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仪休拒收礼物》（第一课时）

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 项莺 215300

[课题] 语文 四年级下册 《公仪休拒收礼物》

[教材简解]

这篇课文是个独幕剧，讲的是两千多年前鲁国的宰相公仪休拒收某大夫让管

家送来的鲤鱼的故事，颂扬公仪休清正廉洁的高贵品格。

[目标预设]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演课文。

2、认识 4个生字，会写 9个字。读熟、理解、运用一些词语、

3、能抓住文中的重点词语去品味人物语言进而把握人物性格特点。

4、理解公仪休最后一段话的含义，学习公仪休清正廉洁的高贵品格并会写有关

的箴言。续编子明的故事。

[重点、难点]

重点：初步了解剧本的一般特点。

难点：感受人物的特点，理解公仪休最后一段话的含义、并根据人物性格特点排

练课本剧。

[设计理念]

作为独幕剧课文，这在小学课本里是第一次出现，在六年级还有一篇多幕剧

课文。作为学生新接触的一种文体，教学必须让孩子对剧有个浅显的认识吧。对

于这样的课文，教学上明显就有了两个重点，一是对剧的认识，一是对剧中人的

认识。对剧的认识这个任务应该放在教学的第一课时。

1、批注教学在学生的阅读感受中发现和梳理教学的切入点。

2、朗读策略的导要灵活多样，富有实效。连接学生已有的经验和积累，激活孩

子头脑中的“内存”。

3、为学生创设相关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并能结合生活实际，训练

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传承和积淀民族文化。

[设计思路]



这是小学生第一次接触、阅读剧本.学生对这个相距他们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故事也会有陌生之感，但对于故事阐明的道理理解起来应该容易许多。

1、多种形式的读、演（借助图画、借助想象、借助生活经验；分角色等）中感

悟、把握不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点。

2、带着思考去读书，练习做批注，并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

3、在词语的对比、神态的对比学会辨析、刻画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初识剧本特点

1.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公仪休拒收礼物》。昨天，你们已经对课文进

行了预习，检查一下，你们预习得怎么样。（词语一人读一行、齐读）

2.看来，同学们预习得非常认真。那对于公仪休，你们有何了解呢，简单介绍一

下。（“公仪”是复姓，“休”才是他的名字，春秋时期鲁国的宰相，因为廉政，

不收人鱼而被流传后世。）

2. 理解宰相一词。

什么是宰相？（除了皇帝以外，最高级别的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

有控制、掌握之意，宰相的权利非常大，可以主宰很多人的命运。）

3.他曾提出“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的治国思想。（课件出示，生齐

读）这句话的意思是“遵守法律制度，不改变规则，百官的品行才会端正”。正

因为他廉洁奉公所以被后人称颂。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篇课文，进一步去了解这

位了不起的宰相。

4.观察发现不同，了解剧本基本特点。

诶，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学习的好像有所不同，谁发现了？（这篇课文是戏剧）

那请你找找看，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的课文到底在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学生指出一处，指导一处。

（1）戏剧主要通过戏剧动作和戏剧语言表现出来，戏剧写下来则呈现为剧本。

（2）时间、地点、人物——舞台说明——戏剧语言

（3）中括号和小括号里面的内容也称之为舞台说明，告知我们人物活动。



（幕启：幕布拉开，戏剧开始。幕落：幕布合上，戏剧结束，幕启幕落中，戏剧

的一幕就在不知不觉中结束。独幕剧：只有一幕。多幕剧：一幕以上。）

（4）小括号中的舞台说明交代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

（5）剧本中最重要的是人物语言，也就是台词。通过台词来展开情节，了解故

事主要内容，人物的感情等，所以台词要能突出人物性格，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

适当的夸张一些。

5.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很多的不同之处都找到了。那戏剧的特点是不是就只有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看里边又讲了戏剧的什么特

点。(播放第一段视频)

6.看了刚才的这段视频，你知道了戏剧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什么吗？（矛盾冲突）

什么是矛盾冲突？

那请你来找找这篇课文中的最明显的矛盾冲突是什么？

（爱鱼——拒鱼 子明说收鱼——公仪休要拒鱼）

二、紧扣矛盾冲突，理解剧本。

(1)同学们知道了公仪休拒收的礼物是——板书：鱼

现在啊，两条鲤鱼不算什么。可是，春秋时期人们已把鲤鱼作为贵重礼品互相馈

赠。孔子得了儿子，国君便送去鲤鱼作贺礼，因此孔子为他的儿子起名为“鲤”。

从那以后，人们用鲤鱼传达家信，编写“鲤鱼跳龙门”一类的故事，传达吉祥如

意的祝福。由此可以看出，鲤鱼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礼品，更何况是两条大活鲤

鱼。管家打听清楚了公仪休喜欢吃鱼，他投其所好，公仪休怎么反倒不收了？他

的学生子明和我们有同样的疑问，谁能找到子明的疑问读给大家听听？

(2)生读子明的话。“老师，您不是很喜欢吃鱼的吗？现在有人送鱼来，您却不

接受，这是为什么呢？”（生读出疑问的语气）

(3)子明问得好呀，公仪休爱鱼却又拒收鱼。这是为什么呢？这一问，问出我们

心中的疑惑，也问出了戏剧中的冲突与矛盾。接下来，我们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三、自主解疑，品读剧本内涵

（一）以疑设疑，学习“公仪休爱吃鱼”的环节



1．子明问老师“您不是爱吃鱼吗？”公仪休到底爱不爱吃鱼？你从剧本哪些地

方可以看出来呢？（生自由答，齐读整段话）

（1）嗯，刚吃过。（回味似的）鲤鱼的味道实在是鲜美呀！我已经很久没吃鱼

了，今天买了一条，一顿就吃光了。（从哪个地方特别能看出他爱吃鱼？）

（2）实在：确实很喜欢吃鱼

一顿就吃光了：有了鱼之后，连胃口都变好了。

回味似的：读剧本，关注括号中的舞台说明，能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收获。

已经吃完了还在回忆。如果让你表演这个动作，你会怎么表演。

2.请小朋友读一读。

（1）括号里词语虽然不能读出来，但我们可以加上动作就更形象了。（可以加

上动作“咂咂嘴、舔舔嘴唇”等）语调可以适当的放大或夸张一些。

（2）史料中记载公仪休嗜鱼，一日不可无鱼，一日缺鱼，食不下咽（齐读）。

所以他的家人经常听他说——“只要有鱼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朋友也经常听

他说——“只要有鱼他就心满意足了。”

3．回归整体，演读对话。

现在让咱们把公仪休和子明的对话连起来读一读。要读出人物的形象特点。

（二）自主解疑，学习“公仪体拒收鱼”的环节。

1．通过读剧本，我们感受到公仪休对鲤鱼的喜爱。如此爱鱼，却拒收别人送的

鱼。这是为什么？矛盾仍然存在，戏剧冲突还没有得到解决，请同学们快速浏览

剧本后半部，找出表明公仪休拒收鱼的原因的句子。

2．师指名学生读该部分内容后，生齐读。

（课件出示：公仪休最后一段台词）

3．公仪休的这段话是围绕哪句话来说的。（生齐读第一句话）为什么是因为爱

鱼所以拒鱼呢？接下来，我们去学习这段话。

A．里面有两个反问句，第一句：如果我犯了法，成了罪人，还能吃得上鱼吗？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犯法，无鱼）为什么会犯法？（收鱼。）板书。

B．第二句话现在想吃鱼就自己去买，不是一直有鱼吃吗？换成句号结尾的。



（自己买，有鱼）自己买鱼，收不收别人的鱼？（拒鱼）板书。

C．同学们，就从短短的两句话中，我们得出了这么多隐藏在里面的信息，其实

这又是戏剧的一个特点：人物语言中常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我们来看（播放第二

段视频）

公仪休的这段话里也含有丰富的潜台词，你读懂了吗？

4.学程单：1.仔细阅读公仪休的这段话，你是如何理解的呢？你读懂了他话里的

潜台词了吗？

友情提示，结合下面的句子，再联系上下文，反复品读体会。

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那就（ ）；如果照别人的意

思办坏事，就（ ）；如果我犯了法，成了罪人，就

（ ）；因此（ ）。

3.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

4. 同学们都很有见解，能读懂公仪休话里的意思。公仪休说话很有技巧，他灵

活运用一些关联词把拒收鱼的原因一层一层地表达得很清楚。

5.学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难道公仪休仅仅是因为一直能有鱼吃才不收鱼吗？

绫罗绸缎他收吗？（不收）金银珠宝他收吗？（不收）古玩字画他收吗？（不收）

因为，如果收了他就（要照别人的意思办事），他就（犯了法，成了罪人），他

就（再也吃不上鱼了）原来，他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做事要——守法

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仪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清正廉洁、以身作则）

7．对呀，无论多贵重的礼物，他都不会收。因为在他的心中深藏着一个大大的

“法”字，正是因为知法、守法，所以——“公仪休拒收礼物”；正是因为对“法”

的尊重、敬畏，所以公仪休才提出“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的治国理

念。一个“法”字解开了我们心中的谜团，矛盾至此也迎刃而解，戏剧冲突达到

高潮，这便是戏剧的魅力。

走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将台词念得更好。谁来读一读。（生齐读）

8．师：子明读懂老师话中的深意，他深受教育。

我们不难想象，当子明人仕为官，有人给他送礼时，他会说____。



当子明为人之师，学生疑惑不解时，他还会教________。（生自由发言）

9.师：同学们，这就是公仪休人格的魅力，这就是榜样的示范。相信学习了今天

这篇课文，同学们在将来也能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