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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許多文化歷來為世人所稱道。在五千多年的文化寶庫

中，成語就是其中一件熠熠生輝的瑰寶。成語不僅言簡意賅，朗朗上口，而且

具有深遠的意義，發人深省。我們讀成語時，會發現成語故事的語言生動凝

練，形象鮮明，具有詼諧性和倫理性，也蘊藏著深刻的道理。成語來自有古代

詩文或口頭俗語，更多的來自虛構的故事，例如寓言、神話和真實的故事，例

如歷史人物的故事。 

    隨著電子產品在生活中出現，孩子的專注力和興趣愛好也隨著受到影響。

而年代的距離感、語文知識和學生所處生活經驗的隔閡等這些因素無疑加深了

語文教學的難度。但在教學中我們發現，孩子們大都喜歡聽故事。所以在教學

設計中，我們想通過講述成語背後生動有趣的故事，來告訴孩子們說明一個道

理、表達一種看法，陳述一種觀點，使他們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受到啟發，得到

暗示，從中領悟到中國文化的魅力。 

    在此次單元教案設計中，我們選取了《我愛語文（澳門版）》三下第六單

元（成語故事屋）的《對牛彈琴》和《望梅止渴》兩篇課文作為教材展開一系

列的成語教學。在此次教學設計中，我們拋開讓學生覺得枯燥無味的照本宣

讀，也摒棄以往的死記硬背，在面臨疫情的特殊環境下，以一種創新的方式進

行教學。在教學中，以學生的「學」為主體，教師的「教」則作為引導，學生

不僅要在課堂上學，更要在課前課後養成預習、溫習的自學能力。基於學生在

長期及疫情期間培養的自學能力前提下，我們給學生佈置了一系列的創新功

課，讓學生在課後利用網絡資源、書籍、家人合作等多種方式和資源去完成功

課，例如我們在課前先佈置工作紙，以精美的插圖，有趣的問題引起學生的自

學興趣。在課堂的設計中，由於疫情影響，課堂上的小組討論環節取消了，課

時也縮緊了，但我們仍堅持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方面展開教學，以注重

學生獨立思考能力，自學能力為重點，也避免了小組討論時有些學生有依賴心

理和濫竽充數的現象出現，為疫情轉好後培養學生更優秀的學習能力作鋪墊。

在識字教學中，以田字格教學，在課文教學中，以理解課文、指導朗讀、角色

扮演、實境演練等等多元教學方法。而在最後一課節，我們以前兩篇課文作文

基地，設計了一個教學延伸的課堂活動。我們以認識成語特點、成語遊戲、成

語故事分享會、看圖寫故事和製作成語小報五個環節展開教學活動。 

希望學生在學習這五節課時後，能掌握成語的特點，認識和明白成語蘊含

的深刻道理，同時培養學生學習曹操臨危不懼的品質和批判思考能力。通過對

課文的教學與研讀，運用六何法自擬問題和分段閱讀策略，讀懂課文內容，理

解段落大意和主旨，讓學生掌握好「六何法」。通過角色扮演和續寫故事環

節，培養學生口語表達和寫作能力。通過課前、課後的功課佈置，培養學生借

助圖書館、網絡尋找喜歡閱讀的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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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成語故事小天地 人數 29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註 5節 

實施日期 2020年 6月 15日- 6月 19

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6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

鐘) 

2020年 6月 15日 1 

第一

課節 

對牛彈琴 認識和理解生字、新

詞的形、義。運用

「六何法」，初步理

解課文內容。 

40 

2020年 6月 16日 1 
第二

課節 
對牛彈琴 

讓學生運用「六何

法」，帶著問題理解

課文；學習遞進複

句：「……越……

越……」；讓學生角

色扮演，給故事加插

對話和情節。 

40 

2020年 6月 17日 1 
第三

課節 
望梅止渴 

認識和理解生字、新

詞的形、義；認識曹

操及時代背景；運用

「六何法」，初步理

解課文內容。 

40 

2020年 6月 18日 1 
第四

課節 
望梅止渴 

讓學生運用「六何

法」，帶著問題理解

課文；改寫故事情

節。  

40 

2020年 6月 19日 1 
第五

課節 
成語小天地 

讓學生初步認識成語

的特點；積累動、植

物成語；學會生動完

整地講成語故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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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 知識目標： 

1. 讓學生初步認識成語的特點，積累跟植物、動物有關的成語。 

2. 讓學生通過「六何法」，讀懂課文內容，理解課文主旨。 

3. 認識意義段和自然段。 

4. 初步認識具體描寫。 

5. 認識和理解生字、新詞的形、義。 

6. 認識遞進複句︰「……越……越……。」 

7. 聆聽成語故事，掌握故事的主要內容，推斷成語的意思。 

 

 

➢ 技能目標： 

1. 培養學生的朗讀能力，通過給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恰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2. 能從人物說話的語氣感受所表達的感情。 

3. 借助圖書館、網絡尋找喜歡閱讀的成語故事。 

4. 按一定的順序寫故事，並按表達的需要分段。 

5. 運用六何法自擬問題和分段閱讀策略，讀懂課文內容，理解段落大意和主旨。 

6. 給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恰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 情意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曹操臨危不懼的品質。 

2.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 

3. 讓學生明白對不懂道理的人說道理，或講話不看對象是白費力氣的。 

4. 喜歡閱讀成語故事，感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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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現今學生學習的成語大多出自典故，古人借助故事說出道理，使人更容易明白，一些耳熟能詳

的成語亦是由此而來。因此學生應知道這些成語的出處，這些成語故事意義深遠，值得學生學習。 

「對牛彈琴」這個成語故事出自牟融的《弘明集》，講述古代音樂家公明義對牛彈琴的故事，

用於比喻對不懂道理的人說道理，或講話不看對象是白費力氣的。而成語「對牛彈琴」為後世所

用，故事內容顯淺易明，讓學生從故事中感悟道理，欣賞古人的智慧。此外，本篇教材節錄中包含

了較多的成語用詞，可以讓學生藉此課文，學習更多的成語，豐富學生對成語的認識，一舉兩得。  

「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故事出自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講述曹操統率大軍往氣候乾旱的西北

打仗時，找不到水源。曹操為激勵士氣，編了一個謊言，哄軍隊堅持往前走，就能吃到梅子解渴，

最後軍隊振作前進並找到了水源，度過難關。「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比喻借想像來寬慰自己。學生

在前篇課文《鷸蚌相爭》中初次接觸古文版本的成語故事，有基本概念。因此可以藉著《望梅止

渴》一文，附以原文供學生欣賞，提高學生對學習古文的興趣。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成語是漢語中特有的一種語言表達形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古代相承沿用下來，成語故事更

是我國歷史的積澱。所以我認為，學習成語故事的課堂不僅是要讓學生學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要營造

良好、有趣的學習氛圍，讓學生愛上閱讀成語故事。 

    在《對牛彈琴》一課的教學設計中，是圍繞兩方面進行設計，一是積累關於動物的成語；二是學

習動物成語故事，明白「對牛彈琴」的意思。所以課程設計中通過朗讀、想像、體驗、角色表演等方

式，激發學生閱讀成語故事的興趣，積累關於動物的成語。本篇課文的體裁是記敍形式的故事，教師

就設計了角色扮演的教學環節，讓學生練習句子的語氣，通過演繹角色，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課文的思

想感情。 

    在《望梅止渴》的教學設計中，課程以介紹梅子的味道作為課堂的引入，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在

理解課文大意時，以「六何法」作為主線，引導學生透過問題理解分析課文，再透過人物性格特點等

方面的增潤提問，幫助學生透徹理解課文。為了引起學生對成語故事的興趣，課程設計中運用了視

頻、角色扮演和積累課文成語來辅助教學，令同學更能加深對課文的印象。 

在本單元課程教學中，老師設計了許多多元化的教學環節，例如認識字詞、理解課文、指導朗

讀、角色扮演、故事寫作、海報製作等等。而環節與環節之間，老師也設計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引

入，故事視頻觀賞等，所以學生的學習情緒十分高漲。教師的教學設計能配合低年級學生的年齡特質

和身心發展，各個教學活動都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都樂於參與課堂活動，所以整個課堂氣氛

都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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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 認識和理解生字、新詞的形、義。 

2. 運用六何法自擬問題和分段閱讀策略，讀懂課文內容，理解段落大意和主旨。 

3. 培養學生的朗讀能力，通過給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恰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4. 生動、完整地講成語故事。 

5. 借助圖書館、網絡尋找喜歡閱讀的成語故事。 

6. 初步認識成語的特點，積累跟動物、植物有關的成語。 

五、教學難點 

1. 給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恰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2. 讓學生通過「六何法」，讀懂課文內容，理解課文主旨。 

3. 按一定的順序寫故事，並按表達的需要分段。 

六、教學用具 

電子簡報、工作紙、實物投影機、田字格、角色扮演頭套、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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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對牛彈琴》 人數 29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6節 

實施日期 6月 15日、6月 16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6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 

資源 

6月 15

日 

1 《對牛彈琴》第一課時 第六單元 成語故事屋 《對牛

彈琴》 

教材、教案、影視、

圖片、課件 

6月 16

日 

2 《對牛彈琴》第二課時 

 

 

 

 

 

 

單 

 

元 

 

目 

 

標 

1 認識和理解生字、新詞的形、義。  

 

 

 

 

 

基 

 

力 

 

要 

 

求 

 

編 

 

號 

A-1-7 聆聽故事時，能較有條理地掌

握故事的主要內容； 

2 認識意義段和自然段。 

3 運用六何法自擬問題和分段閱讀策

略，讀懂課文內容，理解段落大意

和主旨。 

C-1-6 瞭解漢字的間架結構，借助習

字格掌握漢字的間架結構，懂

得欣賞漢字的“平衡、對稱、

呼應、穿插”等的結構； 

C-1-8 能借助閱讀，認識和理解字詞

的形、義及懂得正確的讀音； 4 認識遞進複句︰「……越……

越……。」 

5 初步認識具體描寫。 D-1-11 能讀懂課文的內容，瞭解作品

的大概內容和主旨，初步體會

作品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寫作

目的； 

D-1-13 閱讀時能結合生活經驗展開

聯想和想像； 

6 給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恰

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D-1-10 能聯繫上下文和生活經驗理

解詞語和句子的意思和作

用，並能在閱讀中積累詞

彙； 

7 聆聽成語故事，掌握故事的主要內

容，推斷成語的意思。 

E-1-3 能運用已學的詞語，寫出通

順、完整的句子； 

8 學習動物成語故事，明白「對牛彈

琴」的意思。培養批判性思考能

力。 

F-1-4 能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有趣

味的中文實踐活動； 

B-1-2 發音正確、清晰，語調和語

速適當； 

D-2-10 閱讀時能開展創意或批判思

維，提出個人見解； 

 

 

回顧與反思： 

學生對六何法的運用不太理解，不能正確地找出課文的大意。老師在課前已佈置學生預習課

文，並完成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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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分

鐘）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5 

 

 

 

 

 

 

 

 

5 

 

 

 

5 

 

 

 

 

5 

 

 

 

 

 

 

 

6 

 

 

 

 

 

 

新課備課 

第一課時 

   教學過程： 

一、  觀看圖片，激發興趣： 

1.教師展示牛的圖片，讓學生聯繫生活經驗思考問題：說起牛，你會想到甚麼？

預設回答：牛奶、耕田、性格老實、喜歡吃草等 

（以相似的生活經驗引起學生的興趣） 

2.師︰可見牛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今天我們學習的課文也與牛有關，請同學

們根據課題、圖片，猜猜對牛彈琴是甚麼意思？ 學生自由回答 

     

二、  發展活動： 

(一) 初步認識課文內容 

1. 認識生字、圈出重要生詞，並提醒學生一些易錯字詞。 

➢ 認讀生字：音樂家、行人、起勁、面對、遠、抬頭、顧、感人、更加、歎、

罷了。 

2. 老師教授學生重點字詞的形、義及正確讀音。 

➢ 重點字詞︰對牛彈琴、青山綠水、東張西望、如痴如醉、情不自禁、無動於

衷、白費力氣、鮮嫩、興趣、聆聽、剛才。 

 

3. 利用簡報教授生字的正確筆順。 

○1 教師在黑板上用田字格指導學生正確的筆順書寫。  

○2 教師在簡報上標出易錯字體：「琴」字是上下結構，部首是「玉」，下面

是聲符「今」，勿寫成「令」；「綠」字是左右結構，部首是「糸」；

「醉」字部首是酉，勿寫成「西」，右邊「十」字緊記穿頭；「衷」字是

上中下結構，中間的「中」字的一豎記得穿出來；「嫩」字是左中右結構，

「攵」字一橫記得穿。 

4. 學習多音字「禁」 

    ○1 教師請學生朗讀多音字「禁」並試著組詞。 

    ○2 師：「禁」字是一個多音字，當它讀 jīn時組詞可組詞「禁受」，表示承

擔、受得住的意思。也可組成課文中的「情不自禁」；當它讀 jìn時可組詞「禁

止」「禁令」等，表示禁止的動作或法律、習俗所不允許的行為等含義。 

 

 

 

 

PPT 

 

 

 

 

 

 

 

課本 

PPT 

田字格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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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自由朗讀課文，標示出不會的字，並在文中劃分自然段。 

6. 了解文章體裁(成語故事)。 

(二) 認識意義段和自然段 

讓學生朗讀完課文後，再嘗試根據課文內容劃分自然段和意義段。 

 

 

 

 

 

 

 

 

三、  總結活動： 

1. 運用六何法，總結課文內容。 

   ○1 請學生再次默讀課文，並運用六何法自擬六個題目，然後回答。 

   ○2 「鞏固加深練習」師：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老師這裡有一張隱藏的圖片，

同學們需要運用六何法才能把圖片找出來。你們能做到嗎？ 

   ○3 學生每答對一題，老師即把遮蓋的區域去掉，以此激發學生的求知慾。 

 

 

 

 

 

 

 

 

 

 

一、 佈置作業： 

1.運用想像力，替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 

2.抄寫生重點生字詞 11個。 

 

 

板書設計： 

17. 對牛彈琴 (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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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 有一天早上 

何地 郊外 

何人 公明儀和牛 

何事 郊野沒有人欣賞公明儀彈琴，他覺得越來越沒意思了。於是他以不遠處的一頭牛作為聽眾。 

如何 牛對琴音沒有反應，只對嫩草有興趣，一直低頭吃草。 

為何 因為牛只對鮮嫩的草有興趣，即使曲子再感人，他彈得再認真，牛都不會欣賞。 

 

第二課時 

教學過程： 

一、 複習導入： 

師:同學們，上節課我們初步瞭解了《對牛彈琴》這個成語故事，有誰可以告訴老

師，課文說了一件甚麼的事?(運用六何法複習課文。) 

二、 發展活動︰ 

（一） 分析第一段內容 

1.讓學生帶着問題去默讀第一段。 

師︰從文中可以得知公明儀的職業？他的專長？ 

生︰他是一位音樂家，擅長彈古箏。(預測) 

師︰公明儀的琴藝怎樣？ 

生︰他的琴彈得非常出色。(預測) 

2.為避免學生將古代的樂器與現代的樂器混淆，教師出示圖片並解釋課文中的

「琴」是指古箏。 

師：古箏是中國獨特的、重要的民族樂器之一。它的音色優美，音域寬廣、演奏

技巧豐富，具有相當強的表現力，因此它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3.認識古代的複姓。 

○1 師提問學生公明儀這個名字哪個部分是姓？哪個部分是名？ 

○2 教師總結：複姓指的是由兩個及以上的漢字組成的姓氏。如歐陽、司馬等。複

姓的來源較多，例如官名、封邑、職業等，有些則源於少數民族改姓。 

過渡語：同學們，想知道公明儀的琴技到底如何出色嗎？請跟著老師繼續往下

讀。 

(二) 分析第二至第三段內容 

1.讓學生帶着問題去默讀第二段。 

○1 師︰哪個句子你能體會到公明儀的琴藝高超？ 

 

 

 

 

 

 

 

 

 

 

PPT 

板書 

 

 

課本 

PPT 

 

 

 

 

 

 

 

PPT 

 

 

 

 

 

課本 

PPT 



 

 8 

 

 

 

1 

 

 

 

 

2 

 

 

 

 

 

 

 

 

 

 

 

3 

 

 

1 

 

 

 

3 

 

 

4 

 

 

 

 

 

 

 

 

 

○2 生︰每當他在家裏彈琴時，路上的行人常常會停下來聆聽，鄰居都會從窗口深

出頭來，聽得如痴如醉。(預測)  

2.隨文解釋「如痴如醉」 

○1 教師出示圖片並請學生試解釋如癡如醉的意思。（形容人神情恍惚，陶醉於其

中。） 

○2 請學生用如癡如醉造句。例：樂師用心彈奏樂曲，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 

3.初步認識具體描寫 

○1 試讓學生比較兩句句子，看看哪一句描寫得比較具體。 

(1)每當他在家裏彈琴時，人們都聽得如痴如醉。 

(2)每當他在家裏彈琴時，路上的行人常常會停下來聆聽，鄰居都會從窗口探

出頭來，聽得如痴如醉。 

○2 老師總結：句子（2）把人們如何聆聽公明儀彈琴的情景詳細地描寫出來，所以

描寫得比較具體生動。 

○3 提問：作者為甚麼具體寫出行人和鄰居聽到琴音後的反應？ 

（因為作者想利用行人和鄰居對琴音的反應，突顯公明儀的琴彈得非常出色，讓

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公明儀的琴音有多動聽。） 

4. 讓學生帶着問題去默讀第三段。 

○1 師︰為甚麼公明儀會彈起琴來？ 

○2 生︰因為他出外時面對青山綠水，所以情不自禁地彈起琴來。(預測) 

5.隨文解釋情不自禁 

○1 教師出示圖片並請學生試解釋情不自禁的意思。（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2 請學生用情不自禁造句。例：姐姐愛看笑話，經常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 

6.繼續學習第三段 

○1 師︰他這次彈琴有甚麼感覺？ 

○2 生︰因為沒有人欣賞，他覺得越彈越沒意思了。(預測) 

7. 認識遞進複句︰「……越……越……。」 

○1 讓學生讀出以下的句子，然後作出比較。 

(1) 公明儀發現大家都喜歡聽他彈琴，就彈得更起勁了。 

(2) 公明儀發現大家都喜歡聽他彈琴，就越彈越起勁了。 

○2 提問：  

➢ 兩個句子都說明公明儀彈琴彈得怎樣？（兩個句子都說公明儀彈琴彈得起

勁） 

➢ 哪個句子描述公明儀彈得起勁的程度是隨著彈琴的動作而變化的？（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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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句（2）哪兩個詞語顯示公明儀彈琴動作的變化？（越……越……） 

○3 講解遞進複句︰「……越……越……。」，並讓學生口頭造句。 

○4 總結：「……越……越……。」表示程度上後者隨著前者的增加而增加。「越

來……越……。」表示程度隨時間的推移而增加。 

➢ 過渡語：公明儀獨自在郊外彈琴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了。這時，又發生了甚

麼事情呢？請同學們跟著老師一起往下讀。 

(三) 分析第四至第五段內容 

1.讓學生帶着問題去默讀第四至第五段 

○1 師︰公明儀對牛彈琴，牛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2 生︰牛只顧着低頭吃草，彷彿沒有聽見他的琴音。（預測回答） 

○3 師：公明儀換了一首曲子後，牛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 

○4 生：公明儀以為剛才彈的曲子不夠動聽，就換了一首更感人的，彈得也更加認

真，可是牛仍然無動於衷。（預測回答） 

2.隨文解釋無動於衷。 

○1 教師出示圖片並請學生試解釋無動於衷的意思。（心裏一點不受感動；一點也不

動心。） 

○2 請學生用無動於衷造句。例：即使大家對他關懷備至，他仍然無動於衷。 

 (四) 分析第六段內容 

1.讓學生帶着問題去默讀第六段 

○1 師︰公明儀對牛彈琴，最後明白甚麼道理？ 

○2 生︰他明白對牛彈琴，不過是白費力氣罷了！ 

2. 隨文解釋白費力氣 

○1 教師出示圖片並請學生試解釋白費力氣的意思。（白白的浪費力量。） 

○2 請學生用白費力氣造句。例：不要白費力氣，我們根本無法抬起這個箱子。 

3.七嘴八舌——問題思考（由於疫情影響，原本的小組討論改為學生自己思考再

在課堂上分享） 

○1 提問：你遇過「對牛彈琴」的事嗎？和同學分享吧！ 

○2 先讓學生回答，若學生程度較低，教師可出示圖片啟發學生。 

➢ 總結：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對牛彈琴的事，比如用中文和外國人交流、

為嬰兒彈琴演奏等這些事情，可見講話不看對象是白費力氣的。所以老師希

望你們學了這一課後，做事前要三思，不要做對牛彈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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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活動︰ 

通過古代音樂家  公明儀  對牛彈琴的故事，帶出成語  對牛彈琴  ，比喻對不

懂道理的人說道理，或講話不看對象是  白費力氣  的。 

 

四、 延伸活動： 

1.角色扮演 

➢ 準備道具：公明儀、牛、路人和行人的頭套若干個。 

➢ 遊戲規則：請學生運用想象力，替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戴上小頭套上講

台給大家表演小劇場。 

○1 劇場一：公明儀與行人、鄰居篇 

 行人、鄰居聽到公明儀美妙的琴聲，會說甚麼？ 

○2 劇場二：郊外篇 

 公明儀在郊外彈琴沒有聽眾，他會說甚麼？ 

○3 劇場三：牛與公明儀篇 

 公明儀彈琴給牛聽，他會對牛說甚麼？ 

 牛喜歡聽公明儀彈琴嗎？牠會說甚麽？ 

 公明儀發現牛沒有聽他彈琴，他會說甚麼？ 

2.播放成語影片《九牛一毛》 

○1 學生觀看聆聽影片。 

○2 觀影後，請學生分享故事的主要內容並推斷成語的意思。 

 

五、 佈置作業 

1.找一找更多有關動物的成語。 

2.完成《對牛彈琴》工作紙（二）。 

板書設計︰ 

17. 對牛彈琴 (成語故事) 

人     如癡如醉 
 

白費力氣 
              牛     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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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對牛彈琴》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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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對牛彈琴》工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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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望梅止渴》 人數 29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2 

實施日期 6月 17-18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6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 

資源 

6月 17日 1 《望梅止渴》第一課時 第六單元 成語故事屋 《對

牛彈琴》 

教材、教案、影視、圖

片、課件 6月 18日 2 《望梅止渴》第二課時 

 

 

 

 

 

 

單 

 

元 

 

目 

 

標 

1 讓學生通過「六何法」，讀懂

課文內容，理解課文主旨。 

 

 

 

 

 

 

基 

 

力 

 

要 

 

求 

 

編 

 

號 

D—1—10 積累關於植物的成語。 

2 讓學生初步認識成語的特點，

積累跟植物有關的成語。 

3 培養學生的朗讀能力，通過給

故事加插對話和情節，並運用

恰當的語調演出課文故事。 

D—1-11 利用六何法自擬問題，讀懂課

文內容、理解主旨，明白「望

梅止渴」的意思。 

B-1-5，B-

1-8 

D-1-8 

先想然後說，完整地、有條理

地講述事件和說出自己的想

法。 

培養使用工具書學習語文的能

力。 

4 培養學生學習曹操臨危不懼的

品質。 

5  B-1-5，B-

1-8 

先想然後說，完整地、有條理

地講述事件和說出自己的想

法。 

  

6 。   

 

  

 

 

回顧與反思： 

學生在上一課《對牛彈琴》中，已初步學習以「六何法」理解課文，因此學生大多能運用

「六何法」概括課文。但對於成語的部分尚未完全掌握，教師講解成語部分所花時間較

長，因此佈置工作紙讓學生找出更多與植物相關的成語，同時積累課外知識，鞏固所學。 

時間 

（分

鐘）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5 

 

 

 

新課備課 

第一課時 
教學過程： 

1. 觀察圖片，引入課題： 

1.教師展示梅子的圖片，讓學生觀察後發表意見。 

師：你們吃過梅子嗎？它的味道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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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透過課題猜想「望梅止渴」的意思。 

 

2. 發展活動： 

(一) 學生初步理解課文 

1. 教師教授課文字詞的形、義及正確讀音。 

 認讀字詞：時代、將軍、統率、攻打、氣候、水源、荒野、口乾舌燥、實

在、軍隊、士氣、焦急、梅子、酸、湧、唾液、頓時、難關。 

 圈出重點字詞，並提醒學生注意易錯字詞：望梅止渴、乾旱、疲累、低落、

離開、靈機一動、饑渴、振作、度過。 

 利用簡報教授生字的正確筆順： 

教師在黑板上利用田字格指導學生正確的筆順書寫，並在簡報上標出易錯字

體。例如：「疲」字的部首為「疒」，即「病」部；「靈」字的部首為

「雨」，「雨」字中的四點並非連筆，需要分筆寫；「饑」字的部首為

「食」，部件「幾」字要寫清楚「人」，以及勿忘記寫上旁邊的點；「振」

字的部首為「手」，部件「辰」字應先寫上方的橫，後寫撇。 

 

2. 老師展示初讀課文的要求，並讓學生帶着問題朗讀： 

(1) 課文的體裁是甚麼？（成語故事) 

(2) 請找出文章中的時間、地點和人物。 

 

過渡語：同學們，「望梅止渴」是一則成語故事，我們來想想，為甚麼我們要學

習成語呢？ 

 

3. 了解文章體裁—成語故事。 

(1)教師補充成語知識，與學生共同討論。 

師：成語是歷史的積澱。每一個成語的背後都有一個含義深遠的故事。 

師：閱讀成語故事，有何作用？ 

生：(預想答案)幫助我們明白成語的解釋、瞭解歷史、通達事理、學習知

識、積累優美的語言素材。 

 

4. 教師講述本課故事背景及人物。 

(1)教師提問問題，讓學生了解本課的歷史背景。 

師：你們知道「望梅止渴」是哪個朝代的故事嗎？ 

生：(預想答案)曹操是三國時期的人物，所以是三國時期的故事。 

師：三國時期是三個國家並立的時期，分別有魏、蜀、吳。曹魏(曹操)、蜀

漢(劉備)、孫吳(孫權)先後建國稱帝，正式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也因此

而戰爭頻繁。歷史學家川勝義雄曾經將三國時代形容為「華麗的黑暗時

 

 

 

 

 

 

 

 

PPT 

田字格 

 

 

 

PPT 

 

 

 

 

 

PPT 

 

 

 

 

 

PPT 

 

 

 

 

 



 

 15 

 

 

 

 

 

 

 

10 

 

 

 

 

 

 

 

 

 

 

 

 

 

 

 

 

 

 

 

 

 

2 

 

 

 

2 

 

 

 

 

 

 

代」，因為亂世極紛亂，使英雄豪傑得以大顯身手，文化百花齊放。 

   

(2)教師介紹人物曹操，讓學生明白「望梅止渴」的故事背景。 

師：那你們認識曹操嗎？曹操是非常有名的軍事家，也是三國時期魏國的皇

帝，經常帶兵打仗。「望梅止渴」便是發生在曹操帶兵出征時的故事。 

 

5. 複習六何法，並利用六何法初步理解課文。 

師：還記得甚麼是六何法嗎？六何法是指哪六個問題？(出示板書：六何法) 

生：何時？何地？何人？何事？如何？為何？ 

師：在初讀課文時，老師請同學找出文章中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它們分別

屬於六何法中的哪三個問題？ 

生：時間—何時；地點—何地；人物—何人。 

師：何時？這個成語故事發生在甚麼時代﹖ 

生：三國時代。 

師：何地？這個成語故事發生在甚麼地方？ 

生：中國西北的荒野。 

師：何人？這個故事有甚麼人物？ 

生：將軍曹操及幾十萬大軍。 

師：我們利用「何事」來簡單理解課文吧！ 

師：何事？故事中的人物發生了甚麼事情？ 

生：由於大軍走了好幾天都找不到水源，士兵都口乾舌燥，十分疲累，因而

士氣低落。 

 

過渡語：這就是「望梅止渴」發生的原因。那麼剩下的「如何」和「為何」留待

你們回家找出答案吧！ 

 

三、 總結活動： 

 曹操領兵前往   西北   打仗時遇到   缺水   的問題，軍隊因此士氣低

落。 

 

四、 作業佈置 

1. 利用書 P.100「六何法」提問來理解課文，完成《望梅止渴》工作紙。 

2. 抄生字 9行。 

 

板書設計：  

 

六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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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一、複習舊知，導入新課： 

溫故知新—運用六何法自擬提問。 

1. 師提問：上一節課，我們初步瞭解了《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故事，誰可以告

訴老師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 

2. 出示課文的時間、地點、人物。 

 

過渡語：初步瞭解了《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故事，也用了六何法找到課文的時

間、地點、人物。接著故事又是如何發展呢？請同學在小組內朗讀第二段，然後

思考討論以下問題。 

 

二、理解課文(運用六何法理解課文) 

(一)理解課文第二段。 

1. 學生默讀第二段並思考以下問題： 

(1) 故事人物發生了甚麼事情？何事？ 板書：困難—西北荒野、口乾舌燥

（士兵走了幾天也找不到水源，十分疲累，因而士氣低落。）士氣低落 

(2) 哪個詞語體現曹操當時的心理反應？（焦急） 

2. 解釋「焦急」的意思。 

1.老師提問學生何為「焦急」？（著急） 

2.老師請學生利用「焦急」一詞造句。 

3. 解釋「口乾舌燥」的意思。 

1.老師提問學生何為「口乾舌燥」？（非常干渴） 

2.老師請學生模仿「口乾舌燥」並造句。 

4. 深入理解課文。 

出示句子︰他想：我要鼓舞士氣，帶他們離開這個荒野。 

師：這個句子屬於甚麼描寫？（心理描寫） 

 心理描寫：是指在文章中，對人物在一定的環境中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和

內心活動進行的描寫，最常用的是描寫人物的內心獨白，寫出人物的所思所

想。 

師：作者為甚麼具體地寫出曹操的心理反應？  

（因為作者想突顯他當時面對士兵時的心理狀態。） 

5. 討論人物性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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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句子：眼看軍隊的士氣越來越低落，曹操心裡十分焦急，他想：我要鼓

舞士氣，帶他們離開這個荒野。 

師：從這個片段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怎樣的人？（人物性格特點） 

出示︰他是一個（關心部下）的人。 

過渡語：那麼遇到這麼一個困難時，曹操又是如何應對呢？請同學們朗讀第三四

段，之後思考討論以下問題。 

 

(二) 理解課文三至四段。 

1. 學生默讀第三段並思考以下問題： 

(1) 後來曹操怎樣解決這件事？ 如何？ 

（曹操哄軍隊只要向前走，就可以吃到梅子解渴。） 

2. 解釋「靈機一動」的意思。 

(1) 老師提問學生何為「靈機一動」？（心思突然有所領悟） 

(2) 老師請學生利用「靈機一動」一詞造句。 

3. 出示句子︰「你們看！在那不遠的地方，不是有一片梅林嗎？樹上結滿了大

顆的梅子，酸酸甜甜的。我們只要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吃到梅子！」 

師：這個句子屬於甚麼描寫？（語言描寫） 

 語言描寫：包括人物的獨白和對話。獨白是反映人物心理活動的重要手段。

對話可以是兩個人的對話，也可以是幾個人的相互交談。 

師：經過這件事你覺得曹操是一個怎樣的人？ 

出示︰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人物性格特點） 

4. 學生默讀第四段並思考以下問題： 

(1) 為甚麼事情得以解決？為何？  板書：辦法—望梅止渴—度過難關 

（士兵想到梅子的味道後，湧出了唾液，所以解決了口渴的問題。） 

 

（三）角色扮演 

1. 老師請同學扮演曹操及旁白，並朗讀課文的重點段落二、三段。 

（提醒朗讀的時候，要配合適當的語氣，把角色的特點和感情表現出來。） 

旁白—第二段：一位女同學、第三段：一位男同學 

曹操：一位同學 

2. 老師和同學共同點評同學的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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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考與討論： 

1. 「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是甚麼意思？ 

（比喻願望無法實現，用空想來安慰自己。） 

2. 曹操身上有甚麼優秀品質和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臨危不懼、聰明機智、學會忍耐） 

3. 你遇過「望梅止渴」的事嗎？把你的經驗說出來。 

 

四、 拓展延伸： 

1. 播放成語動畫廊「望梅止渴」影片 

通過總結時的影片觀賞，加深學生對「望梅止渴」成語故事的印象。 

2. 「小小創作家」發佈會—《望梅止渴》的改寫 

 師：上節課中，老師佈置了工作紙，並請同學想一想除了「望梅止渴」這個

方法，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讓士兵們和曹操走出困境呢？現在我想邀請同學分

享你的作品。  

 同學進行分享。 

 

 老師和同學共同點評。 

3. 閱讀「望梅止渴」原文。 

師：請同學閱讀書 P.101的原文，並跟課文比一比，說說看你發現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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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活動： 

 課文記敘將軍曹操指出不遠處有  一大片梅林  ，又渴又累的士兵頓時    

不覺得渴了  。 

 「望梅止渴」比喻借  想象   來  安慰  自己。 

 

六、 佈置作業 

1. 完成工作紙（十一） 

2. 找一找更多有關植物的成語。 

 

板書設計：                 

 19. 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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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西北荒野 

辦法 

士氣低落 

口乾舌燥 

望梅止渴 度過難關 



 

 20 

附：《望梅止渴》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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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成語小天地 人數 29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1 

實施日期 6月 19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周節數 6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 

資源 

9月 5日 1 成語小天地 第六單元 成語故事屋 《對

牛彈琴》《望梅止渴》 

教材、教案、教

案、圖片、課件 

 

 

 

 

 

 

單 

 

元 

 

目 

 

標 

1 初步認識成語的特點，積累跟

動物、植物有關的成語。 

 

 

 

 

 

 

基 

 

力 

 

要 

 

求 

 

編 

 

號 

D-1-1 喜歡閱讀，能感受閱讀的樂趣； 

2 能生動、完整地講成語故事。 

3 能從人物說話的語氣感受所表

達的感情。 

B-1-6 能較完整地講述簡短的故事； 

A-1-4 能聽懂別人說話的主要內容，不

明白時能提問； 4 喜歡閱讀成語故事，感受閱讀

的樂趣。 

5 借助圖書館、網絡尋找喜歡閱

讀的成語故事。 

D-1-5 能借助圖書館、網絡尋找需要和

喜歡的讀物； 

E-1-8 會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

能將觀察所得，按自己的理解

寫成短文； 

6 按一定的順序寫故事，並按表

達的需要進行分段。 

D-1-10 

 
能聯繫上下文和生活經驗理解

詞語和句子的意思和作用，並

能在閱讀中積累詞彙； 

 

 

 

 

 

回顧與反思： 

在前四節課時的學習下，學生也對成語有一定的了解，教師在課前提前佈置學生查

找有關成語的故事，及準備一至兩個動、植物成語的解釋、近義詞、反義詞及造

句。學生平時對成語有一定的積累，教師也在語文角佈置有關成語的海報以供學生

課餘時間閱讀。 

 

 

 

時間

（分

鐘）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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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備課 

一、複習舊知，導入新課︰ 

○1 師︰找找看，《對牛彈琴》和《望梅止渴》出現了多少個成語？分別是甚麼？ 

○2 生︰《對牛彈琴》：對牛彈琴、無動於衷、東張西望、情不自禁 

《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口乾舌燥、靈機一動 (預測) 

 過渡語：看看你們認識的成語。想一想：「成語」有甚麼特點？ 

二、發展活動︰ 

1.認識成語的特點 

○1  (1)一般由四個字組成。 

   (2)不可以隨意增減用字和調動詞序。 

   (3)用字少，但意思豐富。 

   (4)不能單從字面了解成語的含義，要了解成語的整體意思。 

○2 瞭解成語的出處 

   (1) 虛構的故事，例如：寓言、神話。例如：愚公移山 呆若木雞 

（2）真實的故事，例如：歷史人物的故事。例如：名落孫山 負荊請罪 

（3）古代詩文或口頭俗語。例如：盡善盡美  冰雪聰明 

2.成語遊戲——看圖猜動物成語 

○1 師：跟動物有關的成語，多少反映這些動物的習性和牠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猜一猜下面的成語和甚麽動物有關，在      裡填上動物的名稱。 

○2 老師給出七個題目關卡，每個關卡兩小題讓同學競猜回答。 

 

 

 

 

 

 

3.成語遊戲——花草挑戰站：成語填充 

○1 師：中華成語博大精深，除了與動物有關，還有成語是和植物相關的。這些成語

通常都有花、草、木、竹等部首。猜一猜下面的成語跟甚麼植物有關，填填看。 

○2 老師給出三個題目關卡，每個關卡三小題讓同學競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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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語遊戲——花草挑戰站：成語連連看 

○1 師：植物們迷路了，你能幫他們找到回家的路嗎？請把成語及其正確的意思連起

來！ 

○2 老師給出三個題目關卡，每個關卡三小題讓同學思考如何連線。 

三、延伸活動 

1.口語訓練——成語故事分享會 

○1 老師先分享《雞鳴狗盜》的成語故事，並請同學注意老師講故事時的聲調、動

作、感情，以作示範。 

○2 老師請同學上台分享預先在家準備好的成語故事。 

○3 請其他同學當小評委，互相評價、補充。 

○4 師總結：同學們，講故事不僅僅是朗誦，更是一項藝術表演，需要你們用口語化

的台詞，還要配合適當的語氣，才能把故事的特點和感情表現出來。你們只要勤加

練習，相信你們每個人都能成為講故事小能手！ 

2.寫作訓練——看圖寫故事：《刻舟求劍》 

○1 教師出示《刻舟求劍》的故事圖片，請學生根據圖片，構思故事情節並寫成一個

小故事。 

○2 指導學生觀察圖畫的方法：同學們，請展開合理的想像，講一講圖畫上寫了甚

麼，再把圖中的內容有重點地、有條理地寫下來。 

○3 以圖一為例，教師給出寫話例子讓學生用故事的關鍵性詞句進行填充。 

（           ），有一個人，在他（          ）的時候，一不小心，

（        ）。那個人嘴裡自言自語地說： 「（        ）。」 

○4 要求： 

➢ 運用六何法寫好故事。 

➢ 按圖意分段，順序講述故事的發展。 

➢ 用恰當的形容詞生動地寫出人物的動作和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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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寫得好的作品放在課室的語文角作成果展示。 

4.製作成語小報 

1.請學生一起動手，設計一張動、植物成語報。 

 

 

 

 

 

四、佈置作業 

1.完成「成語小報」和「看圖寫故事」並與家人分享你的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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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在這次的單元教學中，學生反應良好，教學目標也有達到，但仍有以下問題需要改進： 

《對牛彈琴》 

1. 由於疫情影響，課時由原本的三課時縮減至兩課時，故沒有充足的時間讓學生展開個人朗讀，

小組比賽讀等各種朗讀方式，因此忽略了學生朗讀方面的培養。 

2. 由於疫情影響，課上的小組討論環節改為讓學生自己獨立思考。一方面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思考

能力，但另一方面，忽略了培養他們的小組合作能力。 

3. 在角色扮演時，由於時間限制，學生的想像力無法得到更多的發揮。我應該在課前先佈置學生

思考，再在課上啟發引導學生，應該會收到更好的效果。並且有些學生在台上表演的聲音較

小，我在日後應多培養他們的朗讀、表演等能力。 

《望梅止渴》 

1. 在整節課的安排和設計上，我處於主導地位，而是應該把主動權交還給學生，讓他們有更多思

考和表達的機會。當學生沒有回答到理想的答案時，我過早否定學生，會打擊學生在學習上的

自信心。我在以後的教學上，應該對回答錯誤答案的學生加以引導。 

2. 在整節課的授課語言中，我以普通話授課，中間有時加插廣東話，造成教學語言的混亂，有損

課程的完整和專業性。 

3. 角色扮演的環節，我設置了背景圖片以引導學生更好進入情景去朗讀課文，但收效不大。並且

由於時間的限制，我沒有讓學生加入適當的動作和口語化的台詞去演繹課文。 

4. 在學生進行課文朗讀時，有學生錯把「疲累」讀成「疲憊」，但由於時間緊迫，我沒有及時作

出糾正。 

《成語小天地》 

1. 在最後的課時中，因為我沒有設計好每個環節的時間，導致沒有充足的時間讓學生進行寫作訓

練和畫報製作，經過反思後，我決定下次教學選取寫作訓練作為教學環節，而畫報製作則留作

學生的課後功課。 

2. 學生對看圖寫作的興趣較低，事後總結原因如下：學生缺乏語言積累，缺乏信息搜集、組織與

處理能力，且語言組織與表達存在一定困難，表達方式與表現形式比較單一。所以我認為我應

該在以後的寫作課上以如何讓學生願意寫，喜歡寫，樂於寫作為寫作教學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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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用具 

 

1.語文角（成語故事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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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牛彈琴》角色扮演頭套                   《望梅止渴》分角色朗讀頭套 

附錄 

課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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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 

（一）第一節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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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節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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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節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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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節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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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節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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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學生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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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故事分享 

 

 

    
製作成語故事報 

 

 

學生作品 

➢ 成語故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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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牛彈琴》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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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牛彈琴》工作紙（二） 

  

➢ 《望梅止渴》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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