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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教材：《中文》第五册 
二、课文题目：第十课《曹冲称象》 
三、教学对象：小学三年级蒙古国当地学生 
四、 教学目标： 
1.会读会写 13 个生字。 
2.学习一个部首：豕，要求会认会写。 
3.掌握本课的词语，理解并会用。 
4.掌握“到底”、“果然”的用法。 
5.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复述曹冲称象。 
五、 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①识字教学：偏旁“豕”。 ②字音教学：多音

字“重”、“切”。③重点词语：南方、哪儿、就是、主意、刚
才、称赞。④重点句子：A.这么大的象能有多重？B.大家都称赞曹
冲是个聪明的孩子。 

2. 教学难点：①能认能读“曹”、“操”二字。②通过阅
读、思考、复述、讨论、课件演示等学习活动，感悟曹冲称象办法
的巧妙。 

六、教学方法：  



 

 

传统课堂  多媒体课件教学  实验法教学。 
六、 教学用具： 
1.生字卡片 
2.模拟称象的演示道具：装水的玻璃缸、塑料肥皂盒盖、小石

块、玩具象(要有一定的重量)等。 
八、课时安排：  
两课时（90 分钟）。   
九、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文导入（10 分钟） 
1.引出课文题目。 
——同学们，你们见过别人称东西吗？都用什么称呀？（出示

“称”以及称东西图片） 
——大家见过有人称大象吗？（出示大象画面） 
——是呀，大象又高又大，怎样称出它的重量呢？今天我们学

习一个古代故事《曹冲称象》，（板书课文题目）看看曹冲是怎样
称大象的。 

2.围绕课文题目，提出问题。  
——看到这个课文题目，大家想知道什么呢？（学生可能会提

出“曹冲为什么要称象”、“曹冲用什么方法称象”、“大象到底
有多重”等问题。对于学生的质疑，教师在肯定之后，要告诉学生
“曹冲想用什么方法称象”是我们本课要学习的重要内容。) 

（二）生词教学（10 分钟） 
1.找学生到黑板听写生词。 
2.领读生词，学生跟读，纠正发音。 
3.重点词讲解。演示 PPT 课件生词部分，讲解重点生词。生词

教学部分略（详见教师参考资料）。 
（三）课文讲解 （15 分钟） 
1.教师领读，学生跟读课文。 
2.学生自读课文，提醒学生把句子读通顺，遇到不认识的字借

助拼音多读几遍。 
3. 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然后按“谁做了什么事”的思

路口头填空： 



 

 

课文讲了__________的故事。(学生填“曹冲称象”正确，填
“曹冲想出好办法称象”更好，应给予充分肯定) 

4.读懂第三段，体会官员们的称象方法。与同桌模仿官员，议
论一下称象的方法，理解“议论”的词义。 

5.教师提问：曹操听后有什么反应，让学生找课文中的句子读
出来。 

6.理解“直摇头”，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7.教师提问：正当官员为难时，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谁

呢？什么办法？ 
8.读懂曹冲称象的具体办法，让学生找找、划划、读读课文的

有关内容。让学生多读几遍，然后让他们用自己的话简单描述。 
9.曹操听了有反应吗？找句子读出，体会一下。 
（四）自主识字，有针对性地指导（10 分钟） 
1.给课文中要求会认的 13 个生字画上圆圈，自己读读字音，

想办法记忆字形。 
2.学生交流记忆字形的方法。  
3.在学生自主识字的基础上，教师作有针对性的指导。（左右

结构、上下结构、独体字、偏旁记忆） 
4.教师出示生字组成词语的卡片，让学生认读词语，巩固识

字。   
5.学生再次自读课文，强化识字效果。 
 

第二课时 
  
（一） 句子讲解（20 分钟） 
1.这么大的象能有多重？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疑问句用“多”提问的用法。汉语

中，可用副词“多”询问程度、数量。它的基本格式有两种： 
① 主语 + 多 + 谓语（形容词）？ 

       例：这条路多宽？ 
           你弟弟多大？ 
           这座山多高？ 

② 主语 + 谓语（动词“有”）+ 宾语（“多”+形容
词）？ 

例：这头大象有多重？ 



 

 

这条路有多长？ 
疑问句用“多”提问，副词“多”常用在单音节形容词前，读

的时候一般读升调。回答时一般要用数量词组说明程度。 
       例：——这条鱼有多重？ 
           ——两斤多。 
           ——你今年多大了？ 
           ——八岁了。 
    使用带“多”的疑问句需要注意的问题： 

用“多”提问的疑问句句尾可以带语气助词“呢”或“啊”，
但不能带“吗”。 

 例：这条绳子多长呢？ 
       那儿离我们学校多远呢？ 

 
2.大家都称赞曹冲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主谓词组作宾语的用法。“曹冲是个

聪明的孩子”是主谓词组，在句中作动词“称赞”的宾语。 
主谓词组作宾语的句子，其基本格式是： 
主语 + 谓语（动词）+ 宾语（主 + 谓） 

例：我知道他已经走了。 
我相信咱们还会见面。 
我想他一定会来。 
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明明说他后天给爷爷打电话。 
主谓词组作宾语时，谓语动词一般都是表示心理活动、感知性

的动词。如认为、说、想、觉得、知道、称赞、发现、看见、听
见、听说等等。 

（二）课文复述（20 分钟） 
分步细读，读懂各段意思，重点感悟曹冲称象办法的巧妙。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   
2.学习第二自然段，感悟大象“又高又大”。   
(1)指名朗读。  
(2)学生画出写大象又高又大的语句，互相交流再出示“这头

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这个句子，指导朗
读，体会大象“又高又大”。 

(3)激发想象，发展思维和语言：   



 

 

大象的身子像(—堵墙)。   
大象的身子还像(    )。 
腿像(四根柱子)。   
腿还像(      )。 

3.学习第三自然段，了解官员们的称象办法。   
(1)四个同学一组，分角色练习朗读，再互换角色朗读。  
(2)思考、讨论：官员们提出了什么称象办法？他们的办法好

吗？为什么？   
板书：官员们   
造大秤  
宰大象   
4.学习第四自然段，感悟曹冲称象办法的巧妙。 
(1)齐读课文，纠正学生发音。 
(2)教师出示“先„„再„„然后„„”等表示承接关系的词

语，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曹冲称象的图片以及视频，让同桌之间互
相说说曹冲称象的办法，再指名学生说，师生共同评价，看是否把
曹冲称象的办法说清楚了。 

(3)实验演示指名学生上讲台，一边说一边通过道具实验演示
曹冲的称象办法，教师提醒全班学生认真观察。 

板书：曹冲赶象上船画一条线   
赶象上岸装上石头 
称石头   
(4)思考、讨论： 
导语：同学们，如果曹冲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你想对他说什

么？ 你会想出比他更好的称象办法吗？   
5.指导朗读最后一段，注意“微笑着”、“果然”这两个词的

语气。    
（三）布置作业（5 分钟） 
1. 背诵课文第四段。 
2. 用“到底”和“果然”造句。 

【板书设计】 
 



 

 

 
 

 
 

教学小结 
全课共分成五段，重点是第三和第四段。用比较的方法，让学

生自己发现曹冲称象的方法最好。通过阅读和提问，进行一级教学
活动，让学生初步理解曹冲称象的方法；接着进入二级教学活动，
即观看动画视频课件，使学生直观理解；然后让学生边想象边读和
说，这是三级教学活动。最后教师通过“先„„再„„然后„„”
引导学生记忆关键词，达到复述的教学目标，这是四级教学活动。
通过多层级教学活动，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在不同层次的
教学方法中，了解课文内容，理解生词用法。 

在处理第四段课文的时候，运用师生接读的办法，来加深学生
对课文的理解，以达到复述的目的，非常成功。同时，多媒体课件
的运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学生可以当堂背诵。这是课
文处理的成功之处。 

对“到底”和“果然”的处理，没有特别讲解，而是让学生在
课文中体会，以作业的形式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这是海外华文课
堂教学第二语言自然习得的初步尝试。此外，识字教学也在课文处
理中进行，这样效果更好，不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 

第十课  曹冲称象 

 
生词 

 

南方 

儿子 

哪儿 

就是 

主意 

刚才 

称赞 

句子 

1. 这么大的象能有多重？ 

①主+多+谓（形）？ 

这个人多大？ 

②主+谓（有）+宾（“多”+

形）？ 

这条路有多长？ 

2. 大家都称赞曹冲是个聪明的孩子。 

主+谓（动）+宾（主+谓） 

我想他一定会来。 

我相信咱们还会见面。 

课文 

官员们 

1.造大称 

2.宰大象 

～～～～～～ 

曹冲 

1.赶象上船画一条线 

2.赶象上岸装上石头 

3.称石头 

先„„再„„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