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模板8
篇)

总结范文需要注重客观事实的陈述，避免个人情感和主观色
彩的干扰。其次，要对所总结的知识、经验、观点等进行归
纳和提炼，突出重点。这些总结范文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
示了总结的魅力和重要性，让我们对总结有了更加全面的认
识。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教材简析：

《晏子使楚》是一篇略读课文，讲述了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
子出使楚国，楚王三次侮辱晏子，晏子进行反驳，维护了自
己的人格和齐国的尊严的故事。全文以事件的起因--经过--
结果为序，顺序清楚，结构完整。本文意在让学生感受正义
和智慧的力量，学习按一定顺序的表达方法。

教学目标：1、识生字，感情朗读，分角色演内容。2、了解
课文内容及叙述顺序，学习按一定顺序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1、楚王怎样侮辱晏子，晏子如何反驳：理清文
章叙述顺序。2、理解晏子反驳的话。

教具：课件（图画、文字）

教学过程：

一、承上启下，直奔课题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孙膑帮助田忌以智
取胜的故事，今天，我们再认识一位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子，



（人物课件）他干什么呢？（板）从题目看，你想弄明白哪
些问题？（板）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看黑板，请看文中对这些问题有没有说明，在哪些段落，标
上记号。

三、阅读课文，合作探究

2、哪几节写晏子使楚经过？主要人物都有谁？（板）晏子到
楚国，和楚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请用一两句话概括说明。
（板）

3、小声自由读3-5节（出示课件问题）引导学生找出“侮
辱”与“反驳”的关键性的句子，同桌相互交流讨论，作上
记号。（分析解答，师生互动）

4、晏子凭着惊人的智慧，卓越的辩才与楚王针锋相对，斗智
斗勇，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楚王处于被动，最后不敢不尊
重晏子了（板）这就是故事的结果。

5、你认为晏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哪里看出？

6、看结构：除了重点内容之外，还写了起因和结果，这样写
好处是什么？

7、既然是按事情发展顺序写，那么这篇文章是写人还是写事？
写了一件什么事？请抓住叙事的六大要素口述。

8、今天我们认识了晏子，同时也认识了楚王，作者是从哪方
面来写人物的？（语言）你认为晏子，楚王的语言分别应该
用什么语气读？课下练习，下节课我们分角色朗读课文。

四、质疑问难，拓展延伸



1、你还有哪些疑问？课上能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课下我
们共同查找资料。好吗？

2、你想对晏子说什么？写在图下。

3、如果对春秋战国时期小故事感兴趣，课下找有关书籍读一
读。

板书略

课件问题

楚王几次、怎样侮辱晏子？晏子又是如何反驳的？结果怎样？

[晏子使楚(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1、学生能够正确认读并且正确书写本课的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创造性地复述课文，表演课本剧。

3、了解故事内容，理解晏子反驳的话，体会他出使楚国时表
现出的沉着睿智、机智灵活，以及维护齐国尊严的凛然气节。

4、初步了解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简单的推理。

5、激发学生为维护国家尊严而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的爱国情
感和懂得尊重他人的道理。

了解故事内容，理解晏子反驳的话，体会他的沉着睿智、机
智灵活，以及维护齐国尊严的凛然气节。

初步了解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简单的推理。



一、简介背景，揭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教师提出初读要求：

1)根据拼音，读准生字词的读音。

2)根据课文内容，想想课文讲了几件事，都是什么事?

3)将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交流以上问题。

1)学生提出自己拿不准的字音，全班交流。

2)课文讲了三件事，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晏子每次都反驳
了楚王，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学生交流，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

3)提出不懂的词和句，师生一起讨论交流。

三、深入探究课文，突破重难点。

1、默读课文，思考并勾画理解：

1)楚王为什么要侮辱晏子?

默读课文，画出有关的句子。可启发学生联系课文有关句子
与背景，作深入地探讨。楚国国势强盛，有吞并各国的野心。
侮辱晏子，就是侮辱齐国，显示国威，就是要吓倒齐国，使
齐国臣服。

2)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



从第三、四、五自然段中画出晏子言行的句子，可引导学生
把楚王三次对晏子的侮辱连起来，做比较、分析，梳理出楚
王策略和情绪的变化。第一次，就晏子身材矮小发难，这是
抓住晏子体形弱点进行侮辱，楚王心中很得意。第二次，楚
王以貌取人，加大侮辱的程度，辱骂晏子无能，侮辱点由外
而内，由晏子个人延伸到齐国，楚王心中已经恼怒。第三次，
在前两次失败后为挽回面子所作的更重的辱骂，采取迂回战
术，不再直接对晏子，而是虚拟捉盗贼事件侮辱齐国人的人
品，楚王心中既得意又狂傲。

3)晏子是怎样反驳的?

晏子第一次对楚王侮辱的反驳：不是直白地表示不钻洞，而
是用无漏可击的推理判断让对方服输。“这是个狗洞，不是
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
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先肯
定两点：一是“这是狗洞”，二是“访问‘狗国’才从狗洞
进去”。进而依两个肯定的判断让楚王去推理，使楚王不得
不大开城门迎接晏子。第二、三次反驳可由学生独立地领悟。
要鼓励学生有创意地理解，以发展思维的独创性。比如阅读
晏子第二次反驳，可能有的学生会领悟到，晏子反驳不仅有
力，而且很艺术。楚王说齐国没有人，是指没有人才。晏子
以故意没听懂以及夸张和取笑的方法反驳楚王。当楚王更明
确侮辱晏子和齐国时，晏子装作为难，提出撒谎和说实话的
请求，然后用贬低自己为“最不中用”的人，鞭挞楚国为最
下等国家。这中间有装傻、自贬、取笑、卖弄，在嘻笑之间
一步一步地把楚王引到尴尬的地步。第三次反驳更为艺术，
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不揭露楚王的栽赃，而是以橘生淮南
淮北结不同果实为例，说出一个结论：水土不同，结果不同。
再用这个事实去评价盗贼这件事，这是守中有攻：楚国是生
养盗贼的国家。

2、小组讨论交流，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记下来，待全班交流
时共同解决。



3、全班交流。(指定一个小组回答，其他小组作补充。)

4、楚王听了晏子的话是怎样做的?为什么“只好”这样做?

楚王在才智过人的晏子面前弄巧成拙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
对晏子毫无办法，不敢不尊敬晏子了。

5、为什么楚王不敢不尊敬晏子了?

楚王领教了晏子的聪明才智，不敢再生侮辱、取笑宴子的念
头了。

6、小结：楚王仗势欺人，想显示一下自己国家的威风，侮辱
晏子，实质是侮辱与楚国平等的齐国，晏子每次都能因势利
导，逼楚王于被动地位，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5、进一步理解晏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这种精神在今天
有什么重要意义，给予我们每个人怎样的启迪。

6、教师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可以边讲课文，边指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也可以学完三个小故事后，采用分角色朗读的方式，有
感情朗读课文。

四、表演《晏子使楚》的故事。

学生分组表演，教师引导学生评价，可从语言、神态、动作
等几方面评价。

作业设计：

必做题：

1、生字组词



2、把晏子使楚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选做题：

小组合作表演课本剧。

实践创新作业：

收集晏子的故事。

板书设计：

晏子使楚

楚王钻狗洞下等人押强盗晏子

(失败)(胜利)

狗国下等国生盗之国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课文说明：

这是一篇课文历史故事，选自林汉达主编的中国历史故事从
书中的《春秋故事》。课文讲的是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
楚王前后三次企图侮辱、取笑晏子，显楚国的威风。晏子以
自己的聪明才智，使楚王陷于自讨没趣，十分尴尬的处境，
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故事表现了晏子聪明、才智过人和极力
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品质。

教学目标

1、理解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学习简单的推理。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创造性地复述课文。

3、了解故事内容，理解宴子出使楚国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
和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

教学重点：学习展开想象，创造性地复述课文。

教学难点：能比较准确地表达课文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理解题意，介绍背景

晏子，姓宴名婴，字平仲，“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使
楚”出使楚国，即受齐国之命，代表齐国到楚国去执行外交
任务。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
时代，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5年这段时间。因鲁国的编
年史书《春秋》包括了这段时间而得名。

二、学习第一段

读课文，以“阅读思考”第一题为线索，把楚王“只好---”
穿插进去。先以“楚王为什么要侮辱晏子”从课文第一自然
段中找出相关的句子，读或说出来。

三、学习第二段

1．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默读课文第三、四、五自然段，
先画出有关的句子，读或说出来。

2．晏子是怎样对待的？从第三、四、五自然段中画出晏子言
行的句子，然后读或说出来。

3．晏子三次反驳楚王的策略（方法）是什么？明确：第一次
宴子采用藐视对方，抬高自己，进而压倒对方的办法反驳了



楚土，维护了齐国的尊严。第二次晏子采用了先压低自己，
再贬低对方的办法反驳了楚王。第三次晏子采用了先举实例，
再说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同,用类比的推理方法，扬
齐抑楚，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4.楚王听了晏子的话是怎样做的？为什么“只好”这样做？
明确：楚王在才智过人的晏子面前弄巧成拙处于被动尴尬的
境地。

四、为什么楚王不敢不尊敬晏子了？明确：楚王领教了晏子
的聪明才智，不敢再生侮辱、取笑宴子的念头了。

板书：

1．晏子使楚

楚王晏子楚王

城旁开洞城门关钻洞访问狗国当然钻洞只好没有人了打发你
来访上派上访下派下

作业指导：

学习创造性复述

根据“阅读思考”第2题的提示，想象晏子的心理活动，进一
步展示晏子机智地识破楚王的伎俩，巧妙应付，维护了齐国
尊严的品质。

1．把每一提示想想，再找学生说说。

2．把这个事件前后的内容连起来说说。

3．最后把全文连起来创造性地复述。



[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教学要求：

1、了解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晏子是怎样反驳楚王，维护
齐国尊严的。

2、理清课文的条理，了解课文是怎样有条理地表达内容的。

3、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晏子又是怎样针锋相对的。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期间，各国争战。其中齐
楚两国国力强大，激烈争夺霸业。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读课文。纠正读错的字音。

2、说说课文讲了哪几件事。

3、预习中画出了哪些不懂的地方？

三、学习课文，理解内容。



1、默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

（1）课文可以分为几段来理解，段意是什么？

（2）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每次晏子是怎么说的？他为什
么这样说？

（3）后来楚王为什么不敢不尊重晏子了？

2、讨论。

3、朗读课文，进一步理解内容。

四、了解记叙方法。

1、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子出使楚国时，楚王三次想侮辱他，晏
子反驳了楚王，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2、课文是怎样有条理地记叙这一内容的？

（课文按晏子访问楚国的顺序，讲楚王三次侮辱晏子。）

五、布置作业：

1、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2、预习“读写例话”。

[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目标：了解故事的内容，抓住晏子三斗楚王时
据理力争的言行，重点理解“侮辱”“尊重”的含义，体会
人物的智慧和爱国气节。

2、过程与方法目标：精读晏子与楚王针锋相对的话，理解句
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学习简单的推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晏子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品
质，培养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精读晏子与楚王针锋相对的话，体会晏子的智慧以及维护国
家尊严的思想品质。

教学难点：

读懂晏子反驳楚王的几句话的含义，理解句子之间的逻辑关
系，学习简单的推理。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进入角色。

1．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当外交官？让我们也学学晏子，学当
小小外交官，跟随大夫晏子出使楚国，去见识见识春秋末期
那变幻莫测而又扣人心弦的外交风云，看看晏子是如何和楚
王唇枪舌战，挫败楚王的。

2．回忆《晏子使楚》故事的起因，最后的结果各是什么？



3．怎么会有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呢？

二、走近晏子，研读晏子。

2．指名读课文第三、四、五自然段，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3．交流反馈，紧紧抓住晏子与楚王的语言、动作、神态来品
读赏析。

三、表演课本剧，体会晏子。

面对楚王的三次侮辱，晏子针锋相对，巧妙反驳，这样的场
面既紧张又精彩。各位随晏子出使到楚国的小外交官们，你
们愿不愿意用表演来再现当时晏子三次受辱与反驳的情景？
要把你们当时观察到的楚王与晏子等人的动作、神态、说话
时的语气通过表演表现出来。

四、赞美晏子，深化情感。

五、学习晏子，尝试反驳。

六、交流作业，理解尊严。

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像晏子一样的政
治家、外交家在维护祖国尊严的关键时刻处变不惊，能言善
辩，同时也表现出他们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像
历史上的诸葛亮，新中国的周总理、陈毅、乔冠华、钱琪
琛……请同学们拿出查找的资料，互相交流。

七、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板书设计

晏子使楚



侮辱

楚王反驳晏子

尊重

[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一导课

1作者说自己是晏子，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给同学们讲自己出
使楚国的事情，看谁最聪明?表现最好?板题《晏子使楚》。

2分析“使”的意思

（1）使是什么意思？出使，派遣去。

（2）什么人可以出使别的国家？

（3）出使的时候代表了什么?

（4）为什么要出使？

3（1）如果我到你们家去做客，你高兴吗？

（2）你会怎样招待我？如果我到你家去，那可是你的荣幸！

（3）二楚王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干什么？板“趁机”“侮
辱”

（4）过了几次招？他侮辱了我几次?

（5）结果怎样？板“尊重”



4穿越时光隧道，穿越到70页，看我那天的表现吧！

二授新

〈一〉第一次楚王怎样侮辱我的？默读第二段。

1请生概括

3我用什么话来反击？请生有感情读。

4他这句话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如果楚国是狗国，我就从这个
狗洞里钻进去。)

5结果怎样？尊重从哪个词语看出来的？迎接

6处王此时的心情从哪个词语反映出来的？（只好吩咐）

7这件事反映出晏子的什么？板聪明才智

8表演过渡语楚王并不甘心，又挑起第二次侮辱

〈二〉分角色读：划神态词、动作词

1“冷笑”是什么态度？

2听到这话晏子的神情怎样？“严肃”说明什么?

3晏子说的这段话运用了什么手法？（夸张）是什么句式？
（排比）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4“既然你........你来呢?”哪个词说明楚王的态度?(打发)
我们一般都会打发什么人？这又体现了什么？（侮辱）

5串词：晏子是怎样反击的?读他说的话.



6他为什么要故意笑？（嘲笑）

7楚王为什么只好陪着笑？

8结果？（赢得尊重）

9再次反映了什么？（聪明才智、口才好、思维敏捷、爱国）

〈三〉楚王仍不甘心，又可以安排酒席来侮辱晏子，（表演
读）

2从楚王的表情看他的心情。

3晏子的神情怎样？（面不改色）

4“淮”何意？边说边画。

5水土指什么？（风气）

6最后结果怎样？（只好陪不是）（尊重）

〈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别的
国家去，就代表了自己国家的形象，所以请大家为自己的祖
国增添光彩吧。像晏子一样爱国吧！

作者邮箱：wuxiang1211@

[《晏子使楚》教案设计(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教学目标：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读懂课文，并能体会“侮辱”和“尊重”这两个词语的含
义。



教学重难点：晏子是怎样智斗楚王的，为什么晏子的话会驳
得楚王无言以对？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出现过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晏子
就是其中的一个。晏子是春秋时代齐国人，当过齐国的宰相。
晏子善于言辞，机智果敢，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这篇课文
就是写晏子的故事。

从课文中找出有关的语句，说说课题中的“使”作什么解释？
并且说出课题的意思.

二、读课文，自学字词。

要求读准生字字音，理解字词。

三、再读课文，理清课文层次。

1.课文写了晏子的几个故事？从哪里到哪里是写这几个故事
的，给课文分段。

2.读课文中的三个小故事，用晏子说的话概括每个故事的主
要内容。

四、阅读理解第一个故事。

1.默读思考：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

2.晏子说“楚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句话的言下
之意是什么？



理解晏子的推理方法：访问狗国得钻狗洞，楚国开的是狗洞，
所以________

3.楚王听到传话，为什么只好吩咐打开城门，楚王当时是怎
样想的？

4.有感情地朗读这个小故事。

（二）阅读理解第2、3两个故事。

1.默读思考：这两个故事中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晏子是
怎样回击楚王的，结果怎样？

结合填空理解晏子话的含义：

（1）上等人访问上等国家，下等人访问下等国家，我最不中
用，所以派我来访问楚国，因为楚国是____。

2.有感情地朗读两个小故事。

（三）总结课文，巩固练习。

1.朗读全文。读后讨论：晏子是个怎样的人？（机智果敢，
善于言辞，热爱自己的国家）

2、课本剧表演比赛，体会“侮辱”和“尊重”这两个词语的
含义。

[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

晏子使楚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1作者说自己是晏子，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给同学们讲自己出
使楚国的事情，看谁最聪明？表现最好？板题《晏子使楚》。



2分析“使”的意思

（1）使是什么意思？出使，派遣去。

（2）什么人可以出使别的国家？

（3）出使的时候代表了什么？

（4）为什么要出使？

3（1）如果我到你们家去做客，你高兴吗？

（2）你会怎样招待我？如果我到你家去，那可是你的荣幸！

（3）二楚王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干什么？板“趁机”“侮
辱”

（4）过了几次招？他侮辱了我几次？

（5）结果怎样？板“尊重”

4穿越时光隧道，穿越到70页，看我那天的表现吧！

二授新

〈一〉第一次楚王怎样侮辱我的？默读第二段。

1请生概括

3我用什么话来反击？请生有感情读。

4他这句话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如果楚国是狗国，我就从这
个狗洞里钻进去。)

5结果怎样？尊重从哪个词语看出来的？迎接



6处王此时的心情从哪个词语反映出来的？（只好吩咐）

7这件事反映出晏子的什么？板聪明才智

8表演过渡语楚王并不甘心，又挑起第二次侮辱

〈二〉分角色读：划神态词、动作词

1“冷笑”是什么态度？

2听到这话晏子的神情怎样？“严肃”说明什么？

3晏子说的这段话运用了什么手法？（夸张）是什么句式？
（排比）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4“既然你。你来呢？”哪个词说明楚王的态度？(打发)我们
一般都会打发什么人？这又体现了什么？（侮辱）

5串词：晏子是怎样反击的？读他说的话。

6他为什么要故意笑？（嘲笑）

7楚王为什么只好陪着笑？

8结果？（赢得尊重）

9再次反映了什么？（聪明才智、口才好、思维敏捷、爱国）

〈三〉楚王仍不甘心，又可以安排酒席来侮辱晏子，（表演
读）

2从楚王的表情看他的心情。

3晏子的神情怎样？（面不改色）



4“淮”何意？边说边画。

5水土指什么？（风气）

6最后结果怎样？（只好陪不是）（尊重）

〈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别的
国家去，就代表了自己国家的形象，所以请大家为自己的祖
国增添光彩吧。像晏子一样爱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