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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549796.htm 一．教材的理解与定

位，重点与难点的分析。（说教材） 加入收藏 课文《赤壁之

战》是省编义务教材小学语文第九册第七单元的一篇课文。

这篇历史故事，改编自我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第四九、五十回的有关情节。它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曹

操率兵南下攻打东吴，东吴大将周瑜采用诈降和火攻的办法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大败曹军于赤壁的故事。故事的独立

性强，情节生动，引人入胜。文章语言简洁、明白、易懂、

结构也很严密。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只有知己知彼，巧

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本节课是第

二课时的教学，主要是按照本单元学习目标中提出的重点理

解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

短。所以在理清课文叙述的战争的进程之外，还需要分析战

争进程每一步它实施的用意和这样的实施的妙处。掌握战争

的发展的过程，能够比较连贯有条理说一说。所以我设计制

定了这样的教学目标： 1、使学生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

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2

、理清课文的条理，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几步写清大

战经过的方法。 3、动手操作演示，能对所掌握知识进行逆

向的灵活运用，培养对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 4、培养学生

初步掌握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

历史事件。 教学重点放在了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并从中

悟出双方胜与负的根本原因。从教学目标看，难点在于使学



生领悟到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思考，应该希望曹操取得

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但这必须在做出具

体分析与结论，和尊重《三国演义》原作的基础上，向学生

灌输小说《三国演义》之外的客观历史认识。 二．怎样帮助

五年级学生学习历史故事。（说学生） 《三国演义》中的“

赤壁之战”是一个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其中我

尤其注意了在上课之前对《三国演义》的介绍，让学生在了

解《三国演义》整体背景基础上再来学习我们课文中的《赤

壁之战》。从学生原有的知识来看，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三

国”及赤壁之战有所了解，这里指的有所了解只是一些只言

片语，应该说并不是很全面。而其中有个别学生对“三国”

及课文中的有关细节比较熟悉，能说出一个因为所以来，这

部分学生也表现为对历史知识的较多的掌握，学习兴趣浓厚

。而暴露出来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学生们对历史朝代顺序的模

糊，对三国时代背景了解的缺乏。此外，学生对以《三国演

义》为代表的四大名著及其作者，还鲜有认知，这个也需要

在上课和课后中提及。一般说来学生对于类似的历史的学习

都拥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对于故事中使用的计谋，人物的性

格和经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认知欲，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积极思考，比较正确的理解课文中叙述的内容。课文中黄

盖“火攻”“诈降”的计策是课文学习的重点，分析计策的

来由有助于让学生知道详尽周到的观察与准备是成功的基本

素质，应该说学生在这个方面是有比较大的触动的。而在黄

盖有条不紊的计策实施过程中即让学生理清战争的进程中，

对于提高学生有条理的叙述一件事，做到有张有弛，欲道还

休的能力。有一个仍需指出的问题是，由于作者及其所处年



代的关系，罗贯中在写作小说《三国演义》的时主观的把曹

操定立为反面角色，而由于该小说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过去

学生认知中的曹操一直是一个反面的人物，这种认知而且是

根深蒂固的，所以，本堂课试图去做这方面的扭转，应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冒险，也是学生理解比较困难的地方。而之

所以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健全学生辩证的历史观，去认

识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且这也比较具有现实的

意义，比如现在的台湾问题。 三．问题引入，引导学生主动

认知；发掘伏笔，重视知识的实践运用。（说教法、学法、

练习安排） 设为首页 通过问题的引路，激发学生探究知识，

解决疑难的兴趣，以便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是我在本堂课中

主要运用的教学方法。《赤壁之战》这篇课文，突出的是故

事的叙述性强，在叙述中又蕴含了严密的逻辑和巧妙的计策

，怎样让帮助学生主动去发现其中的奥妙，以达到理解整篇

课文，理解课文告诉我们的道理。《赤壁之战》的核心问题

是“东吴周瑜是如何以少胜多的？”，以这个问题为基础展

开，就引伸出“黄盖的计策是什么？”“计策是怎样实施的

？”以及与东吴取胜相反的“曹操是如何才战败的？”等，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自由学习课文，发现答案，理解“黄盖的

计策”与“东吴取胜的原因”。而通过让学生说一说黄盖对

周瑜说的计策的内容，来理清计策的实施即战争的过程。学

生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能表现出很大

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必须努力做到尊重学生的思考，鼓励

不同意见。学生的学习应在其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过程中，

获得知识，解决问题。放手让学生去自学，而在指名交流中

，我仍重视了教师的正确引导，让学生在自由的学习中有理



有度，放而不乱。课文第四自然段中故意把黄盖对周瑜说的

计策的内容隐去，留下了一个伏笔。在第一次分析后课文后

，怎样让学生对黄盖计策的实施即战争的进程有一个比较整

体和有条理的了解，所以我设计了让学生来想象当时黄盖是

怎样对周瑜说的，而周瑜感到很满意。让学生在同桌之交流

说说，以达到小结课文分析的目的。课的最后一个部分，我

设计了一个延伸问题，目的是要让学生运用本堂课学习的东

吴以“知己知彼、巧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战胜强大曹军

的事例，从长的历史轴线上来看希望曹操战胜东吴，结束分

裂，完成统一，所以虚拟了一个现实，让学生帮助曹操吸取

赤壁之战的历史教训，战胜东吴。通过让学生发表意见，明

白让曹操胜的理由，再通过自己动动手演示，把理论知识运

用于实践，实实在在感受“知己知彼，巧用天时地利，扬长

避短”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四．本堂课的流程与环节安排

。（说教学流程） （一）、复习引入，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曹操与东吴的周瑜在长江

的赤壁进行了一场大战，东吴只有三万人，曹操号称八十万

人，结果东吴以少胜多，曹操战败。)，再整体感知。出示课

件赤壁之战对待图，以加深学生直观印象。 （二）、新课进

行，讲读理解东吴胜利的原因。 首先来研究黄盖的计策到底

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实施的？(自由学习课文4－9自然段，小

组交流，指名回答，教师指导难点与不易理解的地方，板书

出要点)再小结，通过想像来说一说黄盖对周瑜说的内容。（

小组说说议议，发言交流）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东吴取得

胜利即曹操战败的原因，从曹操的一面来分析赤壁之战的结

果。最后总结正是因为东吴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击



短，又因为曹操轻敌，骄傲才使赤壁之战的结果是东吴以少

胜多，战胜了曹操的八十万大军。 （三）、发散思维，学习

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赤壁之战。 首先教师说明赤壁之战的结

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却造成了混战不断。

从而引出问题“赤壁一战谁胜了好？”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

，教师引导归纳：第一种观点正确，曹操胜利就可以统一中

国了。随后要求利用同学们手中的船，吸取赤壁之战的历史

教训，帮助曹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完成统一大业。并请

几位同学来说一说自己实施的想法。然后通过课件演示，进

一步分析赤壁之战胜败得失。 （四）、结题激趣，引导学生

到课外去广泛阅读。 介绍历史上西晋大将王?f吸取赤壁之战

的历史教训，做到了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完成了统一大业的事实。最后推荐几部《三国演义》类似的

几部历史演义小说，以供学生在课外去继续研究发现。 五．

说教后反思 1、应继续重视抓预习摸索课文思路。预习是整

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用一个课时进行。预

习时要求学生弄清楚赤壁之战的原因、经过、结果这三个问

题，也就是向学生提供一条摸索文章思路的线索。学生据此

去预习，就能初步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 2、重点抓提问把

握课文思路。抓住文章思路提问，有利于学生顺藤摸瓜，把

握课文的思想内容，了解作者布局的特点。紧扣词句，进行

层层剥笋式的提问，让学生根据提问读读议议，就把他们的

思路引导到作者的思路上来了。 3、抓住结构，理清课文思

路。抓住文章的结构，理清了段落层次，也就理清了文章的

思路。课文的段落结构，学生通过预习有了初步认识，在讲

读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进一步理清层次。课文的层次理



清了，学生的思路也就清楚了。 4、抓重点开拓学生思路。

抓住重点词语和重点段落进行讲读分析，不仅可以带动全局

，而且可以活跃学生思维，开拓思路。在讲读过程中要引导

学生深入理解课文中词句的含义，始终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

文。 5、抓电教媒体的运用。在电教媒体的使用上，始终要

突出课件要为上课服务，课件要能够解决上课过程中的难点

，不能让整堂课围着课件转，没了课件就不能上课了。而课

件的出示应该是以点的形式出现，尽量避免整堂课被课件覆

盖，还要让学生以书为本。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