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仲永教案课件(通用13篇)
中班教案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
以积极引导幼儿的学习活动。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
些高二教案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一

《伤仲永》重在一“伤”字。这一点，学生容易掌握。可是，
它背后的含义，学生就不容易掌握了。帮助学生抓住它背后
的含义，是学习本文的任务之一。“伤”字背后的含义是伤
什么呢？要让学生思考。教学要让学生明白，文章借仲永而
扩及古今一切放弃学习的人，其意在警醒。沈德潜在《唐宋
八家文读本》卷三十中评曰：“劝学之语，婉转切至。伤仲
永，不独为仲永也。聪明弟子，宜悬为座右铭”学生通过学
习此文，能感悟到此理，才是一大收获。

课堂一隅

给仲永下评语

师：说说对仲永的评价。

生：仲永是个很聪明的神童。

生：仲永是个毫无成就的庸人。

生：仲永是个可怜的牺牲品。

师：下评语要结合仲永的实际情况，观点要明确，内容要有
意义，语言要准确，要简要。请同学们拿出笔，先把评语写
在纸上，看谁写得最棒。

生：仲永，你五岁“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很聪明，



是个神童。可是，你不该年纪轻轻就把学习抛在脑后啊！你
最终成了“泯然众人”，原因就是你放弃了学习。人非生而
知之，不学习就没有真正的知识。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
端重要的。大概你知道“活到老，学到老”这句格言吧，请
记住，人的聪明来自学习。

师：下得好！

生：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仲永，希望你牢记这
条真理。虽然你落后了，别灰心，振作起来，努力学习，迎
头赶上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

生：仲永，你从一个智力超群的神童变成了碌碌无为的庸人。
你完全可以成功的，但你没有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
你没有正确的学习观。你对学习缺乏理想，缺乏热情，缺乏
毅力。你虽然“指物作诗立就”，可你成天跟着你的父亲写
诗卖钱，这是缺乏理想；你不坚持学习，热衷于“环谒于邑
人”，这是缺乏毅力。成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理想的
人永远不会成功，没有毅力的人永远不会成功。

生：仲永，你的最大错误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了天才。天才就
是勤奋，就是珍惜时间努力学习。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仲永，你才只
有二十岁，只要你珍惜时间，发奋学习，就能成为真正的天
才。

生：任何人，不论其智商多么高，只要不学习，就会像仲永
那样变成庸人。

师：那么，王安石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不是单单为了伤仲永一
个人呢？

生：不是。是伤像仲永那样只靠天赋而放弃学习的人。



师：对。仲永的悲剧在于他放弃了学习。是谁造成了他的悲
剧呢？

生：是他的父亲。

生：是他那个只知道赚钱，利欲熏心的父亲。

生：是他不懂教育的老爸剥夺了仲永受教育的权利，“不使
学”，不让他学习。

师：仲永的父亲不懂教育的重要性，扼杀了人才。同学们想
对仲永的父亲说点什么吗？那就把它写下来吧。当堂完成。
（板书：给仲永父亲的一封信）

专家点评：

在分析课文的思想内容时，教师别出心裁地采取让学生给仲
永下评语的方法，一下子把学生读、思、写的积极性都调动
起来了。让学生写评语，学生由仲永的同龄人变成了评论者，
他们的角色发生了转换，阅读的视角也就发生了转变。这种
转变，对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很重要的。（宋聚轩）

教后拾零：

文言文教学，要让学生和文章对话。学习文言文究竟让学生
学什么？是单纯地让学生学习一些文言知识呢，还是让学生
学习、吸取思想精华和优秀文化呢？我认为，后者的价值要
比前者大得多。众所周知，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然而，多少年来，文言文的阅读
教学的效率一直不高。究其原因，是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
教师逐字逐句讲解的极端，一个是学生用主要精力做习题的
极端。教师大都喜欢上文言文，因为上文言文可以大讲特讲。
一处不讲，学生便一处不懂，教师岂能放心？不可否认，有
些教师讲字、词句，讲得头头是道，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这种口传耳受，学生只有听的份。那些零碎的知识只
能使学生了解文章里的一点一滴，却不能使学生感知文章里
的潮起潮落，更不能使学生心动神摇。学生喜欢做习题，是
为求得分数，不是为求得“营养”。所以，他们全不管文章
的筋肉血脉。上述学习文言文的方法，主要是受了考试的负
面影响，即圈划abcd。学生在做习题的时候，即使是懵懂地蒙
对了，得了分，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只取文章“骨骼”，
抛弃文章“血肉”的做法，只能使语文变成面目可憎的骷髅。

那么，怎么解决这两个极端呢？根本的方法是：加强诵读；
加强对话。诵读其实是古人早就指出来的一条正确道路。古
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课文里的选文都是文质兼美的
经典之作，都需要反复诵读，牢记在心的。只要学生反复诵
读了，他们总会对文章的某一方面有感受的。但是，诵读之
后，还需要进行对话。只有对话，才能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
解。那些对话是学生自己的阅读感受，最直接，最真实，最
动人，也最有价值。

（初中的文言文教学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让学生掌握正确
地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养成阅读文言文的良好习惯，所以字、
词的积累还是很重要的，不是不要落实，关键是方法。）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二

１、初一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有一定的障碍，特别是在朗读
方面、断句、节奏、语气语调都有一定的难度。要加强朗读，
力争在理性的基础上，多背诵多积累，加深对课文的感悟和
体会，更要加强多种形式的朗读。

２、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掌握没有想象的这么好，特别是后进
生更是半懂半不懂，遗憾的教学中应重点注意。

３、讨课题完成比预料的好，学生讨论热烈，各抒己见，模
仿仲永及仲永父亲的语气进行劝说很到位，以后的教学中可



加强训练。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三

[投影]

1、方仲永的天资过人，表现在哪里？在课文中找出原句。

2、方仲永的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4、最后一段作者讲了什么道理？

明确：

1、“忽啼求之”；“即书诗四句”；“指物作诗立就，其文
理皆有可观者”。

2、第一阶段：幼时天资过人

第二阶段：十二三岁时才能衰?

第三阶段：又过七年后变成平庸之人

3、从方仲永个人情况来看，原因是其父“不使学”；从道理
上来说，原因是“其受于人者不至”。

4、天资好的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尚且变成普通的人，
那些天资平常的人，如不接受教育，连普通人都赶不上了。

二、揣摩语??

[讲述]文言文一般都很简洁，本文语言尤为精练。文章前两
段叙述方仲永由“指物作诗立就”的神童到“泯然众人”的
过程及原因，仅用了158个字，没有一句废话，每一句甚至每
个字都有其丰富的表现力。



[例]

1、“世隶耕”：三字交代了身份、家世，是对“未尝识书
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
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

2、“啼”：一个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

请同学们尝试着到文中发掘发掘。

（学生讨论）自由发表意见。

明确：

1、“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
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

2、“奇之”“宾客其父”“乞之”：三言两语就从旁衬托出
方仲永的杰出才华。

3、“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
贪图小利、愚昧无知的形象。

4、“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也点明了仲永终未成大器
的原因。

5、第二段叙事：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
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

6、结尾议论：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以上，教师可摘要启发讲解。

三、质疑探究



[投影]

明确：

方仲永才能出露时的幼时阶段详写；理由略；详写这一阶段，
意在说明一方面“仲永之通悟”确实是“受之天”，有先天
的因素；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才能衰
退的种子，即“父利其然也，……，不使学”。以方仲永为
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四、体验与反思

[投影]

学生自由发言。

五、教师小结

本文寓理于事，通过方仲永5岁到20岁才能发展变化的故事，
说明了人的天资和后天成才的关系。

由此看来，人的成长，关键在后天接受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像方仲永这样天赋高的神童，不学习，最终也变成了普通人
一样。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更要努力学习，不然想成为一
个平常的人恐怕都办不到。老师赠送你们一条伟大的发明家
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
的汗水”，希望你们珍惜读书机会，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
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六、作业

1、完成文后练习三

2、摘抄有关“天才与勤奋”的名言警句5条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四

1．课文写方仲永的才能发展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有什
么特点？在文中找出依据。

?点拨明确】（1）童年时期，才思敏捷，天赋极高。五岁
时“忽啼求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指物作诗立
就”“文理皆有可观”等。

（2）少年时期，才思衰退，大不如前，“不能称前时之闻”。

（3）青年时期，才思平庸，与众无异，“泯然众人矣”。

2．最后一段作者讲了什么道理？

?点拨明确】人的才能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是天赋
很高的人，如果不加以教育和培养，也会变成平庸无能的人。

3．方仲永由神童沦为平庸之辈的原因是什么？

?点拨明确】原因是“父利其然”“不使学”，把仲永当作赚
钱的工具，荒废其学业，没有将其天赋用在学习上。

4．通过上述分析，你认为作者对方仲永的态度和情感是怎样
的？

?点拨明确】“伤”写可伤之事，说何以可伤之理，字里行间
流露出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矣”的惋惜之情。

（二）走进写法

1．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之间才能变化的三个阶段，

你认为哪一个阶段写得最详细？作者为什么详写这一阶段呢？



?点拨明确】方仲永才能初露时的幼时阶段详写；详写这一阶
段，是为更好地突出中心，为了突出他的“神童”天赋，与
后来的“泯然众人矣”形成巨大反差，而这一结果是他父亲的
“不使学”造成的，从而更加突出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点拨明确】这是先扬后抑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前后互为反
衬，对比鲜明，显示了方仲永才能的落差之大，突出了他变
为庸人的不幸结局，令人警醒、惋惜、伤叹。

（三）走进主题

课文通过叙写方仲永从具有神异的禀赋到“泯然众人”的过
程，说明了天资固然重要，但没有好的后天教育，再好的天
赋也不可能得以发挥。寓理于事，采用先扬后抑的写法，强
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五

明确：本文写了方仲永幼年时天资过人，却因其父“不使
学”而最终“泯然众人”，变得平庸无奇。

明确：幼年天资过人——“啼”、“忽”、“即”、“立”。

不成才原因——其父“不使学”。

作者认为方仲永才能衰退的原因是"受于人者不至"。即没有
进行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并由此引发天赋不如仲永之人如果
不注重后天教育，结果将更不可设想的感触。

（作者的话说明了后天教育对成才的重要性。）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六

１、知识与能力：



朗读课文，正确掌握句中的停顿；掌握和积累文言词汇；体
会课文简洁精练的语言。

２、过程与方法：

采用“读、问、讨、练”的方法学习文言文；注重学生文言
知识的积累和对课文的理解。

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启发学生探讨方仲永由天才变成普通人的原因，懂得天才出
自勤奋的道理。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七

?伤仲永》是语文版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古文，学生在
刚刚接触过古文，对古文中的实、虚词释义、文言句式、语
感和朗读方法有初步的认识。它是王安石的一篇杂文体散文，
作者通过写方仲永从幼年时天资过人，到长大后“泯然众
人”的变化过程，告诉人们不要单纯地依靠天赋，必须注重
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这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八

（1）听录音（或教师范读），注意朗读的节奏和语调。

（2）学生反复诵读课文，要求模仿范读时的语调、语速来朗
读。

（3）圈画出自认为重要的字词、句子，不理解的字词和句子，
然后说一说。

（4）教师准备的重点字词：



伤仲永：哀伤，为……哀伤。仲永生五年：生，长到。年，
岁。自为其名：题写。

其纹理皆有可观者：值得欣赏的地方。邑人奇之：对此感到
惊奇。稍稍宾客其父：稍稍，渐渐。或以钱币乞之：或，有
的人。乞之：请求仲永作诗。父利其然也：利，认为……有
利可图。然，这样。余闻之也久：句中助词，表提示，无实
义。从先人还家：已经去世的。还自扬州：即“自扬州还”。
复到舅舅家问焉：此（指仲永之事）。贤于材人远矣：于，
比。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受，同“授”。于，被。卒之为
众人：最终。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夫，那些。固，原本。

（以上为第一课时主要教学活动）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九

说明：此项设计是为了“课题的书写。加深了印象。

２、朗读课文，参考注意释，然后用自己的话说出故事的内
容梗概。

说明：此项练习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逐步感知全文，
掌握故事梗概，为下一步训练作铺垫。

３、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讨论文中理解有困难的词句或文言常
用词语。以提问形式在班内交流教师适当提高、指导。

说明：此项练习旨在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精神疏通文章的
障碍。为下步训练作准备。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十

２、方仲永的才能有和变化？



３、方仲永才能衰退的原因是什么？

说明：此三项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对课文的理解
能力。重点在对原文的理解与应用。

４、你怎样评价仲永的父亲？

５、假设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或儿子，会怎么样做？

说明：此二项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同时训练
口头表达能力。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十一

１、教师讲一个“年级死囚犯，在临刑前咬下母亲半边耳
朵”的故事。

２、讨论，年轻人的行为如何理解？

３、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何感想？

说明：此项练习旨在调动学习兴趣，让学生自然地进入课堂，
集中注意力，进入课文学习，同时开发学生听话，分析能力，
并能准确地把自己的感受口头表达出来，训练学生的说话能
力，初中一年级语文教案《《伤仲永》教案推荐》。教师应
以学生的看法为主。教师不作统一要求。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十二

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爱迪生用勤奋的一生发明了无数的东
西，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发明大王”。人们都
认为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天才”。到底什么是“天才”呢？
天才源于勤奋和汗水。遗憾的是有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自恃聪明，自认为有天赋，最终沦为庸才、蠢材，方仲



永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让悲剧重演。

伤仲永教案课件篇十三

１、引用《论语》中的语句劝劝像仲永一样的古人或今人。

说明：此项练习旨在新旧知识的衔接，因为两文都涉及到了
学习态度的问题。

２、结合课文，说说现实社会中与之类似或相反的现象。

说明：此项练习旨在让学生深刻灵活今后学习非常重要这个
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