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京剧趣谈》1 课时 

课题：京剧趣谈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说出自己对京剧相关知识的了解。 

2.抓住动作展开想象，初步领略京剧的艺术魅力。 

3.比较文字体会表达，初步感受文章的表达特点。 

制定依据： 

教材分析 

《京剧趣谈》选入教材本单元，旨在使学生感悟艺术的高妙，受到美的熏陶。课文分两部分，作者的编写意图

是想通过这两方面的介绍使学生对京剧这门艺术有一些了解。第一部分《马鞭》是为了向学生介绍京剧表演中利用

虚拟的道具来表现真实生活的特点；第二部分《亮相》是为了向学生介绍双方打斗场面的表现手法。文章语言严谨，

生动有趣，说理清楚，可读性强。 

  课文运用分类别、举例子等方法，分别以马鞭等道具、亮相等舞台动作为例子，把京剧表演在道具运用及动作

造型方面的一些特点介绍得清清楚楚。课文内容新鲜，语言简洁，叙述方式生动有趣，画面感强，适合学生自学。

课题右侧配有一幅插图，图中女武生一身京剧行头，手持马鞭，目视前方，英姿飒爽。这幅骑马图，生动形象地展

示了京剧人物威风凛凛的形象，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感受京剧艺术的一些特点。 

学生分析 

本课内容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大部分学生对京剧艺术不太了解。学生理解文章里相关的专业术语会有些困难，

因此教师收集图片、音频、视频等制作了“资源包”，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使他们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以理解文

章内容。本篇是一篇略读课文，以学生自学为主，还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在读中感受京剧的魅力。 

 

课前准备 

    电子教学课本（教师用），46台导入课本的 ipad（学生用）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 前 谈

话 

 

1.非常高兴和六 7 班的孩子一起学习，给大家带来了

一首歌作为见面礼，听听看，歌里唱的是什么？听着

歌词，伴着旋律，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播放歌

曲《说唱脸谱》片段 1 分钟，同时出示歌词） 

2.前测调查活动：脸谱是咱们的国粹——京剧的中一

大特色元素。之前，老师在班里做了一次调查（出示

数据图）请看调查表，你有什么发现？ 

3.小结：喜欢京剧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们并不了解

它，这节课希望大家能做一回京剧小票友，把它介绍

给身边更多的人。出示大任务：做一回京剧小票友。 

 

1.欣赏歌曲，说说画面 

 

2.自由交流：了解京剧的人少，对

京剧不感兴趣的人多 

通过前期使

用问卷星进

行了对京剧

的学生小调

查活动，了解

学生对京剧

的态度认识

等情况，为本

文学习打下

了伏笔。 

一、紧扣

题眼，揭

题导入，

走近“京

剧趣谈” 

 

1.咱们有位著名的戏曲研究专家——徐城北先生，请

同学来介绍一下（指名读）今天学习的课文就出自他

的笔下，揭题——京剧趣谈。板贴，齐读。 

2.大家读题时突出了“趣”字，京剧的“趣”体现在

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齐读课题 介绍作家卡

片，紧扣“趣”

字巧做文章，

引入学习显

得水到渠成。 



二、任

务导学， 

想 象 画

面，开启

“寻趣”

之旅 

 

1.大家都预习过了，现在请快速浏览课文，说说课文

介绍了哪两种京剧艺术形式。 

2.（板贴：马鞭  亮相）让我们先进入马鞭部分。（出

示马鞭）这普通的马鞭怎么就有趣了呢？让我们开启

马鞭寻趣之旅。出示任务单： 

 

3.组织交流： 

活动一：寻找马鞭本身的趣。 

* 预设 1：同时这一根虚拟的马鞭……可以一抬手

就走了一百里。 

（1）抓动词，想象画面：“高扬”是怎样的姿态？谁

来做做这个动作，可能遇到什么情况？“低垂”呢，

可能又遇到了什么情况？ 

（2）促联想，丰富画面：你觉得马鞭还可以摆什么

动作？表示什么？ 

（3）多样读，深化激趣：四个“可以”形成排比，

更体现出表演的自由，场景的多变，内涵的丰富。谁

来用朗读让我们感受这份表演的自由？（指名读，指

导：高扬时声音上扬，低垂时声音低沉，通过语速、

语调的变化，凸显表演自由）齐读。 

预设 2：“马鞭本身具备一种装饰的美……一套约定

俗成的方法。” 

（1）出示不同颜色的马鞭图。看，五颜六色的马鞭，

好看极了。 

（2）考考你，不同的人物会使用不同颜色的马鞭，

你能试着连一连吗？【出示互动连线题】 

（3）小结：说的有理有据，马鞭使用还真有学问。

颜色往往根据人物坐骑的颜色决定，这也正是文中所

说的“约定俗成”。 

（4）活动二：寻找其他道具的趣 

1.【过渡：“马鞭”是真实可感的道具，那京剧中还

有一种看不见的虚拟道具，但它一样可感觉可使用。

给了演员更大的表演空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任

务 

活动 要求 

 

马 

鞭 

寻 

趣 

1.寻找

马鞭本

身的趣 

默读“马鞭”第 1自然段，边读边

想象画面，哪些文字让你仿佛“看”

到了戏台上的“趣”，找一找，画

一画。 

2.寻找

其他道

具的趣 

快速浏览第 2-3 自然段，借助《拾

玉镯》《金玉奴》资料包，抓住动

作感受道具的趣。 

3.寻找

作者表

达的趣 

比较读两段文字，哪一段读来轻松

有趣？马鞭部分，还有什么地方让

你感受到了语言表达的趣？ 

生交流：马鞭、亮相。 

 

 

 

 

学习任务单一，学生交流： 

1. 自由交流感受深刻的句子 

2. 做一做马鞭的动作 

3. 指导朗读 

 

 

 

 

 

 

 

 

 

学生用 iPad 连一连，理由交流 

 

指名学生读任务单二： 

快速浏览第 2-3 自然段，借助《拾

玉镯》《金玉奴》资料包，抓动作

感受道具的趣。 

 

自由交流其他道具的趣。 

（1）纳鞋底。目光专注，扎针用

力，拉线很真实。 

（2）喝豆汁。舔的动作非常逼真，

包括被吓到了之后的神态，特别到

位，就像真的一样。 

 

学生自己读，比较交流。 

 

 

学生交流表达上的趣 

 

 

 

 

交流：除此以外，表达上还有什么

有趣的地方？ 

预设： 

本环节开启

大任务教学，

设计了三个

“寻趣”活

动，层层递

进，从马鞭本

身到其他道

具，再到作者

语言形式的

趣味，孩子们

在读一读，品

一品，比一比

中感悟语言

文字的秘秒。

期间，还利用

了尚学平台，

完成了马鞭

颜色的匹配

题，及时抓住

学生的错误

资源进行纠

正学习，孩子

们学的轻松

愉快。 

皇帝 (御马）          红色 

西楚霸王（乌骓马）    粉色 

吕布 （赤兔马）       黄色 

刘备 （卢白马）       黑色 

穆桂英 （桃花马）     白色 

 



2.一起来看第二个小任务，寻找其他道具的趣：指名

读 

3.小结：由此可见，京剧里的道具有虚有实，这就体

现出道具虚实相生的特点，板贴：虚实相生。这正是

道具的趣味所在。 

活动三：寻找作者表达的趣 

1. 道具是有趣的，作者的“谈”也是很有趣的。他

的语言就很有特点，来看第三个小任务：比一比这两

段文字，哪一段读来轻松有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地方让你感受到了语言表达的趣？ 

2. 出示两段文字进行比较。 

3.点拨：哪一段读来轻松有趣？同样是动词，哪个更

容易理解？ 

小结：过于复杂专业的介绍反而容易让不熟悉京剧的

人敬而远之。然而，作者的语言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这就叫——通俗易懂【板贴：通俗易懂】 

“狠狠做戏” 

  “比如、再比如、比如”举例子 

典型生动/详略得当 【板贴】 

幽默风趣  【板贴】 

 

三、自主

探索，运

用方法，

强 化 过

程实践 

 

1.接下来，我们仿照马鞭部分，借助任务单学习亮相。

小组合作，在组长带领下分工完成这张任务单： 
 

任

务 

活动 要求 

亮 

相 

寻 

趣 

1. 寻 找

亮 相 的

趣 

默读“亮相”部分，借助资料包，

找一找哪些地方特别有趣。照样

子，试着也用一个词来概括亮相

的特点。 

2. 寻 找

表 达 的

趣 

默读全文，感受语言表达的趣。 

3.小票

友趣谈

“亮相” 

小组合作，趣谈“亮相”，展现艺

术美。方式一：视频配音 方式二：

现场表演  方式三：合作朗读 

小组合作，借助资料包自学“亮相”

部分内容。 

2.学生先交流第一和第二个任务： 

1）亮相有趣在哪里？一个词来概

括其特点。板贴：动静结合 

2）表达趣：作者是怎么谈出亮相

的趣味呢？ 

预设 1：质疑解答 质疑发问的形式

好像一种谈心对话，更体现出作者

语言表达的场景化、互动化，让人

倍感亲切。【板书：质疑解答】 

预设 2：“俗话说 …… 古诗也说”

引用俗语古诗 

预设 3：“……醒了，完了吗？”幽

默风趣 

5.组织趣谈会，引导点评反馈。 

 

这一部分放

手让学生自

学，在上一任

务的学习中

掌握了方法，

所以本环节

中，孩子们发

挥自觉主动

性，小组合

作，利用尚学

平台提供的

资源包，自读

自悟，趣谈亮

相。 

四、凸显

主题，拓

展活动，

领略艺

术之美 

 

1.【现场互动调查】 出示调查数据图，交流：你发

现了什么？ 

2. 课后作业：京剧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内容博

大精深，值得我们细细探究。课后，请大家查阅资料，

选择一个与京剧相关的内容（脸谱、角色、服饰、流

派等等），仿照课文也写一段，给低年级的学生开个

京剧趣谈会。 

自由投票，完成互动调查 课文学习是

否让孩子们

改变对京剧

的认识，尚学

平台软件发

挥了很好的

作用，及时调

查及时捕捉

数据，让我们

看到了孩子

们的成长。 



板书 

设计 

 

 

反思 

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