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篇一

张晓华

科 目 语文 课 题 17、赤壁之战

教 师 张晓华 年级 五年级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学会本课14个生字，正确读写词语。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课文叙述的顺序，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2、能力目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理解课文的能力、
背诵课文的能力。

3、德育目标：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
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学情分析 （一） 教材分析《赤壁之战》是一篇精读课文。
课文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有关章节改写而成，
叙述了东吴都督周瑜采用部下黄盖诈降和用火攻的计策，在
赤壁以三万兵力打败曹操八十万大军的故事。赤壁之战是我
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这一战役不仅
改变了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也为后来的魏、蜀、吴三国鼎
立的局势奠定了基础。课文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分为三部分，
记叙了战役的经过。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着重叙述了火
攻这一仗是怎样打的。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是使学生；另外
还要引导学生学习按一定顺序写的表达方法。



确定五点 重点：了角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并从中体会赤壁一
战双方胜与负的根本原因；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理清课文
的条理。

难点：引导学生如何从战役的具体过程中了解以弱胜强的原
因。

德育点：通过了解战事的全过程，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
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创新点：找到自己读懂之处，谈出自己的体会。

教 具 电脑 幻灯片

主要技术 留空白、激发创造性思考与想象、启发引导技术

教学过程 中的五环节设计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一、 导引目标

1、师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要求同学们听
后抒发感想。

2、板书课题，明确学习内容。 激发兴趣

1、 聆听歌曲，品味歌词，抒发感受。 2、朗读课题，说出
自己的了解。

二、创设条件

1、速读课文，要求：

强化效率感，使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短时间内掌握主要内容。



2、精读。

三、组织研究

1、 组织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2、引导思考：火攻的计策是谁提出来的？他为什么会想到这
一计策？

3、进一步追问：曹操为什么要把船连在一起呢？ 体验发现

1、接受摸底测试，自检自己对本课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找出相应的段落，读读画画重点词句。

3、找到第二自然段，画出重点内容，体会写法上的简练得当。

四、引导创新

1、引导讨论：曹军坐不惯船，为什么又非“渡过大江”不可
呢？

2、提问：课文先写了什么？再写了什么？然后写了什么？

3、阅读思考：“为攻分哪几步进行的？”理解火攻实施过程
中哪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要素哪个先，哪个后。

1、小组讨论。

2、明确课文前三个自然段的写作顺序。

3、讨论明确火攻的步骤。

4、复述整个课文，明确中心，积累语言。



五、反思小结

1、游览全文，对照板书，从整体上明确写作顺序。

2、 背诵喜欢的段落。

3、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 巩固提高

1、明确写作顺序。

2、练习背诵喜欢的段落。

3、积累语言。

六、研究性作业 ：读三国故事，召开故事会，讲三国故事，
评出“故事大王”。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篇二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掌握“率领、相持、计策、失信、眺望、
波浪滔天、自不量力、调兵遣将、丢盔弃甲”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东吴获胜的原因在于知己知彼，利用
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3．学习按一定顺序写的方法。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2．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有条理的思维能力。

（三）德育目标

学习本课内容，培养学生遇事多分析、勤动脑的好习惯。

二、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一）重点

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并从中归纳出赤壁之战双方胜负的.
根本原因；理清“火攻”一段的顺序，学习技一定顺序写的
方法。

（二）难点

理清“火攻”全过程的顺序。

（三）疑点

曹操该不该输？为什么？

（四）解决办法

教师通过电化教学手段创设情境，学生自述故事的过程提出
疑点，通过讨论来解决难点。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
论、编顺口溜等方式理清“火攻”这一位的顺序。

三、教学步骤

一、了解“认识起点”，据实施教

设计情境，展现已知。



教师出示作战图和人物画像。

（学生可以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介绍；也可按时
间、地点、人物、力量对比、经过、结果的方式介绍。）

二、再读课文，激励学生深究，深入剖析

1．利用兴趣，直入重点。

教师询问：读课文的时候，你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

（根据以往对学生的了解，一般学生对“火攻”一仗的过程
有兴趣。引导学生在书中找到这一部分，明确阅读范围。）

2．分组活动，自学探究。

教师启发：“火攻”这一仗是分好几步来实施的。请大家好
好阅读这部分，找出你认为最精彩的是哪一招？并说出原因。

3．全班交流，各抒己见。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时，将说精彩点和读精彩段相结合，使理
解与朗读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

4．练习概括，自由创作。

（l）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知道了火攻的每一步都是很精彩的，
缺了哪一步都不行，这么好的计策，愿意记住吗？怎么做才
容易记呢？（学生可以编顺口溜、编诗歌、概括为词语、编
写成短句等。）

（2）让提出办法的学生领头，自由组成创作编写小组进行活
动。

（3）交流汇报，互相启发。



（学生口头交流后，教师让学生把自己的创作成果写在黑板
上。）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三）升华认识，深化思想

1．教师启发：周瑜以3万人打败曹操80万人，这叫什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以少胜多）

2．提出问题，引发辩论。

教师：你们认为曹操该不该输？为什么？请大家展开辩论。

（四）积累词语，欣赏佳句

1．积累词语。

这篇课文生动地描述了一次伟大的战役，其中运用了不少成
语，咱们办一个“成语栏”好不好？同桌合作，找一找，写
一写，看谁写得多。

启发学生：除了课文中现有的成语，也可根据课文中的句子
的意思概括出成语。（得意忘形、以卵击石、知己知彼、敌
众我寡、敌强我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骄兵必败、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等。）

2．欣赏佳句。

让学生读一个自己最欣赏的句子，说说欣赏的内容和原因。

（五）总结

通过本文的学习，你受到什么启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胜败就在转眼间，遇事要多动脑，多思考，多分析。）



赤壁之战围绕着周曹双方胜败的原因这一中心，环环相扣，
一步步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生动地描绘下来，以后我们在阅
读和写作中也要注意按一定顺序写，这样文章才会条理清楚。

（六）布置作业

以下两题任选一题完成

1．复述《赤壁之战》给爸爸、妈妈听。

2．课后观看《三国演义》影视片或读《三国演义》的其他故
事，并总结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篇三

一、教学目的：

1、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知己知彼，利
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2、理清课文的条理，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几步写清大
战经过的方法。

3、培养学生初步掌握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学会用辩
证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

二、教学重点：

利用动手操作的方法，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并从中悟出
双方胜与负的根本原因。

三、教学难点 ：

使学生领悟到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应该希望曹操取



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

四、课前准备：

学生在课前四人为一组，自叠纸船。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

（一）解题引趣，导入 新课。

1、解题。

（1）请齐读课题《赤壁之战》

（2）“赤壁”是地名，你能否把题目变成一句话。

（在赤壁进行的一场战役。）

（3）请把时间、交战双方和战争的结果加进去说一说。

（东汉末年，曹操与东吴的周瑜在赤壁进行了一场战，周瑜
获胜，曹操战败。）

2、从课文入手，概括主要内容：

（1）战争开始时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东吴只有三万人，曹操号称八十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

（2）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



（以少胜多）

（3）把“以少胜多”也加进题目中说一说。

（东汉末年，曹操与东吴的周瑜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大 战，东
吴只有三万人，曹操号称八十万人，结果周瑜获胜，曹操战
败。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4）出示写有上面这段话的幻灯片。

问：大家看，这段话与这篇课文有什么关系？

（本文的主要内容）

（5）作为本课的主要内容，你觉得它还缺点什么？

（东吴周瑜是如何取胜的？）

（6）那么东吴是如何取胜的呢？

（用火攻打败曹操的。）

（7）把“火攻”加进去再说一说。

出示第二章幻灯片：]

（东汉末年，曹操与东吴的周瑜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大 战，东
吴只有三万人，曹操号称八十万人，周瑜用火攻打败曹操，。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8）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
是从什么入手来概括课文的？ （课题）

（9）今后在阅读写事的文章时，可以从课题入手，用提问题
的方法，逐一加入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
结果）来概括主要内容。



（二）、分析东吴取胜的原因在于知己知彼，充分利用天时
地利，扬长避短。（动手操作）

1、“火攻”分哪几步进行的？请你用简单的词语概括一下每
一步中双方的表现？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周瑜 曹操

黄盖诈降 骄傲轻敌

乘风攻敌 信以为真

火烧曹营 死伤无数

追兵掩杀 丢盔弃甲

2、黄盖诈降曹操为什么会相信？（从信中分析）

3、请大家齐读第26页第一自然段的第二句话。

4、周瑜凭什么断定诈降计一定能成功？

5、充分了解对方心理、特点叫做知己。那么与此相反的
呢？——知彼（板书知己知彼）

6、黄盖为什么选在有东南风的那天发动火攻？

（1）四人为一组用纸船演示一下东吴是如何火攻的？

（2）在演示的同时思考：东吴都利用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又
避免了哪些不利之处？

（3）教师深入到小组中参与讨论。



东南风——天时

曹操的人马驻扎在西北方向，东南风把火吹向西北——地利

曹军铁锁连船易于火攻

东吴发挥了擅长水战的优势而避免了长期相持、以少敌众的
不一之处——扬长避短

归纳板书：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7、大家再来读第三自然段黄盖的分析，你又有了哪些新的认
识？

（三）、发散思维，学习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赤壁之战。

1、赤壁之战的结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三国之间有
混战了七十二年，才最后由西晋统一了中国。

请问：赤壁一战，你认为谁获胜好？

（学生自由讨论、发言）

（1）曹操胜了好

（2）东吴胜了好

（3）谁胜了也不好，都是老百姓遭殃。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归纳：

第一种观点正确，曹操胜利就可以统一中国了。

第二种观点只从东吴局部的利益出发，保住了一方平安，却
造成了长期的军阀混战。　第三种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



的，长期对峙对老百姓的危害。

学生动手演示：拆开纸船，利用西北风，分路进攻，发挥人
多的优势。

4、教师归纳总结：曹操要想取胜，根本原因还是要做到“知
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这是赢得战争的最根
本的准则。

（四）、结课激趣，引导学生到课外去广泛阅读

七十二年后，西晋大将王瀎正是吸取了赤壁之战的历史教训，
做到了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所以顺江而下
直捣金陵，灭掉东吴，完成了统一。大家课下可以看一下。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篇四

锅炉小学 李春颖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掌握“率领、相持、计策、失信、眺望、
波浪滔天、自不量力、调兵遣将、丢盔弃甲”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东吴获胜的原因在于知己知彼，利用
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3.学习按一定顺序写的方法。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2.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有条理的思维能力。

（三）德育目标

学习本课内容，培养学生遇事多分析、勤动脑的好习惯。

二、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一）重点

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并从中归纳出赤壁之战双方胜负的
根本原因；理清“火攻”一段的顺序，学习技一定顺序写的
方法。

（二）难点

理清“火攻”全过程的顺序。

（三）疑点

曹操该不该输？为什么？

（四）解决办法

教师通过电化教学手段创设情境，学生自述故事的过程提出
疑点，通过讨论来解决难点。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
论、编顺口溜等方式理清“火攻”这一位的顺序。

三、教学步骤 

一、了解“认识起点”，据实施教

设计情境，展现已知。



教师出示作战图和人物画像。

（学生可以按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介绍；也可按时
间、地点、人物、力量对比、经过、结果的方式介绍。）

二、再读课文，激励学生深究，深入剖析

1.利用兴趣，直入重点。

教师询问：读课文的时候，你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

（根据以往对学生的了解，一般学生对“火攻”一仗的过程
有兴趣。引导学生在书中找到这一部分，明确阅读范围。）

2.分组活动，自学探究。

教师启发：“火攻”这一仗是分好几步来实施的。请大家好
好阅读这部分，找出你认为最精彩的是哪一招？并说出原因。

3.全班交流，各抒己见。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时，将说精彩点和读精彩段相结合，使理
解与朗读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

4.练习概括，自由创作。

（l）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知道了火攻的每一步都是很精彩的，
缺了哪一步都不行，这么好的计策，愿意记住吗？怎么做才
容易记呢？（学生可以编顺口溜、编诗歌、概括为词语、编
写成短句等。）

（2）让提出办法的学生领头，自由组成创作编写小组进行活
动。

（3）交流汇报，互相启发。



（学生口头交流后，教师让学生把自己的创作成果写在黑板
上。）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三）升华认识，深化思想

1.教师启发：周瑜以3万人打败曹操80万人，这叫什么？（学
生回答后，教师板书：以少胜多）

2.提出问题，引发辩论。

教师：你们认为曹操该不该输？为什么？请大家展开辩论。

（四）积累词语，欣赏佳句

1.积累词语。

这篇课文生动地描述了一次伟大的战役，其中运用了不少成
语，咱们办一个“成语栏”好不好？同桌合作，找一找，写
一写，看谁写得多。

启发学生：除了课文中现有的成语，也可根据课文中的句子
的意思概括出成语。（得意忘形、以卵击石、知己知彼、敌
众我寡、敌强我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骄兵必败、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等。）

2.欣赏佳句。

让学生读一个自己最欣赏的句子，说说欣赏的内容和原因。

（五）总结

通过本文的学习，你受到什么启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胜败就在转眼间，遇事要多动脑，多思考，多分析。）



赤壁之战围绕着周曹双方胜败的原因这一中心，环环相扣，
一步步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生动地描绘下来，以后我们在阅
读和写作中也要注意按一定顺序写，这样文章才会条理清楚。

（六）布置作业 

以下两题任选一题完成

1.复述《赤壁之战》给爸爸、妈妈听。

赤壁之战教学设计及反思结语篇五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获胜的根本原因。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教学重点

使学生了解事件的经过和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如何从战役的具体过程中了解以弱胜强的原因。

课前准备

学生：搜集有关《赤壁之战》背景资料，并通过预习，大致
了解火攻是分哪几步进

行的，每一步都做了什么？



教师：挂图、朗读录音带。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理清了文章的顺序及结构，知道这是一场历史上
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深入理
解课文内容，分析以少胜多根本原因，从中获得启发和收益。

二、抓住重点认真分析

1．指名朗读课文。

思考：本文的重点部分是第几部分？概括这部分的意思。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这部分的意思是：黄盖诈降，驾
船火烧曹营，大败曹军。）

（2）这次战役是用火攻的方法取胜的，那么火攻是分哪几步
进行的？每一步都做了什么？请同学们认真默读课文第五至
十一自然段，概括自然段段意。再把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自然
段合并。思考“火攻”分几步。

3．指名说说自然段段意。

4．分组讨论分析。（出示下面第五至第十一自然段段意，认
真分析归纳合并。）

第五自然段：黄盖写诈降书给曹操。

第六自然段：趁东南风，黄盖驾船驶向曹军。

第七自然段：黄盖的船中装的全是火药。



第八自然段：黄盖驾船直冲曹军，曹操毫无防备。

第九自然段：黄盖命令士兵点火，火烧曹营。

第十自然段：曹营中火光冲天，乱成一片。

第十一自然段：曹军大败，曹操逃跑了。

学生汇报：

（第五自然段为一层：黄盖写诈降书给曹操；第六自然段至
第八自然段应合在一起，是写黄盖趁东南风，驾着装满火药
的船，飞快地驶向曹军。第九、第十自然段应合在一起，是
写火烧曹营的情况；第十一自然段是写曹军大败，曹操逃跑
了。那么，火攻就是分四步进行的。）

下面我们分组朗读火攻这四步的内容。

请大家继续分组讨论，把火攻这四步用小标题或简明的提纲
概括出来。

学生汇报或抽小组代表到黑板板书出来。

（一）写诈降书，施火攻计

（二）满载火药，借东南风

（三）火船冲曹，大火漫天

（四）带兵追杀，曹军大败

老师小结：火攻的四步，这种小标题，还有的同学编的跟这
种意思相同，但表达有所不同。这没关系。只要动脑，只要
意思对，就可以了。大家的积极性非常值得肯定。



5.火攻的四步，咱们清楚了。但“火攻”之计能得以实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是什么？--东南风。请找一找，画一画，读读。

（文中三次写东南风。第一次：这一天东南风很急；第二次：
“江南隐隐约约有些船，趁着东南风向北岸驶来。”第三次：
不错，趁着东南风来的正是黄盖的船。）

6.文中为什么多次写东南风？假如没有东南风，会怎样？

（因为“东南风”是周瑜、黄盖完成“火攻”妙计的根本条
件。前边文中讲了，周瑜调兵遣将，驻在赤壁，同曹操的兵
隔江相对，曹操的兵在北岸，周瑜的兵在南岸。只有在刮东
南风之时，“火攻”计划才能实施。正因为这样，文中才多
次提到东南风。）

（假如没有东南风，黄盖去诈降，装满火药的船就不可能行
得像箭一样快。船行很慢了，容易被曹操发现情况不对；更
糟糕的是，点了火的船，因没有风，不等火船靠近，就会被
曹兵发现而想法子阻止，那么，再好的妙计也无法实施了。）

7．东南风是“火攻”妙计得以圆满实施的关键。那么，周瑜
和黄盖根据什么情况制定了“火攻”之计？从书中找出有关
段落读读。再分析。

（1）敌众我寡，不宜持久，应速战速决；（2）曹操战船连
接，不利行动；（3）战船及其帆篷等物都是易燃物。周瑜和
黄盖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分析，同时他们了解到曹操战船相连
的弱点，从而想到了火攻之计。

8．指名按顺序复述火攻的具体步骤。

三、总结全文，提高认识



1．集体朗读课文。

讨论分析：

“赤壁之战”中，周瑜为什么能以少胜多？曹操惨败的原因
是什么？

（周瑜能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分析，利用天时地利，
巧妙地扬长避短，使弱势转为优势，因而能以少胜多，战胜
曹军。曹操自恃兵多将广，小看东吴，轻敌自傲，不可一世，
认为拿下东吴如囊中之物。更致命的是采取了错误的措施--
连船，因而得到了惨败的下场。）

我们可以用哪三个成语来概括？谁能上来把它写出来？引导
学生板书：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骄兵必败

2．学完了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想法和收益？

（历史上的故事，能为我们这些后人敲响警钟。我认为“骄
兵必败”是很有道理的。以后，无论在学习上、工作中一定
切记不能骄傲更不能在成绩面前忘乎所以，要谦虚谨慎，不
断进步。）

（学习了课文，我体会到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一定要开
动脑筋，想方设法去克服它，战胜它。）

（做任何事都要善于分析，要用最巧妙的方法，最小的付出，
获得最大的收益。）



教师小结：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它确
实使人从中受益匪浅。我们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要善于分
析制定方案，要优中选优，要牢记傲兵必败的道理。让我们
永远谦虚，不断进步！

四、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

五、板书设计

（一）写诈降书，施火攻计

知己知彼

（二）装满火药，借东南风

17．赤壁之战百战百胜

（三）火船冲曹，大火漫天

骄兵必败

（四）带兵追杀，曹军大败

[《赤壁之战》第二课时(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