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通用8篇)
致辞是在重要场合或特殊活动中，以口头形式向与会者或参
与者表示感谢和祝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的一种文辞；
在以下的各种场合中，我们都需要进行致辞，例如新年致辞、
毕业致辞、婚礼致辞、颁奖致辞等等。不同的场合和对象需
要有不同的致辞致谢方式，我们要注意适应场合和对象的需
求和特点。在致辞致谢的范文中，可以看到作者真挚的感激
之情，以及对于对方的深深敬意和感动之情。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活见鬼》由于篇幅短小，且有译文，孩子们读起来，不会
太吃力，都能理解古文意思，所以在理解古文上没有占用过
多的时间。

我将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了理解文中字义上，在教学时，
我提出个别难懂的字，让学生根据译文来理解这个字的意思，
并让学生及时做批注记录。在理解字义时，我重点让学生理
解并区分了“值”字的意思，同时，强调了“俄顷”
的“顷”的读音，“号呼”的“号”字的读音。

最终，让学生讨论交流课后问题：两人为什么相视愕然，不
觉大笑呢？孩子们很快便说出了原因：因为他们都觉得对方
是鬼，而事实是世上根本就没有鬼，他们这是自我吓自我呢！
最终归纳原因，学生做批注。

小古文，资料简单，理解较快，课后作业完成较好，仅有张
耀杰一人完成有困难！

反思这堂课的不足：对于作者冯梦龙了解甚少，由于时间原
因没有对学生进行过多的介绍；对于相关单元主题没有进行
拓展阅读。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文言文的学习应以读为主，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感
悟。课文中“夜归者”的心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久之，
不语”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当他怀疑对方是鬼，而用脚去小
心试探对方的时候，却没有碰到，这让他更加害怕了，这时，
他又会想些什么呢？对人物的心理有了一定的了解，学生就
会较好的读出这种由“疑为鬼”到“愈益恐”的心理变化。

“亟奔入其门”的“亟”字、“踉跄”和“号呼”这三个地
方是学生读不出味道之处，而这几个疑难之处却可以通过表
演的方式轻而易举的让学生感受到这二人此时此刻的心情，
看到这二人惊慌失措的.样子，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在表演的基础上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能把课文读得
更好。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活见鬼》是一篇文言文。文章主要讲了明代人们信神信鬼，
就在这个贵的年代，发生了一个故事:一个雨夜，一个人持伞
独行，有个在檐下避雨的人钻到伞下一同走，也不说话，怀
疑是鬼，走到桥上时，持伞人把另一个人推下了水，然后跑
了，到早起做糕的人家里，说自己与到了鬼。过了一会儿，
一个人浑身是淋淋的也跑了进来，说遇到鬼了。两个人都说
遇到鬼了，但互相看看大笑起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感什么
事都不要疑神疑鬼的世上是没有鬼的，要相信科学，反对迷
信，否则会闹出笑话!教这篇文言文时，我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

1、通读全文，初步了解意思。教学时，我首先引导学生把全
文读通顺，接着，让学生借助有关的工具书，初步了解每一
句话中难理解的`词的意思，理解了重点词语后，我让学生试
着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理解，个别难以理解的句子，可请教
同学或老师。



2、原文与译文对比，感受古代语言的优美。在学生初步了解
每句文言文的意思后，我让学生试着翻译一下这篇短文的意
思。翻译完后，再对照着下面的译文，看看自己的翻译有哪
些好的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感受古今语言的不同及古代
语言的凝练和优美。

3、领悟中心。当学生理解了文言文的意思后，我引导学生联
系全文思考:两人为什么“相视愕然，不觉大笑”?在思考问
题的过程中领悟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活见鬼》教后反思：

在很多学生心目中，文言文就如一门外语，这不仅仅与文言
文本身远离现实生活有关，更与教师在教学中将文言文肢解
为语言碎片，从考试角度去教文言文有着莫大的关系。笔者
以为，教学中教师应当是个激趣者，激起学生对文言文的兴
趣，拉近文言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在文言文教学中，字、词的诠释，向来“深受”语文教师
的“青睐”。比笔者认为这只是文言文学习的入门，并未登
堂入室；而感受古文的语言特点，感受民族语言的魅力，体
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构成必须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
基础，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等，这才是根本之所在。如果教学
中我们长期忽略后者，那么势必会造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无
知，更谈不上继承。因此，教学中教师应承当起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启蒙者的主角，努力去挖掘古文作品中的文化精髓，
把它们传递给下一代。

第一，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对文言文语言的整体感知。
如在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中的译文，
读懂课文，并指导学生用自己的话复述此一故事，然后结合
人物的心理，去体会人物的情绪，“赴饮夜归者”因“久之，



不语”而“疑为鬼”，随后“撩之，不值”而“愈益恐”，乃
“奋力挤之桥下而趋”，这其中作者虽用几个字便把“赴饮
夜归者”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透过
师生的分析，学生对人物心理变化有了必须的了解，为学生
有感情地读好课文打下基础，同时，也到达理解整体课文资
料的目的。

第二，教学中，教师还就应努力挖掘文言中的思想精
髓，“古为今用”，真正让文言文教学使“学生透过优秀文
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礼貌、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
精神品格，构成健康完美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本篇课文短小精悍，文字比较浅显，借小喻大，寓较深之哲
理于简单故事之中，具有鲜明的训诫性和讽刺性和哲理性，
是一篇十分难得的“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好教材。所以
教师在课末可这样设计问题：1、故事的结果怎样？（用古文
回答更好）2、此时这两人明白了什么？他们会说些什么话？
透过这一问题，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回答的问题不落入俗
套且更丰富了，当然让学生“不迷信有鬼，不疑神疑鬼”这
一教学本文的情感目标水到渠成。

总之，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是组织与合作者，是文化的继
承与启蒙者，更是文言文学习的激趣者。教师要站在语言、
文化的立场上去看待文言文，寻求文言文文本、文化和学生
的三重回归，站在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去教文言文，挖掘文
言文的魅力，将文言文的距离拉近，让学生爱上文言文。也
只有树立这种意识，老师的教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活见鬼》是一篇文言文。文章主要讲了明代人们信神信鬼，
就在这个贵的年头，发生了一个故事：一个雨夜，一个人持
伞独行，有个在檐下避雨的人钻到伞下一同走，也不说话，
怀疑是鬼，走到桥上时，持伞人把另一个人推下了水，然后
跑了，到早起做糕的人家里，说自己与到了鬼。过了一会儿，



一个人浑身是淋淋的也跑了进来，说遇到鬼了。两个人都说
遇到鬼了，但互相看看大笑起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感什
么事都不要疑神疑鬼的世上是没有鬼的，要相信科学，反对
迷信，否则会闹出笑话！教这篇文言文时，我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1、通读全文，初步了解意思。教学时，我首先引导学生把全
文读通顺，接着，让学生借助有关的工具书，初步了解每一
句话中难理解的词的意思，理解了重点词语后，我让学生试
着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理解，个别难以理解的句子，可请教
同学或老师。

2、原文与译文对比，感受古代语言的优美。在学生初步了解
每句文言文的意思后，我让学生试着翻译一下这篇短文的意
思。翻译完后，再对照着下面的译文，看看自己的翻译有哪
些好的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感受古今语言的不同及古代
语言的凝练和优美。

3、领悟中心。当学生理解了文言文的意思后，我引导学生联
系全文思考：两人为什么“相视愕然，不觉大笑”？在思考
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活见鬼》是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破除迷信单元中的一
篇文言文。文字简练形象生动，幽默风趣，寓意深刻明了。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读，所以在教学中涉及很多不一样形式层
层递进的朗读，使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感悟，从而丰富
语文的积累，发展思维。

本课，我为学生供给了一个交互式的学习的平台，经过生生
合作，师生合作，组与组合作，同桌合作，使每个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充分调动，从而做到在乐趣中感受文
言文的特点，产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领悟文言文语言的凝



练，在乐趣中明白世上本无鬼而心疑生暗鬼的道理。

小学文言文教学离不了读，我以为应以“趣”为引导，以不
一样层次的“读”为主轴，读的要求层层递进。

1.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把课文读通畅。文言文中有许多生僻
字、多音多义词，学生不易把握，教师要指导学生把课文读
正确。教学中揭示课题后，我范读并提出明确的读书要求，
请大家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字音，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完成后再组织全班齐读课文。此为初读，让学生构成对课文
的整体感知，然后我引导学生掌握联系上下文确定多音字读
音的方法，帮忙学生扫清文字障碍，到达初读课文读准读通
的目的，如此初步到达了把课文读正确读出声的朗读要求。

2、古今对照、读懂文意。

我本着只要学生能在译文的帮忙下根据自我的理解和现代文
的语言习惯，说出句子的大体意思，不曲解、不错解就能够
了。既不强调字字相对地直译文言文，也不讲解古文中的语
法现象。我设计“文白对读”这一朗读形式，采用师生合作，
生生合作的形式对读原文、译文，到达了解文章大意，加深
对文章中关键词句理解的目的。

3、情境再现，读出韵味。

组织学生围绕为什么“疑为鬼也”，为什么“因奋力挤之桥
下而趋”，为什么“两人相视愕然，不觉大笑”等问题的探
究，最终得到结论：世上本无鬼，庸人自扰之。要相信科学，
反对迷信。

坚持学法的渗透，归纳文言文学习的四步曲，即借助拼音读
准读通，对照译文读懂意思，把握节奏读出韵味，情景再现
研读揣摩，这些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期望这些学习方法能让
孩子简便阅读文言文。



文档为doc格式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设计理念：

这是一篇文言文，篇幅短，有译文，学生可以通过自已预习
撑握大意，再加上本学期，我们学校语文考研课题是“提高
学生的朗读能力”，因此，本节课重点想通过“读准字
音——读好停顿——抓重点句读出感情”这三个环节，渗透
朗读方法，提高朗读能力。其中，重点是第三个环节。

三维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读“撩、趋、亟、踉跄、愕”

2、能力目标：能想象、体会，有感情地朗读。

3、情感目标：树立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观念。

教学过程：

二、学习课文

（一）初读正音（5分钟）

1、今天老师要带大家一起去学习一篇活人遇见鬼的离奇故事。

2、现在哪个同学愿意把你预习时觉得比较难读来教大家读一
读吗？――指名发言——大家跟着他读两遍。

4、现在你们有没有信心把整篇文言文正确地读一遍吗？——
齐读



（二）读对停顿（10分钟）

2、没关系，只要你们能闯过以下三关，相信你们一定能读好
停顿。

第一关：文白对读。12组一句文言文，34读一句白话文；

过渡：有的同学可能在偷笑：太容易了吧。是的，老师要恭
喜你们过了第一关，但别高兴得太早呀 。接下来由老师出马
啦！

第二关：字义对读。师读“持盖、蔽、撩、偶、愈、因、趋、
亟、俄顷、不觉”，生说意思。

过渡：有点难度了吧？不过，真是“团结力量大”呀，你们
离成功又近了一步！看来，难度得再加大了。

第三关：讨论：“值大雨的值、不相值、值炊糕者”中三
个“值”分别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你们对文言文的理解有没有更多一点呢？那么，
请你们根据理解，试着画一画停顿，好吗？——巡视——出
示正确的画法，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讨论一
下。——现请同学们按节奏自由读一读——齐读——听录音
轻声跟读。

（三）、品味读，表演读（20分钟）

过度：现在音读准了，停顿也对了，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朗读
好像少了点什么？（感情）要想读出感情，得抓住让你体会
到人物害怕的重点句体会。我们一起找找。

1、画出：久之不语，疑为鬼也。

如果是你，此时你心里会想？谁能用文言文回答？（此乃鬼



也？）（评：简短意明，真有文言文的味道，不错。）——
想完，你心里一定更加地？（害怕）——谁来读一读？（评：
听得出你是真的害怕了；听得我心里也毛毛的；看来你还没
遇到过这种恐怖的事！）——配乐齐读。

过度：怀疑是怀疑，撑伞者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怎么做呢？

2、画“以足撩之，偶不相值，愈益恐”

过渡：吓坏了的撑伞者把他挤到桥下后一阵狂奔，来到糕点
店门口怎么做呢？

3、亟奔入其门，告以遇鬼。

过度：那同行的人呢？

4、踉跄而至，号呼有鬼。

“号呼”又什么意思？谁来喊喊看？——齐读

5、画：二人相视愕然，不觉大笑。

你猜他们在笑什么？——指名回答——引导：你在笑什么？
（笑自已把人当鬼）你又在笑什么？（笑自已太多疑）为什
么两人都会误认为对方是鬼呢？（太迷信）

6、小结：这个故事对大家有什么启发？（不要疑心太重、世
上是没有鬼的）——是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但有些疑
心太重的人，往往会无中生有，自已吓自已，真是可笑呀！
最后，老师想用文言文总结一下这个启发：世上本没鬼，疑
心生暗鬼，庸人自扰之！------齐读这句――――师：后来，
当人们遇无中生有的事，会说“活见鬼”，遇到特别离奇的
事，我们也会说“活见鬼”。

（四）诵读(3分钟)



1、配乐诵读

2、现在，请同们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分别跟同桌复述一下。

三、作业：1、生字一行

2、把故事讲给亲人听。

教学反思：

1、亮点：紧紧围绕课题“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由易到难
地引导学生撑握朗读方法。

活见鬼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活见鬼》是北师大教材第十册“破除迷信”单元的一片主
题课文。

二、设计思路

直接由课题让学生质疑，在此基础上学生初读古文，掌握读
音，教师指导朗读；学生参照译文初步解决由课题产生的疑
问；教师以重点句子指导学法，分组开展学习，掌握文章意
思，并了解重点字词的意思。最后让学生拓展，联系生活实
际领悟文章告诉我们的道理。

三、指导思想：

四、教材分析:

下了水；三是两个人相遇后相视而笑。旨在让人明白世间本
无鬼，无中生有只会自己吓自己。

五、学情分析：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从五年级起出现古文，并在文后附有
译文。但学生刚接触古文，无论从读音、节奏还是文意理解
上都存在畏难情绪。 教学中朗读指导、理解重点字词的意思
应该作为教学重点。

六、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会写“炊、趋、沾、踉、跄、愕”6个生字，了解这些
字的意思。

（2）引导学生初步感悟文言文和现代文语言的不同之处，对
照白话文读懂文言文。领悟文言文语言的凝练，激发学生学
习文言文的兴趣。

2、过程与方法

（1）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文言文的简单方法

（2）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合作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会文章的含义，明白天下本无鬼，不要无中生有，自己吓
自己。

七、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初步感悟文言文和现代文语言的不同之处，对照白
话文读懂文言文。领悟文言文语言的凝练，激发学生学习文
言文的兴趣。

八、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初步感悟文言文和现代文语言的不同之处，对照白
话文读懂文言文。领悟文言文语言的凝练，激发学生学习文
言文的兴趣。

九、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问题生成单 十、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学生质疑：

1、教师直接板书课题。学生读题，质疑。

2、(预设)学生1、“活见鬼”是什么意思？

学生2、世界上没有鬼，怎么会见鬼了呢？

（二）初读古文，掌握字音，读通读顺。

1、学生自读古文，标注出在预习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标注
出一些重点字的字音。

2、小组合作学习，解决本课的生字及学生提出的字音方面的
问题。

3、教师难点点拨：重点字字音： 撩、亟、俄顷、号呼、踉
跄、愕然

4、指导学生书写词语：踉跄、亟奔、俄顷、愕然

（三）回顾旧知，指导学法。

1、师：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古文《寓言二则》，这学
期学习了《叶公好龙》、《嗟来之食》，这些都是和我们今
天学习的《活见鬼》一样的文言文，学习文言文你觉得重点
要解决什么问题？ 生：一些字的读音和现在的字不一样，需



要掌握。

生：要理解古文的意思，一些词语和现在的词语的意思也不
一样。 师总结：我们学习文言文需要的完成的任务可以归纳
为六个字：读“音”，知“义”，悟“理”。同样《活见鬼》
这篇古文也需要完成这三个任务。

2、师：学习古文理解古文的意思，我们以前都用过什么方法？
生：对照译文、查字典

师小结：学习古文我们可以查字典、看注释、对译文、问老
师等等。（课件出示学法的关键词）

3、指导总结理解古文意思的方法。

（1）投影出示：

有赴饮夜归这者，值大雨，持盖自蔽。

有个人赴酒宴后深夜回家，正赶上天上下大雨，就撑起伞来
遮雨。

（2）两行对照，理解古文部分每个字的意思，对照上下两行
看看古文部分每个字对应的在现代文中的意思。

（3）教师总结：理解古文句子的意思时和现代文相比有同有
异、有加有减。

4、学生分组合作，理解古文中重点字词、句子的意思。

5、学习情况检测

（四）反复诵读，理解文章蕴含的哲理。

1、师：为什么“二人相视愕然，不觉大笑。”



生1：因为撑伞的那个人以为避雨的人是鬼。

生2、因为避雨的人以为撑伞的人是鬼。

师：用原文的话回答是“疑为鬼也”，“告以遇鬼”，“号
呼有鬼”。（板书这几个词语）

2、理解这两人互相以为对方是鬼时的心理，指导朗读。

（1）师：想想撑伞的人看到有人到自己伞下避雨，想到了什
么？又做了什么？（生答）

（2）指导学生读古文中表现两个人互相以为对方是鬼的句子。
重点强调“愈益恐”、“亟奔入其门”、“号呼”这个词的
读法 。

（3）自己读、同桌互读，点名读，小组读。

3、指导学生体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