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猴王出世教学设计(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猴王出世教学设计篇一

《猴王出世》是第五组“中国经典名著之旅”中的一篇略读
课文。

在阅读理解方面，第三学段的重点是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领悟基本的表达方法。在阅读方法方面，继续
加强精读和略读能力的培养，同时提出了浏览能力的习得。

根据选编的课文特点和小学生的认知实际，本组课文的教学
重点可指导学生感受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语言文字的
规律，从而达到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激发阅读名著的兴趣。

《猴王出世》是本组最后一篇课文，节选自我国古典神话小说
《西游记》第一回。课文主要写了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孕
育了一只石猴，这石猴与群猴玩耍时，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
洞，被群猴拜为猴王。

作为略读课文的近代白话文小说，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引导学生抓住文前的“阅读提示”，自主了解课文
主要内容。不理解的'词句，可以结合注释，或略作讲解，但
不逐字逐句地解释。

1.能根据文前“阅读提示”，自主学习课文，了解课文主要
内容：石猴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

2.用精读、略读、跳读、浏览等多种学习方法，品位语言文



字，感受石猴形象，领略经典名著的魅力。

3.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兴趣。

1.学生学习准备：这是一篇近代白话文，语言风格与现代白
话文有较大差异，一些字词的用法与意思也和现在不一样。
五上年级的学生学习五下年级的课文，也为学习带来一些障
碍。所以，课前，学生要根据“阅读提示”熟读课文，并能
在课文中做做预习记录。

2.教师教学准备：教学课件

1.揭示课题。

2.了解学生学习起点。

3.根据文前“阅读提示”，交流学习课文主要内容。

课件出示：石猴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

(1)学生回答。

(2)留在你脑海里的是一个怎样的猴王?

4.小结过渡。

1.提问：你觉得哪句话写石猴写得特别生动?

出示：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
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
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

(1)读，你仿佛看到了石猴在干什么?

(2)读这段话，读出猴的快乐和自由



2.提问：你发现这句话有哪些特点?

3.细细品读这句话中的语言规律。

4.合作朗读，读出句子的节奏和韵律。

5.你读到了一只怎样的石猴?写在句子旁边，做阅读批注。

6.小结。

1.学生自主研读第二个问题，看看课文是怎样写“石猴成为
猴王的”，体会语言的节奏和韵律，并做上批注。

2.同桌合作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对比品读。

4.你读到了一位怎样的猴王?写在句子的边上。

5.小结。

1.请选择你认为最经典的句段再读一读，或背一背。

2.总结：

读经典，不仅要读懂“写什么”，更要思考作者是“怎么
写”的。

猴王出世教学设计篇二

《猴王出世》是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中的一篇略
读课文。课文节选自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第一回。主要
写了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孕育了一只石猴，这石猴与群猴玩耍
时，因敢于第一个跳进水帘洞，被群猴拜为猴王，表现了石



猴活泼可爱、聪明、勇敢的特点。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
词语与现代汉语有区别，因此，读懂课文是教学的重点。
《语文课程标准》（201版）提倡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材料。而《西游记》作为四
大名著之一，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一灿烂的瑰宝，是学习祖
国语言的典范。教学中，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
激发学生主动读书的意识，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积累课
文的优美语言，激发学生阅读古典文学的兴趣。

1、了解课文内容，感悟“石猴”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个性
特点 。

2、通过指导学生回顾、归纳本单元其他课文的学习方法，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初步感受古典文学的语言特点，体会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一的《西游记》的语言美和古代劳动人民的丰富想象力。

感受石猴形象，品味语言，激发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作为
本节课的重点。读懂课文，培养阅读古典小说的语感作为学
习本文的难点。

1课时

学生课前搜集的资料、多媒体课件。

知道猴王是谁吗？（孙悟空）你们喜欢孙悟空吗？为什么？

同学们知道的可真多，你们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么多的？（电
视剧《西游记》） 那你们读过吴承恩先生的名著《西游记》
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名著的魅力吧!

【设计意图】学生对于猴王并不陌生，直接引入课题简洁、



省时，能更快的把学生的学习欲望调动起来。

请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再次学习课文。老师相信这点困
难一定难不倒你们，你们一定能做得很好。（出示自学要求）

（1）、学生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找出自己读不懂得词语、句子，用查字典或联系上下
文方法解决。 教师巡回指导，及时发现问题。

【设计意图】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本来读通课文及理解
生词，都是可以在预习时完成的。但基于这篇课文是学生首
次接触古代的白话文，难度过大，所以课上在读通、读懂课
文上要多花一些时间，多下一些功夫。

【设计意图】这篇课文比较长，如果把读课文及检查生字词
都安排在全班集中解决，会大大降低检查的覆盖面，也会使
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降低。因此我把这些内容都放在小学组
内完成，由小组长负责。这样，才能使全班学生一齐动起来，
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主动解决
问题的能力。而且在充分放权的过程中，使小组长的组织能
力得到了锻炼提高。

下面，我们请小组长汇报一下，你们刚才检查自学的情况。
注意说时要

有条理，把出现的问题说清楚。（为节省时间，只请一两名
说即可）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既可以使教师全面掌握学生的自学
情况又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文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写的）



投影出示：

“石猴是怎样出世的？又是怎样成为猴王的？”围绕这个问
题，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先在小组内说一说，再全班交流。

【设计意图】此环节在于使学生整体了解和把握课文的主要
内容，同时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默读课文并思考：石猴是只怎样的猴子？从文中找出相关语
句，可简单写上自己的批注。

【设计意图】语文课文的学习不在于问题提得多，概括面广，
而应简化课堂的教学步骤，给学生留有空间，让学生有时间
读书、思考、探究，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
在“精读分析”环节，我只设定了一个问题，而用这一个问
题带动起学生对整篇课文的学习。

出示问题：默读课文并思考：这是一只怎样的猴子？从文中
找出依据并说明，可适当写批注、圈点，留下读书的痕迹。

（学生自学后在小组内讨论，最后全班交流。）

品味语言：读第一自然段，从第一自然段语言描写中体会石
猴出世的神奇。

品味语言：

投影出示第二自然段的相关内容。

“那石猴在山中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
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
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



（1）读一读此句，你仿佛看到了一只怎样的猴子？学生加上
自己想象说一说。

（2）高声朗读此句，试着读出石猴的快乐、自由。指名读。

（3）把目光聚焦在语言文字上，你发现这句话有何特点？
（排比句）

（4）品味语言，再读此句，注意读出节奏和韵味。

（5）你读到一只怎样的石猴？写在句旁，做阅读批注。（活
泼可爱、友善、顽皮可爱、有亲和力）

（6）小结：就是这样的语言，让我们读到了一只顽皮可爱的
石猴。语言和内容高度融合，就叫经典。

【设计意图】学习课文中的重点语句，在读中感悟古代白话
文语言的特点，体会名著的语言魅力。

品味语言： “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
进去，我进去！’”

（1）、读此句，你读懂了什么？（这只猴很勇敢，不怕危险）

（2）、体会情感，再次读句，指名读。

a、石猴是怎样跳入洞中的？

投影出示：“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
”

（1）、找出此句中的动词：瞑、蹲、纵、跳。

（2）、从这些词中，你体会到了什么？（石猴动作十分敏捷，
本领过人）



b、石猴跳入洞中，看到水帘洞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出示：石猴笑道：“??也省得受老天之气。”指名读。

用一个词来概括，真可以说是??（天造地设）。

从这一段的描写中，你体会出了石猴怎样的特点？（不自私，
乐于与他人分

享）

【设计意图】：在交流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说出相关内容，
做到“润物无痕”，使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体会学习的乐趣，
而不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

众猴进入水帘洞后是怎样的表现？

投影出示：“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再无
一个宁时，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

（1）读此句，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学生读句后，加上想象说
一说。

投影出示：“石猴坐上面道??何不拜我为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石猴的聪慧、机敏。他不仅有
过人的勇气与本领，还很有心计，天生就是做首领的材料。）

师：的确，这石猴不仅勇敢胆大，还为众猴找到如此安身之
处，众猴怎能不拜他为王呢？让我们再来读读这最后几句话。

齐读：“众猴听说，即拱伏无违??遂称美猴王。”

理解“拱伏无违”，从这个词你体会到什么？



（众猴对于石猴都很佩服，真心服从）

【设计意图】：此句也是名著中极为经典的语句之一，充分
体现出了猴子好玩耍的特点，是学生感悟名著语言的好机会。

２、《西游记》中的故事还有很多，谁能说说你还知道哪些？
（官封弼马温、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偷吃人参果、过火
焰山??）

师：是呀，这么多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去读读，看看名著是
怎么表达的，去感受一下名著的魅力所在，老师相信你们一
定会乐在其中有所获。

【设计意图】：此问题与引入时“你为什么喜欢孙悟空？”
相照应，在前后对

猴王出世教学设计篇三

1.认识16个生字。读读记记“灵通、迸裂、避暑、楷书、造
化、家当、顽劣、明明朗朗、喜不自胜、天造地设、伸头缩
颈、抓耳挠腮”等词语。

2.用精读、跳读、默读、浏览等多种学习方法，品读语言文
字，感受石猴形象，体会石猴的性格特点。

3.领略经典名著的魅力，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兴趣。

了解石猴从出世到成王的经历，感受其形象；品味语言，激
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

课文是古代白话文，有些词语与现代语言有区别，因此，理
解这些词语的意思，读通相关句子，进而读懂课文内容是教
学的难点。



1.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查找字典、资料自学课文，理解难懂的字词并
做出注释，标注出不理解的字词。

课前互动：

播放《西游记》动画片主题曲《猴哥》。

师：这是谁？他是四大名著《西游记》的主人公之一。喜欢
他吗？

师：用一、两句话说说孙悟空。

是呀，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的形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关于他的课文《猴王出世》，齐读课题。

师：昨天，同学们都已经预习了课文，说说你是怎么预习的？

预设一：圈画生字词，读熟课文。

师：你是个细心的孩子，那这些词，你能读吗？请你带同学
们一起读。

预设二：结合注释读通课文。

师：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孩子，大家一起读注释。

预设三：根据提示预习。

师：真是聪明的孩子，你找到其中的问题了吗？（出示提示）

理清两个问题。

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交流：

1、交流一下，石猴是从哪儿来的'？谁能用课文中的话说出
来？

师：简单的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了解了石猴的出生，你
认为……

2、它是怎样成为猴王的，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找到水源和安身之处，简单的说是凭自己的本事成为猴王
的。）

（跳进去，又能出来。）

读到这里，这时候石猴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两个问题，把课文分为两个部分。（板书：
出世、成王）

师：一蹦蹦出一只石猴，一跳跳出一个猴王。吴承恩是怎样
写的呢？

1.请同学们自由的读读第一自然段。画出写石猴的句子。

2.交流：哪一句写石猴？

师：读这样的句子，你们仿佛看到什么？（一只怎样的石
猴？）

3.指导朗读：个别读。（快乐、自由、活蹦乱跳、顽皮、可
爱、无忧无虑）

4.师：把目光聚焦在语言文字上，从怎么写的角度你发现了
什么秘密？（用了排比、对仗的修辞手法。）



你有一双慧眼，发现了三百多年前的排比句。（个别读）

5.再读读，写石猴的遣词造句上还有很多秘密。

（都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动词）请你在读读。有什么感受？

你在读，什么感受？你也读。什么感受？

（跳跃、有节奏、跳动）

6.师：继续读，有什么新的发现？

（四个字的排比句。）

师：是随便排列的吗？

(生：前面是动物，后面是人与人的关系。）

7.师：往下读，更有意思了，你又发现了什么？

（出示：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对仗句，也叫对
偶，师生互对。读出诗一般的语言。

8.师：谁能连起来读读？

还要读得跳跃一点。读完三个字以后，还要吸一口气，这样
就会读得好一点。

9.读到这里，你读到一只怎样的石猴呢？请写在第一自然段
旁。

1.师：在石猴成王的过程中，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猴王。
找到体现猴王形象的语句画下来，读一读，品一品，把你的
感受和体会写在句子旁。



2.交流：

（1）连呼了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
道：“我进去！我进去！”

师：我建议大家读读猴子的语言，谁再来读？

师：男孩子读。

（2）师：可以感受到什么？（很自信。好像无所不能，我进
去，我就能出来，我就是个猴王了。）

（3）你是怎么从猴子的语言中体会到这一点的？（要从“怎
么写”的角度来引导和点拨学生。简单的重复、简短、感叹
号）

（4）对比体会。

师：换一下，变成“我进去吧，我进去吧。”怎么样？有什
么感觉？

3.快速浏览，找到相同句式的句子，画一画，读一读。

（1）石猴喜不自胜，急抽身往外便走，复瞑目蹲身，跳出水
外，打了两个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

师：大造化什么意思？（ 生：运气。）

师：不用受老天之气了，怎么读它呢？

（2）石猴道：“没水！没水！原来是一座铁板桥。桥那边是
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

个别读。



（3）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里一跳，叫道：“都随我进来！
进来！”

建议加上动作读一读。

4.师：从这一部分，你又读出了怎样的猴王？

（大胆、勇敢、敢作敢当、自信）

在文中写下你的评价。

5.小结：我们在品读中发现，语言的描写的确是塑造人物形
象的重要手法。我们再来回顾学过的前几篇课文中有没有这
样精彩的语言描写对话描写？让我们一同再来感受感受。

举例：《景阳冈》里的武松（豪爽、无畏），《草船借箭》
的诸葛亮（胸有成竹、神机妙算）。你看，精彩的对话描写
啊，能让人立刻感受到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如果我们平时
在写作文的时候，也能够注重语言描写，一定能够让我们的
文章更生动、更精彩。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猴王形象，
它不只是一只猴子，更像一个自信、勇敢的人。走进《西游
记》，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喜欢这样的猴王
不需要理由，这就是经典的魅力。请同学们一定要再读一读
《西游记》。其间，语言的珍珠随处可见。

师：中国的古典名著浩如烟海，除了这四部，还有四大名著的
《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在这些名著中，
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故事，等待我们去亲近，
去细细品味呢！让我们马上开启名著之旅，一生与经典相伴！

1.选择你喜欢精彩句段读一读，背一背，或做摘录。



2.分角色朗读课文，或演演《猴王出世》课本剧。

3.运用本课所学的方法阅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
义》等名著，并和同学交流你的阅读感受。（选做）

猴王出世教学设计篇四

1.初步感受古典文学的语言特点，体会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一的《西游记》的语言美和古代劳动人民的丰富想象力。

2.了解课文资料，感悟“石猴”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个性
特点。

3.学习生字词，能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体会美猴王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品
质。

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及小说《西游记》

学生准备：查找字典、资料自学课文，理解难懂的字词并做
出注释，标注出实在不理解的字词，课上讨论。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你们谁看过《西游记》，在这部小说中，给你留下印象最
深的是那个人物？（孙悟空）

2.你明白孙悟空打哪来？又是怎样成为美猴王的吗？这天我
们就学习《猴王出世》，了解石猴转成美猴王的经过。

二、扫清文字障碍

1.默读课文，把句子读通顺，读不懂的地方画出来。（对于
不理解的词句，可引导学生透过多读课文、借助注释和查字
典解决。）

2.交流自学状况，逐段汇报难懂的字词和和句子，教师引导
学生大概了解句子的意思。

例如：课文第一自然段中“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
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一句，使学生大概明白
“这块石头自从盘古开天地时就有了，日久天长，有了灵
气”这个意思就行了。

三、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边读边想：石猴是从哪来的？又是怎样成为美猴王的？

2.交流讨论。

（1）问题：石猴是从哪来的？（课文第一自然段前七句话介
绍了石猴的来历，引导学生画出相关的语句后用自己的话概
括。）

（2）问题二：石猴又是怎样成为美猴王的？（课文第二至第
四自然段讲述了石猴成为美猴王的过程，其中有些贯穿始终
的关键语句要引导学生找出，以便了解事情发展的脉络，为
用自己的话复述这一过程作准备。）



例如：课文第二自然段中“‘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
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连呼了三声，
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
去！’”课文第三自然段中“石猴笑道：‘真个是我们安身
之处。里面且是宽阔，容得千百口老小。我们都进去住，也
省得受老天之气。’”课文第四自然段中石猴端坐桥头要求
众猴信守承诺拜他为王等语句。

小结过渡：了解孙悟空由石猴转成美猴王的过程，孙悟空给
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三、品词析句，感悟人物品质

1.学生畅所欲言，谈谈自己对孙悟空的第一印象。（勇敢顽
强、无私无畏、顽劣活泼等皆可。）

2.再读课文，从课文的哪些具体的描述中能够看出他的这些
个性、品质特点？

3.反馈交流：

（1）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
进去！”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勇
敢无畏，毛遂自荐，身手不凡……）

（2）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你们才说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不伤身体者，就拜
他为王。我如今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寻了这一个洞天
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敢作
敢为，充满自信，当仁不让……）

4.感情朗读课文，读出美猴王的个性特点。

四、复述课文



四人小组合作：选取一个自然段，用自己的话详细复述课文，
比较课文的叙述和我们的叙述有什么不同之处？感受课文的
语言简练、概括，我们此刻使用的语言浅显、易懂。

五、布置作业

1.把下面两个片断多读几遍，用自已喜欢的符号画出描述动
作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然后写一个同学们劳动或活
动的片断。

（1）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
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

（2）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进去了；胆小的，一个个神头缩
颈，抓耳挠腮，大声叫喊，缠一会；也都进去了。跳过桥头，
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
劣，再无一个宁时，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

2.阅读《西游记》或《西游记》故事书，准备召开一个《西
游记》故事会，看谁讲的故事最精彩。

猴王出世教学设计篇五

1、知识与技能：学习生字词，能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初
步感受古代白话文的特点。

2、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课文与小组合作交流，了解石猴出
世并成为美猴王的经过。结合有关语句自读自悟了解石猴的
性格特点。理清课文的前因后果。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石猴勇敢顽强、一心想着大家的
品质，受到教育。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培养阅读古典
小说的语感。



教学重点：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体会美猴王勇敢顽强、无
私无畏的品质。

教学难点：读通读懂句子，培养阅读古典小说的语感。

一、揭示课题。

1、同学们喜欢看西游记吗？给你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个人
物？

2、你们都异口同声说是孙悟空，那么谈谈你们对孙悟空都有
什么了解。

3、谈到孙悟空你们真是滔滔不绝，那你们知道孙悟空是怎样
出世，又是怎样成为美猴王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猴王
出世》，了解石猴变成美猴王的经过。

二、初读课文，了解故事。

1、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出真情实感。

2、小组合作讨论：石猴是怎样出世的？ 石猴又是怎样变成
美猴王的？

3、全班交流，了解主要内容，弄清事情前因后果。

4、板书：石猴出世---探洞---美猴王

三、精读课文，解读人物。

1、看来大家已经了解了石猴变成美猴王的经过，那么石猴变
成美猴王凭借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细读课文，勾画相关的词
句说明理由。

2、抓住文中相关词句交流感悟石猴性格特点，指导有感情朗



读课文。

板书：石猴---美猴王 是因为石猴---

让学生自由发表看法。

四、拓展延伸，激发兴趣。

五、总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古典小说语言的.
魅力，也深入认识了一个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孙悟空，它
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化身，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的结晶。

2、这节课你们都学到了什么？能跟大家说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