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索寓言》阅读推进课

一、第一环节：故事导入

1.同学们，读书要读经典。什么是经典呢？意大利现代作家卡尔维诺这样说：

请你来读——

“什么是经典？经典不是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ppt 文字）

大文豪苏轼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多读几遍，会有更多的思考与收获。

《伊索寓言》就是这样的一本经典。

2.今天的课前故事分享，让我们继续走进《伊索寓言》。请带着你的插画来

到台前。

请一位同学点评他们的演讲。

——这些寓言故事穿越千年，在同学们精美的漫画中、在生动的讲述中，依

旧能带给我们思考和启发。

二、第二环节：抽签问答

1.你是不是抓住重要情节和寓意读懂了故事呢？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进入今

天的抽签闯关环节。

2.看，这是咱们的抽签平台，后台收录了全班 47 位同学的名字，当老师按

下停止按钮后，抽中的同学请听题并做出相应的回答。有没有信心接受挑战？

我们先来进行一轮热身赛，让我来抽出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儿——

请听题：——恭喜你，答对了！

3.挑战正式开始！

（1）初级挑战

第一题：学号为 1的范云天，请你来喊停。范云天，请你来出题：

由答题选手喊停，抽出下一位幸运儿。以此类推。

（2）中级挑战

（3）高级挑战

看来啊，同学们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都能关注到了故事的重要情节和道理，

读懂了寓言的内容。

三、第三环节：走进“狐狸”，感受形象不同

在和你们一起阅读的过程中，老师就被一种形象吸引了，那就是——“狐狸”。

1.狐狸家族里生活着一群性格多样的小狐狸！

（1）你喜欢图片中的狐狸吗？你最喜欢哪一只？（可爱——萌、活灵活现、

天真烂漫）还有谁也来说说看？

（2）那这样的它们你还喜欢吗？

a喜欢——力量美，像骁勇善战的将军——捕食是为了生存



b不喜欢——血腥、凶残 心狠手辣

（3）瞧，生活中的狐狸有的好动，有的文静，时而天真烂漫，时而显得心

狠手辣。那么，到寓言家伊索的笔下，当狐狸遇上寓言，又会化身为怎样的形象

呢？

2.仔细在书里一找，有关狐狸的故事还真不少呢！你能想起哪些和狐狸有关

的故事？直接说出故事名。

3.这是我们班某位同学给故事配的插图

（1）你能看出是哪篇狐狸故事吗？

（2）这幅作品的主人是谁？请你上台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其他同学想一

想：你同情故事里的公羊吗？

（3）谁来分享你的观点？

同情：这是一只善良的公羊，因为好心而被骗，值得同情。

不同情：做事之前没有想想后果，活该被骗。

——你读懂了这则寓言的寓意！这也正是作者在寓言最后告诉我们的道理。

（4）寓言中的狐狸你喜欢吗？（奸诈狡猾、口蜜腹剑）

4.你还曾在哪则寓言中见过奸诈狡猾的狐狸？它做了什么？

交流：《狐狸和乌鸦》 《狐狸和蝉》……

——生活中像狐狸先生一样善于用花言巧语欺骗他人来获取私利的

人，我们会称他为“老狐狸”

5.狐狸也不都是老奸巨猾的，《伊索寓言》中，你还见过不同的狐狸吗？它

又做了什么？

【交流预设】

《狐狸和葡萄》——吃不到就说葡萄是酸的，好像自己就不吃亏了一样。 自

欺欺人

《狗、公鸡和狐狸》——这狐狸呀，只顾眼前鸡的诱惑，却没注意狗对自己

的威胁。 思虑不周

《狐狸和鹳》——是啊，请鸟类朋友喝汤却故意用了平盘子，摆明了不诚心

嘛！ 虚情假意、小气

《驴、狐狸和狮子》——遇到狮子的威胁就故意引驴掉进陷阱给狮子吃，自

己也被狮子吃掉了。 背弃朋友、自私自利

《吃饱了的狐狸》从缝隙溜进树洞偷吃牧羊人的面包和肉，肚子鼓得出不来

了。 不顾后果、贪得无厌

《狮子、狐狸和驴》狐狸从驴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主动把猎物大都分给了

狮子。 聪明机智、善于反思



……

（3）我们看同样是狐狸，有时是聪明狡猾的，有时是愚笨自作自受的……

把狐狸放在不同篇目来读，不同的情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群性格各异的小狐狸，

这些都是文学家赋予的狐狸在故事中的艺术形象。

板贴：情节不同 → 形象不同

6.这些性格各不相同的小狐狸们，又给你哪些不同的思考和启发呢？

故事+寓意

板贴：寓意不同

四、转换视角，不同角度读寓言。

1.刚才同学们提到的《狐狸和葡萄》这篇寓言呀，我也很喜欢，故事曾经还

被收录在苏教版的五年级教材中呢！

谁愿意来完整生动地讲讲这个故事？

2.谢谢你绘声绘色的讲解。

（1）哦~原来，狐狸想吃葡萄却吃不到，就说葡萄是——酸的！酸的真的是

葡萄吗？（狐狸心里酸溜溜的，无奈）

（2）心里酸溜溜的，就把甜得说成（ ），好的说成（ ），把美的说成

（ ），无能为力，做不成事就说（ ），这就叫“酸葡萄心理”。狐狸先生的这

句话，已经成了世界性的谚语了。

（3）酸葡萄心理，你赞成吗？

①不赞成。 ——原来，这是一只自欺欺人的狐狸。请你把自欺欺人写到

黑板上。你觉得应该写在哪儿？ 自欺欺人

有没有人赞同狐狸先生的做法？

②赞成。（有道理，你是个哲学家） “想尽各种办法”。

对于经过种种努力，没有可能得到的东西就应该放弃，如果对得不到的东西

还念念不忘，只能使自己痛苦。

——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狐狸？ 豁达潇洒

——原来，同一篇寓言中，角度不同，看到的狐狸形象也不同。

板贴：角度不同

3.角度不同啊，从同一则语言中从收获的启发也不同。请打开学习单，自主

阅读汤素兰版《狮子、狐狸和驴》的故事。

（1）书上直接揭示寓意的句子是哪一句？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据此我

们看到了一只怎样的狐狸？

（2）三人分猎物，驴平均分，引得狮子不满；狐狸却把绝大部分都给了狮

子，这样看来，作为狮子先生，当然更欣赏机灵的狐狸。那么，同学们，你也认



为驴的分法是错误的吗？你更支持谁的做法？

A 我支持驴，应该平均分。（ ）

B 我支持狐狸，多给点狮子。（ ）

（3）辩一辩。

甲方：是错误的，应该多给狮子。

①三人中间狮子最强大，捕猎的时候出力最多，应该多拿。

②如果想要以后继续跟着狮子捕猎，那么，多给狮子一点好处也是应该的，

毕竟自己依赖狮子的能力。

③融四岁，能让梨。孔融四岁就知道把大的梨子给哥哥弟弟吃，那是礼貌和

大度的表现，大家都是朋友一场，驴也应该学学孔融主动多让一点给狮子。

④三个人中间本来狮子的食量就最大，驴吃得没有狮子多，抢那么多干什

么？大气一点给狮子呗！

⑤狮子摆明了不讲理，但是他有力量啊，狡猾的狐狸都没办法主动多给他一

点猎物了，万一驴不给，狮子发怒后果更加不堪设想。驴打不过狮子，不如主动

多给一点还能保全小命。《狮子和野驴》：有时权利可以代替公正。

乙方：是正确的，应该平均分。

①三个人一起捕猎的，平均分配最公平。

②不能因为狮子地位高、力量大就觉得应该多分给他，那是拍马屁。

③狮子力气大，捕捉猎物的时候贡献最大，吃得也最多，稍微多拿一些也能

理解，但是他狐狸几乎把左右的都给了他他才满意，那也太贪心了，这种人不是

好的合作伙伴。

④既然大家一起捕猎，就都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不应该斤斤计较，狮子仗

着自己力气大起伏朋友，这是不对的，驴的做法才对，就该平均分。

（4）同学们站在不同的观点，讲述的理由却都很有道理，这正是大家读书

“角度不同”的缘故。

古人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死读书不如不读书。

读书的时候，带着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理解来读，同样的寓言故事，也能有不同

的收获。

五、总结教学

1.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交流，对于如何读好寓言故事，你有了什么新的方

法收获吗？

2.布置作业。

今天我们通过读“狐狸”来读《伊索寓言》，因为他是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动物形象。此外，外，“狼”“狮子”和“驴”紧随“狐狸”之后，他们并称为《伊



索寓言》四大家族。课后，请同学们选择其中的一种，体会它在不同的故事中的

不同形象，并完成表格。

下节课，我们将举行《伊索寓言》王国的家族聚会，分别交流各家族主流形

象，感受《伊索寓言》创作背后独特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