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伤仲永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伤仲永教案篇一

《伤仲永》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教学目标】

（1）熟读、朗诵课文，积累文言词汇。

（2）理清文章脉络，了解借事说理、详略得当的写法。

（3）感悟文意，认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重点难点】

重点：

1.积累文言知识。

2.认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难点：

体会文章详略得当的写法。

【教具准备】准备歌曲《爱拼才会赢》，指导学生准备课堂
辩论。

【教学方法】合作探究、诵读品味、谈话启发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引导学生读句“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天资有关，更与后天教
育及自身学习有关”让学生讨论：天资与后天教育对成才哪
个重要？，而后发表看法。（根据学生意见把学生分成两组）

今天我们学习王安石的《伤仲永》让我们在品学中感悟真知、
品析事理，体味怎样才能成才的人生真谛吧！

简介作者：请1～2名学生根据积累的知识介绍王安石，教师
适时补充。

二、多元感知，品悟分析

1.投影出示课文原文，找一生读文，其他学生纠错、正音。

2.学生自读全文，指出疑难，投影出示重点词句，师生释疑。
（生问生答、师生对话）

3.学生分小组合作再读文章，探究文意，要求用自己的话讲
述方仲永的故事。（学生合作研析、全班交流）

5.请大家再细读课文，思考仲永的变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从哪些句子可以看出这些变化？（学生小组分析，教师明确：

（1）阶段：“仲永生五年……可观者。”写方仲永天资过人、
才能出众；

（2）阶段：“……不能称前时之闻”写仲永才能衰退；

（3）阶段“又七年……泯然众人矣。”写仲永变成一个平庸
之人。）



6.再读分析仲永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仲永的事例，昭示了一
个什么道理？

7.文中哪些文句能体现这个道理？（引导分析最后一段）

8.通过我们上述分析，你认为作者对方仲永的态度和情感如
何？（明确：“伤”。写可伤之事，说何以可伤之理，字里
行间流露出对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矣”的惋惜之情，
对“受于天”而“受于人者不至”者的`哀伤之情，态度鲜明。
）

三、巩固训练，交流感悟

1.朗读全文，深入感悟。

2.学生交流自己读文所感。

四、小结

先天与后天有什么关系？一句话总结本课：“天才是百分之
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板书设计】

方仲永王安石

一、作者介绍：王安石

二、解题：“伤”悲伤，文中是“为……感到惋惜”的意思。

三、本文重点字词翻译。

【作业设计】日记：以“由仲永所想到的”写一篇日记。

【教学反思】



重点字词翻译，基本放手给学生，让学生先翻译，效果较好。
但，缺少总结梳理。

马婷婷

伤仲永教案篇二

教材分析：

本文两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写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
能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作者详写第一个阶段，力陈方仲永
才能初露时期的情形，点明他才能衰退的原因，然后简略地
写后两个阶段，点出他的才能衰退以致“泯然众人矣”。第
二部分是议论，作者借事说理，强调后天学习对成才的重要
性。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曲解作者在本文想强调的“后天受
教育重要”的观点，不要把“主观努力”与之混同。

学情分析：

铁二中属于重点中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好，预习作业会完
成的比较顺畅，他们能够查阅大量资料解决一些相关问题，
能够对照注释翻译课文，能够配合老师积极发言，但发言的
内容有不定性。

教育目标：

2、过程和方法：指导学生准确朗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读懂故
事，并能复述故事，感悟故事。通过充分的活动，引导学生
合作学习，探究问题，积累知识。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准确把握和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领
悟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天资和后天学习的
关系。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不作特别设计，随意一些，但要让学生感觉自然贴切。

二．作者介绍

展示学生预习查资料的成果，但注意其表述，要有具体的要
求。

三．朗读课文

给予必要的指导，如字音、停顿、节奏、感情等。

四．积累实词

常用的总结规律，生僻的辨析清楚。

五．复述分析

评析复述的过程，即分析教材的过程，即展示合作探究成果
的过程。

六．深化理解

就方仲永的悲剧，谈自己的想法。见仁见智不束缚学生，巧
妙引导，不着痕迹。

七．小结本课

不必面面俱到，突出主题则可。



伤仲永教案篇三

教学内容：

了解借事说理的方法，认识后天教育的意义;课堂辩论。

教学设计：

巩固旧知

精读研讨

引导学生逐字逐句的深入阅读，并通过四人小组讨论。

[问题组]

1、课文的两部分有什么联系，重点在哪一部分?

2、仲永“泯然众人矣”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3、叙事部分有祥有略，为什么对仲永的才干初露写的这样详
细?

4、本文在语言上有何特点?找出相关内容加以说明。

[明确]

1、本文采用了借事说理的写法，第一部分是叙事，第二部分
是说理。两部分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重点在第二部分的
议论。

2、仲永的父亲贪图小利，“不使学”造成的，说明后天教育
的重要性。

3、使为了更好的突出中心，详写方仲永的才能初露是为了突



出他的神童天赋，与后来的“泯然众人矣”形成反差，而这
一结果是他父亲“不使学”造成的，从而更好的突出了后天
教育的重要性。

4、本文语言简练而精当，

体验反思

课堂辩论：成才的关键

1、辩题

a.正方：天资聪慧是成材的关键

b.反方：后天教育是成材的关键

2、同学结合课文内容，结合实际，通过辩论明确：

a、天赋与后天教育的关系

b、认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3、评价

教师小结

学习了这篇课文，我们同作者一样都为方仲永感到惋惜，通
过课堂辩论大家明白了天赋与后天教育的关系。天资聪慧对
成材有重要作用，但不是关键;天生愚拙，可以从后天的教育
中得到弥补，同样也可以成材。我们注意到本文强调的是后
天教育的重要性，虽然与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两个问题，但我
们也应当从中受到启发。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要接受严格的教
育，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使自己早日成材。



巩固训练

1、完成“研讨与练习”一、四。

2、将叙事部分改编成故事，题目为《仲永才尽》。500字。

课后记：本课的第三段是本文的讲授重点，文中的逻辑关系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们进行认真的分析。在讲授的过程中，教
师还应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深刻领悟后天教育
对于个人成才的关系。

伤仲永教案篇四

金溪有个叫方仲永的百姓，家中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长到
五岁时，不曾认识书写工具。忽然有一天仲永哭着索要这些
东西。他的父亲对此感到诧异，就向邻居那里把那些东西借
来给他。仲永立刻写下了四句，并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
首诗以赡养父母和团结同宗族的人为主旨，给全乡的秀才观
赏。从此，指定事物让他作诗，方仲永立刻就能完成，并且
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们对此都感
到非常惊奇，渐渐地都以宾客之礼对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花
钱求取仲永的诗。方仲永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就每天带
领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
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叫他作诗，写出
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
回来，再次到舅舅家去，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
的才能消失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伤仲永教案篇五

——王安石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
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
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
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
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
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
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
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
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
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伤仲永译文】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
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写诗，已经不能
与从前听说的相称了。再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又到舅
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才能完全消失，普
通人一样了。”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
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
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
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
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
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
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作客，有人用钱财和礼
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
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