持伞人把另一个人推下了水，然后
跑了，到早起做糕的人家里，说自己与到了鬼。过了一会儿，
一个人浑身是淋淋的也跑了进来，说遇到鬼了。两个人都说
遇到鬼了，但互相看看大笑起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感什么
事都不要疑神疑鬼的世上是没有鬼的，要相信科学，反对迷



信，否则会闹出笑话！教这篇文言文时，我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

1、通读全文，初步了解意思。教学时，我首先引导学生把全
文读通顺，接着，让学生借助有关的工具书，初步了解每一
句话中难理解的词的意思，理解了重点词语后，我让学生试
着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理解，个别难以理解的句子，可请教
同学或老师。

2、原文与译文对比，感受古代语言的优美。在学生初步了解
每句文言文的意思后，我让学生试着翻译一下这篇短文的意
思。翻译完后，再对照着下面的译文，看看自己的翻译有哪
些好的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感受古今语言的不同及古代
语言的凝练和优美。

3、领悟中心。当学生理解了文言文的意思后，我引导学生联
系全文思考:两人为什么“相视愕然，不觉大笑”？在思考问
题的过程中领悟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活见鬼课件完美版篇四

南怀瑾先生说过，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都借由古文保留着，
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立场，就必须学习古文。学习与传承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责任和骄傲。

说起古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这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古文与青春共鸣、交织回忆。随着年级
的升高，升学压力的增大，教师对于古文的教法已经完全不
同。曾几何时，那有着韵律美的古文在题海战术中变成了一
个个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知识点，古文一字多义的特点更是
反复出现在测试中成为无数考生的噩梦、这种只重灌输不重
情感，只求死记硬背不求理解品味的做法让无数学生失去了
古文学习的兴趣。



如何让学生快乐、得法地品味古文，产生对古文的兴趣？张
中行先生在《文言津逮》一文中提出了“先尝后买”的观点。
他说：“儿童上学之前，文言是什么，不知道，愿意学不愿
意学，更不知道，所以选定之前，应该让他们先尝尝，辨别
一下滋味。这尝尝的机会，主要是由学校供给。怎样供给？
当然要以课内为主，但也不可轻视课外，就是说，不只课内
要讲一些，还要指导学生在课外读一些。”张先生从教学目
标和教学时间方面作了精辟论述，对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
应该很有启发我想，小学阶段文言文的教学就应该是让学
生“尝尝”，目标不要定得太高，难度不要太大，能初步感
受文言文的魅力即可。

《活见鬼》是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破除迷信”单元中
的一篇文言文，文字简练形象，内容幽默风趣，寓意深刻明
了。本课是学生第一次学习文言文，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降低学习难读，借助教材的编排特点（即古文同译文同时出
现），让学生借助译文疏通古文文意，在学习中对比文言文
与白话文的区别。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读，难点也在读。因此，
在教学巾设计大量不同形式、层层递进的朗渎，使学生在读
中感知、在读中感悟，从而丰富语文的积累，发展思维。本
课为学生提供一个交瓦式的平台，通过生生合作、师生合作、
小组合作、全班合作，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
以充分调动，从而做到“在乐趣中学习知识，在乐趣中明白
道理”。

1．学习本课生字，读准读通课文；

2．借助译文，了解文言文大意，在反复诵读课文中，能产生
自己的独特感受；

4．体会文章含义，明白世上本无鬼，而心疑生鬼的道理。

文言文学习离不开情与趣，教师要让学生接触文言文，被中
国汉语的魅力打动，让他们情不白禁地触摸它、品味它、模



仿它，把它像糖一样融化在自己的生活中。因此，我定下了
教授文言文《活见鬼》的三个基调——情趣兼得，读中感悟，
学法渗透。

定下基调，再来揣摩编者将《活见鬼》这则文言文放置在小
学语文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破除迷信”这一单元的目
的。从单元整合上来考虑，本单元的单元主题为破除迷信，
文言文《活见鬼》符合本单元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单元目
标。但为何采用的是文言文而不是与其他几篇课文一样现代
文的形式？这里有从单元教材古今兼顾的考虑。本课是学生
第一次学习的文言文，那么选择怎么样的敲门砖是需要考量
的。编者选择的是一篇文言文笑话，文章短小浅近，小篇小
幅、小人小事、小清新小好玩，适合儿童阅读。这篇文言作
品适合教师用轻松好玩的方式进行教学。为了进一步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降低学习难读，编者将古文同译文同时出现，
让学生借助译文疏通古文文意，在学习中对比文言文与白话
文的区别。

（一）古文为“珠”，情趣为线

1．生动有趣的课前谈话

教学伊始，学生们坐在数千人听课的现场，心情一定是紧张
的。如何既让学生放松心情？我将课前的谈话与课文联系起
来，由一则笑话《贼》拉近了学生与文言文的距离。我将笑
话有意说得口语化、生活化些，让学生在倾听的过程中将注
意力逐渐转移至与我的交流中，他们紧张的心情得以放松。
笑话讲完，我让学生用一个词评价笑话中的“贼”，“倒
霉”一词从学生口中脱口而出；进而我引导学生将“倒霉
鬼”“小气鬼”“烟鬼”“酒鬼”这些带鬼的描写人物特点
的词语一一说出；最后引出课题中的“鬼”字，为接下来正
式上课作好了充分的铺垫，为课题《活见鬼》的正式登场埋
下了伏笔。这样的课前交流，让学生心情得以放松，如在大
餐之前未见美食却先嗅其香气一般，使学生轻松自如地走进



了古色古香的文言世界。

2．韵味十足的朗读示范

古人云：“以吾身人乎其中，方能识其真味。”教师范读是
教师对文章的二度创作，会直接影响学生对文章本身的认识
和情感倾向。优秀教师的范读，会一下子把学生们带人课文
的意境之中，带入作者所描述的美丽神奇的艺术世界之中。

“文言文的朗读特别要注意节奏和韵味。老师毛遂自荐，大
家认真听，我是怎么读出文言文的韵味的。”在学生初次接
触课文之后，我进行了韵味十足的示范朗读。根据文言文情
节发展进行的有声有色、抑扬顿挫的诵读以及配合着的表情、
动作，使学生置身于富有魅力的古文化殿堂，感受到这则文
言文笑话的有趣。

3．身临其境的模拟表演

模拟表演是体验教学法的常用形式。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
学生成了冯梦龙笔下的撑伞者，与扮演躲雨者的教师一同体验
“久之不语，以足撩之”而又“偶不相值，愈益恐”。台上
的学生人情入境地表演，台下的学生捧腹大笑，课堂趣意浓
浓。正是模拟表演让文言文由陌生变得熟悉，由晦涩变得易
懂，由遥远变得亲近。

（二）梯度朗读，升华理解

梯度朗读是指“读懂、读流利、读熟”。读通，即将语句读
通畅，将字音读准，读出停顿、语气、重音、节奏，学会断
句；读懂，即了解文意。这里强调的。是“了解”而非“理
解”，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读流利，即读出情趣，读出文
言文的味道；读熟，即朗朗上口，熟读成诵。一句话，小学
文言文教学离不了读，我以为应以“趣”为引导，以不同层
次的“读”为主轴，读的要求层层递进。



1．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读通，语句读通畅

文言文中有许多生僻字、多音多义词。文言文教学首先就要
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揭示课题后，教师提出明确的读书
要求：“请大家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字音，难读的句
子多读几遍。”完成后再组织全班齐读课文。此为初读，意
在让学生形成对课文的整体感知。本篇文言文中存在着一些
多音字，学生会难以判断。教师要顺学而导，设计为多音字
正音环节，通过出示多音字不同读音所表达的不同意思，引
导学生掌握“联系上下文判读多音字读音”的方法，帮助学
生扫清文字障碍，达到初读课文，读准、读通的目的。如此，
初步达到了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的朗读要求。

2．借助译文进行对比，读懂，了解文意

文言文教学的“读懂”，仅仅要求能够“疏通文意”，大致
了解课文的意思，不要求深入理解，更不需要挖掘文本的内
涵。北师大版教材与其他版本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不是出示
文言文单个字词的注释，而是将译文附在原文下方。如此编
排的用意是降低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进而激发学，芒学
习文言文的兴趣，为今后再次学习文言文埋下兴趣的种子。
教师设计“文白对读”这一朗读形式，采用师生合作、生生
合作的形式，对读原文、译文，达到了解文章大意，加深对
文章中关键词句理解的目的。

3．抓关键词品读，升华对文章的理解

《活见鬼》语言简洁、用词精妙，寥寥数语将撑伞者遇鬼时
的心理描写得活灵活现。既然是笑话，必然有笑点，而文中
的一个“撩”就是这妙趣横生的点睛之笔，将撑伞者疑神疑
鬼、担惊受怕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教师通过情境的创设，
带领学生进入冯梦龙笔下的雨夜，抓住一个“撩”字进行角
色体验，扩展想象空间，在反复诵读中感受到文章用词的精
妙，体会文章含义。



（三）学法渗透，以点带面

授人以鱼，只供一饭；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学知识，
更要学方法。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学
习文言文《活见鬼》同样如此，教师要以篇带面、拓展延伸、
学以致用、凸显语文教学“举一反三”的功能。教师始终坚
持学法的渗透，归纳文言文学习的四部曲，即借助拼音，读
准读通；对照译文，读懂意思；把握节奏，读出韵味；抓词
品读，升华理解。这些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就像是学步的拐
杖。随着学生阅读文言文数量的增加，相信他们能根据自身
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活见鬼课件完美版篇五

本节课，我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
深入地研究了教材和学生，精心地做了准备，较为成功地组
织了本堂课的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成功之处

1、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定标——自学——导学——训练”的
语文阅读教学模式，有效地组织教学。在第一个环节“激活
沉淀，定标导向”，通过回顾学过的文言文、总结学习方法，
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积淀，为学习新课做好准备；在理解课
题后，师生一起制定学习目标，为后面的学习作了导向。第
二个环节“运用学法，自主学习”，要求学生根据制定的学
习目标，运用已经总结的学习方法，独立自主学习。有问题
先独立思考，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在小组内讨论；实
在不懂的，等一下提出来，全班讨论。第三个环节“汇报交
流，导学释疑”，在学生的交流汇报中，检查指导学生的读
通读顺、理解文句、探究明理等方面的问题，抓住重点进行
点拨、指导，相机进行朗读指导训练和语言文字训练。第四
个环节“拓展延伸，扎实训练”，安排了总结体会，说话训
练等内容，深化了寓意，扎实了学生的基础。



2、重视了学习方法的指导。“教是为了不教”，我帮助学生
总结了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并且让学生根据制定的.学习目标，
按照总结的学习方法开展自主学习活动。在学生自主学习的
基础上，组织汇报交流，教师导学释疑，为学生以后自主学
习文言文打下基础。

3、扎实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把重视生字教学，让学生带读
生字，提醒学生注意间架结构，书写时的注意点。到位地指
导朗读：先自读，画节奏、确定重音，然后范读，学生对照，
再个别读、齐读；指导时有整体上的把握，又抓住重点句进
行个性化的朗读指导。还安排了复述课文活动，力求提升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训练富有层次性，复述故事时，第一个
学生可以看书，参照注释，第二、三个学生就要求其复述，
要求逐步提高，富有挑战性。

4、重视课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如引导学生读懂“笑”字的
教学，让学生明白这笑声中有笑自己傻，为什么没有多加考
究就断定对方是鬼；笑自己闹出笑话，疑心太重，疑神疑鬼，
这世界哪有鬼啊；这笑声中有对封建迷信的讥讽。再如，
对“活见鬼”这个词语的意思的理解，要求学生运用“活见
鬼”说一句话等。

5、在语文课堂中开展了研究性学习。组织学生围绕为什
么“疑为鬼也”、为什么要“因奋力挤之桥下而趋”、为什么
“两人相视愕然，不觉大笑”等三个问题的探究，最后得到
结论：要相信科学，反对迷信。

二、努力方向

本节课教学，虽然取得较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1、学生间的互相评价应该加强。虽然教师动用了多种评价方
式，起到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效果。但是由于学生之间
的互相评价相对缺乏，造成学生主体地位落实不够的问题。



2、学习目标的达成度要进行检测。可以在课堂的结尾进行回
顾，对照开始确定的目标，是否达成；也可以通过小测验，
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