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 八年级语文
第一单元教学计划(大全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篇一

一、教学内容

《识字1》、《识字2》、《识字3》、《识字4》、《练习1》

二、教材分析

本单元以三种识字方式呈现生字、新词，虽形式有所不同，
但都提高了识字效率，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并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识字的方法，培养
了识字的能力。

识字一：本课采用“词串”的形式，围绕“春天”，将12个
词语分为四组，拍成四行，隔行押韵，便于诵读记忆。每组
词表示同类名物，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春天的特征。课文配
有相应的图画，形象地再现了词串所表现的事物，使识字、
识词同认识事物结合起来，还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本课
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

识字二：这是一篇采用“词串”形式识字的课文。课文围绕
体育运动，把12个词语按一定的逻辑关系排成四行，隔行押
韵。课文配有介绍各项体育运动的12幅插图及一幅运动员获
奖后手举鲜花向人们致意的图画。图文对照，既有利于学生
理解词语，了解而一些体育知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热爱体育



运动、为国争光的感情。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

识字三：本课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舟”等6个现代字
的“演变表”和这些字组成的词语。演变表有助于学生识字
和激起学生写字的兴趣。二是一首儿歌，一幅是山水画，一
幅是儿童作画图。这两幅插图有利于学生将词语和儿歌表达
的`事物联系起来，增强学生的形象思维。

识字四：本课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转盘图和生字词。
转盘图显示了基本字“也”和不同的偏旁所组成的字----
“驰”、“地”、“他”、“池”;转盘下面是由这些字组成
的词语。第二部分是一首字谜歌和4幅插图。字谜歌，就是一
首诗，每一句不仅都扣住了谜底“也”，又分别引出了新字-
---“驰”、“地”、“他”、“池”。四幅插图直观地再现
了字谜的各句意思。图文结合，不仅有利于学生读懂字谜，
还帮助学生理解了第一部分中的词语。转盘图、字谜歌、插
图互相联系，紧密结合，使识字变得趣味无穷。

练习一：本次练习一共安排五个项目，内容包括认清笔顺、
学用字词句、读读背背、写好铅笔字和口语交际。认清笔顺
和口语交际是教学的重点。

三、单元教学目标

1、学会本单元38个生字，13个字只识不写。认识20个偏旁，
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把图上描绘的事物同所学的词语联系起来。

四、教学重点、难点

识字、写字、朗读。



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篇二

本单元教材选编的文体都属散文诗，都是作者由寻常事物激
起的心灵之声。日月光华，风雨雷电，浪花海燕……这一组
组壮阔而美丽的形象，在作家的笔下，化成了一行行充满激
情的文字，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从中国作家鲁迅的《雪》、
郭沫诺的《雷电颂》(《屈原》节选)、巴金的《日》、
《月》，到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海燕》、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
《浪之歌》和《雨之歌》，无不是写在与黑暗抗争的年代，
今天读来，仿佛能听到作者铿锵有力的呐喊音响。

学生首次接触散文诗这种新体裁，教师要适当给予介绍，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本单元背诵的内容不多，但像这么优美的篇章学生接触少，
教师可酌情要求学生熟读甚至背诵一些言简义丰的片段，以
丰富他们的语言仓库，多积累好词佳句，写作时才能信手拈
来。本单元可以作为学生进行诵读训练的佳好教材。上课前，
教师要事先尝试诵读一两遍，用足够的底气来指导学生借助
诵读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借助诵读引发细心品味洋溢于文
章的深层意味。特别要关注学生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及其作用
的理解，关注学生对文章美词佳句的积累运用。

一、课时安排：

二、教学方法：

诵读法、导学法、点拨法、比较法、迁移法

三、教学重点：

1、象征的构思方法及其表现效果



2、了解间接抒情与直接抒情的差异。

3、提升学生独立诵读的'水平。

四、教学难点：

1、区别“写实”与“想象”两种创作方法的技巧差异及其表
达效果。

2、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理解作者创作时隐藏心中、流露言表
的思想情感。

五、教学流程：

(一)诵读训练要点

1、在教师示范诵读之前，请几位同学尝试诵读，请诵读人自
评，请其他同学参与众议，以此来明确诵读的具体标准和要
求，提高学生参与诵读的热情。

2、教师示范诵读，力求做到符合作者要表达的那种情感状态，
声音要洪亮，节奏抑扬顿挫。

3、学生继续诵读，要通过比较，评选出优秀者，当众给予提
名表扬。

(二)文本解读要点：

1、简介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当时的思想状态和情
感状态。

2、问题导学：

(2)找出运用修辞手法的语句，并说说它们分别表达了什么意
思?



(3)举例说明作者是如何根据表达需要展开合理联想和想象
的?

3、进行相关的巩固训练：教师提供几个文学趣味浓厚的话题，
让学生尝试生动语言训练。或者，可以让学生进行仿写语言
训练，以实现运用语言的目的。

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篇三

3.c

4.汤显祖杜丽娘柳梦梅关汉卿窦娥冤

5.“帘”的诗情画意，变化无端，“帘”所起的“隔”的作
用，关于“帘”的韵事，各种“帘”的不同美感。

6.赞叹帘对于建筑装饰的重要意义，即使是设计大师也很看
重;同时也指出了贝聿铭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

7.喜爱、向往和赞赏之情。

8.多处引用古诗词，使文章具有浓浓的诗意和韵味;同时也使
作为传统文化器具的“帘”更加富有文化内蕴。

9.如秦观的《浣溪沙》既写到了屏也写到了帘：“漠漠轻寒
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
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单元复习

1.(1)驻(2)纳销(3)迥缀

2.c



3.a

5.苏树芳草萋萋鹦鹉洲(4)示例：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
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所以鉴赏园
林不能错过苏州园林。

6.示例：寒冬里看到春光痛苦中看到幸福

7.宏伟、壮观，布局严密、协调，富于艺术魅力。

8.(1)运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了镜廊制造的优美的景观带给人
的美好、奇妙的感觉。(2)运用数字说明和对比说明，写出了
到凡尔赛宫来的各国游人络绎不绝。

9.没有离题。写大花园的美景正是为了表现凡尔赛宫不仅正
宫宏伟、壮观，连外部环境也非同一般，更加突出了凡尔赛
宫的独特魅力。

10.表现了凡尔赛宫不仅建筑、装饰吸引人，它在历史上还具
有特殊的地位、重要的意义。

11.1)(美景(2)旅店(3)适逢(4)终于

12.b

14.萧颖士是一个恃才傲物、没有修养的人。

15.略

文档为doc格式

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篇四

一、选择题(共40，每小题2)



1.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他的姓和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名称相同，请问他姓
()。

a.夏b.唐c.周d.秦

2.“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为建立起第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

a.黄帝b.夏启c.秦始皇d.孝文帝

3.下列关于公元前210年四兄弟的情况的表述，不确切的是()。

a.老大应征去修长城，多年未归

b.老二应征去戍边，有人捎信回来说他阵亡了

c.老三是书呆子，整天在街上看诸子散文之类的书

d.老四年收入粮食1500斤，兄弟二人却经常挨饿

4.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中
的“秦王”是()。

a.秦孝公b.秦始皇c.秦穆公d.秦惠文王

5.秦始皇巡游各地前要向各地颁发圣旨，让各地作迎驾准备，
圣旨上文字的书写应该是()。

a.金文b.甲骨文c.楷书d.小篆

6.我国最早将货币统一圆形方孔钱的朝代是()。

a.秦朝b汉朝c唐朝d宋朝



7.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有这样一句话：“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
所未有的威严，他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
个“他”是指()。

a.秦始皇b.乾隆帝c.唐太宗d.汉武帝

8.历史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里的“沛公”是指()。

a.刘邦b.项羽c.陈胜d.吴广

9“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
项原来不读书”中提到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是焚书坑儒和()。

a.灭六国，统一中国b.修筑长城

c.秦的暴政d.秦末农民战争

10.七年级同学在排演历史剧《汉武帝》，其中有一场景是汉
武帝与朝臣议事。请你指出下列场景设计中有历史知识错误
的一项()。

a.颁布“推恩令”b.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

c.商讨派谁出使西域d.商议开凿灵渠

11、“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汗和亲识见高”这里的胡指的是

a.蒙古族b.鲜卑族

c.匈奴族d.羌族

12、使匈奴无力再与西汉对抗的事件是

a.长平之战b.昭君出塞



c.匈奴分为南北两部d.漠北战役

13、如果沿着丝绸之路游览，你认为会看见那个著名的文化
遗址

a.都江堰b.龙门石窟

c.承德避暑山庄d.敦煌莫高窟

14、下图讲述了一段汉朝与少数民族友好交往的故事，它发
生在

a.汉文帝时b.汉明帝时

c.汉武帝时d.汉元帝时

a.大秦b.西域

c.安息d.新疆

16、根据所学知识，说一下下列物品中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是

a.丝绸b.水稻

c.小麦d.葡萄

a.常服“麻沸散”b.经常饮酒

c.演练“五禽戏”d.病了就做手术

18、一个东汉地主会计算自家的田地面积，他的知识可能会
来自下列那部书?

a.《缀术》b.《九章算术》



c.《伤寒杂病论》d.《道德经》

19、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古代印度，他最早
传入我国的那一地区

a.东北地区b.中原地区

c.西南地区d.东南地区

a.雕塑艺术b.绘画艺术

c.冶铁技术d.青铜技术

二、识图题(本大题共22分)

21、请认真观察《秦朝疆域图》，将相应的内容填在横线上：

(1)秦朝的都城a

(2)秦长城两端西起b()，东至c()，

(3)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的地点d

(4)你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

22、题、读下图，回答问题。(8分)

(1)图中所示路线即我国古代著名的“()”，这条路线最早开
辟于()朝代。(4分)

(2)依据上图看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往西先后经过哪些重要的
地区或国家?(4分)

(3)该商路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请说一说当时有



哪些先进技术相继西传?(4分)

三、能力擂台(本小题共12分。)

以下是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巡幸各地时遇到的麻烦，你能帮
助他解决吗?相信你一定能行!

麻烦一：秦始皇车队进了以前韩国地界，路上行驶很慢还发
生了堵车现象，因为韩国修了许多路障和堡垒加强防卫，不
利于车辆通行。而且秦国车辆比较大，韩地的道路只能供韩
地的两辆车并行。

麻烦二：秦始皇在前秦国内为他的妃子做了一条长裙。到了
前齐国旅游的时候又叫齐国的裁缝做同样尺寸的裙子，取货
时发现：竟然是超短裙!付款时裁缝又拒收他的圆形货币而要
他付刀币。

四、实践乐园(每小题13分，共26分。)

25、右图为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从其形制来看，
当时以中山靖王刘胜为代表的王国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这种
情况很不利于中央的统治。

请回答：

(1)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时期的主父偃提出了一项建议，
你知道建议的主要内容吗?

(2)汉武帝是否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后来结果如何?

(3)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汉武帝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26、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诗中曾提到“秦皇汉武，略
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汉武指谁?简述他
的主要功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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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单元教学计划篇五

为了防止学生负担过重，须控制教材的份量和难度，控制教
学时数。下面是小编理的关于八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教学
计划，欢迎大家参考!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四个现代文单元分别以人生、散文诗、
人与自然和民俗风情为专题内容，其中以记叙类文章为主，
第三单元与传统说明文单元相比，在语文与科学的链接上有
突破性的进展，拓宽了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
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两个文言文单元课文的选编
主要是从文章的难易程度以及课程目标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第一单元是以人生为主题组元。《藤野先生》记录了鲁迅在
日本留学的一段经历;《我的母亲》是胡适自传的一个章节，
叙述了母亲对自己人生的深远影响;《我的第一本书》里诗人
牛汉通过对一本书的追述，表明了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列夫.
托尔斯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文豪托尔斯泰的“肖像画”，
揭示出其深邃而卓越的精神世界;《再塑生命》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盲哑女孩和她的老师的不懈追求的人生的一小部
分。“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也围绕着我们人生中最
重要的人——母亲为主题设计。

第二单元主要由散文诗构成，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一个散文诗
单元。所选的课文都反映了作者的心灵之声，而且语言优美，
含有哲理，内涵丰富，很适合诵读。此外，“写作.口语交际.
综合性学习”——寻觅春天的踪迹，也是一个非常诗化，具
有抒情性的活动。

第三单元是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编写的，五篇课文都是科学文
艺作品，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们对生存环
境的忧患与思考。“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是“科海
泛舟”，这是一次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关注
科学技术，在科技活动中练习写作与口语交际。

第四单元以民间文化为主题编写。五篇课文中，《云南的歌
会》描绘了三个场合中唱歌的情景;《端午的鸭蛋》写的是在
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情趣，发现诗意;《吆喝》写的是趣味良多的
“生活交响曲”;《春酒》描绘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俗世奇
人》写的是两位民间高人。此外，“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
交际”也是围绕民风民俗为主题设计。

文言课文的编排方式是单独组元，每单元五篇，共有两个单
元，文言文(含古代诗歌)教学应当做好以下两点：一、狠抓
诵读教学，使学生读得正确，并逐步养成自觉诵读的习惯。
文言单元的背诵量相当大，要求全文背诵的有《与朱元思
书》、《五柳先生传》、《马说》、《送东阳马生序》、诗
词曲五首、《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
二、倡导探究式的学习，着力培养学生自行领悟的能力。课
本里的文言文内容和语言都比较浅显，不像古代经书那样深
奥费解，佶屈聱牙，再加上注释全用通俗的现代语，简洁明
了，认真读几遍至少也能读懂大半，这就是探究的基础。
“背起行囊走四方”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及其楹联的兴趣和习惯，培养在观赏过
程中勤于记录、乐于考证的意识。

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个维度设计。各单元的“单元说明”中都依据这三个方面
设计了单元教学目标。本册教材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并
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方法方面设计的学习目标如下。

要注意把握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对作品中感人肺腑
的形象、惊心动魄的情景和各具特色的语言，有自己的心得
和评价;还要努力提高默读的质量和速度。

熟读这些课文，要从中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揣摩记
叙文语言的特点。要注意课文怎样抓住特征来介绍事物，理
清说明顺序，掌握常用的说明方法，体会说明文准确、周密
的语言。

默读有一定的速度;能按照要求筛选信息。

要先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大意，然后在反复诵读中领
会它们丰富的内涵和精荚的语言，并积累一些常用的文言词
语。

要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整体感知内容大意。在反复诵读中，
了解借景抒情的写法，体会作品的语言特色。

通过初二上学期的教学,从整体来看,大部分学生学习自觉性
不强,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难度的增加,加上现在根据
课改的精神对教学目标进行的调整,本学科更加注重考察学生
理解,运用能力,对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思维能力和认
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个别优秀的学生来说是如鱼
得水,但对我们这样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并非福音.我们
的教学必须未雨绸缪,因此,我们在继续以前工作中行之有效
的方法手段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课改的学习与研究。



1).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和社会发展对语文的新要求出发,使学
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高思想认识,陶冶道德情操,培养审
美情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2).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综合,简化头绪,突出重点,注重知识之
间,能力之间以及知识、能力、情意之间的联系,重视积累、
感悟、熏陶和培养语感,致力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3).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指导学
生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发展他们的观察、记忆、思
考、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主动地获取知
识,科学地训练技能,全面提高语文能力。每堂课教师根据学
生实际精心备课,尤其要备好学生,改变繁琐的教学方式,突出
重点和难点.要提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启发式和讨
论式,鼓励运用探究性的学习方式.要避免繁琐的分析和琐碎
机械的练习。

5).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
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渠道,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

6)作文教学,贴近生活实际,富有生活气息,灵活命题,形式多
样,多写随笔,读书笔记,尝试互批共批,以改促写,有效提高作
文水平。

7).实行分层目标教学,根据教学内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
分层教学.利用课外实行培优辅差,力争整体提高。

8).引导鼓励学生成立课外学习小组,培养合作精神,开展互助
互帮,实行一帮一学习语文,帮助中下生提高学习兴趣和成绩。

9). 作业的布置和批改要有所区别,要因人而异.充分照顾到
不同学生的特点。



10).利用竞赛,学科活动法等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开展丰富
多彩的读书报告会,故事会,朗诵会,演讲会,办手抄文学报,锻
炼能力,提高兴趣。

五、教学进度表(以实际教学周为准)

第一周语文学习的习惯养成教育(2)

1、《藤野先生》(2)

第二周2、《我的母亲》(2)

3、《我的第一本书》(2)

4、《列夫.托尔斯泰》(2)

第三周5、《再塑生命》(1)

综合性活动.写作.口语交际、：献给母亲的歌(2)单元复习与
测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