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时珍的故事教案(大全15篇)
安全教案是教学中用于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
教学设计。在教学过程中，教案的编写非常重要，下面是一
些初二教案范文，希望能给各位老师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一

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李时珍严谨的科学作风。

一、复习导入：

1、朗读生字新词。

2、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二、学习第一部分。

1、指名朗读。

2、思考讨论：

李时珍为什么要夜宿古寺？（一心赶路，错过了客店）

“一心”是什么意思？李时珍为了什么事“一心”赶路？

错过了客店，就没有其他人家投宿了吗？

正当师徒俩感到焦急时，事情出现了怎样的转机？

这是一座怎样的古寺？断垣残壁是什么意思？（出示句子，
朗读体会。）

这是一座破败的古寺，那灰尘、蜘蛛网还表示什么？



这样的破寺，李时珍能住吗？“就”字怎么理解？

3、自由朗读这一部分，想想还有哪里不懂。

4、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这一段的主要意思。

三、学习第二部分。

1、李时珍师徒俩就在古寺里是怎样过夜的呢？四人小组一起
读第二部分，讨论。

2、讨论，交流。

3、理解：“长年累月地奔波，在破庙里过夜，比住在家里苦
多了。但我们修好《本草》，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
”

4、练习分角色朗读5-7自然段。自由组合读，指名读。

5、说说这部分的意思。

四、学习第三部分。

1、自由默读第三部分。

2、师徒俩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了吧？（没有，他们还要记
下寻访所得）

3、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4、12段中有两个“……”，它们的意思相同吗？分别表示什
么？

5、李时珍是怎么分辨出鸡肠草和鹅肠草的不同药性的？这表
明李时珍的什么精神？（严肃认真，非常负责）



6、分角色读这一部分，注意语气。

7、小结。

五、作业

查找李时珍的资料、故事；一些中药及其药效。

16、李时珍夜宿古寺

（破败）

喝水、啃干粮

边忆边写

端详、扯下、嚼嚼

不怕吃苦，工作严谨、认真、踏实

教学后记：

《李时珍夜宿古寺》一文主要记叙了，李时珍不顾年岁大，
为修好《本草》住破寺、吃干粮，以及在月光下认真记载寻
访所得的事迹，表现他不怕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
实作风。教学时，让学生先搞清寺庙如何“破败”，边讲边
读；在体会李时珍和弟子庞宪的对话，明白“修好《本草》，
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的含义；最后理解他们虽累
了一天，但还要记下当天的寻访所得，以及李时珍在分辨不
出鸡肠草和鹅肠草的不同药性时，是亲自品尝，这种精神值
得大家学习。学习本课，通过让学生说，分角色朗读等来体
会李时珍的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教育学生要向李时珍一样，
做事严谨认真，这是很好的思想教育的材料。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二

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李时珍严谨的科学作风。

1、朗读生字新词。

2、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1、指名朗读。

2、思考讨论：

李时珍为什么要夜宿古寺？（一心赶路，错过了客店）

“一心”是什么意思？李时珍为了什么事“一心”赶路？

错过了客店，就没有其他人家投宿了吗？

正当师徒俩感到焦急时，事情出现了怎样的转机？

这是一座怎样的古寺？断垣残壁是什么意思？（出示句子，
朗读体会。）

这是一座破败的古寺，那灰尘、蜘蛛网还表示什么？

这样的破寺，李时珍能住吗？“就”字怎么理解？

3、自由朗读这一部分，想想还有哪里不懂。

4、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这一段的主要意思。

1、李时珍师徒俩就在古寺里是怎样过夜的呢？四人小组一起
读第二部分，讨论。

2、讨论，交流。



3、理解：“长年累月地奔波，在破庙里过夜，比住在家里苦
多了。但我们修好《本草》，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
”

4、练习分角色朗读5-7自然段。自由组合读，指名读。

5、说说这部分的意思。

1、自由默读第三部分。

2、师徒俩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了吧？（没有，他们还要记
下寻访所得）

3、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4、12段中有两个“……”，它们的意思相同吗？分别表示什
么？

5、李时珍是怎么分辨出鸡肠草和鹅肠草的.不同药性的？这
表明李时珍的什么精神？（严肃认真，非常负责）

6、分角色读这一部分，注意语气。

7、小结。

查找李时珍的资料、故事；一些中药及其药效。

16、李时珍夜宿古寺

（破败）

喝水、啃干粮

边忆边写



端详、扯下、嚼嚼

不怕吃苦，工作严谨、认真、踏实

《李时珍夜宿古寺》一文主要记叙了，李时珍不顾年岁大，
为修好《本草》住破寺、吃干粮，以及在月光下认真记载寻
访所得的事迹，表现他不怕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
实作风。教学时，让学生先搞清寺庙如何“破败”，边讲边
读；在体会李时珍和弟子庞宪的对话，明白“修好《本草》，
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的含义；最后理解他们虽累
了一天，但还要记下当天的寻访所得，以及李时珍在分辨不
出鸡肠草和鹅肠草的不同药性时，是亲自品尝，这种精神值
得大家学习。学习本课，通过让学生说，分角色朗读等来体
会李时珍的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教育学生要向李时珍一样，
做事严谨认真，这是很好的思想教育的材料。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三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查字典学会文中生字，结合课文理解新词的意思。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不怕吃苦的
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读顺课文，查字典学会文中生字，结合课文理解新词的意
思。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不怕吃苦的
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第一课时



一、讲故事，揭示课题

1、讲故事：“漏篮子和虎掌的故事”，突出药店老板把“虎
掌”替代“漏篮子”发给病人家了。老板的`根据：药物书上
明明写着――：漏篮子又名虎掌。问题关键：旧的药物书害
人不浅。

2、李时珍决心重新编写一本比较完善的药物书。

3、由此揭示课题：李时珍夜宿古寺。板书课题，读题。

4、释题。

二、初读课文

1、讲清自读课文要求

（1）自由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

（2）划出不理解的字词，通过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

（3）田园指什么？它有哪些诗情画意？理清课文大意。

2、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3、检查自读效果

（1）指名读课文，要读准字音。（注意前后鼻音、平翘舌音）
师正音。

（2）说说自己理解哪些字词的意思，是通过什么途径理解的，
将以那种方式理解。

（3）指名说说课文大意，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三、指导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提示：注意一些易错字的正确写法。

2、学生练习描红仿影。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四

1、初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学习生字新词，重点掌握并列
式词语的结构特点。

2、初步感知课文内容，了解李时珍的不畏艰险、克服困难、
坚持不懈，一心为病人着想的精神。

3、精读课文的第一部分。

1、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板书课题，
学生读课题。

2、“李时珍夜宿古寺”，读了课题，你有收获吗？知道了课
文主要写的是谁呀？

关于李时珍，你能试着用一句话来介绍介绍吗？

《本草纲目》是一部药学宝典，在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
前医生诊断病情、救治病人并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用
错药、诊错病的情况时有发生，老百姓深受其害。特别是对
一些药物的正确使用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李时珍为了编写
《本草纲目》，造福老百姓，不畏艰辛，登高山，探陷谷，
遍寻百草，甚至亲自试验。

3、课文写的就是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中的事情。读了
课题，你能说说课文写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学生理解课题）



1、课前大家都预习了，老师要来看看，谁预习的收获最大！
学生分小节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
你从课文体会到了李时珍怎样的精神！

真是不错，课文读得很流利了！文中有一些词语，你能读正
确了吗？理解这些词语，有利于我们理解课文内容。

2、出示词语：

察访 行囊 呃逆 涎滑 无涎

饥餐渴饮 晓行夜宿 断垣残壁

枯枝杂草 长年累月 解暑消热

（1）请一位同学准确读一遍。

（2）能不能结合课文或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这些词语的意
思。（教师指导从并列式结构的词语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此语
意思）

（3）有没有发现，下面的这些词语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4）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能再说几个吗？

（开天辟地、桃红柳绿、山崩地裂、山清水秀、风平浪静、
山穷水尽、波峰浪谷、欢天喜地、天昏地暗、顶天立地）

（5）这些词语简洁凝练，富有表现力，在读课文的时候，我
们要抓住这样的词语仔细领会。

（6）齐读词语。

1、谁来说说，读了这篇课文后，李时珍的什么精神让你敬佩？
（学生交流）



板书：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一心为民

2、那么，大家是从什么地方体会到这点的呢？请同学们轻声
自由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用笔圈圈画画，找到反映李时
珍精神的句子。

3、学生自由朗读、圈画。

1、能不能根据课文的先后顺序来交流呢？课文的第一小节中
你感受到了他什么精神？

地方多：安徽、河南、湖北、等

路途长：好几个月

条件差：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工作细：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实地调查

访：走访许许多多的人

2、有感情地朗读第一小节。

3、课文中让你感动的地方一定还有很多，下一街课我们继续
交流！

写《习字册》

读《补充阅读》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五

《李时珍》是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第7册的一篇
精读课文，讲的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
边行医边研究药物，用了27年时间编写出《本草纲目》这部



药物书，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事，表现了李时珍不怕困难、
勇于实践的精神。

全文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记叙的，但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
如：“李时珍为什么要重新编写一部比较完善的药物书？”、
“编写《本草纲目》前做了哪些准备？”等情节描写中没有
十分具体的事例，这就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非常适
合进行读写结合的训练。四年级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阅读、
想象的能力，如能巧妙地让学生想象、补充具体事例，学生
不仅能更好的理解课文，掌握重难点，同时又能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这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二、实施过程

理解李时珍为什么要重写一部完善的药物书和他怎样为编写
作准备是教学的重点。学习作者通过李时珍的事迹来表现李
时珍性格、品质是教学的难点。下面，我就《李时珍》一课
谈谈我是如何利用载体、找准契机、训练学生写作的。

环节一：借助教材，根据关键词进行连词成句

导语：谁能用上这几个词语说说李时珍是怎样的人？（湖北
蕲春 《本草纲目》   医学家  药物学家   伟大）

生1：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他
写了一本书叫《本草纲目》。

生2：出生在湖北蕲春的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
他写了一本书叫《本草纲目》。

生3：李时珍是出生在湖北蕲春的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
家，写了一本书叫《本草纲目》。

生4：《本草纲目》是由出生在湖北蕲春的我国著名的医学家



和药物学家李时珍编写的。

环节二：运用教材，根据内容创设情境进行插写

出示课件：（学生填空）

李时珍一面行医，一面研究药物。他发现旧的药物书有不少
缺点：许多有用的药物没有记载；有些药物只记了个名称，
没有说明形状和生长情况；还有一些药物记错了药性和药效。
他
想：(                        
)

于是，他决心重新编写一部比较完善的药物书。

生1：他想：如果医生按照错误的药方给病人拿错药该怎么办？

生2：是呀！他会想：如果病人按医生开的错误的药方吃药，
没准不但看不好病，还有可能会加重病情，甚至还有可能会
危及生命。

……

环节三：理解教材，根据语境合理想像进行扩写

李时珍重编《本草纲目》是本课的重点。让学生反复读课文，
对照课文插图，展开想象。引导学生想象“山高路远、严寒
酷暑”的画面，想象李时珍在深山野岭采药的情景，以“有
一次……”为开头编故事。

有的学生想象李时珍为了采药不甚跌入山下，后来被一老农
救了，从老农那里得到了一种民间治疗跌打损伤的药方；有
的学生想象李时珍亲自尝野草中毒；还有的学生想象李时珍
被野兽咬伤，后来得救并得到了解毒良方等等。



环节四：驾驭教材，根据篇章结构感悟写法

导言：这篇课文有很多写作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如用一些数
字来告诉读者《本草纲目》是一本伟大的药物书，从而让我
们感受到了李时珍是多么的伟大！（数字说明法）这篇课文
又是用两件事来描写一个人，那么，作者是如何巧妙地将两
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呢？仔细默读课文，找找两段的衔接处的
句子，看看哪句话能承接上面的文章，又能引出下面的文章？
（过渡句）

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到那句话，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过渡句，
但能感悟到这样的句子能把两件事连到一起的写法了。

三、案例反思

读写能力是在日常的多种形式的反复训练中提高的。在课堂
上，要多给学生创造读、说、写的机会。随堂设计机动灵活
的小练笔，抓住课文中的疏可走马处设计读写结合的训练，
适时的点拨引导学生，不仅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也是
对学生理解文本的考察和延伸。将读和写紧密地结合起来，
才能使学生的想象纵横驰骋，能动表达。

正如《李时珍》这篇与众不同的以事写人的文章，它没有具
体的事例，那么，我就引导学生把只言片语的事例写具体。
课上，我鼓励学生结合资料放胆去写，尽情发挥，把心中所
想、口中要说的话写下来，从而加深对课文理解。同时，探
究文章中过渡句这一写作方法，让孩子学习写作的章法。

总之，挖掘教材，就能找到读写结合的训练点。教材中的词
句优美处、生动有趣处、描写动情处、思维创新处等等，都
可以成为读写训练点。只要老师充分地利用教材这一载体、
巧妙地找准契机进行读写结合训练，日积月累，学生的写作
能力一定会有提高。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绿线中的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不怕吃苦的
可贵精神和严谨踏实的认真作风。

第一课时

一、揭题导入：

1、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板书课题，
学生读课题。

2、“李时珍夜宿古寺”，读了课题，你有收获吗？知道了课
文主要写的是谁呀？

关于李时珍，你能试着用一句话来介绍介绍吗？

（师根据学生说的情况，简介相关内容：《本草纲目》是一
部药学宝典，在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前，医生诊断病情、
救治病人并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用错药、诊错病的情
况时有发生，老百姓深受其害。特别是对一些药物的正确使
用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李时珍为了编写《本草纲目》，造
福老百姓，不畏艰辛，登高山，探陷谷，遍寻百草，甚至亲
自试验。）

3、课文写的就是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中的事情。读了
课题，你还有什么收获呢？（学生理解课题）

4、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学生质疑）



二、初读课文：

1、课前大家都预习了，老师要来看看，谁预习的收获最大！
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指名学生分节朗读课文，随机正音。把课文读正确，读通
顺。

3、默读课文，想一想，李时珍的哪些行动让你感动？指名简
要说说。

三、理解词语：

1、你在读书时遇到哪些不理解的词语？提出来，大家一起讨
论讨论。

2、重点理解：出示词语：

a-察访行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长年累月

请你读一读（学生个别读）

预习时，你已经理解了哪些词语？说说你理解的方法。

从这几个词语中，你能体会到什么？（李时珍的辛苦）

b-破败断垣残壁

这两个词语在课文哪一小节？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学
生朗读第四小节，谈体会）反复读，抓住相关词句体会条件
差和不怕苦。

c-金银花胭脂草刀豆子鸡肠草鹅肠草



自由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这些草药有什么作用？找到相
关的句子，划出来读一读。（交流出示：呃逆 涎滑 无涎 读
一读词语，并结合句子理解。

生活中，我们常要接触一些重要，你能说出几味来吗？（学
生自由交流）

中药是我国宝贵的遗产，课后我们还可以去了解！李时珍为
了弄清这些草药的功效，编写《本草纲目》，27年间，日日
夜夜奔波着！

四、指导学生写字：

1、认真观察课后生字表，看看哪些字比较难记？该怎么样来
记住这些生字？

2、教师重点强调，学生动笔描红。

五、课外作业：

课后搜集有关李时珍的故事，搜集几种中草药的名称与用途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七

1、通顺流利朗读课文，理解“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断垣残
壁、涎滑”等词语的意思。

2、理清文章脉络，为有条理地复述课文做准备。

3、初步体会通过环境描写表现李时珍不怕吃苦的人物形象。

教学重点：通顺流利朗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为有条理地
复述课文做准备。



教学难点：初步体会通过环境描写表现李时珍不怕吃苦的人
物形象。

微课《本草纲目》、smart电子白板课件。

课前谈话：

同学们，我们今天刚刚认识。初次见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
一份礼物。微课播放《一个人和一部书》。

1、导课：见到这份礼物，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想说的？

2、揭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17课《李时珍夜宿古寺》，去
看一看这样的鸿篇巨制是如何而成的呢？板书课题，教
学“宿”。

引读过渡：

自读要求：

1、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标自
然段序号。

检查初读情况：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长年累月

皎洁月光、断垣残壁、笔墨砚台

师徒俩、舀来泉水、垒成桌子

忍冬草、刀豆子、胭脂草、鸡肠草、鹅肠草

（1）请同学读，一个同学读一组词语，相机正音。



（2）找最后一组词语特点，指导有节奏地读词串。

（3）读本草纲目里记载的难读的句子。相机正音。

（白板出示：“胭脂草捣烂了，可以治虫咬伤。”“刀豆子
烧成渣子吃下去，能治呃逆”“鸡肠草，生嚼涎滑；鹅肠草，
生嚼无涎……”）

（3）理解不理解的词语。（相机总结方法：拆分法、联系生
活实际、联系上下文、抓关键词……）

（4）理清文脉：小组讨论自读要求第二项。全班交流。（相
机板书小标题：投宿古寺、月下谈苦、记载尝药）

对应总结：随着时间的变化，事情也在不断地发展。这篇文
章就是按投宿古寺、月下谈苦、记载尝药三件事来记叙课文
的。将小标题与时间连起来就是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1、我们跟着李时珍去看一看那一夜他投宿的古寺是什么样的？
在文章的第几自然段？

2、请同学自由读文章第四自然段，想一想这座古寺给你怎样
的感受？（荒凉、破败不堪、萧条、简陋……）

3、你从哪看出来的呢？（教师圈：到处、长满、厚厚……）

4、那你能带着你的感受读一读么？（你在读的时候注意到了
这些关键词，会读书）

5、我们读的时候还要注意入情入境。来，让我们跟随李时珍
去看一看这破败的古寺。（出示图片）

6、练习说话：李时珍和庞宪住在这里，陪伴他们的是，是，
是，是。在这里，没有，没有，没有。



7、如果你就是李时珍，李时珍轻轻推开门，读……（配乐朗
读）

1、回顾课文第4自然段，找一找作者通过哪几个景物，来描
写古寺的破败的？

2、仿照课文第四自然段，通过几个景物的描写展现一个地方
的'特点。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体会了李时珍和庞宪住的苦，学会了写
一个地方。那李时珍就仅仅是住的苦么？面对这些苦，他怕
不怕呢？我们下节课再说。

1、完成课后习题第四题。

2、回忆自己看过的、学过的课文里的人物，积累人物的故事，
比一比，谁积累的多。

17、李时珍夜宿古寺

投宿古寺

月下谈苦

记载尝药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八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精读感悟，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
而以苦为乐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一、导入新课：



1、出示幻灯《本草纲目》和医学成绩，请同学们读一读，再
谈谈感受。

2、《本草》医学成绩之高，让人张口结舌。就来看看李时珍写
《本草》的经历。

二、学习第一局部（简）。

1、揭题并考虑讨论：

李时珍为什么要夜宿古寺？（一心赶路，错过了客店）

“一心”是什么意思？李时珍为了什么事“一心”赶路？

这是一座怎样的古寺？断垣残壁是什么意思？（出示句子，
朗读体会。）

这是一座破败的古寺，那灰尘、蜘蛛网还表示什么？

这样的`破寺，李时珍能住吗？“就”字怎么理解？

2、自由朗读感悟这一局部。

三、学习第二局部（详）。

1、师徒俩就在这样破败的古寺里过夜的，的确很苦。还有哪
些地方可以看出很艰苦？

3、出示师徒对话，初读感悟，读了之后你有哪些感受，说一
说。

重点突出“笑”字，表示他们以苦为乐的精神。

理解：“常年累月地奔走，在破庙里过夜，比住在家里苦多
了。但我们修好《本草》，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



的。”（出示资料，为什么待遇丰厚的御医不做，在外劳苦
奔走？）

练习分角色朗读对话。自由组合读，指名读。

再读再悟，体会人物以苦为乐，为国为民的精神。

四、学习第三局部。

1、借着月光，我们走近寺庙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师徒俩累
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了吧？（没有，他们还要记下寻访所得。
）

2、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怎么做的。读一读，说一说（通
过记载药物和药性和用法，可以看出他们工作的认真严谨。）

3、当记录到鸡肠草时，有个“……”，表示什么意思？李时
珍又是怎么做的？（李时珍一时无法分辨两种草药了，他扯
下一点放在口中嚼嚼。）

4、你敢嚼吗？（出示资料，李时珍曾经尝药险些中毒丧命）。

5、李时珍这样做值得吗？各抒己见。标明李时珍的什么精神？
（严肃认真，非常负责，愿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五、课堂小结

1、这时，你想对李时珍说些什么？也可以对庞宪说。写一写，
相互交流。

2、了解了李时珍，我们再次饱含激情的读一读课文，看谁读
的最棒。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九

1、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李时珍为编写《本草纲目》，
进行艰苦的调查访问的过程，感受李时珍不畏艰险、克服困
难、坚持不懈，一心为病人着想的精神。

2、学习生字词，重点掌握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特点。

3、学习课文通过典型事例表现人物特点的写法。

第一教时

一、揭题导入：

4、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课文，课题是——《李
时珍夜宿古寺》（齐读课题）。

5、从课题中，你了解到了什么？（引导学生抓住课题了解文
章内容）

人物：李时珍

（1）请学生介绍李时珍。

（2）教师拓展：当时医生诊断病情、救治病人并没有一套科
学系统的方法，用错药、诊错病的情况时有发生，老百姓深
受其害。

时间：夜

地点：古寺

哪位同学连起来说说这篇课文向我们介绍了什么内容？

拓展：题目是一篇文章的眼睛，有些文章直接以描写的对象



为题，如《九寨沟》；有些文章的题目概括了文章的内容，如
《李时珍夜宿古寺》；有的文章则用凝练的语言概括了中心，
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一路花香》。我们读文章的时候就
要善于从课题中捕捉有效信息，帮助更好的了解课文内容，
理解主题思想。

二、初读课文：

1、学生分小节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
你从课文中了解到李时珍是个怎样的人。

2、学生分小节读课文。

3、出示词语：

饥餐渴饮 晓行夜宿 断垣残壁

枯枝杂草 长年累月 解暑消热

（1）请一位同学准确读一遍。

（2）能不能结合课文或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这些词语的意
思。（教师指导从并列式结构的词语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此语
意思）

（3）有没有发现，这些词语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引导学生
认识并列式词语）

（4）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能再说几个吗？

（开天辟地、桃红柳绿等）

（5）这些词语简洁凝练，富有表现力，在读课文的时候，我
们要抓住这样的词语仔细领会。



（6）齐读词语。

三、再读课文：

1、谁来说说，读了这篇课文后，你觉得李时珍是一个怎样的
人？

2、学生自由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整理、归纳：李时珍不
畏艰险、克服困难、检持不懈，一心为老百姓着想。

3、那么，大家是从什么地方体会到这点的呢？请同学们轻声
自由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用笔圈圈画画，找到反映李时
珍精神的句子。

4、学生自由朗读、圈画。

5、同桌可以交流一下，统一意见，梳理交流顺序。

四、研读课文：

1、能不能按照课文的先后顺序，来交流一下你的看法。

2、解决第一小节，让一名学生读一读，在扣住关键词谈理解。

地方多：安徽、河南、湖北、等

路途长：好几个月

条件差：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工作细：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实地调查

访：走访许许多多的人

3、感情朗读第一小节。



五、布置作业：

1、完成习字册。

2、阅读配套阅读。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

1、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查字典学会文中生字，结合课文理解新词的意思。

3、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不怕吃苦
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 读顺课文，查字典学会文中生字，结合课文理解新词的
意思。

2、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不怕吃苦
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认真的踏实作风。

1、 讲故事：“漏篮子和虎掌的故事”，突出药店老板
把“虎掌”替代“漏篮子”发给病人家了。老板的根据：药
物书上明明写着——：漏篮子又名虎掌。问题关键：旧的药
物书害人不浅。

2、 李时珍决心重新编写一本比较完善的药物书。

3、 由此揭示课题：李时珍夜宿古寺。板书课题，读题。

4、 释题。

1、 讲清自读课文要求



（1） 自由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

（2） 划出不理解的字词，通过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

（3） 田园指什么？它有哪些诗情画意？理清课文大意。

2、 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3、 检查自读效果

（1） 指名读课文，要读准字音。（注意前后鼻音、平翘舌
音）师正音。

（2） 说说自己理解哪些字词的意思，是通过什么途径理解
的，将以那种方式理解。

（3） 指名说说课文大意，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2、 学生练习描红仿影。

1、 学习第一阶段（1-4节）

（1） 学生读课文，说一说李时珍为什么要“夜宿”古寺？

学生交流：“一心赶路，错过了夜店”。引导学生理解“一
心”是什么意思？

（2）李时珍为什么这样“一心”赶路？

（3）徒弟发现了房屋轮廓。“隐隐约约”是什么意思？“走
进一看”怎么样？

（4）李时珍夜宿的古寺是怎么样的？这是一座破败的古
寺。“破败”



的意思是什么？文中怎样描写“破败”的？到处是“灰尘”；
长满了“青苔”；连神像都蒙上了厚厚的蜘蛛网。这说明了
什么？（古寺没有人来，十分荒凉）

（5）李时珍就在古寺“夜宿”，这表现了李时珍的什么精神？

2、学习第二阶段（5-7节）

（1）李时珍是怎样在古寺里过夜的，学生读第二段。

（2）交流：生火、烧水、啃干粮。

（3）分角色朗读师徒对话。

（4）组织朗读，体验人物感情。

（5）指导互评读对话的得失。“笑”的探究：庞宪对师傅的
敬佩。李时珍的崇高精神。

3、学习第三阶段（8-13节）

（1）学生朗读课文，说说这一段写了些什么？（李时珍趁着
大好月色记下寻访所得。）

（2）引导学生理解“端详”的意思

（3）“生嚼”怎么理解？两个省略号各有什么作用？

（4）从中可以看出李时珍的什么精神？

（5）讨论交流：作者是怎样表现“夜宿”中的时间推移的？

“太阳渐渐下山，飞鸟归林”。（将要入夜）

“夜幕渐渐降临”。（天色渐黑）



“皎洁的月光透过露天的屋顶，照进了房子里”。（入夜之
后，月亮升起，月色光明）

“圆盘似的月亮，慢慢移动到了当空”。（夜已深了）

（6）这与李时珍的精神品格有什么关联？（李时珍抓紧时间，
夜以继日，多么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

1、指名朗读课文

2、说说从李时珍身上学到了什么？

1、提默生字词

2、说说李时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引导学生理出复述纲领

投宿荒凉的古寺——啃食干粮—借月光记载草药—冒险品尝
草药

2、 学生练习复述。

3、 指名复述。

1、 抄写词语

2、 完成课后练习4。

板书设计：

李时珍夜宿古寺

投宿荒凉的古寺——啃干粮—借月光记载草药—冒险品尝草
药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精读课文，通过重要段落，体会李时珍为编好《本草》而
不怕吃苦的可贵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17课，齐读课题。

2.先请同学们读一读这些词语。

出示：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断垣残壁长年累月

本草纲目万民得福

你能选用上面的词语说说课文的主要讲了什么吗？

3.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文本，走近李时珍。

1.出示“寺外，山风呼啸，猫头鹰在尖叫着。圆盘似的月亮，
慢慢移到了当空。”

师：请同学们读一读这段话，说说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从哪
里体会到的？

预设：从山风呼啸、猫头鹰尖叫感觉阴森森的，叫人恐怖、
害怕甚至毛骨悚然。

师：再读一读，读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同学们的朗读确实制造出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是的，如果我



们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古寺里，唯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
由山风呼啸和猫头鹰尖叫所带来的恐怖气氛。但是，彼时，
却有一个人的心似“一轮明月”，他是谁？这时他在哪呢？
在古寺。

出示：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破败的古寺。

2.交流。

古寺破败到什么样子？

出示：李时珍轻轻推开门，只见里面到处是灰尘，断垣残壁
上长满了青苔，中间的神像蒙上了厚厚的蜘蛛网。

到处是灰尘--很脏；积了厚厚的一层；断垣残壁--年代久远，
墙壁破损了；

长满了青苔--阴暗潮湿；可能还有蛇虫鼠蚁；

厚厚的蜘蛛网--很久没有人住了、很久都没人来过了；

3.假如让你在这儿住下，你愿意吗？为什么？（室内很脏；
四处都没有人，让人害怕；房子很破了，很危险…还可引导
与家对比，没有温暖的床铺、可口的饭菜、完好的桌椅……）
（请你读。你读出了古寺的荒凉；把体现"脏"的地方都读出
来。你再试试）

（请你读。你读出了古寺的残破；我眼前仿佛出现了灰蒙蒙
的蜘蛛网）

（请你读。你读出了古寺的危险。这样的地方，不要说"住"，
就是看一眼，都觉得——把你的感受送进文字，读。）

同学们理解这么到位，一定也能读好是吗？我们一起读。



品析察访过程的艰辛

1.李时珍师徒俩是在什么情况下住进这座破败的古寺的？请
同学们默读课文的1到3自然段。

2.交流。

（课文第二、三自然段。）

他们是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经常？（经常）你从哪
看出来的？

（第一自然段）

出示：【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二

(一)简介李时珍。

教师谈话简介李时珍。李时珍是明朝的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
药物学家。他的一生成就很多，他为了编写《本草纲目》，
研读过八百多种医药书籍和有关资料，为了考察访问，采集
标本，行程一万余里。他编写的《本草纲目》是世界医药科
学宝库中的一部经典著作。

(二)学生初读课文，学习生字，理解词语。

体会出“严寒酷暑”在本课中的意思为李时珍无论在非常寒
冷的冬天，还是非常炎热的夏天，都在赶路，都在爬山，都
在采药。

(三)出示重点词语，让学生巩固练习。



救死扶伤——救：帮助，使脱离困难或危险。扶：扶助。抢
救快要死的人，照顾受伤的人。现在形容医务工作者全心全
意为病人服务的崇高精神。

疑难病症——疑：不能解决的，不能断定的。病因不明很难
医治的疾病。

世代行医——行：实际地做。祖祖辈辈当医生为人治病。

本草纲目——世界医药科学宝库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全书
共52卷，记载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药物形态图1160幅。
先后被译成拉丁、法、日、朝、德、英、俄等10余种文字，
流传全世界。

诊费——诊：医生为断定病症而察看病人身体内部外部的情
况。费：诊治疾病所收的钱。中医专指药费以外的诊断病情
所收的钱。

(四)作业。

1.书写生字及词语。

2.熟读课文。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三

1、学习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理清脉络

3、学习理解词语的方法

课件



（一）由生字宿导入，揭题

板书宿，师：认识这个字吗？你能组哪些词？哪个词是夜宿
这个词中宿的意思？

晚上住宿就是夜宿，昨天你们夜宿在哪？外出旅游一般夜宿
何处？古时候把旅馆叫做客栈，有位古人出门在外不夜宿客
栈，却夜宿古寺，这位古人就是李时珍（板书课题）

学生介绍李时珍。

师：《本草纲目》在课文中简称《本草》，李时珍写《本草
纲目》三次易稿，前后花了近三十年时间，让我们一起去看
看其中的一幕。

（二）听课文范读，要求听准字音

学生自读课文，读准字音

（三）检查

1、认读生字词：

饥餐渴饮

晓行夜宿

药材

师徒俩

灰尘

断垣残壁



青苔

破庙

呃逆

生嚼涎滑

生嚼无涎

前不见村，后不着店

2、将词语顺序打乱，重新排列

师徒俩

饥餐渴饮

晓行夜宿

破庙

灰尘

断垣残壁

青苔

药材

呃逆

生嚼涎滑

生嚼无涎



学生认读，找找排列有什么规律

找一找这些词语中有哪些词语不理解

再读课文，在文中划出不理解的词语所在的'句子。(四句话)

（四）李时珍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出示第一句（课文第一段）

1、饥餐渴饮什么意思？再读课文，在课文中找出与此相关的
内容。

出示句子庞宪用陶碗。啃干粮

读句子，你觉得李时珍吃得怎样，喝得怎样？饥餐渴饮（吃
不好，喝不好）（联系上下文可以使我们对词语的意思理解
的更准确。）读句子，读出意思。（板书：饥餐渴饮）

2、用同样的方法理解晓行夜宿的意思。

默读课文，划出文中相关语句。

出示这天晚上到哪里住宿呢？

这句话写出了晓行夜宿中哪一部分的意思？这么晚他们才找
地方投宿，试想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会干什么？这就叫晓
行夜宿。

这种情况可以说在这对师徒身上经常发生。读句子，再读问
句。

3、再读第一段话

四、第二句（第4节第一句）

李时珍夜宿古寺，这是怎么样的一座寺庙呢？指名读句子



断垣残壁这个词语的理解难点在哪？

理解垣，理解断垣残壁（通过，理解关键字，帮助理解词语）

可以用什么词语形容这座古寺呢？

朗读。

五、在这样一座破庙里李时珍简单地吃过晚饭，又干什么了
呢？快速在课文中寻找答案，用文中的语言回答。（板书：
记下寻访所得）

出示第三、四句(11小节和12小节最后一句话)

刀豆子。呃逆

他接着往下写。无涎。

1、你可以通过什么方法理解词义呢？

2、汇报结果

（、结合生活实践。)

3、出示句子：

1)忍冬花。

2)胭脂草。

3)刀豆子。

4)鸡肠草。

学生正确读句子。



介绍：《本草纲目》一共记载了1892味药，李时珍就是这样
一边察访药材，一边及时记下所得，终于完成了这一巨著。

六、这节课学到这你有了哪些收获？还有哪些疑问？

七、再读生字词

八、生字描红

九、作业

收集常见中药名称及药效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四

教学重点：

1．了解李时珍著书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学习他不怕困难、
勇于实践的精神。

2．体会数字说明方法的好处。

教学难点：

1了解李时珍为什么决心重新编写一部药物书。

2结合课文明白“完善”的意思。

3体会列数字说明方法的好处。

二、导入

1．（课件）自读全文，思考：你对李时珍有了哪些了解？

2．哪个内容是最主要的？（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



3．哪几段写了这一过程？（3—5）

三、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3—5自然段，思考：每段写了什么内容？用一句
话概括说说。（原因—过程—结果）

2．原因是什么？自读第3自然段，概括说说旧书有几个缺点？

3．为什么说“比较完善”，不说“十分完善”“比较”是相
对谁说的？

4．结合课文说说你对“完善”的理解？（更全、更细、更准）

5．默读课文4、5自然段，李时珍是怎么做的？你从哪些词语、
句子****别受感动，画下来。

四、总结

1．这xx年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是坚持不懈的过程。

2．把你心中的感动用以下句式说说：

3．作者怎样评价他？

李时珍的故事教案篇十五

1、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李时珍为编写《本草纲目》，
进行艰苦的调查访问的过程，感受李时珍不畏艰险、克服困
难、坚持不懈，一心为病人着想的精神。

2、学习生字词，重点掌握并列式词语的结构特点。

3、学习课文通过典型事例表现人物特点的写法。



第一教时

一、揭题导入：

4、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课文，课题是——《》
（齐读课题）。

5、从课题中，你了解到了什么？（引导学生抓住课题了解文
章内容）

人物：李时珍

（1）请学生介绍李时珍。

（2）教师拓展：当时医生诊断病情、救治病人并没有一套科
学系统的方法，用错药、诊错病的情况时有发生，老百姓深
受其害。

时间：夜

地点：古寺

哪位同学连起来说说这篇课文向我们介绍了什么内容？

拓展：题目是一篇文章的眼睛，有些文章直接以描写的对象
为题，如《九寨沟》；有些文章的题目概括了文章的内容，如
《》；有的文章则用凝练的语言概括了中心，蕴含着深刻的
哲理，如《一路花香》。我们读文章的时候就要善于从课题
中捕捉有效信息，帮助更好的.了解课文内容，理解主题思想。

1、学生分小节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
你从课文中了解到李时珍是个怎样的人。

2、学生分小节读课文。



3、出示词语：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断垣残壁

枯枝杂草长年累月解暑消热

（1）请一位同学准确读一遍。

（2）能不能结合课文或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这些词语的意
思。（教师指导从并列式结构的词语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此语
意思）

（3）有没有发现，这些词语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引导学生
认识并列式词语）

（4）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能再说几个吗？

（开天辟地、桃红柳绿等）

（5）这些词语简洁凝练，富有表现力，在读课文的时候，我
们要抓住这样的词语仔细领会。

（6）齐读词语。

1、谁来说说，读了这篇课文后，你觉得李时珍是一个怎样的
人？

2、学生自由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整理、归纳：李时珍不
畏艰险、克服困难、检持不懈，一心为老百姓着想。

3、那么，大家是从什么地方体会到这点的呢？请同学们轻声
自由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用笔圈圈画画，找到反映李时
珍精神的句子。

4、学生自由朗读、圈画。



5、同桌可以交流一下，统一意见，梳理交流顺序。

1、能不能按照课文的先后顺序，来交流一下你的看法。

2、解决第一小节，让一名学生读一读，在扣住关键词谈理解。

地方多：安徽、河南、湖北、等

路途长：好几个月

条件差：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工作细：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实地调查

访：走访许许多多的人

3、感情朗读第一小节。

1、完成习字册。

2、阅读配套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