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 三顾茅庐
说课稿(精选9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一

《三顾茅庐》是一则历史故事，讲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
意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故事，赞扬
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能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并能简要
复述课文。

2、体会抓住人物言行，环境烘托以及通过人物间的彼此衬托
来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写作方法，在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探究
精神和创新精神。

3、初步学习根据范例合作编写课本剧，并进行表演，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

在传统教学中，对于历史故事我们一贯沿袭着“情节分析+人
物特点”的教学模式，教师细腻入微的讲解，学生有本有纲
的分析作答，从而提示中心。这样的学习过程，我们说学生
只滞留在浅层的语文知识上，至于学生的语文能力，情感态
度、价值观、合作探究的意识、创新精神等等，关注甚少。
为此，就对于本课我的设计理念是：

（一）过程开放，体现探究性。



语文课程是开放的，有活力的课程，它的开放要向全体学生
开放，向学生的思维开放，向学生的情感开放，向学生的未
来开放。在开放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组织、引导学生探究
性学习。为此，为学生创设探究的情景，激发学生探究的兴
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创新精神。

（1）情境的创设

在课堂中，创设一定的情境，能启发学生运用多维视角，去
思考解决问题，拓展学生思维空间，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
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从而满足他们的探究欲、表
现欲。

我在《三顾茅庐》中开门设疑：谁三顾茅庐？为什么？结果
怎么样？等等疑问，能使学生的心灵与文本产生撞击，寻找
到孩子心跳与教材心跳的合拍点，产生移情效应。

（2）角色的转换

《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
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说：阅读课堂是由这三者之间的互动
形式的，在《三顾茅庐》的教学中，课始情境设计，教师是
激发学生思维的引导者，当学生就“刘备是怎样诚心诚意邀
请诸葛亮的？”教师则是一个能欣赏学生意见的倾听者；能
积极参加探究的参与者；当学生呈现探究成果时，教师又是
判断学生认识正误的辨别者，这实质上是一个师生互动，教
学相长的动态生成过程。

（二）感悟运用，突出个性。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
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
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情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三）综合训练，注重实践性。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
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
是语文实践，所以不必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应
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
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如，本文是学生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深受学生喜爱。因此，适于
将课文编写课本剧进行表演，开展语文实践活动。

根据文本的特点，学生个性发展需求以及设计理念，本节课
教学思路为：

（1）创设情境，质疑探究。

（2）编写剧本，重组信息。

（3）表演入境，求活求趣。

（一）创设情境，质疑探究。

1、揭题质疑，初知大意。

（利用多媒体放录像，学生思考提出问题，而后用一句话说
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谁三顾茅庐？为什么三顾茅庐？结果怎么样？

谁能用一句话说完整、具体？

（设计意图）通过录像展示学生对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有丰
满的了解，又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积累语言的兴趣，更重要
的是为编写剧本、表演埋下伏笔，提供给学生创作的素材。

2、重点质疑，探究交流。



引出探究重点：刘备是怎样诚心诚意邀请诸葛亮的？

（自由读课文，用符号划出表现“刘备”的词句，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读。）

从语言方面探究

从行动方面探究（抓重点词句，指导朗读。）

从环境描写方面（数九寒天）

从张飞态度方面（训斥张飞的鲁莽）

3、赏读复述，内化语言。

（1）自由组合，再次感受刘备邀请的诚意。

（2）让学生抓住重点词句复述故事。

设计意图：以问题引导探究，让学生在信息重组、比较分析、
多向开放，自由质疑的提高和情境中探究，为学生提供一个
更开阔的、更活跃的探究平台。问题的解决，激起学生强烈
的探究欲望，又能激起学生进一步深入阅读，不断钻研，在
良性循环中最终形成积极探究的心理倾向，同时赏读、复述，
层层深入，让学生积累语言，感悟语言，为今后的编写、表
演服务。

（二）编写剧本，重组信息。

（1）出示范文，了解写法。

教师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简单课本剧流程发给学生，教师可
以从场景的设计、语言的形式（独白、对白、话外音）、人
物的动作表情等方面加以指导。



（2）分工合作，编写剧本。

以课文为素材，根据课堂探究所得，展开合理想象，编写剧
本。

设计意图：学生编写剧本的过程，也就是学生琢磨课文、推
敲语言、体会情感的过程，有意识地将课外信息引入课内，
将学生的学习引向课外，拓宽语文学习的内涵和渠道，提高
学生语文的综合能力。

（三）表演入境，求活求趣。

设计意图：课本剧的表演将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转化为形象
的表情姿态。它可以启发学生潜在的智力，促使孩子的思维
发展，使他们对语文学习发生兴趣，从而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xxx中心小学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二

在这次寒假，我看了许多本书，但其中我最喜爱的书还是
《三国演义》啦！下面就让我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谈一
谈我读这本书的读后感吧！不过要说到这本书里最好看、最
有名的篇章，我认为那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了。

《三顾茅庐》里讲到了主人公刘备为了完成复兴汉室大业的
理想，诚心诚意的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来辅佐他的故事。
书中记载了刘备在第一次邀请诸葛亮出山时，诸葛亮的仆人
告诉他，诸葛亮不知去哪里了，或许三五天，或许十天半月
才有可能回来，刘备便只好带有遗憾离去。

第二次刘备去邀请诸葛亮时，刘备派人打听到卧龙先生诸葛
亮已经回来了。当时正是寒冬，还下着大雪，张飞阻拦刘备



说：“现在正是军队在打仗，改天再去了。”但刘备却坚持
要去见诸葛亮，当刘备、关羽和飞三人来到茅屋外，却发现
只有卧龙先生之弟诸葛均在家，诸葛均说：“二兄诸葛孔明
昨天出去闲游了”。因为又没有见到诸葛亮，张飞和关羽认
为诸葛亮是故意不理睬刘备等三人。张飞怒气冲冲声称要用
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过来，刘备却狠狠地斥责他们。

第二年早春，刘备第三次去了卧龙冈，路上遇见诸葛均。诸
葛均说：“昨晚家兄已回，今日将军可以一见。”当刘备来
到卧龙冈时得知诸葛亮正在睡觉，一个时辰后才醒来，刘备
就在寒冷的门外等了足足一个时辰才见到了诸葛亮。

我读了这本书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被刘备不厌其烦的毅力深
深感动，刘备注重以诚待人、以仁待人，刘备为了能够统一
国家大业，屈尊求贤、礼遇下士，不怕碰钉子，不怕路途遥
远，不顾天气恶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刘备得到诸葛亮后
感觉就象鱼儿得到水一样，说明刘备胸怀大志，尊重人才，
善于团结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充分发挥大家的长处。生活中
也有这样的例子，懂礼仪之人必定会取得成功。遇到事情要
有礼貌，不能莽撞；做事情要有诚意，要诚心诚意地去做，
遇到困难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不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
有毅力、有目标，最终也会成功。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三

最近，我看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十
分生动有趣。其中刘备三次请诸葛亮出山的诚意，令我看了
深受感动。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争霸，逐鹿中原。刘备为了匡扶
汉室，平定天下之战乱，带着结拜兄弟关羽和张飞三次拜访
卧龙诸葛亮，想请他出山帮助自己完成大业。

第一次去，没有遇上诸葛亮。



第二次去，依旧没有遇到诸葛亮，但是遇到了诸葛亮的哥哥
诸葛均，于是刘备留下一封信，让他帮忙代转给诸葛亮。我
以为他会放弃了，没想到并非如此。

第三次，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关张三人就站在草庐外边等着
诸葛亮睡醒。这时，天上飘起鹅毛般的大雪，过了许久，诸
葛亮终于醒了，请刘备进屋坐会。最后，诸葛亮被刘备的仁
慈和忧国忧民之心所感动，决定出山帮助他。

看到这一幕，我心想：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真是诚恳啊！
世上没有做不成功的事，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行。

在生活中遇上困难不能放弃，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可以成功。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四

《 三国演义 》中有一篇简单而又重要的一篇文章，那就是
三顾茅庐。

刘备因为通过徐庶的推荐，前两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想
请他出山，但就是见不到诸葛亮。但是刘备仍然没有放弃，
通过第三次恭恭敬敬地拜访，冒着雪在门口等诸葛亮醒来，
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而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同意出
山与刘备共图大业，而刘备得到了不可多得的人才 。

我开头说简单，是因为这是一篇简短易懂的文章，重要是因
为刘备得到了诸葛亮。我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最有智谋的
人，诸葛亮的几条计谋是家喻户晓的，例如火烧赤壁，草船
借箭，空城计等。用刘备自己的话说就是有如鱼儿得到了水。
也为以后三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诸葛亮投靠了刘备，
就等于投靠了明主，因为刘备是个仁德至善，弘毅宽厚，求
贤若渴的人。

我十分钦佩刘备，因为他不顾天气的恶劣，不听别人的劝告



去请求诸葛亮出山。而且即使前两次没有结果，刘备也没有
放弃，最后终于达到了目标。当时张飞和关羽都劝刘备放弃，
可是如果当时刘备真的放弃了，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会这么顺
利吗?这就让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有目标，有毅力，不要鲁
莽，遇到挫折也不要放弃，其实有时能不能成功就在你的一
念之间。

不管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泥
泞，不管我们多么困难，只要我们有毅力、有目标，最终也
会成功。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五

在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着一则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故
事——《三顾茅庐》。

故事的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儿就再老生长谈一次吧。

故事讲述了当初三国时的贤主刘备一心想要让当时的军事奇
才诸葛亮归于自已的帐下，但先前两次去了诸葛亮都外出游
玩去了，可是求贤若渴的刘备依然坚持第三次请诸葛亮出山，
但是两个弟弟却十分生气，认为这诸葛亮实在太嚣张了，而
刘备则狠狠训斥了他们一顿。当他第三度来到卧龙岗时，诸
葛亮终于回到了自已的住处，但却在午睡。过了许久，他终
于醒来了，后为刘备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与刘备谈论军事局
势后归于刘备麾下。

这则故事强烈的体现出了刘备的礼贤下士与求贤若渴，为了
贤才几次三番地请求、拜访。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并不会
去拜求辅佐自已的军师，但是肯定需要去请教自已的老师，
同学或伙伴，。也许你去请教时别因为没有空而不理睬你，
这时，千万不要如张飞一样冲动，只要稍等片刻，等到他有
了空再请教也不迟。当然，如果找不到要教求的人，也不用
像刘备一般，大可去寻找别的导师。



在我们身边。生活中，有许多我们可以请教的人，“不能则
学，不知则问。”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便应去请教他人，请教
时十千万不能急躁，要如刘备一般，不急不躁。要心平气和，
不可蛮横地去请教别人，不然别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冒失
鬼”而不给你答案，所以一定得慢慢来，若遇上能人，即
使“三顾茅庐”也没有关系。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六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为《三顾茅庐》，讲的是公元206年
冬至207年春，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带着大将关羽，张飞三次
到南阳郡邓县隆中请诸葛亮辅佐的故事。这篇文章含着很多
的道理。

三顾茅庐也是一个不错的成语，故是拜访的意思，茅庐是草
屋的意思。原为汉末刘备去南阳郡邓县隆中聘诸葛亮的故事。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真心诚意，一再邀请。这个成语故事
也揭露了深刻的道理，并且言简意赅，含蓄隽久，引人深思。

这个故事是一段佳话，用来表示求贤若渴的一种态度和做法。
表示对贤才的渴望和诚意。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
庐请来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我用了一首诗来概括："三次来
去诸葛庐，顾得三次得孔明，茅中卧龙之三分，庐内军师绝
对策。”

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狂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句。于是后世人见有人为请
他所敬仰的人出来帮助自己做事，而一连几次亲自到那人的
家里去的时候，就引用这句话来形容请人的渴望和诚恳的心
情。

每当我读了这个故事，都会非常敬佩刘备的人品，它为了请
到诸葛亮三四坚持去拜见他，不顾天气严寒，不顾路途遥远，
最终把诸葛亮请来了。他这种真诚、耐心、谦虚的优秀品质，



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三顾茅庐》这篇文章，我有了很多收获：对待朋
友以诚相待，做任何事情持之以恒，不居高自傲，这样的人
才是能成就大事的人。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七

刚才看到一个问题，“三顾茅庐”是真是假，刚想回答就跳
不见了，我就在这里回答吧，勉强算“文对题”。

“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确实有的。有两个最明显的史料：

1.《三国志》中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
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
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
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
见。

2.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写到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许先帝以驱驰。

3.不同学者对于这个“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去了三
次都见到了，有的认为第三次才见到。我感觉这“三”就是
个数量词，形容去了很多次。刘备去见了诸葛亮很多次，当
然见了面也就很多次了。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八

《三顾茅庐》是我国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中第十四回。
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封他为军师。次日，刘备
请孔明调度军事，于是孔明命关羽、张飞、关平和刘封四人



领军在不同的地方做好埋伏，曹兵一到，便可放火。后来果
然如孔明所料，曹军与夏侯惇大败而逃，于是刘备等人更敬
佩孔明了。

这个故事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孔明的神机妙算，足智多谋。

首先他思维缜密，刘备想打败曹军，于是孔明就给他出主意，
在曹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曹军等人一道便可放火，这个计
谋无疑是绝妙的，而且放火的地点选在密密的芦苇荡里。这
说明孔明懂地理，知道在什么地方才能困住曹军。

其次他考虑事情十分周全，他在各个地方都安排了军队和埋
伏，孔明这样做是为了让曹军被消灭得更多、更彻底，也是
为了不让曹军有任何翻身的机会，更好的确认了曹军无法反
扑的事实。

最后，是他知道利用哪些人去干哪些事，知道谁擅长干什么，
谁不擅长什么。这说明孔明先生会分配人，所以这回刘备才
能圆满取胜。这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却是孔明先生，真是让人
肃然起敬。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向孔明先生学习。
比如在小组活动中我们要把所有事情细节都要考虑到：a做ppt，
b汇报成果。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选择相应的人做对应的事，
这样才能让观众眼前一亮。

以后我还得多看《三国演义》，因为这样不仅能了解历史，
还能学到更多智慧，这让我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充实。

三顾茅庐教案教材分析篇九

这篇文章选自《三国演义》。主要是进了刘备兄弟三人请诸
葛亮出山打理天下的事。刘备兄弟三次到诸葛亮住处，可是



前两次诸葛亮都叫自己的家人说自己外出了。到了第三次，
因为诸葛亮在大堂睡觉了，刘备兄弟便在堂下等候，他的三
弟张飞等不耐烦了，想冲进去，也刘备拦住了。诸葛亮醒了
后，被刘备这种求人做事的诚心诚意打动了，同意出山为刘
备打天下，成就了刘备的大业。

刘备求人做事诚心诚意，不怕山高路远，多次前去拜访，最
终一偿所愿。这点是让我最敬佩的。

有时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我和爸爸去送货，
早上那一次人家还没有醒来。到了中午我们再去一次，谁知
看门的人却生病上医院了。到了第三次手推销，门是开了，
可是收货的人去买饭了，过了一会儿，我等不耐烦了，玩东
西去了，可是爸爸还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看到爸爸的诚心
诚意，我脑海里闪现出刘备三顾茅庐的场面，我马上放弃了
玩乐，重新回到客户大门外继续等着等着……。最后，收货
的人终于把货收了。

到了现在，《三顾茅庐》这个故事的具体内容，我巳经有点
不记得了，可是刘备那种诚心诚意而不怕烦的精神，永远在
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