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大
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扁鹊治病》是一则寓言故事，通过蔡桓公悲惨的结局，警
示人们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故事篇幅短
小、发人深省。

本节课上课伊始，我以两个词语做引子，并播放关于扁鹊的
视频，使学生有一个直观感受。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用简短
的句子概括出自己所搜集的资料，使学生产生要摄取重要信
息的意识。顺势引出课题，并请同学根据课题质疑，教师梳
理问题，使学生掌握归纳主要内容的方法。这两个环节注重
了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巧妙将单元训练重点融入其中。借
助多媒体技术，充分利用多种感官，实现多渠道的信息传递，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接下来的环节中，课件出示本课重点词语，引导学生发现词
语规律，明白这些词语是和治疗方法以及身体部位有关的词
语，并出示相关句子，让学生填空，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为下面课文的理解打好基础。紧接着，让学生将这四个句子
用自己的话说给同桌听，达到训练复述的作用。这几个步骤
融为一体，既然学生掌握了重点词语，又完成了本单元训练
重点——复述的练习，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本节课上，教师有效利用幻灯片出示重点句子，通过分角色
朗读、默读、指名读、齐读形式，引导学生多读、多讲，读



中感悟，体会故事蕴含的哲理和情感。

课堂结束时出示《扁鹊见蔡桓公》文言文，再次以课文为生
发点，把学生的目光引到课外阅读中，并通过投影仪让学生
自主交流课外阅读过的寓言故事，增加信息量，加强学生对
知识的感知度，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

引导他们大量阅读，进一步激发读书的兴趣。

教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遗憾艺术。虽然在备课时，我做
了充分的准备，整节课也达成预期的效果，但在教学过程中，
仍存在着不足之，如给学生读的时间不是很多；因自身问题，
在多媒体与课程融合中还纯在很多问题。

今后，在教学中一定加强自己这方面的训练，努力提升自己。

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扁鹊治病》取材于《韩非子・喻老》。写扁鹊拜见蔡桓公，
几次指出蔡桓公病在何处，劝他赶快治疗。蔡桓公坚信自己
没有病，因而对扁鹊的态度由不相信，到不理睬，到最后的
不高兴，致使延误了病情，小病酿成了大病，病入膏肓，无
药可医。故事以蔡桓公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警示人们要防
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了本课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老师要启发学生思考，就
必须善于引导，善于对话，必要时要设置一些恰当的情境，
因为在对话中才能了解到学生想的什么，怎么想的，在对话
中发现问题，明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老
师在课堂中反应要灵敏，及时抓住学生的回答，并有效的引
导学生思考。而我在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还是过于考虑自
己的教案，对学生关注不够，对于学生的不足和精彩之处及
时评价这一环节做的不太好。



在课堂交流中，学生慢慢体会到寓意，大多学生能说出应该
多听取别人的正确建议，不要太固执等。其实学生能说到这
点就已经可以了，至于“防微杜渐”这个词语，学生是说不
出来的，所以这个词语就送给学生，掌握一个新知识。

这节课表现更加出彩的是学生们：

3、教学设计上对学生的要求有所提高，如最后的课堂检测题
实质是从研究考试入手所设计的一系列能力提升题也是对本
节课学生掌握情况的一个考验：我能读，我会填，争当小神
医等等，不仅是对课文内容的具体把握，也考查了学生在理
解内容的基础上快速找寻信息及整合信息的能力，看到孩子
们努力的自读自悟，作为课堂引导者的我来说也倍感欣慰。

总之，《扁鹊治病》这则寓言比较易懂，学生基本上能通过
自读自悟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教学时，我放手让学生通
过自己阅读文本去理解、体会。

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扁鹊治病》这则寓言比较易懂，学生基本上能通过自读自
悟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我在教学时注重了放手让学生通
过自己阅读文本去理解、体会。

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我具体安排了3个环节：一是导入课题、
激发兴趣。我能够引导学生从了解扁鹊医术入手，紧扣主题，
给学生营造了自主，合作的学习氛围，学生热情度高，积极
回答问题。课前让学生搜集扁鹊的资料，介绍扁鹊，以达到
了解扁鹊的目标，并为接下来课文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二是，以扁鹊四次给蔡桓公看
病为主线，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运用体会、想象等形式抓住重
点内容进行有提升的读。通过研读蔡桓公的反映，来探究文
本，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通过想象来丰富文本。并且从中
体会扁鹊医术的高明，医德的崇高；体会蔡桓公固执己见和



不听正确意见的性格，以达到明理。三是通过表演来回顾课
文内容，达到复述课文的目标，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来拓
宽学生的'思维。教法、学法灵活，学生展示比较精彩。在表
演这一环节中，我抓住时机让学生演一演的方式，达到了复
习课文内容，理解人物性格的目的。尤其值得的一提的是，
就连平是不喜欢表现的学生也积极地参与到表演中来。

缺点：课堂调控能力不够强。第一轮表演指导不到位。寓意
提炼急促，还应侧重联系学生实际用寓意导行。在第一轮表
演结束后，应该让学生点评一下，哪些角色需要改进，指导
学生演好人物角色。总之，上完这节课后，我感觉自己需要
改进和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如何使自己快速地成长起来，
更好的上好每一节课，是我今后工作的重点，我将更加努力
锤炼自己。

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扁鹊治病》是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第一篇课文。
本单元专题是“故事长廊”，安排的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
《扁鹊治病》是取材于战国时名医扁鹊的传说故事，以蔡桓
公不听扁鹊建议，小病延误成大病，最后无药可医的悲惨结
局，警示人们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否则
后果将不堪设想。

教学时，我让概括故事内容引导学生初步感知寓言。在理解
课文时，主要是让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及人物对话体会人物性
格，领悟故事中的道理。比如，故事中出现的时间“过了十
来天”，“十来天后”“又过了十几天”，让学生想一
想：“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时间？”，学生答道：“是说蔡桓
公的病每过十来天就会更加严重。”时，我适时引导这是为
了突出病情的发展，由小病变成大病的过程，更是突出蔡桓
公不听扁鹊意见的结果。在学生体会句子含义后，再指导学
生反复朗读，使学生读中有情，读中有话。



但本课教学遗憾的是，对人物的心理体会得还不够，只停留
在表面，没有结合当时的背景，人物的身份加以引导。今后
的教学一定要注意。

扁鹊治病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扁鹊治病》取材于春秋战国时名医扁鹊的传说故事。写扁
鹊拜见蔡桓公，几次指出蔡桓公病在何处，劝他赶快治疗。
蔡桓公坚信自己没有病，由“皮肤上有点小病”发展到“皮
肉之间”，继而到“肠胃里”，最后“深入骨髓”，浑身疼
痛而死。而对扁鹊的态度由不相信，到不理睬，到最后的不
高兴，致使延误了病情，小病酿成了大病，病入膏肓，无药
可医。蔡桓公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警示人们不要讳疾忌医，
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扁鹊治病》这则寓言比较易懂，学生基本上能通过自读自
悟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教学时，我放手让学生通过自己
阅读文本去理解、体会。我以扁鹊四次给蔡桓公看病为主线，
通过研读蔡桓公的反应，来探究文本，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
通过想象来丰富文本。我让学生先找出描写蔡桓公和扁鹊表
情、神态、动作的词句读读，然后让他们通过这些描写想象
蔡桓公和扁鹊的心理活动，再把自己想到的补写在书上。学
生积极性很高，想象合理丰富。通过揣摩不同人物的不同心
理，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加深对人物的理解，这样既锻炼了
学生的写作水平，又让学生进入课文中去，在写中体会到了
人物的心理。使学生能更深入的体会扁鹊医术的高明，医德
的崇高；体会蔡桓公固执己见和不听正确意见的性格，以达
到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