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 包公审驴教学反
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篇一

《包公审驴》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课文，通俗易懂。在备课
时，我就不想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分析课文上，而是把更多时
间去琢磨这节课我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上完课后，我感觉
这堂课成功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

1、这节课目标明确、简洁，便于检测。

2、鼓励学生质疑问难。让学生学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本册
教材的重点。我抓住本课课题比较新颖，教学时引导学生从
课题入手进行提问，学生问得巧妙。如：“在什么情况下审
驴？为什么审驴？怎样审驴？”然后围绕问题进行自主读书，
自我解决问题。

3、整个教学过程环节设计简单而清晰，重点难点突出。整节
课重点围绕一个“包公怎样审驴”展开合作探究。然后我引
导学生抓住文中三处描写包公言行的语句引导学生去读去想
象包公包公施计的过程，从而概括出包公的足智多谋，有效
地突破教学重点。

4、交流汇报中，我引导点拨巧妙，能将读书与体会包公的品
质有机结合起来。

5、整堂课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时间把握恰当，参与讨论意识强，



师生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如果说我也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没能让学生尝试编演课本
剧。如果做到这点的话，会增强语文教学的趣味性。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篇二

本文讲述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断案故事，整个故事可以概括
为“告驴――审驴――得驴”三个部分。这篇课文属记叙文，
记叙顺序非常清晰，故事情节不复杂，易理清文章脉络，了
解文章大意，并能把握文章“审驴”这一重点部分。

【学情分析】

本课基于孩子们对包公的认识，通过神奇的“审驴”案使孩
子们加深对包公的了解，并从中受到教育。

【设计理念】

本设计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让学生自读质疑，自读释
疑，在学习过程中与文本充分对话，获得阅读体验。

【教学目标】

1.抓住描写包公语言、动作、表情的词句体会包公的足智多
谋、断案入神。

2.继续学习抓重点词句品读、批注的方法。

3.带着自己的感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抓重点词句感悟包公审案的足智多谋、出神入化。



【教学难点】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抓重点词句进行简要批注。

【教学流程】

一、整体感知，质疑导入

1.出示图片，这只动物你认识吗？你知道哪些有关驴的词语
吗？驴和马具有什么共同点？

2.了解包公：你知道包公是谁吗？

4.结合课文的主要内容，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预设：为
什么告驴？怎样审驴？）

二、自主释疑，感悟足智多谋

1.指导学习课文第一部分（1――2自然段）

（1）刘五为什么要告驴？我们先来看看他要告的究竟是一头
怎样的驴？自由读课文1――2自然段，勾画描写驴的句子。

（2）学生汇报。

2.“半扶半放”学习“审驴”部分（3-11自然段）

学生学习：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3-11段，勾画出描写包公审案的重
点的句子，读一读，做批注，与同桌交流。

（2）汇报。

（3）指导批注“一审”并有感情朗读。



（4）学习“二审”“三审”。

（5）集体交流，汇报所得。

（6）师：包公审驴的过程妙趣横生，他通过一饿二打三放的
方法帮穷人刘五找回了驴，咱们再把他审驴的过程分角色演
一演，相信包公的形象在你的心中会越来越丰满。（读完后）
你觉得包公是一个怎样的人？（足智多谋、博学多才、才智
过人、智慧超群、博闻强识、断案如神……）

三、小结全课，巩固拓展

1.这个故事里都有谁使用了计谋？

2.课堂检测。

3.把包公的名言送给大家。

4.小结：所以我们也要向包公一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正
确的地方，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材！

5.足智多谋的包公不仅审过驴，还审过很多奇案呢！他还审
过牛，审过石头……大家想读这些故事吗？推荐好书：《包
青天》、《包公案》。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篇三

开学不久，我们几位青年教师就在学校领导的精心组织与安
排下来到了外实校进行跟班学习。通过整整一个星期的学习，
大家都有所收获。昨天是我们上汇报课的日子，领导还专程
请来了教研室的老师对我们进行指导，同时也邀请来了我的
师傅——姚老师。说实话，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想到领导
对我们都如此的关心，如果自己不用心的话怎么说得过去呢！



翻遍了课本，发现里面的文章都不是那么好上，正犹豫的时
候领导的一句话点醒了我：“这就是一节随堂课。”我想也
是，这样其实还减轻我的负担。于是我还是照往常一样备课，
只是更关注了一些细节问题。

这篇课文故事性很强，通俗易懂。在本课中我采取了这样的
教学思路：激发学生质疑——想读；引领学生自主释疑——
要读；指导学生会读。

1、想读：一开课，我便以课题中的“审”字入手，让学生产
生疑问：为什么要审问这头驴子？激发他们想读的欲望。

2、要读：在学习课文第二部分包公审驴时，我让同学们自己
去找审驴的过程，并且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包公怎么样。在反
馈时大家都找的很好，并且在概括的时候能准确的说出其过
程。

3、会读：首先是要让学生自读自悟，给其充分的思考时间。
但在这过程中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我会让孩子们动笔去找重
点词句去理解。

但我发觉整节课下来重点并不是很突出，在前面的朗读上花
的时间太多，以致后来讲到包公审驴的过程时有些草率，有
些匆忙。

课后，教研室的吕老师、王老师和姚老师都分别对我这节课
作了指导。首先是板书不规范，可能这跟我平时上课也不注
意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些环节显得是多余，比如说查字典、换人称朗读，这显
得浪费时间而且用意不明白。其次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完全可
以联系生活，这样学生的印象可能更深刻。

还有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不要完全相信书本，有时应大



胆的去质疑。其中吕老师就讲到在这篇课文中的第三自然段
开头一句话就有些问题，仔细读了之后发觉确实不够通顺，
如果加上几个字意思就清楚多了。真的是“尽信书不如无
书”啊！

这节课结束了，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前方的路
还很长，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希望能通过平时的
积累能快速地让自己成长起来。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学是预设与生成、封闭与开放
的矛盾统一体。”新课标强调课堂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教学，
它更多地关注课堂生成的新问题、新内容、新方法、新过程，
更多关注学生在课堂中个性化的生命活动。它不仅要看教
师“教”得怎样，更要看学生“学”得怎样，甚至要从学生
如何学这个基点来看教师是怎样教的。在新课程教学设计中，
教师“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要
为课堂生成营造空间，给学生搭建一个个展示个性的舞台。

《包公审驴》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课文，通俗易懂。在教学
设计时，教师的问题预设注重了激发学生的课堂生成，为他
们的生成打下了铺垫。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环节中：

1、小组合作学习故事的经过部分，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提出来
由小组讨论。在后来的学习成果汇报和班级交流中还有“问
题解答场”环节，让学生自由交流小组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保护并培养学生自主质疑、解疑的能力，促进课堂生成新的
情况。而后通过师生共议，帮助学生筛选问题、解答问题。
如：学生在课堂中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探讨意义的问题：“课
文第四段好像与故事无关，为什么？是不是可以去掉？”我
当时就为提问的学生鼓起了掌，因为这一段是典型的侧面描
写，突出了案件的奇，反衬出包公的机智、遇事冷静的品格。
设计教学环节时，我把这个教学点淡化了，只在朗读中带过。



学生在自主的阅读中关注到了这一点，并生成了这样的新问
题来研究，弥补了我教学设计中的不足。

2、在学完课文以后，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想一想，这个
故事里都有谁使用了计谋？结果如何？”意欲引导学生发现
课文要赞扬的中心人物——包公的足智多谋。但是在课堂上
学生开始有自己的主见，不愿跟着我备课设定的思路走。根
据自己的阅读理解，学生提到了偷驴贼、王五都用了计谋，
并分析出偷驴贼的计谋用错了地方，而王五则用计谋帮助了
自己。

在课堂实施中学生还生成了很多的新情况：自主提问时提出
与课文相去甚远的问题；再读完课文结局后，还要小组合作
表演包公审偷驴贼的过程。如果一味的迁就学生，很可能无
法完成计划的教学任务，如果着重完成教学预设，课堂将会
死气沉沉。我们如何跳出备课预设的思路，灵活应变，既尊
重学生的思考，又完成教学任务，一举双得呢？这是我要探
索的问题，也是值得与同行们共同探讨的问题。

包公审驴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学生了解包公审驴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从而体会包公的足
智多谋。

2、小组合作交流。边读边勾画自已最感兴趣的语句。

3、知道在这个故事中，都有谁使用了计谋。

4、体会大量的语言、动作、表情的描写。表演课本剧，培养
了学生的表演能力。

重点难点：



作批注，抓住课文关键词句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导入包拯

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包公身上，他是怎
么审一头不会说话的驴的？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包公审驴》。

为什么审驴？

生：小偷换驴，刘五告驴（板书：小偷换驴，刘五告驴）

既然换了，说明还有驴，为什么还要告那？

二、学文

1既然没丢，好坏还有一头驴，干嘛要去“告驴”呢？

差别有多大？（学生读书比较）

差别再大不就是一头驴嘛，万一告到公堂又找不到那多丢人
呀？（理解“唯一“的财产）

（3）.顺势引导、朗读：难怪王五会有那样的反映谁想读读
王五的表现？想想王五当时的心情！什么心情？他可能还会
怎样想。

（4）.有感情朗读刘五的话

a、惊慌失措的刘五来到大堂上，向包公诉起苦来：“包大人
在上，这畜牲不知来自何方，竟敢冒名顶替！



b.看着这头毛色难看的瘦驴，刘五又气又恨，他愤怒地说到：

3师：面对一桩闻所未闻的奇案，包公不审可以吗？

生思考作答

4师：面对一桩闻所未闻的奇案，包公必须得审，那他又是如
何审的呢？

生汇报三步（ppt.出示）

5师：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步，（ppt.出示第一道命令）

包公想对驴干什么？请你用简洁的字词概括。

生：饿驴关驴（师板书）

师：衙役们听到这道命令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生：衙役们差点没笑出声来

师：他们为什么想笑？

生：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引读第四段第句，

“不敢笑“说明当时的那些人是想笑，还是不想笑？

生：想笑

师：看来，大家都觉得包公的做法太不可思议了。

生根据课文内容汇报（衙役们只好遵命，他们把这头瘦弱难
看的驴被告关进了空荡荡的圈栏）



6师：三天后，又升堂了，被饿了三天，关了三天的驴，此时
是什么样子？（这驴的嘴已陷下去了，脑袋耷拉着，看上去
怪可怜的）

生汇报

指导感情朗读

7师：这时，包公一拍惊堂木，大声叫道（生接读）

师：这时，包公又要？

生：打驴（师板书）

师：你从哪儿，可以感受到衙役是用尽地打？

（：十下、二十下、三十下、足足打了四十下）

指导感情朗读

师：打得驴子又蹦又跳，放声大叫，看到此情此景，你想对
包公说些什么？

生想象作答

8师：末了，包公下令道（生接读）此时，包公要对驴怎么样？

生：放驴

9师：难道包公的一世英名就这样被毁了吗？让我们一起看看
包公的第四步

师：包公要对驴怎么样？

生：跟踪驴



10师：他们跟踪前去，看到了什么究竟？

生根据课文内容作答

（板书：刘五得驴）

11师：怪哉，当包公下令关驴、饿驴、打驴的时候，大家都
觉得不可思议，可没想到就是这不可思议的命令，居然让小
偷绳之以法，将驴物归原主。不行，咱们看看包公究竟为何
能审出这桩闻所未闻的奇案。

师：那天，是谁把衙役们带到田庄，找到刘五丢失的那头驴，
捉住小偷的？

生：那头瘦驴

师：驴为什么会带他们去？

生：因为他三天没吃没喝，还被打了

师：是谁下令要对驴这样的？

生：包公

师：没有这些命令行吗？包公为何会下这些命令？

生：熟知驴的本性

师：包公之所以下令关驴、饿驴、打驴，是用了三十六计中
的什么计？

生：苦肉计（师板书）

师：你觉得包公是个怎样的人？（板书：断案如神足智多谋）



生举手作答

包公了解了案情，皱着眉头想了想，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喊
道：“王朝，马汉！赶紧把嘴套给驴套上！不要给它吃，不
要给它喝！把它严严实实关上三天！到时我再来审它！”

怎么读出这种奇招破奇案的沉着与潇洒呢？谁来试试？你现
在就是包大人。

谁再来一次，把包公的胸有成竹，把包公的'运筹帷幄，把这
种感觉读出来，要心定气闲，像包公那样不紧不慢地读。我
们一起来当一回包公。

是啊，同学们可真会读书啊，了解了案情、皱着眉头想了想、
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喊道，就连那一个个强有力的感叹号都
凸显出包公威严、胸有成竹、沉着的语气，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包大人遇事冷静，足智多谋的光辉品质。

这句话中运用了什么描写？（神态，动作，语言）

包公一拍惊堂木，大声叫道：“喂，当差的！把这头冒名顶
替的蠢驴打四十大板，要使劲打！”你读懂了什么呢？没有
读懂的同学再多读几遍，狠狠打驴，可见包公做事果断，成
竹在胸。

男女比赛，读出包公的底气十足来。

末了，包公下令道：“现在把它放了，随他爱上哪儿就上哪
儿。”

他不怕驴跑丢了吗？那看来他是真的知道驴会跑去哪里了，
说明包公知道毛驴会逃回自己的家，心里很有把握抓到偷换
毛驴的贼。



三、总结延伸

生：小偷使用掉包计（师板书）

小结:包公所使用的计谋用在断案上，可以称为智;偷驴人使
用的计谋用在歪门邪道上，只能被称为阴谋。我们只有将自
己的聪明才智应用在正确的地方，将来才是个有用之材。

板书设计：

包公审驴

丢驴

关驴，饿驴

打驴

放驴

找到驴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