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教学研讨活动方案(通用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方案呢？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八年级教学研讨活动方案篇一

一首好诗，不仅可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还可以给我们
以有益的启迪。这一单元四篇课文共选取了五首诗歌，有近
代的，也有当代的；有国内的，亦有国外的。虽然作者时代
国籍不一，形式旨趣也各个相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抒
情。每首诗都融入了作者细腻的情思，体现出情景交融的艺
术特点，因而了解作者的情感是领悟诗歌意蕴的关键听在。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通过对其保姆大堰河(大叶
荷)以及大堰河生平往事的回忆，表达了自己对乳母深切的怀
念与感激之情。席慕蓉的《长城谣》和纪弦的《一片槐树叶》
均是表达对家园故国的眷恋与热爱之情。《致空气》、《樵
夫，别砍那棵树》两诗题材、主题也新颖独特。这些都易于
激起学生阅读兴趣，有助于让学生了解和丰富文学艺术，培
养他们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诗歌鉴
赏能力，是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单元训练中“口语交际”介绍自己喜欢的一首歌词以及“写
作”的试写一首诗，都是为了巩固学生对诗歌的语言的掌握
能力，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丰富学生的文学素养。

单元总体目标

1．让学生树立：“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观念，多诵读学
会自己理解体味诗歌。



2．要让学生掌握阅读欣赏诗歌的步骤和方法。

3．引导学生进人诗歌的艺术境界，与诗人展开心灵的对话，
提高审美能力。

4．了解排比、反复、对比等修辞手法在诗中的运用和作用。

5．学习用诗歌的形式描写并抒发感情。

单元重难点一览

重点

难点

1．提高学生朗读以及鉴赏诗歌的能

力。

1．诗歌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熟知作品、作者及诗文的内涵。

3．了解诗歌此类文学体裁的基本写

法，学习用生动简洁的语言来抒发

情感。

2．抒发感情的写作手法与表达技巧。

单元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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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说明：

《雪》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散文，本文通过对中国南北方不
同雪景的描写，表现了张扬个性和勇于斗争的主题。用借景
抒情的手法更达到了非凡的表达效果。学生主要通过有感情
的朗读来体会本文的思想内涵。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每位同学都见过雪景，都曾被它的纯洁所陶醉，也因它的漫
天洁白、天地一色的气势所震撼。你们可曾想过面对同一雪
景，不同人物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乞丐感到渺茫；诗人却
会动情；游子身觉寂寞，孩子却感到快乐。为救国救民而弃
医从文、以文章作武器而勇斗黑暗的鲁迅，面对雪景又是一
番什么样的心情呢？请同学们走进鲁迅先生为我们描写的
《雪》景世界。

二、整体感知

学生自己速渎课文并完成：

1.圈出并借助工具书认读生字：凛冽   脂粉奁

2.文中写了哪些地方的雪景？这样安排的顺序有什么好处？

3.理解“暖国” “朔方”的含义。

三、细读品味

1.学生自己找出优美的语句，并朗读体会。



2.小组内朗读比赛。

3.班中交流朗读并评价。

四、语言赏析

1.学生组内交流语句、词语的优美之处。

2.教师点评。

五、研读探微

1.请同学们体会：哪些语句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暖
国”“朔方”的雪中分别去找）

2.作者更喜欢哪一种雪景？为什么？

六、师生小结本课收获

（语言特色、表现手法、思想感情等方面小结）

七、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课后任选或另选一项活动：

1.搜集有关描写雪景的诗文，并朗读体会。

2.阅读鲁迅的野草一书

3.看电视剧 林海雪原

七 雷电颂

创意说明：



本文是历史剧《屈原》中的一个片段，是主人公屈原的长篇
独白，也是一首激越澎湃的散文诗。这篇散文诗是“生之颤
动，灵之喊叫”，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撼动人心。这篇散
文诗想象瑰丽奇特，把屈原和风雷电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同
心的境地，显示了追求光明，毁灭一切黑暗的力量，使屈原
的形象成为光明与正义的化身，千古不朽的爱国者的典型。

本文课标中“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主的情感体验…….对作
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能
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了解常用的修辞手
法；体会其在课文中的表达效果”等理解指导，将教学目标
定为：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抒情、主人公所表达的思
想感情。2.体会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的妙处。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请学生大体介绍〈〈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情况以及
〈〈雷电颂〉〉在〈〈屈原〉〉中的地位。

二、整体感知

1.       初读课文，掌握字词：

字：  嵇

词：目卑目麋  污秽  犀利  迸射  播弄  肆虐  雷
霆

踌躇  鞭挞  祈祷  忏悔  罪孽  拖泥带水

2.再读课文，概括全文表达的思想内容。

三、研读赏析



1.抒情主人公通过呼唤风、雷、电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感
情？

2.举例说说课文使用了哪几种修辞方法？有什么表达效果？

四、拓展延伸

学完本文你有什么收获？

资料整合平台：

历史剧《屈原》光碟。

八、短文两篇

创意说明：

这是两首很富有感情的散文诗，要加强朗读，培养学生的感
受能力、理解能力，要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文章的精妙所在。
另外，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创设一种良好的
宽松的学习环境和讨论环境，诱发并鼓励学生表达出对课文
的不同理解。

课前准备：

1.预习课文，扫除文字障碍。2.搜集并了解“夸父追
日”“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

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



八年级教学研讨活动方案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懂课文内容，了解故事所蕴含的道理。

3.培养独立阅读能力。能根据故事情节展开联想，续编故事。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这一环节布置学生自由读书，在读书前，提出读书要求，让
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的习惯。反馈中我设计了字、词、句的检
查，由易到难，逐步上升。重视对学生字、词、句的掌握，
同时检查学生自学预习情况，并培养学生认真听的习惯。

在这环节，让学生多读课文，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朗读能
力，并让学生自己发现文章所写的白鹅的特点。能在自读中
找出全文的中心句，同时让学生懂得过渡段的作用，培养学
生的分析能力。

在学习3、4两自然段时，我先指导学生学习第3自然段，然后
放手让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第4自然段。在这环节里，我设计了
让学生想像说话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
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亲眼听到，看到鹅的叫声及鹅的步态，
来感受鹅的尽职勇敢。利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训练学生
合作学习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及分析能力。在汇报过程中，
我还鼓励学生大胆表演，模仿鸭和鹅的步态，让学生从表演
中感受鹅的高傲，理解课文内容。同时注重朗读指导，借助
朗读，让学生从读的过程中感受课文内容，理解课文内容。

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仔细观察，说说自己发现什么要提
醒同学们注意的。培养学生仔细观察，树立学生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的思想。然后利用教育资源网络教材指导书写较难的
“餐”和“蹲”字，并让学生跟着书空，这样避免写错字。



同时培养了学生写字按笔画写的习惯。

我让学生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和精彩句段，培养学生随时
积累，多背、多抄、多积累的习惯。并布置学生仔细观察自
己喜爱的动物，为后面的写作作准备。

八年级教学研讨活动方案篇四

第二单元口语交际（苏教版八年级下）

口语交际听出讨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一、导入  新课

1．把你认为是重点的内容画下来，同位之间交流。

2．怎样才能做到“听出讨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
见”?三、反馈交流

明确：要做到“听出讨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就
要注意三点：

1．先要有正确的态度，这态度就是诚恳，专注。

2．要对别人的发言内容加以分析，吸取精华，抓住重点。

明确：(各抒已见，只要能分析出一点即可。)

2．听下面的故事，回答问题。

过去，有父子俩赶一头毛驴去赶集，一开始父子俩跟着毛驴
走，不久就听见有人说：“你看这两个人有多傻，放着驴不
骑，宁愿磨鞋子。”

这父子听得有理，就让儿子骑上去，自己跟着走，结果没多



久，有人又说：“儿子骑驴，老子跑路，成何体统。”这父
子觉得有理，于是老小交换，老子骑驴，儿子走路。

再走不远，又有人说：“老的骑驴，小的走路，真够狠心的。
”这爷儿俩最后一商量就找一根杠子抬驴走。

没走多远。跨上一座小桥．驴用力挣扎．三位一齐掉到河里。

(1)两人闹笑话的原因是什么?

(2)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你怎样处理?

明确：(1)(因为两人不加分析地听，没有自己的主见，这样
不算会听。)

(2)(各抒己见。)    ’

3．阅读下面两段话，要求能听出两段文字的分歧的核心。与
同学进行讨论，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同意、或
反驳、或补充、或修正。

甲：人都是有感情和尊严的，既需要他人的体谅，又有义务
彼此谅解。

乙：人都是有感情和尊严的，只要别人尊重你，你就应当体
谅别人。

(小组自由讨论。)

五、拓展训练

班级举办一次讨论会，围绕如何看待“流行音乐”的话题展
开讨论。同学们可自由发表看法。听取其他同学发表各种见
解时，要善于听出不同意见的焦点和分歧所在，并适当作些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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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收集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居室装饰资料，认识居室
装饰的特色

2、通过分析和评述，认识和感受不同表现形式和人文特色的
美术作品对居室装饰的影响，八年级下美术第二单元活动一
教案。

3、结合实际，通过分析和评述提高审美实践能力。

重点与难点学习重点：

能够认识和体会美术作品对居室装饰的影响。

学习难点：

能够提高审美实践能力。教学方法讲解、欣赏、讨论

教学用具教具准备：课本。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流程

（一）引导阶段

1、介绍居室装饰的基本特点，展示多种居室装饰设计作品。
应尽可能选择居室类型（如书房或学生房）相同，但表现方
法不同的居室设计作品。以便进行类比和分析。2、重点介绍
居室装饰设计的特点空间对装饰设计的影响。以引导学生在
认识居室装饰的基本特点的同时，进行有目的的欣赏和分析



活动。

3、重点介绍居室装饰设计的人文特色对装饰设计的影响。以
引导学生在认识居室装饰的基本特点的同时，能结合自己的
认识和理解进行有目的的分析和评述活动。

（二）发展阶段

1、结合欣赏，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如何根据居室的特定空间选
择合适的装饰风格。教师可有意的提供几种不同的居室空间，
或由同学们画出自己的居室空间草图供同学们分析、比较并
提出各自的建议。

2、结合欣赏，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如何根据居室的人文特点选
择合适的装饰风格。教师可有意的提供不同身份人物的居室
图片，或由同学们给出自己的居室图片供同学们分析、比较
并提出各自的建议。教师指导，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