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花脸教材分析 鄂教版六年级花脸
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花脸教材分析篇一

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清明上河图》画面内容及其在我国绘画史上和世界
艺术史上的地位。

学习课时：一课时

学习过程：

一、激情导入，出示课题。（出示cai《清明上河图》全图的
画面）

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欣赏一幅我国古代绘画，想一想这
幅画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交流）它是我国灿烂的艺术瑰宝
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宋代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
图》。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介绍这幅绘画作品的。
（板书：24 清明上河图）

二、初读课文，大致了解课文内容。

1. 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 课文是从哪些方面来写的？

本文比较详尽地评介了我国古代一幅极其珍贵的绘画作品的
内容、特点及其重要价值。

三、自学《清明上河图》画面内容。

课文里是分哪几个部分介绍《清明上河图》画面上的内容呢？
（板书：市郊景象、汴河两岸、市井街道）

a．分组自学画面内容。（分成三组学习）

b．汇报交流。

1.《清明上河图》的市郊景象（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问题。

（2）这是什么季节？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枝芽萌动、农田初绿。

（3）这一部分写出了人们的哪些活动？给你总的感觉是什么？

赶集的人们驮着货物从条条道路向城里进发，码头停泊数条
大船，人们忙着搬运粮食，这些都准备进行交易。

春意盎然，一派繁忙的景象。

2.《清明上河图》的汴河两岸（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问题。

（2）“热闹非凡”是什么意思？从哪儿看出热闹非凡？



不是一般的热闹，而是非常热闹。这从“行人众多，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可以看出来。

（3）“人声鼎沸”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作者能写出这些
声音说明了什么？

3.《清明上河图》的市井街道（出示cai）

（1）观察画面，结合课文内容思考问题。

（2）这一部分给你的总的感觉是什么？（好一派繁荣昌盛的
景象）

各行各业，五行八作的人们各自展示自己的绝活，在明媚的
春天里，购物者人来人往，商家店肆生意兴隆。

（4）街市上都有哪些人？课文里是怎样描写的？

“士农工商”写出了人们的社会阶层;“男女老幼”写出了不
同的性别和年龄;“骑马的，乘轿的”写出了他们的社会身
份;“购物的，叫卖的”写出了买卖双方。无论阶层、社会地
位、年龄性别，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五、自学第五、六自然段。（讨论、汇报）

1.《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给你总的印象是什么？课文是
怎样描写它的特点的？谁能找出来读一读？我们可以用书中
的哪两个词语来形容？（板书：规模宏大、场面繁杂）

2.对于这样的一幅作品，作者是怎样对它评价的？

（板书：重要地位、历史价值、珍贵资料）

它不仅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成为研究我国宋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极其珍贵的形象
资料。

六、指导朗读。

本课虽然是一篇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但文中对画
面内容的描述生动具体，而且饱含着对作品赞赏的情感。所
以我们在读课文时要进入情景，对描述的画面必须展开想象，
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境界。

七、朗读欣赏。（出示cai）

边看、边听、边想、边说。

八、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市郊景象 重要地位

《清明上河图》 汴河两岸 规模宏大，场面繁杂 历史价值

市井街道 珍贵资料

[《清明上河图》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材分析篇二

设计理念：

根据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结合本实验组的研究
课题“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教学策略的研究”，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实施开放式教学，让
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并引导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感悟知识
的生成、发展与变化。



教材分析：

这是六年级第二学期《语文》第二十二课的教学内容。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以三国时代的历史为
背景，描述了自东汉灵武帝刘宏中平元年(184年)到西晋武帝
太康元年(280年)将近一百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的斗争故
事.《三国演义》代表着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空城计》节选自《三国演义》第95回。课文描述诸葛亮面
对强敌而能处变不惊，设下计谋，终于使司马懿引兵退去，
突出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指导学生阅读《空城计》，要结合单元教学要求，引导学生
反复阅读课文，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意，弄清文章是通
过哪些生动的情节和人物的语言来表现诸葛亮和司马熬这两
个人物的性格。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在理清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把握人物形象，体会阅
读小说的基本方法。

2、激发学生阅读小说的兴趣，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古今中外的
小说佳作，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3、积极创造机会，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现问题并积极主动
地解决问题，如概括情节，评价人物等。

教学重点：

借助工具书读懂古文,体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教学难点：



分析计策成功施展的原因，理解展示人物之间较量的作用；
学习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思路：

教法学法：

教法-启发式教学与电教相结合。

学法-自主阅读感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

课时划分

两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条理，复述故事。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创境激趣、生奇导入

听一听：欣赏词曲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

生：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也是小说的卷首



记一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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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歌声高亢浑厚，意境深遂悠远，但在它那明白如话的歌词
里却包含着笔墨难尽的历史沧桑。每当这首歌回响耳畔，我
的思绪总会情不自禁地被它引向电视剧《三国演义》那动人
心弦的争霸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走进三国-空城计。一
睹诸葛的过人智慧和超人胆略。

二、初读识字、整体感知

引导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
了解《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梗概。

1、需重点注意下列字词

懿氅 纶 笑容可掬 遁 蜂拥 隐匿 (大惊)失色 旁若无人 无
不骇然

2、弄清文中出场人物

列出蜀、魏双方出场人物，弄清相互间的关系。

3、介绍《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梗概。

目的:帮助学生更好地熟悉故事情节，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三、揣摩文意，概括要点

思考:默读课文，用简洁的话（小标题）概括本文情节发展的
四个阶段。

这一过程旨在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学生讨论后，教师归纳:四个阶段可以概括为:

起因-兵临西城; 发展-临危施计;

高潮-司马中计; 结果-孔明释计。

四、合作探究、研读文本

1、思考：课文中主要刻画了哪两个人物的形象？

（孔明、司马懿）

2、借助多媒体资料介绍人物。

诸葛亮字孔明,称“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他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时，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门，
成为刘备的军师。他提出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的主张。在赤
壁之战中，他联合孙权，大破曹兵。后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
权。刘备称帝后，他担任丞相。刘禅继承王位后，诸葛亮被
封为武乡侯。诸葛亮曾六出祈山伐魏。最后病死在五丈原军
中。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贤相忠臣的代表，也是驱者智慧的化身。

司马懿字仲达，魏国的名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魏
大都督，权臣。足智多变，文武双全。虽然为魏国立下不少
汗马功劳，心却想毁灭魏国，建立自己的王国，以便统一三
国，建立新王朝。

3、教师出示要求，小组合作研读文本。

同学们，文中为我们塑造了孔明和司马懿怎样的形象，你是
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的？

（划也描写人物语言、外貌、神态、动作的语句。）



师：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力量，引导学生抓住人物外貌、神
态、动作的细节描写，进行品读感受人物形象。

五、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故事的主要内容，
理清了故事的记叙顺序。并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讨论了课文
对孔明和司马懿这两个人物形象塑造。下节课我们再通过集
体的交流深入领会作者笔下的形象。

六、布置作业

1、练写文中生字新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小练笔：给加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解释。

之：（1）助词；（2）代词，代替人或事物；（3）代词，虚
指；（4）文言代词，这，这个；（5）往，到。

1、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

2、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

3、司马懿乃魏之名将。（）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继续学习课文，通过对描写人物动作、神态等重点语句的
品读，体会人物形象。

2、学习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3、总结全文，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顾、导入新课

（蜀国丞相诸葛亮面对强敌处变不惊，设下空城计，使魏国
名将司马懿引兵退去）

教师：很显然，故事涉及到的主要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司马懿。
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了解作者笔下刻画的诸葛亮和司马懿的
形象。

二、品读体会、评析人物

1、多媒体出示课文插图：看，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孔明。
文中是怎么描述画中的孔明的？请同学们找出相关的语句读
一读。

2、指名反馈，出示语句

“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楼前，
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

3、教师指名说说“笑容可掬”的意思。

（形容满脸堆笑的样子。）

5、集体交流

（1）“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

（笑容可掬：这是大兵压境时的笑，孔明故作镇定自若。为



的是迷惑对方，让对方上当。他可能在想：“你会上我的当
吗？”

（2）“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

（抚掌而笑：这是魏军退兵时的笑，司马懿中计了，他觉得
如释重负，可能在想：“你果然中吾计矣！”）

（3）教师：一次是计前笑容可掬，一次是计后的抚掌而笑。
通过这两笑，再联系整个故事，你们觉得孔明是个怎样的人？
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你的依据。

6、评析孔明

学生1：足智多谋，因为他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大开城门，
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围绕城门
的“空”设了一道计谋吓退司马懿。

学生2：处乱不惊，因为他没有像文武百官吓得不知所措，
他“于城上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笑容可掬”地施
展他的计谋。

学生3：神机妙算，因为他料到司马懿疑心重，“此人料吾生
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
借他的疑心来使自己的计谋得以成功。

（板书：孔明：足智多谋、处乱不惊、神机妙算、临危不惧）

老师：同学们说的非常好，各抒已见，有理有据。那司马懿
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7、评析司马懿

学生1：疑心病重，因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
门，必有埋伏。”，他认为孔明想暗算他。



学生2；老谋深算，因为他把孔明想得过于复杂，自认为孔明
做事谨慎，“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
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结果中了孔明的计谋。

学生3：我不同意第二个同学的观点，我觉得司马懿并不是老
谋深算，如果他老谋深算，为什么还会在智谋上输给孔明呢？
我倒是觉得他狡诈多端，因为他认为“知已知彼，百战不
殆”，“亮生平不曾用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
结果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中了孔明的“空城计”。

老师：两位同学的争论非常好！到底司马懿有没有老谋深算
呢，我想要联系《三国演义》整部小说的故事发展来看，
在“空城计”之前，司马懿刚打了胜仗，占了街亭，可见在
街亭一仗中，司马懿是深思熟虑。在《空城计》这个文章里，
提到司马懿料孔明“平生谨慎，不曾用险。今大开城门，必
有埋伏”，可见司马懿还是老谋深算的。还有没有同学有不
同的见解，请举手！

学生4：多疑自负，因为他自负不听司马昭的劝告，还骂儿
子“汝辈岂知？”，结果被孔明的“空城计”吓退。

（板书：疑心病重、老谋深算、狡诈多端、多疑自负）

三、研读归纳、塑人手法

思考:作者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这一设计意在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如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来塑
造人物形象。

1、运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现人物性格。

如第一部分通过魏蜀双方军力的对比突出西城之险;用众
官“尽皆失色”衬托诸葛亮临危不惊。第三部分以司马昭的



年轻气盛衬托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和多疑自负。第四部分司马
军尽去，众官“无不骇然”而孔明“抚掌而笑”，众官“必
弃城而走”的愚见与孔明的一番高见的对比，突出了孔明的
足智多谋。全文写司马懿也是为了衬托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2、通过生动的情节和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性格。如文
中二次写到诸葛亮的“笑”一是写诸葛亮在城头“笑容可
鞠”，焚香操琴。此时诸葛亮故作坦然，诱司马中计。内心
不免有些紧张。二是见魏军远去，诸葛亮“抚掌大笑”，这
是如释重负，是轻松的笑，也是侥幸的笑，毕竟太危险了。

四、拓展训练、计成原因

1、分析完了两个主人公的形象，你们明白空城计成功的原因
了吗？

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正是因为孔明深深了解司马
懿，知道司马懿对自己的了解有限，他只知道孔明生平不曾
弄险，自以为深深了解孔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不知道
置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另外，孔明知道司马懿刚愎自用，必
然不会听从别人的意见，所以在关键时刻，孔明敢于“弄
险”，并且一举成功。

2、将课文改写成小话剧，以小组为单位，在班上表演

五、课堂小结

教师总结：这篇课文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人物形
象栩栩如生，语言表达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独特
风格，充分体现出我国传统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同学们要
以利用课余时间读一读这本名著《三国演义》。

六、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文中描写人物、动作、神态的句子。

3、认真阅读名著《国演义》。

七、板书设计

空城计

兵临城下 临危施计 司马中计 孔明释计

诸葛亮： 足智多谋、处乱不惊、神机妙算、临危不惧

司马懿： 疑心病重、老谋深算、狡诈多端、多疑自负

八、教学反思

本文是一篇古文，全文通过逼计、施计、中计、释计这一脉
络生动描述了诸葛亮面对强敌处变不惊，运用计谋，终于使
魏国名将司马懿引兵退去精彩场面。教学时教师必需充分利
用文中的注释加之课外搜集的三国资料，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内容；然后从审题质疑出发，抓住课文脉络，了解诸葛亮为
什么要摆空城计，怎样摆空城计和空城计成功的原因；最后
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体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刘集乡刘阁小学：范中华

4月16日

个人简历

范中华刘集乡刘阁小学校长，大专学历，小学一级教师，市
级骨干教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小学高年级语文教
学工作，努力致力于“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策略的研



究，多年来一直坚持实施开放式教学，大力关注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经验，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努力改变课程
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让学生在快乐中轻松感悟知识的
生成、发展与变化。所撰写的《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以及《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法在语文教学
中的运用》等论文获得市级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多次执教
县乡公开课观模课；五次被评为县优质课教师；两次被评为
县优秀教师；县模范班主任；县“两基”先进工作者；县文
明教师。教学质量在乡学科抽测中取得十连胜的佳绩。

[《空城计》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材分析篇三

（第一课时）

旧街街新集小学：周秀桃

教学理念：

本课是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作者回忆了儿时的经历，
用孩子的视觉描写花脸，写出了少年对花脸的喜爱，对英雄
的崇拜，这是常规的阅读教学，但如果再细再深地探研一番，
其间还渗透着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三国》、面具、脸谱、
京腔……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都是那样熟悉而又陌生。
我认为在教学中，除落实一些语文基本教学外，这些文化精
髓也应贯穿其间，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还传承了中华文化，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教学目标：

1、学会8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少年爱慕英雄的



热情。

重、难点：

1、理解课文第一部分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
活动，体会“我”对花脸的感情。

2、接触京剧，了解一些民间文化。

准备：

面具、脸谱、课件

流程：

一、谈话入课

师：同学们，好！今天是是正月十六，虽说年过月尽，过年
的幸福与快乐一定还不会忘记。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
望过年，现在请你们说说为什么喜欢过年。

学生交流。

师：今天，有一个男孩也喜欢过年。但他喜欢过年有比你们
更深一层的缘故，那是什么缘故呢？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二、学生自由读文，回答上面的问题，老师板书课题：花脸。

师：知道什么是花脸吗？

三、学生先交流见过的或戴过的一些面具，老师出示脸谱。

师：这样的面具是怎样制作的呢？请一同学读第二自然段。

生交流后，老师出示脸谱讲解花脸与脸谱的演变，同时，出



示课件《说唱脸谱》。

四、蓝脸的多尔敦盗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伟，
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好威风，好神气啊！喜
欢这些脸谱吗？喜欢这些人物吗？作者也喜欢，那么，作者
买的花脸是什么样子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花脸？你们也有
兴趣带上自制的花脸像作者一样表演一下吗？请同学们再读
课文。

五、作业。

1、课堂作业：自由读文，读准生字，并书写生字。

2、课外作业：自制一面具，下节课展示并准备表演。

附板书：

喜欢过年--喜欢戴花脸

花脸

制作--纸浆、彩粉、橡皮

[《花脸》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材分析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学习通过各种描写充分表现人物心情的写作手法。

2、感受描写与情感发展紧密结合，展示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
写作手法。

3、通过朗读（传情达意）（把握重音）体会少年爱慕英雄的



热情。

4、初步体会作者试图用文字保留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喜爱与留
恋，以及倡导传承的思想。

二、课文理解：

1、导入课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请同学们讲一下
自己的所爱。（激发同学们的热情，为学习营造气氛。）若
请你用文字写出你的喜爱与留恋，并让读者也为你高兴，甚
至羡慕，该怎么写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当代作家冯骥才
的散文《花脸》，看看她是怎么将自己对心爱之物--“花
脸”的浓浓情感，感染我们读者，并让我们产生共鸣的。

2、说说“花脸”：先请同学讲，然后由老师概括。

花脸--原指京剧表演的一个行当，称净角。花脸是俗称。净
角以面部化妆运用图案化的脸谱为标志，音色宏亮宽阔，演
唱风格粗壮浑厚，动作大开大阖，顿挫鲜明。课文中是指类
似净角脸谱的面具。

脸谱--脸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南
北朝和隋唐（420-907）乐舞节目中就有了“假面歌舞“，这
假面具就是脸谱的鼻祖。由于戴假面具演出不方便，艺人们
就用粉墨、油彩、锅烟子直接在脸上勾画，这样就逐渐产生
了脸谱。一般只用黑、白、红三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强调五
官部位、肤色和面部肌肉轮廓，。中国的戏剧为了表现人物
个性，突破人物真实面目的局限，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加
以夸张，使人远看性格突出，色彩主次分明。它不仅表现人
的生理，还把社会属性，甚至常使用的武器都集中地用图案
反映出来。如：后羿脸上的“九日”，赵匡胤眉间的“草
龙”，项羽左眼的“寿“字眉，张飞的“蝠”型眉，关羽
的“卧蝉”眉，鲁智深的“孔雀”眉”，曹操的“凝目”等
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形貌特征。



3、请同学们寻找文中作者喜爱花脸的内容。（学习各种描写，
感受人物情感。）

喜欢花脸 喜欢理由 情感发展

内心独爱好看 “我”与同龄人不同有名有姓、威风十足，有
大将喜欢 --独爱花脸威壮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虽粗糙和简单

--仍爱花脸

惊喜发现特别

分外有劲、挤、好费力；几十好大，好特别。毫不凶恶，有
股子敬畏种花花绿绿；对花脸的细心描写；凛燃不可侵犯的
之气，咄咄逼人。

直缩脖子；只是朝它扬下巴。

高兴得到英雄

对大刀的描绘；“这刀！这花小罗锅的语言，“有眼
力”“要作关宝贝脸！”；“两件宝贝”；“我高兴得老
爷”“挑把最精神的”；最漂亮的。

只是笑，话也说不出”。

快活戴着光荣

说我的光荣史；觉得自己力大慕目光；舅舅讲的关公故事；
舅舅仰慕无穷；学说自报家门。的夸赞。

炫耀演示威风



“推开”；跑到镜前横刀立马；人人见人人夸，妈妈更高兴，
爸爸崇拜“哪里是小关公，我是大关公哪！”；也含笑；妈
妈喊我给客人们见识见“整个”“一直”“马上”；让客识。
知之愈深人们见识；威风亮相、叫到。爱之愈切。

4、组织学生朗读课文，体会少年仰慕英雄的激情。（此部分
可穿插在上部分进行）

在正确清楚、自然流畅的朗读基础上，学习传情达意的朗读
方法，抑扬顿挫，表达情感。利用该文重点学习朗读重音，
可请同学寻找有关字词并朗读。

如：“这花脸好大，好特别！”；（带点字应重音重读，突
出最强的感受，以及喜悦心情。）

“我要那个大红脸！”；（带点字重音轻读，突出敬畏心情。
）

“这刀！这花脸！”（采用一字一顿、夸大调值表示法，突
出得到宝贝时的激动心情。）

“俺--姓关，名羽，字云长。”（采用拖长音节、一字一顿
表示法，给人以深刻印象。）

5、请同学们仿照课文描绘“花脸”和“青龙偃月刀”片断，
用八十字左右介绍自己的心爱物品。（先思考后交流）

三、课文延伸：

本文，我们除了知道作者喜爱花脸之极以外，还读到了些什
么呢？

（1）童趣（2）热闹的过节气氛（3）给人带来美好享受的民
间传统文化



探求作者的真正写作意图：倡导传承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文
化。

（展示课件导入议题：民间文化物品展示--大红灯笼、唐装、
踩高跷、陶瓷等等；

民族文化分两大类--精英文化［典籍、诗歌］、民间文化；

精英文化：体现一个民族的思想传统、文化精神。

民间文化：体现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特征、民族的亲和力
和凝聚力。

冯骥才有关民间文化的讲话字幕。）

四、作业：

（1）查资料：了解中国的民间文化，日后交流。并思考青少
年肩负的责任。

（2）小作文：写写你的心爱之物，三百字左右。

五、相关资料：

1、作者简介：冯骥才（1942－）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义和拳》，中篇小说《啊》、《神鞭》，短篇小说《雕花
烟斗》，散文集《珍珠鸟》等等。80年代中期后更关注于民
俗民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民间文
化的保护和抢救。

[《花脸》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材分析篇五



教学目标：

1、了解“空城计”是怎么回事，感受故事的魅力，从而激发
阅读名著的兴趣。

2、通过阅读描写诸葛亮语言、动作、神态的语句，仔细品读，
感悟他过人的智慧和胆识；

3、初步了解《三国演义》及其中的主要人物。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摆空城计、怎样摆空城计以及
空城计成功的原因。

2、难点：从空城计的故事感受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教学准备：

1、收集有关《三国演义》的故事，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

2、收集有关诸葛亮的历史典故，更进一步认识这一光辉人物
形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学生质疑

二、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自悟

三、理解内容，突破难点

（引导学生抓住“十五万”“五千”等数据，对比分析：兵
力悬殊；司马懿刚占领街亭，打了胜仗，士气正旺，而诸葛
亮有一半还是运粮草的兵，不能打仗，听说司马懿的大军来



了，都吓得心惊胆战，不知怎么办才好，士气不足。）

2、自由读课文第二自然段，，画出诸葛亮是怎样施计，你从
中体会到了什么，在旁边写上你对诸葛亮的评价。

a、下命令

指名学诸葛亮下命令，指导朗读，语气应沉着，坚定。

b、在括号里填上动词，从诸葛亮的动作体会他的沉着镇静。

d、再读诸葛亮实施空城计的过程，体会诸葛亮临危不乱，处
变不惊，遇事冷静。

3、结果如何呢？司马懿中计了，指名读第三自然段，司马懿
是个怎样的人，说说你的理解。

（引导学生抓住词语体会司马懿的小心多疑，过于谨慎）

4、看着这退去的十万兵卒，你想说些什么？

5、诸葛亮为什么能以5000败军对抗司马懿的15万劲旅，读读
诸葛亮自己的想法。

6、你认为空城计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四、朗读表演，深化理解

作者用精彩的文笔和对话再现了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神态和心
理，既适于表演，又适于朗读，分组表演，可以加进自己的
创意动作或语言，但必须符合人物身份，鼓励学生大胆表演。

五、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表现诸葛亮智慧的故事，你能
列举几个吗？

2、毛主席曾说过：“生子当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
读书就读四大名著。”我建议大家课余有时间好好读一读四
大名著，我想你的收获一定会很多。

[《空城计》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