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三等奖教案：《盲人摸象》

外派教师 程少霞

一、授课教材：《汉语》（第九册）

二、授课题目：《盲人摸象》

三、教学对象：九年级（2 个 Regular 班）、十一年级

（1 个 Regular 个班），Regular 班的学生都必须通过学校的

汉语测试才能进入,不能通过的只能去 Basic 班。

四、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并能流利朗读、复述故事情节；

2.学习运用“……像……一样+形容词”句式；

3.学习“以为”的用法。

五、教学重点：理解课文，掌握“……像……一样+形

容词”句式，会用“以为”造句。

六、教学难点：理解运用“……像……一样+形容词”

句式。



七、教学方法：启发法、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谈

论法、练习法

八、教学用具：自制卡片、大箱子、动物模型、黑布条、

油性笔、小礼品

九、课时分配：2 课时 (每课时 40 分钟，共 80 分钟)

十、教学过程与步骤：

第一课时(40 分钟)

（一）激趣导入（5 分钟）

1.辨识激趣：教师准备好好写有“9（6）”“u（n）”“w

（M）”数张卡片，通过转换方向让学生认读，会读出不同的

结果，以此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并让学生明白：同一事物，

观察的角度不同，结果就不一样。（2 分钟）

2.模拟试验：教师准备一大箱子，内装一大动物模型，

选几名学生蒙眼，让他们分别上前摸，并即时写下自己摸到

的是什么，交一观众学生保管，最后，学生将同学所写内容

示众，同时开箱示众。可以预测学生答案与实物有异，让学

生分析原因，教师借机概述“盲人摸象”的故事。（3 分钟）

（二）朗读课文，竞述情节（20 分钟）

1.教师慢速范读课文（3 分钟）

要求：学生注意字音，做好听读笔记。



2.学生范读（选一汉语水平高的学生）（2 分钟）

要求：学生联系课前活动理解课文内容

3.学生自由朗读（4 分钟）

要求：学生自由组合 2-4 人小组，互相朗读，并讨论课

文情节

4.小组竞赛活动：（9 分钟）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竞赛朗读课文、复述情节

要求：小组成员自由组合分配朗读或复述任务，但要求

每个成员必须至少主要参与其中一项。

5.师生共同评选最优小组，奖励小礼品。（2 分钟）

（三）默读思考，理解课文（6 分钟）

抢答：比一比，谁的理解又快又准！

1.四个盲人分别是谁？

2.他们为什么要摸大象？

3.他们分别摸到了大象的什么部位？他们认为大象像

什么？

4.他们的意见一样吗？为什么？（提示：谁帮他们解决

了问题，他是怎么说的？）

（四）（根据问题）设计板书：（2 分钟）



第 3 课 盲人摸象

四个盲人 （大象的） 像 一样

老张 腿 柱子 （粗）

老李 身子 墙 （宽）

老万 耳朵 扇子 （大）

老白 尾巴 绳子 （长）

原因： （只是）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大象

(五）课堂小结（6 分钟）

参考板书，引导学生复述课文内容

内容概要：从前，有四个盲人：老张、老李、老万、老

白。有一天，一个人拉着一头大象过来了，因为他们都没有

见过大象，所以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的，就请大象的主

人让他们摸一摸大象。老张摸到了大象的腿，就说大象像柱

子一样粗；老李摸到了大象的身子，就说大象像墙一样宽；

老万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像扇子一样大；老白摸到

了大象的尾巴，就说大象像绳子一样长。他们各持己见，吵

了起来，大象的主人告诉他们，“大象的腿像柱子一样粗，

身子像墙一样宽，耳朵像房子一样大，尾巴像绳子一样长”，

他们摸底到的只是大象的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大象。（选 1-2

学生试讲）

（六）家庭作业（1 分钟）



用汉语向（懂汉语的）家人或朋友讲述“盲人摸象”的

故事。

第 2 课时：（40 分钟）

（一）导入（3 分钟）

昨天你们跟家人或朋友讲盲人摸象的故事了吗？讲得

好不好？

好，老师知道你们都认真地讲了故事，真棒！

我们知道四个盲人都摸了大象，可是得到的结果却不一

样。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因此争执不下，最后，是谁告

诉他们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大象的主人）

对！他是怎么说的？

（引导学生说出“大象的大象的腿像柱子一样粗，身子

像墙一样宽，耳朵像房子一样大，尾巴像绳子一样长”这一

组排比句。

哗，你们真棒，说得跟书本上的一样好！你们看，刚才

说的几句话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引出“……像……一样

+形容词”句式。）

（二）学习“……像……一样+形容词”句式（16 分钟）

你们真聪明，一下子就把我们要学习的新句式找出来



了，那么，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像……一样+形

容词”这个句式吗？（先让学生充分说出自己的理解，教师

再引导总结。）你们说对了，如果 A 和 B 有相同的特点，我

们就可以用“……像……一样+形容词”这个句式说话了。

现在，你们用练习本做一下白板上的替换练习，谁最先写好

的就把你写的读给同学们听，好吗？开始吧！（2 分钟）

1.板书句式，替换练习（4 分钟）

…… 像…… 一样 + 形容词

大象的腿 像 柱子 一样 粗

大象的身子 像 墙 一样 宽

（1） 她的脸 苹果 红

（2） 猴子 人 聪明

（3） 这堆书 小山 高

（4） 她笑得 花儿 漂亮

（5） 天上的云 雪 白

学生展示练习成果，教师点评。（2 分钟）

2.独立练习，施展才华（5 分钟）

刚才的练习你们做得非常好，老师想你们已经知道怎么

用“……像……一样+形容词”来造句了，现在，就把你们

想到的句子写出来吧！（要求每人两句以上）

学生展示练习成果，师生共评。（3 分钟）

（三）学习“以为”的用法（12 分钟）



老师今天真高兴，因为用“……像……一样+形容词”

造句有点难，我以为有的同学不会写，没想到你们都写得很

好。你们真的很聪明，不像四个盲人一样，都以为自己很聪

明，实际上并不聪明。尤其是 Tude,他今天没有《汉语》书，

也把句子写出来了。（注：这里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两个学生

会忘记带书，而汉语课是整个年级同时上的，也没法借）。

可是，Tude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书？（一般学生会说“对不起，

老师！我没有带书。”“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有汉语课”

之类的理由。可以顺势引导学生用“以为”来表述，如：**，

你可以说“我以为我带了（书）”“我以为今天没有汉语课”）

好了，你以后要记得带书，今天没有书，你要更加认真地听

老师讲，好吗？（2 分钟）

（然后转向全体同学问话）（2 分钟）

问： 预想答复： 引出句子：

今天星期三，对吗？不对，今天星期四。我以为今天星

期三呢。Enya，你不是病了吗？ 老师，我的病好了。我以

为你要在家休息呢。Lucy，你今天为什么不交作业？对不起，

老师，我以为明天交。

你们发现了吗，刚才老师经常说“以为”这个词，对吧？

如果你想的是这样，结果是那样的时候，就可以用“以为”

说话了，明白吗？比如，天气预报说昨天会下雨，可是昨天

没有下雨，我们可以说“我以为昨天会下雨”（让学生自己



说）。爸爸说过周末的时候要带你去商场，星期天爸爸在家，

可是没有带你去，你可以说“我以为星期天爸爸会带我去商

场。”……对了，你们说得真好！（3 分钟）现在，你们都想想

还可以用“以为”造出什么句子，然后把你想到的写在练习

本上。（要求每人两句以上）写好了就把本子交给我。（5 分

钟）

（四）巩固知识（8 分钟）

朗读并理解“练句子”中的两组六个例句。（3 分钟）

完成练习册“完成句子”中的练习。（5 分钟）

（五）课堂小结（1 分钟）

这两节课我们学习了“ ”（盲人摸象）的故事，

还学会了用“ ”（……像……一样+形容词）的句式

和词语 （以为）来造句，对吧！这些知识你都学得

很好，所以在说汉语的时候，你们就放心用吧。

同学们再见！

教学心得

两节课完成教学目标中的内容有点紧凑，但因为我所任

教的都是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班级，所以还是可行的。事实证

明，两节课下来，三个班级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复述故

事的环节，我特意作了比较，发现借助板书对学生的理解和

记忆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句式方面，学生掌握得也比较好，



不少学生就喜欢写“**像猪一样笨”这样的句子来捉弄同学，

虽然不免要告诫学生造句也要讲礼貌，但内心却是欢喜的，

因为这正表明他们已经真正理解这个句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