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优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一

过程设计（一课时）

设想：

1. 把认识愚公的形象、理解故事的寓意作为本文的重点，把
对比、衬托手法以及课文以神话结尾的作用作为本文的难点。

2.采用“预习——诵读——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3.安排一课时。

内容和步骤：

一、导入  新课

是我国古代寓言中的名篇，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曾以为素材，创作了一幅
同名的巨幅图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5年，毛泽
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时，提到过
的故事，他用这个故事全党：只要能团结全国人民大众和我
们一齐奋斗，就一定能夺取革命的胜利。那么，到底什么
是“愚公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
要不要发扬这种精神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

二、检查预习



用小黑板或幻灯片展示下列预习题，并分别叫学生快速作答。
（题略）

三、诵读课文

1.范读（或放录音）。

2.学生分角色朗读。

3.学生齐读。

四、讨论问题。

1.愚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有什么寓意？

理解：愚公是一个有远大理想，不惧怕任何困难，有坚强的
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不怕吃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令人
尊敬的老人形象。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反映了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说明要克服困难
就必须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奋斗的道理。

2.什么是愚公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要不要发扬这种精神？

理解：愚公精神就是不怕吃苦，不惧备任何困难的精神；就
是敢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大力
发扬这种精神。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
巨的任务，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将面临着各种各
样的困难，将有千万座“太行”、“王屋”挡住我们前进的
道路，如果我们缺乏这种精神，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只能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

理解：智史与愚公形成鲜明对比。智望之“智”在于认为愚公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这是用静止的眼光看
问题，目光短浅，实是愚。愚公之“愚”在于他决定毕生平
险、挖山不止。这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愚公目光长远，且认
为子孙元辰而山不加增，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实为明智之
举。智者实愚，愚者实智。显而易见，这样命名不仅加重了
对比色彩，而且具有讽刺效果，从而突出了愚公形象。

理解：衬托的决心、信心、恒心。

5.本文以神话结尾，有什么作用？

理解：本文采用神话结尾，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愚公的宏伟
抱负，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想
象方式，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跟宣传轮回报应
的封建迷信思想有本质的不同。

五、课文小结。

六、课外作业 。

1.翻译全文。

2.就本文写一篇读后感。

设计（略）

设计示例2（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介绍文学常识

1.简介有关寓言的知识。

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常用夸张手法描写人物，或把动植物



与非生物拟人化.使深奥的生活哲理和道德教训从简单而又明
白易懂的故事中体现出来。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散文
中有不少此类作品，好的寓言，往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
刻的。

2.简介列子和《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战国前期郑国人，道家代表人物之
一，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东汉班固《汉
书·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已散失。
今本《列子》是东晋太搜集有关的古代资料编写而成的，里
面保存了不少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全书共载民
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一百三十四则，题材较广泛，有
些颇富意义。

二、阅读分析（课文内容）

1.学习第一自然段。

本段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即写太行、王屋二山又高又大的特
点和本来的地理位置。为之难设伏，以此反衬的决心很大，
其精神可嘉。

本段应掌握的文言实词：方（见方，指面积）

仞（古代以六尺或八尺为一仞）

河阳（黄河北岸。河，黄河；山的北面或水的南面叫做阴，
山的

南面或水的北面叫做阳。）

2.学习第二自然段。

本段是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部分，写，得到全家人和遗男



的支持帮助。

本段应掌握的文言实同：惩（苦于） 汝（你，文中作“你
们”之义）

许（赞许） 易（交换）

曾（乃，并）此（换牙）

本段应掌握的通假字有：指——直 反——返

本段应掌握的文言虚词：且：年且九十（副词，将近）

且焉置土石（副词，况且）

焉：且焉置土石（疑问代词，哪里）

始一反焉（语气助词）

诸：（兼词，之于）

以：（介词，凭）

本段应掌握的文言句式。习惯句式。(“如……何”，其意思是
“把……怎么样”。)

3.学习第三自然段。

本段是故事情节的高潮，写愚公面对智史的嘲笑，理直气壮
地驳斥智史的观点。

本段应掌握的文言实词：彻（通）苦（愁）匮（尽）

本段应掌握的通假字有：惠——慧 亡—一无



本段应掌握的修辞手法：顶针（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
有子，子又有孙……）

6.学习第四自然段。

本段是故事情节的结局，写之举感动了无地，他在神的帮助
下，实现了移山的愿望，照应了上文。“不已”照应了上文
愚公对智叟说的话，作为全篇的结尾，照应了第一段的内容。

本段应掌握的通假字有：盾——措，放置。

三、随堂练习（略）

第二课时

一、阅读分析（愚公人物形象）

1.愚公为何移山？

其原因是愚公“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2.愚公为何坚信一定能把大山搬走？

的信心来自他对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他懂得“子子
孙孙无穷匾也，而山不加增”的道理，即人力目前来看是有
限的，从长远来看是无穷尽的；而自然条件在一定时间内甚
至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变化，只要世世代代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把大山搬走；自然是能够被征服的，困难是能够克
服的。愚公这种移山的信心是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愿望的
生动反映。

3.愚公“愚”、智叟“智”吗？

愚公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而智空对移山是“笑而止
之”，在他看来，自然条件是无法改变的，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从而断定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两相对比，我们
不难看出谁聪明谁愚蠢，愚公、智良二人命名的深长意味蕴
含其中。

小结：文章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运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刻
画了愚公的形象，成功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
的伟大气魄和坚强的毅力，也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
决心、坚持奋斗的道理。

4.其妻和智叟对的态度一样吗？这两个人在情节发展上有什
么作用？要求学生找出描写两人的语言，朗读并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分析比较。

（1）两个人对愚公的称谓一样吗？

其妻称愚公为“君”，言语间表达的是对愚公的尊重；而智
叟称愚公为“汝”，言语间流露出对愚公的轻视态度。

（2）两人说话时所采用的句式相同吗？

其妻说“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智里说“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这两句诗句式相同，但内容有很大的差异。愚公之妻是
从“献疑”的角度讲的，“以君之力”带有关心的意
味，“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语气较轻，她
不反对。智史显然是讥笑和责难愚公，阻止，“以残年余
力”显出十足的轻蔑，“曾不能毁山之一毛”是挖苦，“其
如土石何”反问语气强烈，毫无掩饰地讥笑愚公。

这两个人物对情节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其妻的“献
疑”，引起全家人讨论运土的问题，导致移山行动的开始；
智叟的“笑而止之”，引出愚公的反驳，由此过渡到神话结
尾，才显得自然合理。



（3）两人所说的话哪一句最不相同？

其妻说“且焉置土石”，提出了土石放哪里的疑问；而智叟
开口则说“甚矣，汝之不惠”，他用一个倒装句，强调了愚
公不聪明的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其妻对自己丈夫移山之事
更多的是关心和担忧，智叟对之事全然否定，对愚公十分轻
视。

二、难点分析

对京城氏之于“跳往助之”这一细节应如何理解？

京城氏之子是“遗男”，年纪很小，他去帮助，必然是得到
了他的寡母的同意，可见愚公的事业受到了众人的拥护。在从
“跳往助之”来看，他是出自真诚、高高兴兴地去的。孩子
阅世不多，不了解事情的艰巨性，所以用天真的态度来对待
移山一举，其中也含有“愚”的成分；但反过来看，这
种“愚”却表现了他对有意义的事业的热情。

三、难点分析

神话结尾有什么作用？

神话不同于迷信，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只能通
过幻想，借助具有超人力量的神来实现征服自然的愿望。马
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本文采用神话结尾，借助
神的力量来实现愚公的宏伟抱负，是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想
象方式，所反映的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跟宣传轮回、
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四、总结、扩展

本文是古代寓言中的名篇，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又带有神话



色彩，历来脸炙人口。寓言中塑造了愚公的生动形象，寓意
深刻。

讨论一，我们今天是否仍然需要愚公精神？为什么？

今天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
其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才能取得
胜利。

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实事求是”的，其实不然。寓言是
生活中某些普遍道理的反映。

这篇寓言所要说明的是人力可以战胜自然的道理，说愚公不
愚，就是因为愚公懂得这个道理，并决心将它付诸实践，不
怕困难，挖山不止；如果绕山开道或干脆搬家，岂不是屈服
于自然、甘心做自然的奴隶么？这种观点所反映的是某些人
害怕困难的心理。

五、布置作业 

l.熟读课文，背诵“河曲智叟止之曰……亡以应”一段。

2.完成课后练习。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二

1.学习古代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

2文言文的诵读。

3.辨析文言词语。

五点、难点



重点：

学习顺畅诵读文言课文。

难点：

辨析文言词语。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预习

1.读准下列加点字的音：

太行（hang）万仞（ren）惩（cheng）塞（se）

汝（ru）曾（zeng）诸（zhu）箕畚（ji ben）

荷（he）孀（shuang）龀 chen 叟（sou）

匮（kui亡以应（wu）厝（cuo雍（yong）

2.熟读课文，看注释，查字典，试翻译全文。

二、导人

五.作家作品简介

选自《列子·汤问》，《列子》这部书中保存不少古代寓

言故事和神话传说。本文是古代寓言中的名篇，有比较完整



的故事情

节，又带有神话色彩，历来脍炙人口。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郑国人，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之
一。

2.导语 

一文着重塑造了愚公的形象，通过的成功，反

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也
说明了要

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决心，坚持奋斗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曾
经用这个故

事教育全党：只要能团结全国人民大众和我们一齐奋斗，就
一定能夺取

革命的胜利。

三、正课

1.朗读课文（可教师范读，学生试读、齐读，也可听课文录
音，朗读

时注意正音。）

2朗读停顿的指导。

（1）关于标点符号的停顿。一般来讲顿号停半拍，逗号停一
拍，句

号、问号、感叹号停两拍。



（2）关手段与段之间的停顿。段与段之间停顿可长一些，一
般3～5

拍即可。

（3）关于句中的停顿。句中的停顿，按朗读时感情表达的需
要或换

气的需要可适当作短暂的停顿，但要以词或短语为单位，以
不念破句为

标准。如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子孙荷担者”是一个短
语，中间不能

停顿，如果停顿了就破坏了短语义的完整，这就叫念破句。

3.请学生翻译课文。

翻译方法指导；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文必须忠实原文，字字
落实。

根据文言文与现代文的不同特点，翻译时可采取以下几种方
法：

（1）加。文言词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文则以双音节为主。
有些文

言实词的基本意义保留至今，只需在原词上加一个字，变成
现代的双音

节词。如“方”即“方圆”指面积。

（2）改。有些文言实词至今已不用了，可以改换一个意思相
近的词



来代替。如“切”可改为“丈”。当然，“侧”的长度不等于
“丈”，但这里的

“万例”是虚数，所以，可以用“万丈”来代替。

（3）补。文言文中通常有省略主语、介词的宾语和量词等，
所以翻译

时，必须补出。如“二山”即“两座山”。

（4）调。文言文的语序有的与现代汉语不同，翻译时需要调
整。如

“甚矣，汝之不惠”这是谓语提前的倒装句，翻译时可
作“你太不聪明

了！”

（5）省。文言文中的发语句，即句首的助词，或句中语气助
词，如果

省略后不影响原意的可省去。如“虽我之死”“之”字是助
词，在句中起取

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翻译时可省略不译。

在学生翻译时，老师可穿插提问重点词语的解释。

者：相当于“……的人”。面：面向着，名词用为动词。毕：
全。险：指

险峻的大山，形容词用为名词。其妻：其，代词，他的，指
代愚公。以君之

力：以，介词，凭，靠。之，助词，的。遂：于是。箕畚；



用箕畚装土石，名词

用作状语。笑而止之：而，表修饰，相当于“着”。之，代
词，他，指代愚公。

毛：草木。加增：加大增高。自此：从此。

四、小结

1.古今词义

阳

古义：山之南，水之北

今义:太阳

阴

古义：山之北，水之南

今义：阴天

指

古义：直，一直

今义：手指

曾

古义：乃，并

今义：曾经



诸

古义：之于

今义；各个、许多

荷

古义：负荷

今义：荷花

毛

古义：草木

今义：毛发

息

古义：叹气

今义：休息

虽

古义：即使

今义：虽然

已

古义：止

今义：已经



2.词性活用

险：形容词活用为名词，险峻的大山。

箕畚：名词用作状语，用箕畚装。

面：名词用为动词，面向着。

3.一词多义

且

年且九十将近

且焉置土石况且

4.通假字

始一反焉反同返，往返。

甚矣，汝之不惠惠同慧，聪明。

河曲智臾亡以应亡同无，没有。

一靥朔东后同措放置。

5虚词

之

代词，他例：跳往助之。

助词：的例：隐土之北。

助词，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择



例：甚矣，汝之不克。

而

表承接：不泽例：何苦而不平

表修饰：地、着例：面山而居

表转折：但是，却倒：而山不加增

其

代词，他的例：其妻献疑日

语气词加强反问语气例：其如土石何

以

介词：凭，靠例：以残年余力

连词，用来例：河曲智实亡以应

焉

语气助词呢例：始一反焉

暖气代词哪里例：且焉置土石

五、作业 

1.课后作业 。

2.选用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第一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下面各旬朗读语意停顿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

b.曾/不能/损魁/父之丘。

c.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d曾/不能毁/山之/一毛。

（二）解释下列加点词的含义：

1.河阳之北2.吾与汝毕力平险( )

3.投诸渤海之尾 4.始一反焉

5.曾不能毁山之一毛6固不可彻

7.而山不加增8.无陇断焉

（三）指出下列句中“之”的用法与例句相同的一项：

例：甚矣，汝之不惠。

a河阳之北b.跳往助之

c.虽我之死，有子存焉。d.告之于帝

第二课时

一、预习

1.背诵全文。



2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

3.课后练习四。

二、导入  

上节课，我们已经翻译全文，疏通词语，大致理解课文的内
容。这节

课，我们再来细读课文，深入分析，研究课文的内容和写作
特色。

三、正课

1.分角色朗读，理解对话双方的语气。

2.提问：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
太行、王

屋何？”与河曲智臾说的“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
曾不能毁山之

毛，其如土石何？”两句话意思相近，语气上有什么不同？

讨论并归纳：

这两个人物所说的话，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目的全然不同。
愚公

之妻是从献疑的角度说的：“以君之力”带有关心的语
气，“曾不能损魁

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清气较轻，说的是她的真实想
法。但她并不反



对移山，所以接着就提出移山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
题：“焉置

土石？”智臾则显然是讥笑和责难愚公，阻止：“甚矣，汝
之不

惠”是很严厉的责备口气，“残年余力”又显得十足的轻视，
“曾不能毁山

之一毛”是有意挖苦，“其如土石何”反问语气很重，则简
直是嘲笑愚公

无能了。因此，这两句语气不同。

3.提问：请给课文分段并归纳段意。

课文共有四个自然段。

第一段：写故事背景。

第二段：写愚公决心移山，得到全家支持，并排除疑难，立
即行动。

第三段：写愚公驳斥智臾的错误观点。

第四段：写愚公愿望的实现。

4.提问：愚公决心移山要克服哪些困难？

讨论并归纳；

（l）两座山非常大：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

（2）年老力衰，人员少：年且九十。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3）工具简陋，运土路程远：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
始一反

焉。

5.提问：文章中两个人物的名字，以“愚公”和“智臾”对
举，有什么

深意？

讨论并归纳：愚公动员全家的力量，克服山高且大；年老力
衰；人员

少；工具简陋，运土路程远等这么大困难，表面看来“愚不
可及”。但愚公

不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在于他有远大的抱负，从“指通豫
南，达于汉

阴”可以看出，他的移山是为了造福千千万万人和后代子孙。
此外，他对

移山的信心来自他在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他
懂得人的

力量是“无穷匾”的，“而山不加增”。他的见识远远高过
一般人之上，真

是“大智若愚”。而“智臾”只是从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认
为自然条件无法

改变，而且只看到一代人的力量，从而断定人在自然面前是
无能为力

的，真是“鼠目寸光”。以上分析说明愚者不愚，智者不智。



这一颠倒不

仅加重了对比的色调，而且具有讽刺的效果。

6提问：的成功说明了什么？访归纳中心意思。

讨论并归纳：

通过的成功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

魄和坚强毅力，也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决心，坚持
不懈奋斗的

道理。

四、总结

是一篇寓言。对寓言的理解要通过故事叙述了解故事

所寄寓的深刻含义。而不要纠缠这个故事是否“真实”，神
话给足是否与

迷信有关，甚至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愚公的形象等。这些都与
阅读寓言的

本义有违背的。

五、作业 

1.课后练习.

2.选用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第二课时作业 优化设计



（－）下列文言句式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1.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2.甚矣，汝之不惠。

3·帝感其诚。

4.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ai.反问句2.陈述句3.判断句《.被动句

b.1.反问句2.倒装句3.被动句4.陈述句

c.1.疑问句2.陈述句3.被动句4.判断句。

d.1.疑问句2.倒装句3.判断句4.陈述句。

（二）填空：

卫.选自__，这部书中保存了不少古代＿

和___。本文的体裁属于____。

2文中河曲智臾嘲讽愚公的话有____

。愚公斥责智臾的话有___

愚公反驳智全的话有____

这些对话表现智叟____

，表现愚公____。

（附译文）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回700里，高万丈，本来在冀州南边，黄
河北岸

的北边。

北山下面有个名叫愚公的人，年纪快到90岁了，住在大山的
正对

面。由于北边的大山挡路，出来进去都要绕道，他感到很苦
恼，就召集全

家人商上说；“我跟你们尽一切力士把这两座大山挖平，
（使道路）一直

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他的妻子提

出疑问说：“凭你的力气，连魁父这座小山也难挖平，能把
太行、王屋怎

么样呢？再说，挖下来的土和石头往哪儿搁？”众人
说：“把它扔到渤海的

边上，隐土的北边。”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几个人
（上了山），

凿石头，挖土块用箕畚运到渤海边上。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
个孤儿，刚

七八岁，蹦蹦跳跳的去帮助他。冬夏换季，才能往返一次。

河曲智文讥笑愚公，阻止他干这件事，说：“你简直大愚蠢
了！就凭

你在世上这最后的几年，剩下这么点力气，连山上的一棵草



也动不了，

又能把土块石头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一声，说：“你
的心真顽固，顽

固得没法开窍，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还有儿
子在呀；儿子

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
子子孙孙无穷

无尽，可是山却不会增高加大，还怕挖不平吗？”河曲智叟
无话可答。

握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没完没了的挖下去，向天
帝报告

了这件事。天命被愚公的诚心感动，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
个儿子背走

了那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
从这时开始，

冀州的南部直到汉水南岸，再也没有高山阻隔了。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三

教学目标

1. 学习古代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

2. 积累文言词语，诵读课文。

3. 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 预习

熟读课文，读准字音，看注解试译全文。

二、 导入

从“杞人忧天”说起。《列子》一书，保存了不少古代寓言
故事和神话传说。列子，名御寇，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三、 研读课文

1. 朗读课文

2. 翻译课文

3. 方法指导

（1） 加。文言词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则以双音工为
主，有些文言词的基本意义保留至今，只需在原词上加一个
字，变成现代的双音节词，如“方”即“方圆”指面积。

（2） 改。有些文言实词至今已不用了，可以改换一个意思
相近的语来代替，如

（3） 补。文言文中通常有省略主语、介词宾语和量词等，
所以翻译时，必须补出，如：“二山”即两座山。



（4） 调。文言文的语序有的与现代汉语不同，翻译时需要
调整。如，“甚矣，汝之不惠”这是谓语提前的倒装句。

（5） 省。文言文中的发语句，即句首的助词，或句中的语
气助词，如果省略后的影响原意的可省去。

四、 小结

1. 词性活用

险：形容词活用为名词，险峻的大山

箕畚：名词用作状语，用箕畚。

2. 通假字

汝之不惠

始一反焉

一厝朔东

五、 作业

完成课后练习一

思考课后练习二

第二课时

一、 导入

上节课，我们已经翻译了课文，大致理解了课文的意思，这
节课，我们再来细读课文，深入分析，研究课文所蕴含的思
想内容。



二、 研读分析

1. 同学自己细读课文，可分角色朗读。思考下面问题。

（1） 愚公之妻和智者对愚公移山的态度是否相同

（2） 京城氏之子“跳往助之”这一细节有何作用

（3） 愚公移山要而对哪些困难

（4） 文中两个人物的名字以“愚”“智”对举，有什么深
意

（5） 讨论本文的寓意

2. 讨论归纳

提示：

（1） 愚公之妻是从献疑的角度说的，带有关心的语气，并
提出了移山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客观难题，但并不反对移。而
智叟则是讥笑和责难，阻止其移山。

（2） 体现了愚公移山的决定得到众人的拥护。

（3） 两山非常大；人力有限；工具简陋，运土路途远

（4） 愚——智——

（5） 愚公移山的成功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
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也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决心，
坚持不懈。

三、 写法点评



1. 对比：愚公——智者     京城氏之子——智者

四、 学生质疑

五、 作业

1. 完成课后练习一

2. 读了这则寓言，有什么感想？就本文写一篇读后感。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四

愚公移山是一部著名的中国民间故事，讲述了愚公和他的家
人努力挖山填海的故事，以期使他们的家园更加宽广富饶。
《愚公移山》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电影由黄凯峰执导，于1994年上
映。电影由多位知名明星出演，包括田华，梅峰，王瑛瑛等
人，同时电影还获得了一些著名的国际奖项。这部电影与中
国元素和价值观息息相关，它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第二段：电影风格和主题

这部电影采用了现代的拍摄技术，使得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感
受到愚公和他的家人的艰辛挑战。电影的主题是追求目标和
毅力。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愚公和他的家人如何通过艰苦努
力挖掉山，以创造一个更加平和的生活环境。电影故事充满
了奉献，毅力和坚韧的价值观，这让观众可以从故事中学习
到许多生活的启示。

第三段：电影影响

电影《愚公移山》自推出以来成为许多学生学习的素材。这
部电影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性，它传达了中国精神和价值
观。中国人追求的独特性格如钢铁般的意志、奉献与坚忍不



拔的精神在社会中得到了体现。电影《愚公移山》传达了这
些价值观并且激励了人们朝着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此外，这
部电影也受到了许多国际听众的欢迎，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
化和价值观。

第四段：电影与现实生活中的联系

电影《愚公移山》让我们看到了奉献、毅力和坚忍不拔的力
量，这具有现实意义。今天的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这需要
我们具备相应的品质来应对这些挑战。像愚公一样的坚毅精
神和不畏艰辛的勇气，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并在自己的
生活中创造幸福的关键。通过观看电影，我们可以了解中国
文化并着手应用这些经验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帮助我们成
功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第五段：总结

总之，电影《愚公移山》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文
化的核心，这使得它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一段重要历
史。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愚公家族挖除山峦的艰辛和努力，表
达了中国人民坚毅不拔的态度以及不畏艰难困苦的情操。这
部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并且对当前的社会环境有
着深远的影响。观看这部电影将使你深刻体验到这些价值并
帮助你解决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五

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故事，它讲述了一个老
者和他的家人刻苦劳动，将大山挖平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
看似简单，却代表了很重要的品质——不屈不挠和毅力。愚
公移山的信念和态度激励了无数人，教给他们如何去实现自
己的梦想，坚定意志。以下是我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心得体会：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告诉我们成功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老



者看到大山挡住他的发展路线，并没有妥协放弃。相反，他
反复考虑问题，鼓起了斗志，不屈不挠地努力工作。后来他
的努力得到了神灵的赞扬和支持。因此，我们也应该始终坚
信，只要我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失败只不过是成功的
前兆。

其次，愚公移山的精神教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和失败。
老者有着最黑暗的时刻，但他并没有失去勇气，面对困难和
挫折，并逐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生活充满了极端的挑
战，我们需要有同样的韧性，才能在最黑暗的时候继续勇敢
前行。

第三，愚公移山的精神教我们如何彻底改变事情。愚公的决
定废除了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事情的形式，
取得了成功。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们应该有用双手实际行
动解决问题的精神，而不是坐等和抱怨。

第四，愚公移山的精神教我们要珍惜时间。无论一项任务多
么庞大、多么困难， 不要因时间姗姗移动而被打消和放弃。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奋斗和付出都是点滴
积累，如水滴石穿一样，最终将达到成功的目标。

最后，愚公移山精神教我们要与人为善，帮助别人实现愿望。
这个故事教我们，相互帮助、彼此关注，才可实现更大，更
长远的目标。当我们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愿望，也要想办法去
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导师。

总之，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它的力量，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为发动力自己继续前行。那个勇敢和坚定的老
者向我们诠释了如何克服困难，不断前行，实现自己的梦想。
通过培养这些品质和态度，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用我们
的才能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



愚公移山的开场白篇六

电影《愚公移山》是我在学校时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它对
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让我了解了灿烂文化的魅力，
也让我认识到了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想借此
机会分享我的感受与体会，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部卓
越的电影。

第二段：电影背景鸟瞰

《愚公移山》是一部根据我国古代传说改编的电影，讲述的
是愚公和他的家人为了移山而持续不断的努力。在这个故事
中，愚公体现出了人类毅力与精神的最高境界。

该电影不仅音乐优美动人，但最令人想念的是情节，它带领
观众穿越时空，领略到了古代文化的魅力。特别是在早年中
国，被封在天堂之人往往致力于将这样的精神融入故事，并
使作品更具感觉和思考价值。

第三段：电影的主题分析

在电影中，愚公是个充满热忱和坚韧不拔的人，他能够坚持
不懈的追求目标。虽然他的儿子快要放弃，但他带着一帮爱
他和支持他的人，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在艰苦的劳动中成功
地移走了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传承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不屈不
挠、不畏艰难、顽强拼搏，无论是千年前还是今天，无论是
在家庭还是社会中，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四段：观影体会

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的意志也显得异
常坚强。因为电影中的愚公不仅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举起锤



子时，他发出的是不屈不挠的力量，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时，
如同神的微笑。当我走出电影院之后，我感到自己也有这样
的力量，只要我坚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能够克
服。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电影《愚公移山》中学到
的。

第五段：总结

最后，我想说的是，电影《愚公移山》是对于人类意志力的
最好的写照。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而且是一支人类精神
的亮丽乐章。无论我们时代如何变化，这部电影的故事都会
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不断地战胜新的挑战。愚公移
山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人类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心存
信念，并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