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说教案一等奖 重点难点疑点解析(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雨说教案一等奖篇一

1.这是一篇讲读课文，记叙了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
小男孩协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故事。表现了
苏联少年儿童的机智、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课文一开始就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战斗刚结束。课文
先写德国兵发现了学夜莺叫的孩子，并叫他带路，在孩子与
德国兵的最初的对话中，德国军官想从孩子的嘴里探听消息，
对孩子软硬兼施，威胁引诱，而小男孩总是沉着、自然地应
对，话语中流露出对敌人的憎恨，却又让德国军官觉得他不
过是一个天真不懂事的孩子。进而相信了他的话，并要他带
路。表现了小男孩的机智勇敢和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

再写孩子把德国兵带进茂密的树林里。队伍出发了，敌军军
官与小男孩“俩人并排着走”，可见德国军官非常狡猾；孩子
“有时候学夜莺唱、有时候学杜鹃叫”，这样边走边玩。表
面看来这孩子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实际上是小男孩为麻
痹敌人，以便后来他用鸟声同游击队联系时不致引起敌人的
怀疑。德国军官问树林里有没有游击队，孩子用“蘑菇”岔开
（在德文中“游击队”一词的发音与“蘑菇”的发音相
近。），这些都表现了他的机智。

然后写了游击队从“夜莺”的歌声中了解到敌情，做好了战
斗准备。“树林深处，有几个游击队员埋伏在那里”，暗示



孩子已把德国兵带进了游击队的伏击圈。游击队员从“夜
莺”和“杜鹃”的叫声中了解了敌情，可见孩子和游击队保
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多次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系，多次协助游
击队消灭敌人。“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你们可不要忘了小
夜莺”。游击队员的这句话，说明他们和小夜莺之间的关系
十分亲密。

最后讲游击队员歼灭了“德国兵”，“小夜莺”又执行新的
任务了。本文以“夜莺的歌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有个
孩子坐在河岸边上”开头，以“坐在原来那河岸边削什么东
西”，“从孩子的嘴里飞出宛转的夜莺的歌声”结束，暗示
小男孩又在迎接新的战斗。这是首尾呼应使文章线索清晰，
又紧紧地扣住了主题。

2.课文首尾呼应，紧扣中心。课文开头三个自然段和最后两
个自然段之间相互照应。以“夜莺的歌声”为题，从始至终
充满了“夜莺的歌声”：歌声把敌人引到河边，歌声把敌人
带进森林，歌声把敌情传给游击队，歌声又在河边响起。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生字中“灶”读z4o，不读zh4o，注意
读准。生字“旷”、“灶”、“岔”可分别
用“扩”、“吐”、“盆”比较辨认，以便记忆。

4.本课需要重点理解的句子。

【例1】“人哪？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小孩不慌不
忙地回答：“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
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

析  “人哪？”意思是，你问的是这里有没有人是吗？先
不回答对方，故意装出才弄明白的样子，然后再回答“战争
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使敌人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心
计的孩子，而疏于防范。于是就借着说明“没有人”的原因，
学着大人的口气，既把敌人痛骂了一通，又让敌人进一步认



为：这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蠢孩子。

【例2】“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密密的白桦树林，穿过杂草丛
生的空地，又爬上了长满古松的小山上。”

析  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森林越来
越密、越来越深，又暗示小男孩把敌人一步步引入了游击队
的包围圈，已到了小孩易退、敌人难逃之地。

【例3】“坐在原来那河岸边削什么东西，并且不时回过头去，
望望那通向村子的几条道路，好像在等谁似的。”

析  这是说“夜莺”又在坚守岗位，察看敌情，以便通知
游击队再次歼灭敌人。

【例4】“胳膊一甩一甩地盯着路旁的树林，有时候弯下腰去
拾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

析  这是故意麻痹敌人，使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顽皮的、
贪玩的小孩。

雨说教案一等奖篇二

重点难点疑点解析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诸葛亮借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有知识、
有计谋、有肚量、有胆略。

这篇课文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
关“草船借箭”的情节改写的。草船借箭的故事发生在东汉
末年，曹操、刘备、孙权各据一方，称为魏、蜀、吴三国。
当时曹操刚刚打败刘备，又派兵进攻孙权，于是刘备和孙权
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刘备派诸葛亮到孙权那里帮助作战。诸
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在孙、刘联合抗曹的时候发生



的。课文写周瑜由于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
造好十万支箭，以此陷害他。诸葛亮同周瑜斗智，用妙计向
曹操“借箭”，挫败了周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
才智过人。

【例1】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名军士。船用青
布幔子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
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十万支箭。……鲁肃答应了。……果
然不提借船的事。

析  这里讲的是诸葛亮请鲁肃帮他的忙，并要鲁肃不要把
借船的事告诉周瑜。“你借给我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
名军士……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我自有妙用。”造箭不
用竹子、翎毛、胶漆等物，借船只、军士、草把子干什么呢？
“自有妙用”表明诸葛亮成竹在胸。诸葛亮请鲁肃帮忙，并
要求他保密。鲁肃果然没有把这事告诉周瑜。说明诸葛亮深
知鲁肃为人忠厚，可以信赖。诸葛亮不让周瑜知道借船的事，
说明他了解周瑜，如果让周瑜知道，他必定设法阻挠，计划
就可能落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有计谋、有胆略、
知人、了解人。

【例2】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诸葛
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儿摆开，又叫船上的军
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一万多名弓努手一齐朝江
中放箭，箭好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
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去受箭。

析  这里讲的是诸葛亮巧妙地向曹操“借箭”，突出表现
了诸葛亮精通天文、气象，了解曹操。抓住了曹操谨慎、多
疑的性格特点，考虑周全，安排巧妙，利用有雾的天
气，“借箭”成功。“大雾漫天”，到处都是雾，选择这样
的天气，说明诸葛亮精通天文、气象，预测准确。“江上连
面对面都看不清”，曹操才不敢“轻易出动”，只叫弓弩手
射箭。把船只“用绳索连接起来”，“一字儿摆开”，即便



于统一行动，避免走散，又不留空档，使受箭面积大。军
士“擂鼓呐喊”，既造声势，又提示射箭方向。“箭好像下
雨一样”，“又下令把船掉过来”，两面受箭，既能多受箭，
又可保持船体平衡。方方面面考虑周密，安排巧妙。曹操
让“一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射箭”，说明诸葛亮深知曹
操疑心重，用兵谨慎，在“看不清虚实”的情况下，不
会“轻易出动”。

2.了解草船借箭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一步步的发展过程。

“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了解草船借箭这件事的关键。这
篇课文是按事情的发展顺序记叙的，不但整件事情有个前因
后果，事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都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例如，诸葛亮利用草船向曹操借箭的部分就有个前因后果。
因为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所以要他十天内造出十万支箭，
结果诸葛亮立下军令状，答应三天内造好十万支箭。因为诸
葛亮关照鲁肃，借船一事不能让周瑜知道，所以鲁肃向周瑜
报告时，不提诸葛亮借船的事，结果草船借箭的计划得以实
施。因为诸葛亮精通天文、气象，所以才选择了“大雾漫
天”去“借箭”。因为诸葛亮了解曹操谨慎、多疑的性格特
点，江上雾很大，看不清虚实，所以曹操下令不要轻易出动，
只叫弓弩手射箭，结果二十条船两边草把子上插满了十万多
支箭。

3.从草船借箭这件具体事情，体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神机妙算”是指惊人的机智、巧妙的谋划，形容有预见性，
善于根据客观形势决定策略。“草船借箭”这件事的前前后
后，的确说明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从借箭前的准备船只、
军士、草把子，到借箭时的“大雾漫天”、曹操不敢“轻易
出动”，到掉转船头，两面受箭，“每条船大约有五六千支
箭，二十条船总共有十万多支。”都说明诸葛亮神机妙算，
说明诸葛亮精通天文、气象，了解人，考虑周全巧妙安排。



与课文开头说诸葛亮“挺有才干”照应。课文最后从周瑜
的“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的慨叹，也反衬出诸
葛亮的过人才干和神机妙算。

雨说教案一等奖篇三

进入八月暑期的复习已然过去了一小半，考生们是否真的找
到了复习的诀窍了呢?很多考生表示在炎炎酷夏中勤学苦练，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复习成果，反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考研
数学教研室老师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考生
没有真正把握住考研数学的复习真谛，只有掌握住了考研数
学的复习技巧，才能有效提高复习成效。暑期备考的重点首
先应当将知识点的重点、难点、疑点清晰化，同时通过练习
强化技巧。

注重基础，找出联系，强化细节

要做到对知识点清晰分层，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考
研数学历来以考试内容多、知识面广、综合性强。所以建议
考生应当深刻理解考试大纲、深刻了解自己的基础情况。且
不能仅想通过一些“解题技巧”成功，要清楚任何知识的积
累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都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来努力的，
切勿投机。

学会做题、总结，善于归纳

对于数学复习本阶段最明显的作用是强化技巧，发现自己的
薄弱环节。数学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一定的题量上的，所
以一定要做习题。但是，同样的做了很多题，有的人成绩迅
猛提高，有的.人却止步不前，原因就是方法和总结。因此，
考生在日常复习过程中要善于梳理知识点，适当的进行习题
训练，对于同类型的题目，考生要尽量完整地做，包括所需
的公式，各步的计算，千万不能眼高手低，有时候一看题觉
得自己会做就放弃演算过程，这是不好的习惯。只有每次在



做题时善始善终，才能提高做题的准确程度，甚至发现自己
的一些思维漏洞。考研数学教研室李老师表示，对于数学复
习只有及时配合做题加以巩固，方可透彻理解各章节的知识
点及其应用，达到相辅相成的理想效果。此外，考生要对自
己做错的题目要特别用心，通过做题来查缺补漏，训练思维。
提高解题速度、计算准确率，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综
合应用能力。尤其是计算准确率，数学真题80%都是计算题，
所以计算准确率和解题速度是争取数学高分的一个重要前提。

另外，大家要学会使知识系统化。善于总结也是需要十分强
调的一点。因为很多同学做题的过程就到对过答案或是纠正
过错误就结束了，一套题的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因此大家
在纠正完错误之后，需要再把这套试题从头看一遍，总结一
下自己都在哪些方面出错了，原因是什么，这套题中有没有
出现你不知道的新的方法、思路，新推导出的定理、公式等，
并把这些有用的知识全都写到你的笔记本上，以便随时查看
和重点记忆。考研辅导专家提醒考生，对于大题的解题方法，
要仔细想一想，都涉及到哪些科目和章节了，这些知识点之
间有哪些联系等，从而使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系统化，以达到
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做过的题目实现其最大的价
值。

重视真题复习步步为营

考研复习过程中，做历年真题是必经阶段，不光要做，还要
做到熟练。真题中每一道题的解题思路、所考查知识点都应
熟练掌握。做真题不仅可以了解命题特点，也可检测出自己
的薄弱点，针对性复习，以达到更好的复习效果。所以要求
考生重视历年真题。做真题可分两步，第一步一套套地做，
这样一是可以检验复习水平，发现不足的地方。另外为合理
安排考场上答题时间积累经验。第二步，按照章节进行做，
在第一步基础上，有些题目有可能会做错，接下来，在各个
章节中在专题中做，把该类型的题目，最近十年考试题好好
研究，弄清楚常考的是哪些情况，有可能怎么变化，还有可



能怎么考。另外，要求考生通过对考研的试题类型、特点、
思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有意识地重点解决问题对提高考
生解题的速度和准确性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那些具有很强
的典型性、灵活性、启发性和综合性的题，要特别注重解题
思路的培养，尽管试题千变万化，其知识结构基本相同，题
型相对固定。

雨说教案一等奖篇四

1.理解课文内容，从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对敌不畏强暴，
机智勇敢；对友胸怀宽广，忍辱退让的好品质中受到启示和
教育。

这篇课文是一篇历史故事。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
蔺相如的活动为线索，通过“完壁归赵”、“渑池之
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的记叙，写出了将相之间由
和到不和又到和好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赞扬了蔺相如勇敢
机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
大体的政治远见，也赞扬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赞颂了两
人爱国的好思想。

【例1】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您并不想交付十五座城。现
在璧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和璧就一块儿撞碎
在这柱子上！”

析  这是蔺相如见秦王没有拿城换璧的诚意，以宝玉有瑕
为由把玉取回后理直气壮说的一番话，表现了他不畏强暴，
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理直气壮”，指理由充分，说话有
气势。秦王“绝口不提十五座城的事”，说明秦王无诚意换
璧。“这块璧有点儿小毛病”，说明蔺相如非常聪明，机智
地把玉取回。秦王“双手捧住璧，一边看一边称赞”，说明
秦王非常喜爱这块宝玉。蔺相如抓住了秦王爱玉的特点，
说“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和璧就一块儿撞碎在这柱子
上！”以此来表明其勇敢和决心。



【例2】蔺相如对手下人说：“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
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
国的力量，秦国必然乘机来打我们。我所以避着廉将军，为
的是我们赵国啊！”

析  这段话说明了将相和与不和对国家安危的重大关系：
将相和，国家则安；将相不和，国家则危。“武有廉颇，文
有蔺相如”，突出了廉颇、蔺相如在赵国的地位，同时也表
明了秦国不敢攻打赵国的原因。“我所以避着廉将军，为的
是我们赵国啊！”说明自己避让廉颇并不是害怕他，而是为
了国家利益，为国家着想。蔺相如的话，表现了他以国家利
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忍辱退让，胸怀宽广的好品质。

2.理解三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这篇课文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
三个小故事组成的。每个故事都有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紧密联系，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
的发展，第一、二个故事的结果又是第三个故事的起因，合
起来构成“将相和”这一更加完整曲折的故事。由于第一、
二两件事，蔺相如立了功，升为大官，老将廉颇不满。这三
个故事都是因为“战国时候，秦国最强，常常进攻别的国
家”引起的。前两个故事，引起蔺相如为赵国利益忍辱负重，
退让回避，这是经过。结果是廉颇负荆请罪，两人和好，共
同保卫赵国。

“完璧归赵”的起因是秦王企图骗取赵国的和氏璧。蔺相如
深谋远虑，以自己的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精神，使秦王理
屈，这是经过。结果是秦王只好客气地将蔺相如送回赵国。
蔺相如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完璧归赵，又使秦王无借口进攻
赵国。

“渑池之会”的起因是秦王想让赵王为其鼓瑟并叫人记录下
来侮辱赵王。蔺相如以死相拼，让秦王为赵王击缶，也叫人



记录下来，这是经过。秦王没有占到便宜，蔺相如维护了赵
国的尊严是结果。

“负荆请罪”是廉颇看到蔺相如的职位比自己高，不服气而
引起的。经过则是廉颇总想寻机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以国
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处处退让回避。结果是廉颇
负荆请罪，两人成了好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3.把握课文中心思想上的内在联系，进行思想教育。

这篇课文不但以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引人入胜、打动读者，而且以蔺相如的高尚品质给读者以启
迪和教育。“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主要表现了他不
畏强暴、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而这种对敌斗争，来自他一
切为了国家利益这一思想。“负荆请罪”主要表现他顾全大
局、不计较个人恩怨的高贵品质。他这种对友的求和忍让，
同样来自他一切为了国家利益这一中心。我们从蔺相如对外
对内两个方面，通过他的语言动作来感受、认识了他一切为
了国家利益的思想品质，进而学习蔺相如的爱国思想。

4.掌握以下几个重点词语。

无价之宝：形容物品特别珍贵，用多少钱也买不到。

完璧归赵：璧，古代玉器的一种，平圆形，中间有孔。指把
和氏璧完好地送回赵国。比喻物归原主。

攻无不克：攻城夺地，没有拿不下来的。

战无不胜：形容强大无比，每战必胜。

负荆请罪：负，背着。荆，荆条。本课指廉颇光着上身，背
着荆条，到蔺相如家请罪。现用来表示向人认错赔罪。



同心协力：协，合。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雨说教案一等奖篇五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学习张思德，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9月8日中央
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讲演。全文围绕着
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论点，分作五层来说。

第一层讲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就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做到“完
全”、“彻底”，只有这样做，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革命
者，一个人活着才有意义。

第二层讲人的死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文章直接引用司马迁的
话说明人死的意义有所不同，用“鸿毛”和“泰山”生动地
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
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指出张思德
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
死比泰山还要重，既讲了革命者对生死的看法，又揭示出了
革命的人生观。

第三层讲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首先指出衡量
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接着用我
党采纳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这是我党采纳党外
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具体事例，说明要采纳一切符合人民利
益的建议和批评。

第四层指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解放全人类。毛泽东
针对当时的情况告诫全党“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
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
放”。同时进一步指出：不怕牺牲，应当是在人民的利益需



要的时候，勇敢地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视死如归；但不能莽撞、蛮干，要尽量地减少本来可以避免
的牺牲。要求全党做到：“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第五层讲开追悼会的目的。

开追悼会的意义，不仅是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团结人民。

2.学习《为人民服务》了解课文中论述的各个层次与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的关系。《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论
点鲜明，中心突出，层次清晰，说理透彻，文章围绕中心，
依次讲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为人民利益
而死比泰山还重；正确对待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
改正错的；正确对待困难、对待同志，为人民的利益团结互
助；悼念为人民而死的人，以团结全体人民等多方面的问题，
思路十分清楚。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生字：

“炊”“悼”“姓”和“吹”“掉”“性”在对比，辨别中
记忆、掌握；“哀”中间部分是“口”，不是“中”。

词语：

鸿毛——鸿雁的毛。比喻事物轻微不足道。

死得其所——形容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处所，地方。

卖力——尽量使出自己的力量。

4.理解课文中重点语句。



【例1】“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
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析  这句话告诉我们看问题应该全面，如果工作中遇到挫
折，斗争中遭到失败时，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要
悲观失望，不要灰心丧气，要坚信我们是为着人民服务的，
只要面对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奋斗，就一定会取得胜
利。句中三个“要”是排比句，语气坚定给人以无限鼓舞。

【例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析  古人以泰山为高山的代表，常用来比喻敬仰的人和重
大的、有价值的事物。这句话意思是：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有的人死得很有价值，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毫无意义，
比鸿毛还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