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一等奖教案：《空城计》

葡萄牙 杨欢

教 材：《中文》第十册——空城计

教学对象：维拉贡德中文学校五年级学生，年龄在 12

岁左右、有一定的中文理解力、词汇量及阅读能力的学生。

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重点词语和重点句子的运用；

2.思路清晰地复述课文，同时学习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

进行写作；

3.通过对诸葛亮的人物介绍及延伸故事讲解，让学生了

解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激发

学生对古典名著的阅读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习副词“果然”的替换练习；

学习“一向……从不……”句型的替换练习；

2.成语的理解和运用；

3.按照课文线索复述课文，学习如何调理清晰的表达和

写作。



教学方法：

1.结合幻灯片、图片逐段讲解，并概括段落大意和故事

线索；

2.互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按照故事线索复述课文，并

概括人物的特点；

3.课外故事讲述，活跃课堂气氛，引起学生对历史的了

解兴趣。

教学用具：

教学幻灯片投影（含相关图片、成语解释、课文段落大

意及脉络）

时间分配：

两课时，共 90 分钟，分两次完成。

第一课时：45 分钟

1.导语：5分钟

2.通读课文：5分钟

3.精读课文及讲解：30分钟（含逐段进行课文分析、字

词学习、段落大意概括、课堂提问、笔记记录等）

4.全篇课文总结：5分钟

第二课时：45 分钟

1.齐声朗读课文：5分钟

2.词语、句子替换练习 10 分钟

3.复述课文：20 分钟



4.诸葛亮其人其事：5分钟

5.教学小结及布置作业：5分钟

教学过程：

（一）第一课时（45 分钟）：

1.导语（5分钟）

人物背景介绍。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欧洲历史所处时期引

出本文的中国历史时期：诸葛亮，公元 181 年—234 年，中

国历史中的东汉、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分为曹魏、蜀汉、

孙吴三方统治，称为三国时期。此时三国对立，兵荒马乱（而

这时的欧洲却处于和平时期，一段人类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

——罗马帝国时期，现场互动提问关于欧洲史问题）。在中

国三国鼎立时期，有着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后来

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写了《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一。其中便讲述了关于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空城计”

原本出自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三十六计》，指在敌众我寡

（敌人多我军少）的情况下，故意不设防备，让敌人以为我

军准备很充分，从而退兵。这也是一种心理战。从古至今的

战争中，也有其他人使用过“空城计”，但诸葛亮使用的空

城计更加巧妙和著名。

2.通读课文（5分钟）

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快速地通读课文，并在书上画出和问

题有关的答案。



问题 1：诸葛亮见到敌军大兵压境，做了怎样的安排？

问题 2：司马懿为什么马上下令撤走了全部的兵马？

3.精读课文（30 分钟）

分段讲解，学生笔记跟进。同时画出并解释重点词语、

成语，概括段落大意。

（1）第一部分（第一段）：故事起因。主要介绍诸葛

亮所在时代和特点，交代故事起因，明确包含的时间、地点、

人物等要素。

 重难点词语解释：



足智多谋：足：充实、足够；智：聪明、智慧；某：计谋。说明人富有

智慧，善于用计谋。

安顿：将人或事物安排妥当，安排得很好。

探马：古代的骑行工具主要是马，探马是指专门负责骑马出外侦查的骑

兵。

告急：指报告事情紧急。

万分焦虑：非常的焦急和忧虑。

面如土色：指一个人特别惊恐，连脸色都变成灰白色，形容惊恐之极。

手足无措：措：安放。手脚不知道放哪里好。说明举动慌张，不知道该

怎么办。

镇定如常：形容在紧急情况下不慌不乱，镇定得像平常一样。

 对比线索：对比的描写，是贯穿整篇课文的一条横

线，更加突出故事的悬念迭出，扣人心弦，让人读起来

既紧张又兴奋。



诸葛亮的表现：

足智多谋、镇定如常

其他人的表现：

告急、万分焦虑、面如土色、手足无措

（2）第二部分（第二、三、四、五段）：故事发生的

经过。大敌当前的紧迫、诸葛亮的镇定、司马懿的多疑等处

的对比，衬托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第二段：镇定布局

重点词语解释：

尘土飞扬：这里指车马路过所扬起的灰尘在空中久久不散，说明人和车

马数量特别多。

大兵压境：指大量的部队已经到了边境了，形容形势危急。

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特别镇定。

惊慌失措：指吓得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东张西望：向四处张望，形容内心很不安地到处看。



 第三段：（过渡段）等待敌军

重点词语解释：

悠然自得：悠然：悠闲舒适的样子；自得：内心得意舒适。形容悠闲而

舒适。

 第四段：（敌军）打探虚实

重点词语解释：

视而不见：指不注意，不重视，睁着眼却没看见。也指不搭理。

自娱：指自己寻找乐趣，自己让自己高兴和享受。

旁若无人：身旁好像没有人一样。形容态度傲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也形容有时做事太投入，没有感到身边有人。



 第五段：（敌军）中计退兵

重点词语解释：

多疑：指很容易怀疑，有时指胡乱猜测其他人或事。

疑虑重重：重重：是很多的意思。这里指有很多的怀疑和忧虑。

谨慎：指一个人做事情特别的小心，非常小心。

埋伏：指在敌人可能出现的地方秘密藏起来，以便搞突然袭击。

 对比线索：

诸葛亮的表现：

从容不迫、吩咐、悠闲自得、自娱、视而不见、旁若无

人

敌军的表现：

初期：尘土飞扬、大兵压境

中期：笑而不信

后期：多疑、疑虑重重



（3）第三部分（第六段）：结果。本文按照故事发生的顺

序自然结尾，提到诸葛亮“神机妙算”，照应开头的“以足

智多谋著称”，诸葛亮因此而得名。

 重点词语解释：

神机妙算：神、妙：很高明；算：推测。形容特别聪明智慧，而且能够

很高明的做安排和计谋。

 对比线索：

诸葛亮：

鼓掌大笑、哼着小调、神机妙算

其他人：

无不佩服

4.通篇小结（5分钟）

 故事的顺序线索：

起因 诸葛亮：足智多谋、镇定如常



其他人：告急、万分焦虑、面如土色、

手足无措

经过

（四、五段为高潮） 诸葛亮：从容不迫、吩咐、悠闲自得、

自娱、

 镇定布局 视而不见、旁若无人

 等待敌军 其他人：尘土飞扬、大兵压境、笑而不

信

 打探虚实 疑虑重重

 中计退兵

结果 诸葛亮：鼓掌大笑、哼着小调、神机妙算

其他人：无不佩服

 记叙文写作的顺序线索：

事情的发展顺序：起因、经过、高潮、结果。按照事情

发展的顺序进行写作才不会让人觉得乱，才会更加有条理，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写作顺序，也叫作顺叙写作。写人、写活

动、游记等作文时，可以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列出提纲，再

组织好内容，因为有了框架，所以容易把杂乱的内容理顺，

条理容易写清楚。提纲就像树枝一样，按照提纲进行写作，



增加树叶，重点的内容再具体去写，这样思路才可以更加清

晰，故事才能讲的更加完整。

（二）第二课时（45 分钟）：

1.齐声朗读课文，再次体会故事意境；（5分钟）

2.重点句子替换学习及练习：（10 分钟）

（1）果然：确实是这样的意思。

他登上城楼一看，果然已是大兵压境。

替换练习：

他走进一瞧，果然是方方。

我顺着浓浓的香味走进厨房一看，妈妈果然在做我最喜

欢吃的爆炒虾仁。

他向村子里几个年长的老人一打听，这里果然有个叫

“小芳”的女孩子。

（2）一向……从不……： “一向”后面跟真实特点或

情况，“从不”后跟相反的特点或情况，一正一反的表达，

更加强调人或事物的真实特点或情况。

他用兵一向谨慎，从不冒险。

替换练习：

方方写作业一向认真，从不马虎。

爷爷一向身体很好，从不喝酒。

奶奶对人一向和气，从不发火。

我学习一向很勤奋刻苦，从不偷懒。



3.课文复述练习（20 分钟）

学生按照通篇小结的横纵线索进行复述，要求调理清晰，

注意抑扬顿挫的语调，像讲故事般声情并茂，随时纠正并给

予鼓励。

4.诸葛亮先生其人其事（5分钟）：

（1）三顾茅庐的故事：刘备身边虽然有关羽和张飞等

猛将，但没有专门出谋划策的人，于是开始寻求能够运筹帷

幄的高人。在他人推荐下，便三次去卧龙岗诸葛亮的家进行

拜访。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本人；第三次诸葛亮虽然在家，

却在睡觉，于是刘备便一直等到诸葛亮自己睡醒，才开始谈

话。诸葛亮见刘备如此诚恳，便全力帮助他建立蜀汉皇朝。

所以 “三顾茅庐”成了一段佳话，这个也成语比喻真心诚

意，一再邀请。

（2）赤壁之战的故事：三国时候曹操、刘备、孙权分

别占领了中原、巴蜀和江东地区，曹操势力最大。后来，曹

操攻打刘备和孙权的联军。因为曹操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习

水战，于是将所有的战船头尾相连，用铁索固定，铺上木板，

以便更加平稳。诸葛亮善观天象，在有一天刮起东南风的时

候，带着十多只装满易燃物的小船顺着东南风向曹操的部队

开来，假装向曹操投降，等船逼近的时候点燃小船，着火的

小船借东南风直撞入曹操的船营，因为曹操的战船都连在一

起，无法逃脱，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曹操大败。



5.教学小结和布置作业（5分钟）

(1)回顾本课重点成语的理解及两个替换句型的使用；

(2)写作中的顺序：应有头有尾，按照起因、经过、结

果的过程来叙述，其中将与事物有关的时间、人物表述清楚，

有条有理，才能给人一种完整的认识和印象；

(3)对复述课文的同学进行鼓励，安排回家将空城计的

故事复述给父母；

(4)布置作业：完成配套练习册作业，可以查找三国时

期其他的有趣故事，下节课讲给同学们听。

教学后记：

本课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经典的战争故事，对于已经

有一定阅读能力却对中国历史比较陌生的十二、三岁华人学

生来说，也许“诸葛亮”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知其名不知

其事，故将“诸葛亮”再次立体地呈现给他们，引起他们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是本次教学的重要意义之一。通过对

故事背景的介绍，先在学生大脑中建立一个相应历史时期的

舞台，其中提到此时欧洲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对于在葡萄牙

当地学校已经学过欧洲史的学生而言，能够产生一定的联想，

对年代的久远有一定的概念。另外，对于本课出现的成语，

主要采用解释、运用结合的方法，融入本文的故事中，同时

理出一条关于人物特点的线索，让故事的思路更加清晰，以

此达到流利复述课文的目的。



这个年纪的华人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虽有较好的理

解能力，但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华文

教育领域，表达和写作是学生必经的深入学习的项目，也是

中文学习的难点及未来的方向，故通过对课文脉络的概括，

并根据脉络线索完整地复述课文，学习既完整又有条理的叙

述顺序，能够达到加深中文学习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