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少年王冕导入 少年王冕读后感(汇
总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少年王冕导入篇一

我刚读完《少年王冕》。

日有所诵：书到用时方恨少。

馨香一瓣：

文中的王冕，因为家境贫寒，供不起他读书，可他却因为不
想让母亲伤心，没说出自己想读书的真实想法。还有一个关
孝的故事，是关于古代的圣人曾子的。一天曾子出去砍柴，
有客人到了曾子家，曾子的.母亲不知所措，曾子回家后立即
跪在母亲面前，向母亲道歉，怪自己没有尽到作儿子的孝心。

再想一想自己，以前一直不太懂得关心父母，在家里基本上
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很少会主动做家务。偶尔帮妈
妈锤锤背，揉揉肩，或者给爸爸倒一水，父母就夸我我是个
孝顺的儿子了。

读了少年王冕的故事，从王晚身上我看到了满满的赤子之心，
我以后也要像王冕一样，不仅勤于学习，更要做一个孝顺父
母亲的人，做好“善”的第一步。



少年王冕导入篇二

少年王冕

教学目标： 

2、技能：使学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对策：引导学生抓住语言文字，品悟人物性格特点。 

教学重难点：感受王冕勤奋好学、孝敬长辈的优秀品质。 

教学过程： 

一、板书“王冕”，介绍人物。

今天，老师向大家介绍一位名人，请同学们看老师写他的名
字，（师板书：王冕）

注意“冕”的写法。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课本133页讲述了王冕少年时代的故事，自由地放声朗读，
要求：根据课后的注音，自学生字；遇到不理解的字、词可
以查字典；读不通顺的句子多读几遍。

2.检查生字的朗读情况。

王冕  孝敬  贴补  明媚  晶莹  荷花  争先恐后

课文很长，选择其中一个比较难读的自然段，看谁既能将字
音读准，又能将课文读流利、读通顺。

3.谁能从这些词中，选择一些词简单地说说故事的内容？



4.的确像同学们说的那样，写了王冕的两件事，（板书：辍
学放牛、学画荷花）

请同学们再次小声地读一读全文，这两件事分别是哪几个自
然段写的。

5.2—4自然段写“放牛”这件事。5—6自然段写学画荷花的
事。

三、品读课文第一件事。抓住关键语句，感悟王冕的“孝
顺”

古代有位文学家朱熹曾提到“煮书”这个词，您明白他的意
思吗？（读熟、品味）

1.默读2—4自然段，也就是从第一件事中，你觉得王冕是个
怎样的孩子？从哪些关键词句中品味出来的，你体会到的，
请将具体的语句画下来，并在书旁边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感
受和体会。

你觉得从第一件事中，王冕是个怎样的孩子？（生板书：孝
顺、好学、爱读书……）

从哪些具体的词句中可以感受到，请大家先读一读这具体的
句子，再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2.

王冕说：“娘，我在学堂里也闷得慌，不如帮人家放牛，心
里倒快活些。这样可以贴补些家用，还能带几本书去读
呢。”

俗话说，“言为心声”。一般说来，嘴里说的，就是心里想
的。但是，有时候，嘴里说的，又并不是心里想的，需要我



们仔细分辨。

3. 是不是他真的觉得在学堂里闷得慌，谈谈你的看法。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联系上下文说一说。

读母亲的话，你读懂了什么？

再读王冕的话，你读懂了什么？

指导朗读，自己先练习读一读，读出王冕的懂事，孝顺。指
名读，师生同读对话。

4.

从此，王冕白天在秦家放牛，晚上回家陪伴母亲。遇上秦家
煮些腌鱼腊肉，他总舍不得吃，用荷叶包了回家孝敬母亲。

从哪里看出王冕孝敬母亲呢？你能读出王冕孝敬母亲吗？

5.每天给的点心钱，他也舍不得花，积攒一两个月，便偷空
来到村学堂，从书贩子那里买几本旧书。白天牛吃饱了，王
冕就坐在柳树阴下看书。

王冕真是一个---------------的孩子。

四、总结全文，欣赏王冕的终身成就。

你知道中年王冕吗？想知道老年王冕吗？老师建议大家去看
名著《儒林外史》！开篇第一回写的就是王冕。读了以后，
你会王冕这个人物有更多的了解。

少年王冕导入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5个生字，认识4个绿线内的生字，理解生字组成
的词语。

3、初读课文，了解大意，学习理清课文层次,初步解读王冕。

教学重点：通过课文感受王冕勤奋好学、孝敬长辈，

教学准备：课前查阅资料、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古诗导入，介绍背景

1、（多媒体出示课件）读《墨梅》引出作者，师板书：王冕，
生书空。（指名结合导学单介绍王冕，师相机补充）

（王冕：元画家、诗人。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人。
出身贫寒、幼年给人放牛，靠自学成为诗人、画家。性格孤
傲，鄙视权贵。诗画皆负盛名，尤善画梅。著有《竹斋集》）

2、今天我们就要认识这位有名人物，走进他的少年时代——
（师补全课题）：少年王冕（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通过导学单的引导预习，自认为可以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的同学请举手。

2、本文选自古典小说，语言风格较现在有些不同，请同学们
捧起书大声自由地读读，努力读正确。



3、出示生字、词语，检查预习情况。

（1）大屏幕出示生字，生自读。

冕腌攒耽秦莹媚载（强调“秦载”的书写）

（2）大屏幕出示生词：让学生精神饱满地读词

耽误晶莹贴补高手孝敬明媚牵挂隔壁

闷得慌青翠欲滴争先恐后葱茏

（3）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词语说一句话。（指名说，师相机
评价）

5、交流，师板书：

七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

十岁辍学放牛不忘读书

十四岁立志学画日益成才

十七八岁不再放牛自力更生

三、再读课文，走近王冕

1.指名分小节读文，思考：你感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王冕？

2、交流，生板书：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等）

四、课时小结：

王冕不仅是个孝顺的孩子，爱读书的孩子，还是一个画荷花
的高手。本节课我们主要理清了文章思路，下节课我们将一



起继续领略王冕的人格魅力！如果同学们想了解中年王冕，
老年王冕，老师建议大家去看名著《儒林外史》！

五、练习书写生字

1、完成课后描红。（强调写字姿势）

2、写习字册。

六、作业布置：

1、练写生字、生词。

2、课外阅读《儒林外史》。

板书设计：

七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

十岁辍学放牛不忘读书

十四岁立志学画目益成才

十七八岁不再放牛自力更生

少年王冕导入篇四

同学们你们都穿上了羽绒服，这说明现在已经进入隆冬季节
了，那么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季节里，你知道哪一种花又将迎
风吐蕊了？（梅花）那你积累过写梅花的诗词吗？谁来背一
背？（王安石的〈梅花〉王冕的〈墨梅〉这是一首题画诗。
墨梅就是水墨画的梅花。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
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身对人生的
态度以和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毛泽东、陆游的〈卜算



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王冕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以和孝敬
母亲的美好品德。

3、通过品读自悟重点词句，学习王冕身上的优良品质。

感受少年王冕孝敬母亲、勤奋好学。

一、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元代著名的画
家、诗人王冕小时候是个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的好少年。
（板书：孝敬母亲勤奋好学）这节课，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课
文，走进少年王冕的世界，深入地去体会语言文字向我们传
送的情感，去感受人物的.独特魅力。

二、学习课文

少年王冕导入篇五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我是谭文秋，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少年王冕》
（板书课题），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教法和学法、说教学



过程、说板书设计四个方面来对本课进行说明。

《少年王冕》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七组的第2篇课
文。它选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重点讲了元末明初的画
家、诗人王冕小时候，虽家境贫寒，从小替人家放牛，但仍
不忘读书学习，他善于观察大自然的美好事物，刻苦学画，
终于成为“画荷花的高手”，赞扬了少年王冕孝敬母亲的美
德，表现了他勤奋好学、善于观察等优良品质。全文脉络分
明，语言朴实无华，具有深刻教育意义。是对学生进行人文
教育的好教材。

新课标中对五六年级学段的阅读要求是：能用普通话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默读有一定速度；能借助词典阅
读，理解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恰当意义；体会作者思想情感；
敢于提出自己看法。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和初步的感受、
理解、欣赏和评价语言的能力，这为本课的教学奠定了良好
的学习基础。但受年龄限制，对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等优秀品
质缺乏联系实际，仍停留在字面意义上。

结合本文特点和5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基础，依据新课
标对本学段的要求，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正确读写本课要求掌握的`生字，理解新词语的意思。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五自然段，整体理
解课文内容。

揣摩语言，提高学生分析、理解语言文字能力。

体会并学习王冕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的品质。

其中，教学重点是：揣摩语言，提高学生分析、理解语言文



字能力。

教学难点是：体会并学习王冕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的品质。

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能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达到教与学的
和谐完美统一。基于此，我采用的教法是话题设置法、指导
阅读法，媒体演示法，启发想象法。在使用多媒体手段辅助
教学的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法上，我（贯彻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
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具体的学
法是发现法、讨论法、朗读法和勾画圈点法，让学生养
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阅读习惯。

课堂教学我准备按以下四大板块展开。分别是：

让学生在课前进行预习，了解王冕相关知识。课上交流讨论，
引导学生关注王冕的才能。

之后出示导语：王冕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他从小养
成的好习惯，今天，让我们走近少年王冕，看看他小时候是
如何努力的？我们也来学习和借鉴一下。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圈出不认识的字词，借助工具书进行理
解，扫清阅读障碍，体现语文学科工具性特征。

检查学生字词的识记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容易读错写错
的字词进行指导。

字音易错的字，如闷、腌、耽、载。

字形易错的字，如耽、秦。

指名学生分段朗读课文，其他学生帮助纠正字音，了解学生
读文情况。



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王冕是一个
怎样的人？然后相互交流，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教师出示主话题：你从1—4自然段的内容中看到了一个怎样
的母亲，怎样的王冕？

学生轻读课文，把描写王冕和母亲语言、行为的句子划下来，
交流讨论。

指名学生回答自己所划句子，然后问学生“你喜欢哪处？为
什么呢？”学生用自己的话解释或者动情地朗读课文当中语
言的句子，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让学生再整体读一遍这部分课文，把王冕的孝顺好学和母亲
的疼爱之情读出来。体会王冕的思想品质。

学生朗读第5自然段，交流讨论，用一个词或一句话说说对这
段景色描写的感受。

指名学生回答，然后问学生：这段描写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
用你发现美的眼睛读读课文，想想你看到了怎样的美？使学
生多角度思考和赏析课文内容。

让学生再美美地读一遍这段，思考：如果是你遇到这么美的
景色，你想做什么呢？学生交流讨论。

教师出示主话题：课文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出王冕勤奋好学、
孝敬母亲的品质？

学生自由朗读6、7自然段，交流讨论。深入领悟课文的思想
内容。

板块4 放飞想象，拓展深化

通过读最后一段，让学生思考：母亲心里在欢喜什么？她心



里怎样想的？学生发挥想象，交流讨论，写一段话。

联系实际，让学生说说：你喜欢王冕吗？喜欢他什么？今后
我们该怎么做呢？学生交流讨论。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和学习
王冕的优秀品质。

少年王冕

孝顺母亲 勤奋好学

细心观察 刻苦学画

此板书清晰直观，简洁灵活。便于学生理解课文。

以上，我从教材、教法学法、教学过程和板书设计四个方面
对本课进行了说明，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少年王冕导入篇六

1、理解课文内容，感受王冕的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以及孝
顺母亲的美好品德。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五自然段。

4、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王冕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和孝顺母
亲美好品德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

通过重点语句的品析，感受王冕勤奋好学、孝敬母亲的优秀
品质。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回顾前课，谈谈对王冕的初步认识。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学生齐读）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谁来说说少年王冕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
象？

(勤奋好学，孝敬母亲)    板书

二、品悟言行，感受王冕的孝心和好学之心。

2.交流感受。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出示）

王冕说：“娘，我在学堂里也闷得慌，不如帮人家放牛，心
里倒快活些。这样可以贴补些家用，还能带几本书去读
呢。”

(1)你能读懂王冕说这话的用意吗？(导：他是真的不想在学
堂里读书了吗)

请你们再好好读读这段话，用心体会你读懂了一个怎样的王
冕？

(2)交流，相机点拨。

“还能带几本书去读呢”王冕体谅理解母亲的一片孝心，孝
心之中还有好学之心

(体谅母亲，孝敬母亲，又不忘勤奋学习的王冕。)

(3)如果请你们来当一回王冕，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跟母亲说？

(通过换位想象读，让学生充分感受到王冕安慰、体谅、理解



母亲的一片孝心，并且孝心之中还有好学之心。)

课文的2—4自然段还有哪里让你感受到了王冕的勤奋好学和
孝敬？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出示）

交流点拨。

(1) 根据学生回答相机点拨

a.透过“陪伴”一词你能够想象哪些温馨的画面呢？（傍晚
回到家，看到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做着针线活，王冕会怎么
做呢？）

b.当王冕捧着用荷叶包的腌鱼腊肉喜滋滋地回家时，他的心
里会想些什么呢？

c.“偷空”让我们感受到了王冕对于读书的热爱

d.“积攒一两个月”同学们，当我们想要看课外书的时候你的
父母总会买来一大摞，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你热爱读书的表现，
而王冕要看几本“旧书”却要积攒上一两个月的时间，由此
可见，王冕是多么的勤奋好学呀！

(2)师小结：舍不得吃好东西，都留给母亲；舍不得花一点钱，
都是为学习。这两个舍不得，体现王冕的一片孝心和好学之
心，份量是何等重啊！来，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一下。

3.解读人物的精神品质，我们就要像这样透过人物的言行，
读到人物的心里去。

三、潜心涵咏，体会王冕细心观察、刻苦学画的品质。



(写了王冕刻苦学画荷花)

1.我们先来看看王冕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湖边看到一幅怎样的
美景：

出示：一阵大雨过后，天空中黑云边上镶着白云。阳光透出
来了……

（1）读了这段文字，你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的
感受吗？

(美不胜收，心旷神怡，绚丽多彩，生机勃勃，赏心悦
目……)

a.“镶”色彩对比分明而又显得和谐精致

b.“透”阳光冲破阻碍直射下来那灿烂的光辉让人心情舒畅

c.“洗”给人一种洁白纯净的感觉

d.“晶莹透亮”水珠经过阳光的照射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
像钻石一样闪亮，多美呀！

e.“荷叶姿态”你能不能想象湖里的十来枝荷花有的……有
的……（有的婀娜的开着，有的羞涩的打着朵儿，而花苞上
的雨水点点，荷叶上的滴滴水珠，正如一粒粒的明珠，给荷
叶增添了无穷的色彩，真是别有一番景致呀！）

f.“青翠欲滴”绿的快要留下来一样

2.如果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置身于如此美景之中，你会怎
么想？怎么做呢？(我们平常人看到这福美景也许只会感慨一
番，就像少年王冕心里想的――（出示）然而，王冕不同于
其他人之处就在于他转念又想——)



3.王冕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的？请同学们迅速地读读
第六自然段，谈谈你的理解？（王冕读了不少书，也明白了
许多道理）正是因为王冕的勤奋学习，才使他懂得了“天下
没有学不会的事”。

看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王冕的勤奋好学改变了
他一生的命运，也让他更好地孝敬母亲。

四、配乐朗读，融入情境想象写话。

1.师配乐朗读：就这样，到了十七八岁，王冕离开了秦家。
他每天……

2.母亲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请同学发挥想象，写一小段话。

3.交流评议。

五、总结全文，布置课后作业和指导课后阅读。

少年王冕就这样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勤
奋作画、读书。他独有的人格魅力使我们倾心，那么成年后
的王冕呢？还会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发生呢？课后收集一下王
冕的故事，你肯定会有所发现。

作业：

1、背熟第5自然段。

2、搜寻有关王冕的故事。

3、摹仿第5自然段写一处景物。

板书设计：          24  少年王冕

孝敬母亲 



勤奋好学

教学反思：在执教本堂课时我抓住王冕的孝敬母亲和勤奋好
学展开我的教学，由于本文较长，我采取了长文短教的方法，
由点到面，从王冕的那句“娘，我在学堂里也闷得慌，不如
帮人家放牛，心里到快活些。这样可以贴补些家用，还能带
几本书去读呢。”以及两个“舍不得”让学生联系实际深切
地体会到了王冕的勤奋好学和孝敬母亲，在教学过程中我还
教会了学生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解读人物的精神品质
要抓住人物的精神品质读到人物的内心里去，最后我像叙述
故事一样告诉学生王冕通过他的勤奋好学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运，让学生体会王冕和他母亲过着温馨而幸福的日子，这都
是王冕的勤奋好学的结果，其实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
是告诉学生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整
节课就在王冕和他母亲过着幸福的日子中结束，学生的反映
也不错。

在教学中最让我头痛的是第五自然段景物的描写，我觉得这
和我这节课的主题——王冕的勤奋好学和孝敬母亲是不怎么
相关的，所以怎么处理这段，我想了好久，最终决定把这段
美丽的文字变成让学生积累语言文字的过程，让学生好好的
品位这幅“夏日雨后美景图”，在感悟完语言文字后我就可
以引读王冕的“心里想道”以及“随后转念以想”，这样处
理后就产生了一个大的问题：这段文字要好好品读积累的话
至少要占用十分钟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教学只是为了让学
生积累语言文字是不是太浪费了？我苦思冥想还是没想到什
么更好的方案，就这样去上了，上完后评课，许多老教师、
给了我建议：在学生积累完语言后我可以直接把问题抛给学
生这段文字很美，但似乎和我们的主题——王冕的勤奋好学
和孝敬母亲是不相关的，可不可以删掉，让学生再次和文本
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从而感悟正是因为王冕的勤奋好学，读
了不少书，才让他明白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为他自己努力
刻苦画荷花最终成为了以个画荷花的高手提供了可能，这样
就和我教学的主题之一……王冕的勤奋好学挂上钩，同时也



让学生明白了在写作时要学会取舍，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的
指导。

少年王冕导入篇七

王冕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只能靠母亲挣钱供他读书，而这
几年年成又不好，王冕读不起书，只能去放牛。王冕把积攒
的钱去买来几本旧书，每天用放牛的时间读书。一天，下过
大雨后，整个风景如画。王冕觉得没有人把这美丽的风景画
下来很可惜。可他转念一想，认为天下无难事，自己应该学
习画荷花。于是，王冕每天都练习画画，最终成为了一名画
家。是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底下没有一件学不
会的事，只要我们努力去学，就一定能学成。

。这是很难得的，那么多棒法怎能不难呢？但史进认为天下
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不怕“难”，“难”不是问题，只
要他是有心人---每天坚持、不怕吃苦的人。后来他跟师傅王
进练习了许久，每天练得都很累。最终他练成了一身好本事。

只要你不被“难”所吓倒，就一定有成就，就像王冕成了画
家，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没
有一件难事，只要我们做个有心人就一定能够成功。

少年王冕导入篇八

《少年王冕》（第二课时）--详案

［ 作者：毛如德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王冕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以及孝敬
母亲的美好品德。



3、通过品读自悟重点词句，学习王冕身上的优良品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齐读课题

二、十岁的王冕。

学生自由读课文，教者个别指导。

（读完后，孩子们在静静的用笔做着批注）

2、交流。

倾听也是一种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批注。

学生：王冕说：“娘，我在学堂里闷得慌……还能带几本书
去读呢？”

你觉得那些词语特别能感受到王冕特别能善解人意。

贴补。

齐读：王冕说：娘，我在学堂里也闷得慌，不如帮人家放
牛……+

他善解人意，你知道母亲的意识什么吗？

母亲很无奈，实在供不起。

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你们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读书呀。

王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

齐读这句话。

真的闷得慌吗？

从母亲的话中，王冕听出了什么？母亲说这段话时心里？

再读王冕的话，你又感受到了什么？通过王冕回话时的动作、
神态等知道朗读。

减轻负担。

好一个减轻负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冕？

从此，……遇上秦家煮些腌鱼腊肉，他总舍不得吃，用荷叶
包了回家孝敬母亲。”

指读。

你想借助哪几个词来传达王冕的孝心，指导感情朗读。（总
舍不得）（包）

腌鱼腊肉对于家境贫寒的王冕来说，就是（山珍海味、美味
佳肴）

可是这个十岁的孩子，面对难得的美味，他是怎么想的，会
怎么做？

结合交流出示：“每天给的点心钱，他也舍不得花……王冕
就坐在柳树阴下看书。”

所以，王冕（堪称儒林楷模，学者榜样）。



三、学习王冕画荷花，体会勤奋好学的精神。

1自由读第五六自然段。用“  ”划出能体现王冕勤奋好学
的句子。

2、交流

出示：不知不觉，三四年过去了，王冕读了不少书，也懂得
了许多道理。

（1）他懂得了哪些道理呢？（做人要自信，要积极：天下哪
有学不会的事呢？

有了本事就能更好地孝敬母亲了。

掌握了画画的一些知识，他对周围的事物比较敏感。）

（2）是啊，书让王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还激发了深沉的美
感。

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王冕为什么能
发现这美呢？

（读着王冕眼中的美景，你想起了哪些关于读书、关于勤奋
的名言。）

出示：自此以后……买他的画。

（1）、初步感受（或者你特别想读好的词语。）

，           ，就这样       

，三个月之后，便大有长进，那荷花的精神、形态、颜色，
没有一处不像真的。



四、十七、八岁的王冕

五、总结全文，欣赏王冕的终身成就。

2、一个家境贫寒的放牛娃，怀着对生活的爱，刻苦好学，成了
“画荷花的高手”，少年王冕的成功，真是富有传奇色彩！
他是一个成就很高的诗人，为后世留下了300多首好诗；尤其
以画梅花著称：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他研究过兵法，也研究过剑术，
还练习过篆刻，正因为他孝敬母亲、勤奋好学，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才成了那个世界的“通才”！然而，他出生在
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年代，时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悲剧，他对
于时代来说是一个损失。所有这些，都是王冕。如果你想知
道更多就去看名著《儒林外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