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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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渔夫的故事说课稿部编版篇一

本篇课文是北师大版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中教材第一册
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下面从教材分析、教材处理、教学方
法与手段、教学程序等方面进行说明。

1、本文的地位及作用

本文出自阿拉伯著名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它是世界
著名文学作品之一。高尔基称它为“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
一座纪念碑”。内容包括寓言、童话、爱情故事、冒险故事、
名人轶事等，想象丰富，描写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
鲜明的民族特点。《渔夫的故事》是一篇大家都熟悉的民间
故事，情节精彩动人，人物形象鲜活。

2、教学目标

3、教学的重、难点：根据人物的肖像、对话、心里活动的描
写，概括人物的思想性格，要充分相信人的聪明才智，对邪
恶势力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抽测预习，掌握字词；了解故事情节，复叙故事；分析人物
的言行，体会人物性格。



二、教学方法及手段：

1、字词抽测，小组展示

2、整体感知，复叙故事

3、分组探究：各小组接到任务，合作探究，讲解展示

4、魔鬼与渔夫的对话是课文最精彩部分，揣摩人物语言，表
演课本剧，激发兴趣

1、由学生讲故事导入并介绍《一千零一夜》

2、准备课本剧的道具

3、整体感知，初步了解故事情节

4、学生探究，解决教学重点、难点，领会文章主旨

5、导演课本剧，活跃气氛

6、延伸拓展，给课文续写不同的结尾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学生知道正义的力量一定能战胜邪恶势
力，对付魔鬼一样的凶恶敌人，不能包邮幻想、施加仁慈，
而要敢于斗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他。而智慧的
获得在于勤奋学习，在于勤动脑。只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
脑，就能战胜一切邪恶势力。同时要明白，知恩必报是一条
人生准则，在生活中要学会感恩，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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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渔夫，有一次到海边去捕鱼，意外
地捞上了一只带有所罗门王封印的瓶子，好奇心驱使他打开
瓶子，里面被所罗门王封印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渔夫，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封印在瓶子中。

故事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最强大的、不可战
胜的。

渔夫的故事说课稿部编版篇三

《渔夫的故事》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
一夜》。这是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
渔夫，到海边去捕鱼，意外地捞上了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
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
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故
事却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
的。

课文语言形象生动，特别是魔鬼的形象和魔鬼与渔夫的对话，
非常引人入胜，能充分调动起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选编这篇课文，目的有三：一是使学生通过阅读，知道有智
慧的人，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二是进一步学习概括
文章的主要内容，简要讲述故事。三是激发学生读故事的兴
趣。



教学本文的重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清课文脉络的
基础上，从有关词句中体会魔鬼的凶恶、狡猾和渔夫的智慧，
引导学生简要地讲述故事。

《语文教学指导纲要》规定，选读一些中外名著的目的是让
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外的文化，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赏
析能力。《渔夫的故事》选自《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
夜》又名《天方夜谭》，它是一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充分显示了古代阿拉伯人民高度的智
慧和丰富的想像力，它不仅是阿拉伯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
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学瑰宝。高尔基称它为“民间文学史上最
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因此，了解《一千零一夜》，了解课
文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的.特点应是本文教学的认知目标。

初步学会按民间故事的特点来赏析课文，有表情地朗读对话
为本文教学的技能目标。感受“正能压邪”的道理，感受课
文所歌颂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本文教学的情感目标。
根据小学生好奇、好强、爱幻想、爱表演的心理特点，提
出“渔夫会怎样简短地讲给妻子听?”“又会怎样跟渔夫们讲
魔鬼的事?”等极具想像空间的问题，激发学生进行再想像，
以达到本文教学的思维目标：开发、拓展学生的想像能力。

课文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话、外貌和心理描写，来刻画渔夫
和魔鬼的性格特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渔夫诚实善
良、勇敢机智，是正义力量的代表;魔鬼凶残狡猾，卑鄙愚蠢，
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故事通过渔夫这个形象，歌颂了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魔鬼这个形象，揭露了敌人的残暴和愚
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赏析渔夫和魔鬼的性格
特征是本文的教学重点。

教学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既要有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有
学生的主动性。因此，本文的总体教学思路为：在教师引导
下，学生主动学会根据民间故事的一般特点来自己读悟课文
的方法，以达到“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目的。可采用“分



角色朗读”、“评价分析人物”、“创设情境，口语交际”
等方法进行教学。

简洁而有个性的对话描写是本文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爱模
仿、好表演是小学生的普遍心理特征。通过分角色朗读，把
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声音的高
低，语速的快慢，节奏的强弱，并辅以表情、动作、姿态，
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初步达到感知人物形象的目
的。

渔夫的故事说课稿部编版篇四

初中语文第一册编者在第四、第五两个单元“观察、反映生
活——人和事，景和物”之后，安排第六单元“现实和想
像——神话、民间故事”，这是颇具匠心的。由观察反映现
实生活中的人事景物，到了解立足于现实而又富有幻想的神
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借以开发、拓展学生的想像能力，它
体现了思维递进理念。

《渔夫的故事》是本单元第二篇课文，它通过丰富的想像，
塑造了两个来自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典型形象——渔夫和
魔鬼。通过渔夫机智地制服魔鬼的记述，形象地告诉我们：
正义力量一定能战胜邪恶势力；对付魔鬼那样凶恶的敌人，
不能抱有幻想，不能心慈手软，而要敢于斗争，依靠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它。

《渔夫的故事》为什么能如此吸引孩子，甚至感化国王?因为
它是神奇的想像。如果没有想像，那就没有渔夫和魔鬼这两
个艺术形象，也就没有了《渔夫的故事》，甚至没有了文学。
反过来，要让初一学生领悟渔夫战胜魔鬼的过程，反映了劳
动人民的觉醒，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力量和勇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胜利，也必须借助想像，否则就只能靠老师“填鸭
式”的灌输了。由此可见，思维从现实向想像递进，是何等
的重要。



《语文教学指导纲要》规定，选读一些中外名著的目的是让
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外的优秀文化，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
养赏析能力。《渔夫的`故事》选自《一千零一夜》。《一千
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它是一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
事集。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充分显示了古代阿拉伯人民高
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像力，它不仅是阿拉伯人民的宝贵文学
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学瑰宝。高尔基称它为“民间文学
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因此，了解《一千零一夜》，
了解课文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的特点应是本文教学的认知目
标。

《渔夫的故事》是本单元继《牛郎织女》之后的第二篇民间
故事，学生通过《牛郎织女》的学习，已了解了民间故事的
一般特点。因此。初步学会按民间故事的特点来赏析课文，
有表情地朗读对话宜为本文教学的技能目标。

感受“正能压邪”的道理，感受课文所歌颂的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是本文教学的情感目标。

根据初一学生好奇、好强、爱幻想、爱表演的心理特点，提出
“魔鬼被投人大海以后”“假如渔夫在前三个世纪里解救了
魔鬼”等极具想像空间的问题，激发学生进行再想像，以达
到本文教学的思维目标：开发、拓展学生的想像能力。

课文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话、外貌和心理描写，来刻画渔夫
和魔鬼的性格特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渔夫诚实善
良、勇敢机智，是正义力量的代表；魔鬼凶残狡猾，卑鄙愚
蠢，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故事通过渔夫这个形象，歌颂了劳
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魔鬼这个形象，揭露了敌人的残
暴和愚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赏析渔夫和魔鬼
的性格特征是本文的教学重点“立足于现实而又富有幻想”
是本文的艺术特色，也是民间故事的主要特点，初一学生由
于受生活阅历、思想认识、文学修养等影响，不明确生活真
实和艺术真实的差异，所以对“立足于现实而又富有幻想”



的艺术手法难以理解。他们或把虚构的人事信以为真，或者
相反，把艺术形象价值全盘否定。因此，课文是怎样把现实
生活与丰富的想像结合起来的应是本文的教学难点。

渔夫的故事说课稿部编版篇五

（教师：董永宏）

下面我从教材、教学目标、教法、教学设计四个方面来说说
《渔夫的故事》这篇课文的教学情况。

《渔夫的故事》是人教版第八册第八单元最后一篇课文，它
通过丰富的想象，塑造了两个来自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典
型形象——渔夫和魔鬼。通过渔夫机智地制服魔鬼的记述，
形象地告诉我们：正义力量一定能战胜邪恶势力；对付魔鬼
那样凶恶的敌人，不能抱有幻想，不能心慈手软，而要敢于
斗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它。

《语文教学指导纲要》规定，选读一些中外名著的目的是让
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外的优秀文化，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
养赏析能力。《渔夫的故事》选自《一千零一夜》。《一千
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它是一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
事集。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充分显示了古代阿拉伯人民高
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它不仅是阿拉伯人民的宝贵文学
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学瑰宝。高尔基称它为“民间文学
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感受“正能压邪”的道理，感受课文所歌颂的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是本文教学的情感目标。

渔夫诚实善良、勇敢机智，是正义力量的代表；魔鬼凶残狡
猾，卑鄙愚蠢，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故事通过渔夫这个形象，
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魔鬼这个形象，揭露了
敌人的残暴和愚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赏析渔



夫和魔鬼的性格特征是本文的教学重点。

教学是教和学的双向活动，既要有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有
学生的主动性。因此，本文的总体教学思路为：在教师引导
下，学生主动通过朗读分析人物形象，以达到“教是为了不
需要教”的目的。课堂上采用“分角色朗读”、“课堂质
疑”、“课堂讨论”等方法进行教学。

第一步，讲故事，导人新课。

通过娓娓动听的对故事的讲述，拉近师生距离，激发阅读兴
趣。

第二步，初读课文，学会质疑

通过朗读，理清故事思路，使学生在赏析过程中有章可循。

第三步，共同学习，赏析课文

根据“鲜明的人物性格”来赏析渔夫和魔鬼两个形象。首先
指导学生朗读对话，生动形象地再现人物性格，整体上感知
各自的性格特征。接着引导学生从具体的语言材料中，概括
出渔夫的“诚实善良，机智勇敢”，魔鬼的“凶残狡猾，卑
鄙愚蠢”的鲜明的性格特点，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

第四步，练习复述

课后要求以渔夫的口吻讲述《渔夫的故事》，加深对课文的
理解，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