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卖油翁评课稿 卖油翁听课心得体
会(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卖油翁评课稿篇一

《卖油翁》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写的短篇小说，该小说以
卖油为背景，描写一个乞丐的故事。杂家文学是明代文坛上
的一大流派，充满幽默和讽刺，而《卖油翁》就是其中的代
表之一。近日，在老师的引导下，我听了一节《卖油翁》的
课程。经过学习，我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

二、主体

首先，我对于《卖油翁》中主人公卖油翁的形象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卖油翁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他不仅善于做
生意，而且能在危机中迎难而上。在追缴欠债者时，卖油翁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成功地博得了欠债者的同情，最
终得以将欠债要回。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像卖油翁一
样敢于迎难而上，勇于创新，善于变通，在生活与工作中才
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其次，通过学习《卖油翁》，我也深刻体会到了东方哲学在
其中的体现。《卖油翁》中富含了各种典故和谚语，这些典
故和谚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东方哲学
的思想内涵。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需要学会理解和运用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哲理，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



另外，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也认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谐音
和比喻在作品中的作用。《卖油翁》中许多词语的谐音，在
作品中起到了强化表现的作用。比如“油瓶”和“有
钱”，“皮肉”和“贫穷”等，不仅增添了作品的幽默感，
更生动地表现了贫穷人的苦难生活。另外，《卖油翁》中的
比喻也为读者带来了非常深邃的思考。作者用“黄池”比喻
世情，用“洞庭湖”比喻政治环境，巧妙地传达了他对于当
时社会的认识和看法。

最后，在这节课程中，我也体会到了珍惜生命和感恩他人的
重要性。《卖油翁》中的主人公卖油翁虽然生活贫苦，但他
仍然有热爱生命的热情和感恩他人的精神。他在口渴难耐时
得到乞丐帮助后，反就慷慨相助，将自己所能提供的全部食
物都分给了乞丐。这一场景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让我意
识到了在生活中时刻珍惜生命和感恩他人所带来的力量。

三、结论

经过这节《卖油翁》的课程，我对于这个故事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和理解。卖油翁故事中的生动形象和内核深刻的思想，
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明代文学的独特魅力，也让我更加珍惜生
命并感恩他人。这次课程的学习，也让我更加认识到文化传
承的重要性，以及珍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种种智慧和哲理。

四、启示

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我也领悟到了要为自己的人生注入精
彩和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生活中不仅要勇于探索未知和超
越自我，还要珍惜生命和感恩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
加充实有意义地度过我们的人生。

五、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在他的启发引导下，我能够更加



深入的理解《卖油翁》中的思想内涵。也感谢周围需要和支
持我的亲人和朋友，是你们的支持让我更加自信和坚定自己
的信念。

卖油翁评课稿篇二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3.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重点难点

1.重点：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2.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字的音。

尧咨 自矜 家圃 睨之 

颔之 酌油 杓 沥 

2.熟读课文。



3.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2.导语 

这将笔记小说通过和陈尧咨之间的一段小故事，说明了"熟 
能生巧"的道理。

三、正课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2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第一自然段：

讨论并归纳：介绍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背景。

地点：陈尧咨家的空场子上。

人物：陈尧咨和。

背景：陈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因而"自矜"。

4.提问：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讨论并归纳："俄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
之。"卖

油翁看陈尧咨射箭，放下担子，斜着眼睛看。看见他射箭十
箭中八九箭，



只是微微地对此点头。

5.提问：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讨论并归纳：认为："无他，但手熟尔。"没有什么，只不过
手

熟罢了。

6.提问：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讨论并归纳："以我酌油知之"凭我酌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

7.提问：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讨论并归纳：熟能生巧的道理。

8.提问：陈尧咨对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讨论并归纳：

（1）当对他射箭"但做颔之"时，陈尧咨问道："汝亦知射乎）

（3）最后看到倒油表演，不得不心服口服，"笑而遣之"。

四、小结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

卖油翁评课稿篇三

近日，我参加了一场题目为《卖油翁》的课程，该课程深入
浅出地介绍了这个广为人知的寓言故事，让我深受启发。在



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一些观点和反思。

第一段：对《卖油翁》的重新认识

在课程中，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卖油翁”的故事。 原来，这
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寓言，更是一种智慧的象征。这个故事通
过卖油翁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保持脚踏实地
的态度，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我深深为这个故事的深意所感动，并为自己以前的理解感到
惭愧。

第二段：道德故事中蕴含的价值

人类历史上一直流传着许多寓言故事和道德故事，这些故事
非常的有教育意义。类似《卖油翁》这样的故事，可以引导
人们想到很深层次的问题，进而学习以此提高自己。比如我
们能从故事中学到，对待人际关系要虚心谦逊，勤俭持家才
是做人的根本，在商业交往中要信守承诺，等等。这些道理
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却常常被我们轻易地忽视了。

第三段：学以致用

而道理再多，如果不能学以致用，那仍然只是空谈。在学习
《卖油翁》的故事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需要更努力
地去实践这些道理。我们需要将这些道德准则落实到生活中，
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第四段：“卖油翁”对商业思维的启示

作为一则商业故事，《卖油翁》也给我们的商业思维带来了
启示。与卖油翁相似，我们也需要在商业交往中遵循准则，
保证自己的诚信和信誉，来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去年许
多公司在世界疫情中面临了许多困难，很多商家也未能承诺
给消费者的条款，而《卖油翁》的故事有助于提醒我们要如



何保持诚信，给消费者更多的信心，树立品牌形象。

第五段：结尾

综上所述，《卖油翁》作为一个经典故事，它所蕴含的道理
和道德有很深的内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反复思考和学
习。并且， 以此故事为基础，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关商业交
流的贵谦诚信和厚道公正，这些品质是任何企业和个人成长
的根本。我们需要通过学习一些有深度的故事和经典，让自
己慢慢成长，不断完善自己。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共同提
升自己，同时分享与他人共。

1.5倍行距，微软雅黑或微软雅黑 Light 字体，12 号大小

字数：682

卖油翁评课稿篇四

重点：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一、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二、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三、讨论以下问题：

1.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什么？

2.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3.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4.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5.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6.陈尧咨对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四、小结

本文以次要人物陈尧咨开头和结尾，衬托了主要人物。主要
内容是写的技艺，突出熟能生巧的道理。所以重点写的酌油，
而对陈尧咨的射技只是一笔略过。

五、：

：酌油不湿钱口 “睨”“微颔”  ——超然不自傲

道理：熟能生巧，精益求精。

本文故事生动，文字浅显，可由学生自读，教师带领学生稍
加串讲即可，然后通过课堂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
基础比较好的班级，可组织学生当堂表演课本剧。

教案示例二

教学目的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3.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重点难点



1.重点：

（1）理解"熟能生巧"的道理。

（2）积累文言词汇，理解词义、句义。

2.难点：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与传神。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一、预习

1.查字典，读准下面加点字的音。

尧咨自矜家圃睨之

颔之酌油杓沥

2.熟读课文。

3.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课文。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这是欧阳修所著的别集，
共153卷，附录5卷。《归田录》是其中的一卷。宋英宗治平
四年（1067年），欧阳修再次遭飞语中伤，自请外任，这一
卷是在出知毫州时作的。他在《归田录》序里说："归田录者，
录以备闲居之览也。"是一部笔记小说。欧阳修（100
－1072），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
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溢号文忠。是文坛诗文革
新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2.导语 

这将笔记小说通过和陈尧咨之间的一段小故事，说明了"熟能
生巧"的道理。

三、正课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和停顿。

2.请几个同学翻译课文，讲清重点词语的含义。

第一自然段：

以此：因此。尝：曾经。俄之：之，指陈尧咨射箭。而：表
顺接，可不译。其：指代陈尧咨。十中八九：十箭射中八九
箭。翻译：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当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他也凭这点本领自我炫耀。他曾经在自家的场地上射箭，有
个卖油的老头放下担子站在那儿斜着眼看他射箭，很久没有
离开，看到他射出的箭十支有八九支中的，只是微微地点点
头。

第二自然段：

尔安敢：尔，你。乃：于是。以钱覆其口：以，用。其：指
葫芦。而钱而，但是。因曰：因，于是。

翻译：陈尧咨质问道："你也懂得射箭吗？我的射技不是很出
色吗?"卖油的老头说："没有什么，只不过手熟罢了。"陈尧
咨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敢小看我的射技！"老头说："凭我
酌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
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勺子把油注入葫芦，油从
钱孔灌进去，可是钱不沾湿。于是说："我也没有什么，只不
过是手熟罢了。"陈尧咨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



3.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什么？

讨论并归纳：介绍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背景。

地点：陈尧咨家的空场子上。

人物：陈尧咨和。

背景：陈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因而"自矜"。

4.提问：看到陈尧咨射箭是怎么反应的？

讨论并归纳："俄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
之。"卖

油翁看陈尧咨射箭，放下担子，斜着眼睛看。看见他射箭十
箭中八九箭，只是微微地对此点头。

5.提问：对陈尧咨射箭本领是怎么评价的？

讨论并归纳：认为："无他，但手熟尔。"没有什么，只不过
手熟罢了。

6.提问：凭什么这样评价陈尧咨的射箭本领？

讨论并归纳："以我酌油知之"凭我酌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

7.提问：到底知道什么道理？

讨论并归纳：熟能生巧的道理。

8.提问：陈尧咨对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讨论并归纳：



（1）当对他射箭"但做颔之"时，陈尧咨问道："汝亦知射乎）

（2）当又说："无他，但手熟尔。"时，陈尧咨忿然曰:"尔安
敢轻吾射！"对陈尧咨的技艺不加赞赏，已使对方出乎意料；
而且还进一步加以贬议："无他，但手熟尔。"一向狂傲的康
肃公被贬到这一步，自然是要"忿然"的。

（3）最后看到倒油表演，不得不心服口服，"笑而遣之"。

四、小结

本文以次要人物陈尧咨开头和结尾，衬托了主要人物。主要
内容是写的技艺，突出熟能生巧的道理。所以重点写的酌油，
而对陈尧咨的射技只是一笔略过。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

2.选用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卖油翁评课稿篇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量也随之增加。然而，盗卖
油品的现象也随之而来。作为一种不法行为，盗卖油品给社
会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近期，我经历了一场盗卖油品的案
件，对此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
盗卖油品的理解和思考。

首先，盗卖油品是一种犯罪行为，其不仅仅侵犯了国家及个
人的财产权益，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油品不仅是国家的战略物资，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盗卖油品现象频频发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和社会问题。例如，盗卖油品导致了原油资源的浪费和破



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油品的盗卖也破
坏了市场价格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因
此，打击盗卖油品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及个人的
财产权益，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盗卖油品涉及的问题很复杂，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应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大
对盗卖油品的处罚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同时，应加强对油
品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的油品采购、销售和监控体系，加
大对油品来源的严密审查。其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加
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的油品仓储和运输体系，加强对员工
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最后，社
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盗卖油品
行为的警惕性，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合力。

此外，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应该对盗卖油品的现象保持高度
警惕。首先，我们应加强对油品市场的了解，选择正规渠道
的油品，不购买来路不明的油品。其次，我们应积极参与社
会监督，对发现的盗卖油品行为及时举报，配合相关部门的
工作，共同打击犯罪分子。最后，我们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不参与盗卖油品等违法犯罪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深入思考盗卖油品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盗卖油品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油品的高利润、
高需求密不可分。由于油品市场供需关系紧张，价格波动较
大，这就为一些人提供了从中谋取暴利的机会。另一方面，
盗卖油品现象也与一些人的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缺失等
因素有关。因此，加强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法
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是根本解决盗卖油品问题的途径。

总之，盗卖油品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加强对盗卖油品现象的打击，需
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个人身份，我们也
应保持高度警惕，不参与盗卖油品等违法行为。只有通过共



同努力，才能保护国家和社会的财产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