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一

1、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

2、反复朗读并背诵课文，积累重点文言词句。

3、理解“千里马”“伯乐”“食马者”的比喻义。体会托物
寓意的写法。

4、认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学习重点】

1、反复朗读并背诵课文，积累重点文言词句。

2、理解“千里马”“伯乐”“食马者”的比喻义。体会托物
寓意的写法。

【学习难点】

1、理解“千里马”“伯乐”“食马者”的比喻义。体会托物
寓意的写法。

2、认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自主预习案】

1、初读课文，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祇（ ) 骈（ ） 槽枥（ ） 食马（ ）粟（ ）邪（ ） 奴隶
（ ） 执策( ）

2、结合课下注释，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骈死于槽枥之间______________

（2）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_______________

（3）执策而临之_____________

（4）食之不能尽其材_______________

（5）策之不以其道____________

3、指出下面句中的通假字并解释。

（1）食马者_______通_______，________

（2）才美不外见_______通_______，________

（3）不能尽其材_______通_______，________

（4）其真无马邪_______通_______，________

4、解释下列一词多义词。

（1）食：一食或尽粟一石______________

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___________



（2）策：执策而临之______________

策之不以其道____________

（3）其：其真无马邪______________

其真不知马也____________

5、指出下列句子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1）一食或尽粟一石______________

（2）策之不以其道____________

（3）食之不能尽其材__________

3、完成后，教师评价，再读课文

五、同桌二人对译课文。

六、自读自背课文。

七、阅读课文并独立思考：

1、文章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借古代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对封建统治者不识人才，甚至
摧残、压抑人才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之情。

2、理清文章结构层次。

第一层（第1段）说明伯乐对手里马命运的决定作用；

第二层（第2段）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



第三层（第3段）总结全文。表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摧残人才
的愤慨之情。

3、重点朗读第3段，再次体会作者的感情。

八、教师小结：这节课我们翻译了课文，了解了作者的思想
感情。

九、课堂练习：阅读课后练习，完成练习二。

十、布置作业：背默并翻译全文。

板书：

马说

韩愈

一、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作用；

二、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

三、总结全文。表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摧残人才的愤慨之情。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分析文章；理解文章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
者对古代封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

教学重点：理解文章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
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

教学难点：了解作者对古代封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
之情。



教学方法：朗读法、讨论法

教学手段：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复习导入

1、齐背课文。

2、指名2——3名同学背课文。

3、提问：文章借古代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表达了作者怎样
的思想感情？

二、学习探究：

（“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那么作者何以会发出
这样的感慨呢？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课文。

2、先看第一段，我们请女学生把第一段齐读一遍，声音要洪
亮。

提问：一开篇作者就亮出了他的什么观点？你同意他的观点
吗？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学生讨论，各抒己见）

进一步提问：在作者的观点重，还包含着一个反命题：无伯
乐，则无千里马。那么，这句话实际阐明了伯乐与千里马的
关系。什么关系呢？（伯乐对千里马的命运起着决定作用。）

追问：真的是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吗？那么没有伯乐，
千里马就怎么样了呢？（“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
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第一段写了千里马和伯



乐的关系。（无伯乐则名马不名）

看看第一段还有什么问题，自由读。

3、第一段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伯乐则名马不名。为什
么说没有伯乐，千里马就不能日行千里了呢？看看韩愈是如
何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男生读第二段，找出体现千里马
被埋没的原因的句子。（“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
也。”）

追问：无知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呢？用书中原句回答。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

追问：堂堂千里马，怎么会“食不饱，力不足”呢？因
为“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
而食也。”

再问：“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的结果怎样？（“且欲与常
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这一反问句，把责任归结到食马者不知马。读的时候要读出
愤慨的感情。

这段写无伯乐，千里马被埋没。

有感情的自读。

4、最后一段是对上文的总结，齐读

第一句的句式很有特点，是什么句式？（三个“不”连用构
成排比句）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
临之，曰：“天下无马。” 把不识马者的虚妄无知的嘴脸刻
画的入木三分。



最后发出感慨：并非没有千里马，而是“不知马”

齐读

5、者对食马者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千里马又是怀着什
么样的感情呢？

学生讨论，教师明确：对千里马是同情，对食马者是强烈的
谴责与辛辣的嘲讽。

三、背景介绍

根据文意，你觉得韩愈是在什么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根据
学生的回答，教师适当补充。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800)间。其
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被用，未被采纳，郁郁不得志，再加
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能之士不受重视，所以
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激烈，
许多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韩愈本人遭遇
也是这样，因此他对埋没人才不但不满，而且加以揭露和抨
击。本文便是他这类作品中的名篇之一。

四、教师小结：

文章论述的是识别人才的问题，但通篇没有一句话直接提到
人才。文章采用的是什么写法？（“托物寓意”）。托物寓
意，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说理，是这种文体的特点。韩愈就是
一匹千里马，他有“日行千里之能”，但在封建社会，他怀
才不遇，屡遭贬斥。他对在位者的不能识别人才，摧残，埋
没人才有强烈的愤慨与不满，可又不能直接表示出来，所以，
他就托物寓意，借写千里马的遭遇，来写封建社会人才的遭



遇。对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有眼不识英雄和人才埋没的现象，
则分别用“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
其意”和“抵辱干奴隶人之手，骄死于槽权之间”作了形象
的概括，寄寓了作者很深的感慨。文字生动活泼，富有感染
力和说服力。

五、迁移：

作者认为“伯乐”决定了千里马的命运，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说说理由。学生自由发挥。（讨论对人才的看法，树立价值
观观念，争做“千里马”。）

六、布置作业：伴你学

板书：（出示小黑板）

正面提出问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反面展开议论：食马者无知，千里马埋没（谴责嘲讽）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理解、积累“企盼、油然而生、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不
可名状、期期艾艾”等词语。

2.了解海伦•凯勒的人生经历及其品质，学习海伦好学敏思、
坚韧不拔、热爱生活的精神。

3.培养学生从文中准确获取信息并进行语言概括的能力，把
握课文一体两面的思路结构，揣摩文中重要语句，加深阅读
体验。



4.理解作者对莎莉文老师敬爱和感激的情意。领会莎莉文老
师隽永深沉的爱心和高超的教育艺术。

教学重点：研读课文，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

教学难点：深人体会作为盲聋哑人的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

教学方法：诵读法，质疑研讨法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一、介绍海伦•凯勒，引起阅读兴趣，导入新课

结合课下注释，了解海伦•凯勒，设问：是什么原因让她成为
有如此杰出成就的伟人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再塑生命》，
去感受一个病弱生命的顽强成长的足迹和引领她人生转机走
向光明的莎莉文老师。(板书文题、作者)

二、朗读，整体感知文意

1.学生分读课文，余生听读，初步感知文意。

2.疏解下列词语：

企盼

迁徙

繁衍

油然而生

花团锦簇



美不胜收

不可名状

期期艾艾

3.学生自由诵读，理解课文描述的生活世界。体会莎莉文这
位富有爱心的教师形象以及她高超的教育艺术。带着下列问
题，从文中筛选信息并进行语言概括。

(1)莎莉文是怎样教育“我”认识事物的?试举例说明。

研讨课后练习三

(2)莎莉文走进海伦的生活后，她的生活起了怎样的变化?

学生思考后回答，教师提示：

(1)教师提供旁证史料，帮助学生理解文意。如莎莉文在和人
通信中提到她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我们经常在旷野中进
行活动。什么词需要用就教什么词。当某一行动需要用上某
一词的时候教给她，她很少会忘记。当某一行动需要用某一
短语或句子去叙述的时候，她学这个短语或句子就像学一个
单词那么容易。显然地，当孩子们在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中间
走动时学习语言成效特别快。他们学会了词语，同时也学到
了知识。一进教室.他们就刁;再是戏剧主角，他们呆坐着看
老师动嘴讲这讲那。这不能引起他们的求知。消极被动不能
刺激起兴趣和精力。孩子们都热心学习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而对你要他们知道的东西则不感兴趣。”莎莉文正是用这种
方法教给了海伦与世界沟通的技巧。

(2)莎莉文启开了海伦智慧和情感的大门，让海伦获得了生命
的意识和感情，拥有了求知的美妙的感受。莎莉文老师引导
海伦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感受自然的伟



大和世界的美好。她还引导海伦从“能触摸的东西”中获得
思维的提升，“领悟到抽象的概念”。是莎莉文老师再塑了
海伦的生命。

(3)课文开头写道：“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
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联系文题，这句话的含意也就是
说，莎莉文老师到来的这一天?是“我”生命的重新开始，甚
至作者把莎莉文称之为再塑生命的人。在作者的心目中莎莉
文老师就是光明的使者，她到来时作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感受：“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
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到了我的身上。她就是那个来对
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课文更多地还是
通过写莎莉文老师对“我”的理解、关爱、教育的具体言行，
来表达作者对莎莉文老师的感激、崇敬之情。

第一天，我要看到那些好心的、温和的、友好的、使我的生
活变得有价值的人们。首先，我想长时间地凝视着我亲爱的
教师安妮•莎莉文•麦西夫人的脸，当我还在孩稚时.她就来到
我家，是她给我打开了外部世界。我不仅要看她的脸部的轮
廓，为了将她牢牢地放进我的记忆，还要仔细研究那张脸，
并从中找出同情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的形迹，她就是靠温柔
与耐心来完成教育我的困难任务。我要从她的眼睛里看出那
使她能坚定地面对困难的坚强毅力和她那经常向我显示出的
对于人类的同情心。

第二课时

一、海伦能走出黑暗，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莎莉文老师是
光明的引领者，但同时也是海伦自己努力的结果。课文展示
了儿时海伦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起步的足迹。请学生通读全文，
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说说海伦性格中的特点。

学生回答，教师归结：



文中的“我”是个好学、聪明、坚毅而情感丰富的女孩。海
伦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极高的悟性和敏感
而丰富的心灵。她不单是用触觉感知事物，更是用心灵体验
事物?在求知中获得一种幸福的体验。文中在春光中，她热切
体察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当掌握了语言的钥匙之后，她运
用于生活.寻求进一步的理解，如对“爱”的执著探求。联系
全文内容看，好学、坚毅、敏察、极高的悟性以及丰富的情
感是海伦的突出特点。

二、深层研读，体察文意

1.课文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请学生再读全文，品评并
积累文中优美而精警的语句。

学生品评，积累的语句可能有：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
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心儿怦怦直跳，
唯恐发生意外。”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坠人黑暗而沉寂世界的
海伦的心灵历程。

(2)“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
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利爪哩!”与自
然的相处中感受自然的严厉、暴躁的一面，以“利爪”形象
说出。

(3)“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
中间”，作者在执著痴想后体悟到的“爱”的情感。

2.合作研讨

(1)指名学生感情诵读课文10——12语段，研讨课后练习二。

(2)



研讨课后练习一。

学生小组合作交流，教师点拨。(参阅《三点一测》)

3.拓展延伸

海伦是世界有名的残疾成功人土。请学生联系阅读体验，列
举古今中外那些付出艰辛卓绝努力而成功的残疾人的事迹。

教师提示：

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
服重重困难，在病榻上完成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鼓舞了几代热血青年。几乎全聋的贝多芬扼着命运的
咽喉，奏出了与命运抗争的最强音一一《命运交响曲》。失
去光明的民间艺人阿炳的《二泉映月》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凄
凉哀怨的世界，也让我们感到了命运的残酷和抗争的力量。
史铁生身残志坚直面人生写有《我与地坛》，成为著名作家。

三、课堂小结

同学们，是莎莉文无私的爱重塑了海伦•凯勒的生命。爱，确
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它升华时，可以奔流不息，可以
惊天动地，可以发挥非凡的潜力，可以能人所不能。唱响爱
的颂歌，会使人，情思无限，胸怀宽阔。海伦说：“我要把
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光明，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
当成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再塑后
海伦的生命如歌，所延续传承的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爱的故
事。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三

1、朗读感知，读懂文意和脉络;



2、细读品味，感受美景和情感;

3、知人论世，领悟处境和心境。

朗读感知，读懂文意和脉络;细读品味，感受美景和情感。

教学难点：知人论世，领悟处境和心境。

教学创意：以反复诵读为手段，以抓关键词为方法，以情感
变化为抓手，带动对文章脉络的梳理，对小石潭美丽景色的
赏析，以及对人物内心情感的体悟。

一、激趣导入

背诵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找出这首诗中最能表现作者心境的两个
字。没错，“孤”和“独”，这就是诗人当年参与改革失败
被贬时的心情写照。柳宗元被贬永州做司马期间，寄情山水，
写了八篇游记，史称“永州八记”，今天我们就来欣赏其中
一记，《小石潭记》。

二、译读，整体感知

1、读准字音

初读，圈出生字词，查字典读准字音。

2、读懂文意

以小组为单位，借助课下注解和工具书疏通文意，教师巡视，
师生交流。

3、读出文脉

(1)作为一篇游记，本文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写的?请同学们在



文中标示出表明作者游踪变化的词语。

从小丘西行——下见小潭——潭中——潭西南而望——坐潭
上——记之而去

把握游记以游踪为序以及本文写景移步换景与定点观察相结
合的特点。

(2)在游览的过程中，随着景物的变化，作者的心情也随之变
化。请同学们找出文中表明作者情感变化的句子。

“心乐之”“似与游者相乐”——“凄神寒骨”“悄怆幽
邃”

三、品读，缘景明情

柳宗元为什么先是快乐的后来又悲伤了呢?下面我们就循着文
脉来找答案。

1、品读“心乐之”。结合小石潭美景，感受其“乐”。

课文开头就说“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意
思是声音很好听，使我很高兴，作者是“乐其水声悦耳”。
请大家读课文，试着将“心乐之，乐其----”补充在文章某
句话后面，连起来读一读，感受作者的“乐”。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心乐之，乐其潭水清
凉。

“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心乐之，
乐其岸边石头姿态万千，形态各异。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心乐之，乐其树木青
葱，藤蔓翠绿，摇曳多姿。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心乐之，乐其潭水清澄纯净。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心乐
之，乐其鱼儿自由灵动，调皮可爱。

无意间发现小石潭这么个幽静美丽的地方，作者自然是激动
的，惊喜的。

2、品读“凄神寒骨”，结合小石潭氛围，感受其“凄”。

景美人乐，作者是不是流连忘返了呢?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
来?“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如此美景却不能长时间的停留，为何?“以其境过清”。朗读
直接表现“其境过清”的句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体会作者凄凉悲伤的感
情。

是什么引发了作者心境如此大的变化的呢?找到关键字。“潭
西南而望”的“望”字。他望到了什么?“斗折蛇行，明灭可
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并不美好的设喻，正是
作者凄寒、迷茫的内心体现。指导朗读，语速要缓慢，语调
要低沉，读出淡淡的忧郁之感和作者内心的迷茫。

四、悟读，知人论世

柳宗元明明站在潭边没动，眼前的景客观上也没有变，那为
什么感受突然就不一样了呢?结合作者身世，从作者由“乐”变
“凄”的微妙情感变化中领悟其孤独的内心世界。

屏幕显示柳宗元身世：(出身于官宦世家，少年有才名，20岁
即中进士。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
州司马，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寄情于山水。后任柳州刺



史，4年后病逝于柳州任上，终年46岁。)

当作者向西南望去，见到了水流曲折幽邃，或明或暗，岸势
如犬牙一般交错，于是有一种幽深不可测度的内心感受，而
这一感受，似乎隐约的与自己被贬谪以来一贯的心境有某种
契合，于是，眼前的景象，不再是先前的蒙络摇缀，参差披
拂的勃勃生机了，而是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这远离尘世的小石潭，虽充满了生机，却无人赏识，四周被
竹围抱，其幽清无闻，与自己的境遇何其相似，所以作者不
禁触景伤情，为小石潭的处境感伤，也为自己感伤。所以再
美的风景也只能带给他短暂的快乐，却始终走不进他苦闷而
孤寂的心灵。

五、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欣赏了小石潭的美景，感受了柳宗元情绪的变化，
触摸到了柳宗元孤寂却不颓废的心灵。推荐大家课外阅
读“永州八记”中的其他作品，更多地感受柳宗元游记的独
特魅力。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熟读背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2、了解孔子“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教学重点

通过反复朗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



掌握文章的内容意义，熟练背诵文章。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流程设计

一、谈话导入

教师组织学生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机引入。

二、初步感知

检查预习。指名读课文，教师相机指正。

教师范读。学生聆听，自己不认识的字词加上拼音。

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留心容易读错的地方，作上标记。

学生齐读。一起读课文，准确明白节奏重音等。

教师自渎。小声跟读，巩固读法。

教师进行朗读指导：

(1)大道之行也：用提示语气读，表明以下三句就是“大道”
的内涵。

(2)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要有停顿变化，不能连
的太紧。

(3)不必为己：后停顿稍长，收一层意思。

(4)故外户而不闭：后停顿稍长。



(5)末句：一字一顿，字字分明，语气肯定。

组织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读。

主要形式有：1、男生齐读。2、女生齐读。3、左边齐读。4、
右边齐读。5、同桌齐读。6、学生自渎。

指名朗读课文，组织学生集体订正。

三、深入探究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自学。

学生根据课文中的注释，自主理解课文内容。互相说一说，
听一听，指出其中的不足，记录共同存在的疑惑或有争议的
地方。

学生代表提出问题，教师相机组织解释疑惑或指正引导，形
成共识。

教师提出目标，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目标设计：1、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2、文中的纲领性句子是什么?

3、“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大同”社会的社会局面怎么样?

教师给学生5分钟的探究时间，学生自主开展。

指名发言，教师相机讲解强调。

教师补充古代儒家人的政治理想，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主题。



组织学生再读课文，加深理解领悟。

四、拓展延伸

1、教师出示老子《道德经》片段，组织阅读，比较理解，加
深认识。

2、组织学生谈谈“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

五、作业设计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五

一、说教材

(一)对课文的理解

该课文是八年级下期语文三单元的第一篇文章。语文课程标
准把七至九年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段。八年级下期继续
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并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
关键时期，在本册第三单元共有五篇文章，五篇文章都注重
空间上的广袤性与思维上的哲理性，并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
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忧虑与思考，《敬畏自然》是本单元第一
篇文章，意在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白人
类应与自然和谐发展。应敬畏自然、爱护自然。

(二)教学目标

一是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角度，要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明确“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培养学生科学的
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二是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方面，要
识记、理解文中的生字词，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的能力，学
习作者通过拟人、比喻、反问等把抽象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
的写作方法。



(三)教学重点：

(四)教学难点在于：

一是理解“敬畏自然”的内涵，二是理解文中富有哲理性的
语言。

二、说学法

为让学生学有所获，贯彻新课程标准上提出的“学生是学习
和发展的主体”。对本课的教学设计主要有以下考虑：首先
要考虑学习的主体，即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间一般只有20分钟左右，
如果较长时间不改变教学方法，学生的注意力就会分散，所
以教学设计第一点就是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并进行适量变
化，让学生保持较高的学习兴趣及较高的注意力，教学设计
的第二点在于根据教学内容进行的思考，本课以散文形式论
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告诉我们要“敬畏自然”，文章中有
部分字词是必须掌握的，可以考虑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与问
答法解决，针对教学重点，可采用情景激励法、投影展示法、
分析法、比较法及引导法，针对文章难点，主要考虑采用点
拨法、分析法、提问法、诠释法等，力求能通过恰当的教学
方法来使显示把握重点、突破难点。

三、说学法

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教学方法，最终还得落到学生身上，新
课程标准提出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与进取精神，倡
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学生课堂上的学法
重点就在体验学习与探究学习上，整体把握课文时可采用默
读法、圈点勾画法，之后，可采用问答法，最后由学生发言、
总结。以巩固知识、培养能力，让学生能有一点收获、有一
点提高、发展。



四、说教学过程

最后，我想谈一下本文的教学程序。要达到教学目标、把握
重点、突破难点，最好把本文分为两个课时来进行，第一课
时重在课文的整体感悟，引导学生初步理解文章的内容、观
点，第二课时重在写作技巧的探究与理解富有哲理性的语言。
我想说的是第一课时的教学程序设计：

第一步：创设情景。

以多媒体播放《人与自然》或《宇宙与人》的片段，引导学
生进入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步：整体感知。

学生默读课文，圈点勾画，简要写出自己读书感受与理解，
同时投影出阅读中需解决的思考题，并小声播放音乐，以创
设轻松的阅读气氛。

第三步：小组讨论。

给予学生适当的自读时间后，进行四人小组的合作讨论学习，
尽量解决阅读中出现的问题及投影的思考题。

第四步：互动探究。

学生讨论后，将不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可以学生回答、可
以老师回答，同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理清作者是如何一步
步得出“敬畏自然”这一观点的。

第五步：张扬个性。

请学生发言说明对作者观点的理解及意见，究竟同不同意，
同意你将怎么办，不同的又如何办，只要学生谈来有理有据，
都应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