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 初中语文课文
教案(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篇一

第五单元的主题是:人生体验。所选文章或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或是对崇高境界的解读,或是磊落坦荡胸怀的展示。学习这个
单元的课文,在整体感悟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要注意语言的积
累和写法的借鉴,并学习朗读和圈点勾画。

《散步》是一篇文字浅显、内容并不庞杂的文章,但是它意蕴
丰富,耐人寻味。在600余字的短小篇幅内,情节简单而不乏起
伏,人物着墨不多而风貌毕现,自有其摇曳的韵致。看似一泓
清浅可人的涓涓细流,却有那悠悠不尽的人生哲理静静地闪着
粼光。应该说,在纯自然状态的阅读中,让学生喜欢《散步》
并不难,但想要真正理解《散步》就不那么容易,想要将《散
步》中蕴涵的爱、责任感和对家庭对社会的使命感真正吸纳
进自己的灵魂深处,并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个
性气质,影响自己的人生取舍,则更难得。我希望将浅文深教,
让学生自己的“悟”贯穿始终。在课堂上既有老师的点拨,又
有同伴之间思想感情的碰撞;既有个性表达,又有探讨论辩;有
品评、有分析、有静思、有聆听、有画面、有声响……所有
的手段,都为促进学生自己的领悟开路,使这篇文质兼美的
《散步》真正铭刻在学生的心里。

1、能通过对课文有层次地朗读,进入角色,体会浓浓的亲情。

2、品味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习课文巧妙的`构思以及寓真挚



的感情于质朴的语言之中的写法。

3、在阅读中理解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并懂得珍爱亲情。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进入角色朗读课文,品味揣摩语句。

教学难点:感悟文章蕴涵的亲情、责任感和象征意义。

老师问同学们一个小问题:咱们班的同学有经常和父母一起散
步的吗?请举手。(学生举手)

老师请学生谈谈和父母一起散步时有什么感受。

老师相机点评,并引出课题:散步是一种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叙事散文——《散步》。

和睦幸福、尊老爱幼

互敬互爱、尊老爱幼、融洽和睦的祖孙三代。

教法解读:在这个环节中,让学生初步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
主旨,明确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

2、明确学习任务:我们将通过这样三个环节来学习(投影):

我们的阅读活动:理解文意、朗读课文、品味语言。

师出示投影:

建议你这样理解文意:试着给文章再拟一个标题,并说明你的
标题能够表示你读出了课文的味道。

学生思考,完成活动。然后师生交流。



教师的标题预设(屏幕投影)

如:三代同行: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前面也是妈妈
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如:幸福的家庭 亲情无边

分歧 大路小路

责任 背起整个世界生命,生命 小事情深

选择 温馨瞬间

师小结:要说本文的标题,还是“散步”好:它简明,准确,含蓄,
有情致,有画面感,有故事味。

教法解读:本设计在标题上做文章,意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也
是揣摩标题艺术,鼓励创意,学生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1、师:(出示投影)

建议你这样朗读课文:(1) 中速、深情地朗读课文,好像作者
写完文章后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注意要面带笑容)

学生按要求进行朗读。

2、师:(投影)

(2)读好文中的波澜,好像你一个人在扮演着故事中的几个角
色一样。

师解释一下“波澜”,学生按要求进行第二次朗读。

3、师:(投影)



(3) 朗读课文最后一段,好像你是带着深深的体会给人家作示
范朗读一样。学生按要求进行第三次朗读。

4、师:现在请哪位同学来示范朗读,做一下小老师。(朗读交
流)

5、师小结:要说这篇文章的朗读,主要要注意这样一些朗读的
感觉:速度感,情节感,重音感,意味感。

教法解读:散文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文体的语言,语句优美,意
境深邃。要想领会散文优美的意境,就要靠朗读。朗读是对文
字的触摸,是对作品中生活气息的直接感受。本着这样一个宗
旨,我设计了反复朗读这一环节。

1、师:(出示投影)

建议大家这样来品味语言:自由读课文,采用圈点法划出自己
最喜欢的句子,有感情地大声朗读出来,可动笔写写这些句子
好在哪里?(学生活动)

2、师:把你的见解讲给你的同桌听一下。同桌交流。

3、师:把你的讲解讲给大家听。

可能有的句子:

(1)内容方面:

第一、写景的句子

——对南方初春田野的描写(第四段)

(通过初春秀色的描绘,表现了春天蓬勃的生机,暗示熬过了严
冬的母亲将会获得新的活力)



——描写母亲所看到的小路远处的景物(第七段)

(这句话描绘了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揭示了“小路有意
思”的内涵,点明了走小路的原因,展现了母亲充分理解孙儿
愿望的内心世界。)

第二、传情的句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便去拿外套”

《散步》教学设计由教案吧收集及整理,转载请说明出处

(写出了母子二人的情态,母亲的老迈、顺从,儿子的诚恳、孝
敬。“正因为如此”一句透露了“我”的文化修养。)

——“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这句话写母子关系,母亲明理,儿子孝顺,相映成趣)

第三、哲理性的句子

——儿子突然叫起来:“前面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
儿子。”

——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
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2)句式方面:

第四、对称的句式

(让学生自己找出来,体会它们的对称美,互相映衬,富有情趣)

——有的浓,有的淡。



____我和母亲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

——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

——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
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

《散步》教学设计

标签：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案, 《散步》
教学设计,

——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

——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
毕竟幼小,自然也轻。

师小结:说到这篇文章语言的欣赏,我们可重点关注“句子”。
要品味它们的造型美、用词美、情趣美、蕴意美。要感受到
它们对我们心灵的熏陶。

教法解读:引导学生品味语言,这是理解散文的重要一环。通
过这一设计,让同学揣摩作者怎样遣词造句,在体会文章人性
美的基础上探寻语言美,并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今后自己作
文,就会灵活运用。

在我们就要走出美文《散步》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深情地吟
诵文中最后一段。

父母和子女是亲情的最大拥有者,让我们拿起笔来,书写我们
的家,书写我们的亲情。写出温馨,写出温暖,写出温情。

题目《 的爱》



教法解读:课内外结合,以外促内是学习语文的好方法。所以
在这个环节教师要尽可能启发学生把发生在身边的亲情故事
讲出来,要敢于披露真情实感。尽可能引导学生领会到“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可能让学生明白要珍惜亲
情,懂得关爱家庭。让我们所有的家都永远充满着爱,永远洋
溢着浓浓的亲情!

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篇二

1．知识与能力目标：熟读课文，能复述故事情节，理清思路，
找出文中的主要矛盾冲突。学习本文运用心理描写，通过展
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

2．情感与态度目标：理解作者以心声为标题的深刻含义，培
养爱心和平等待人的美好品质。

本文重点是弄清心声含义，在熟识小说情节的基础上，分析
小说人物形象进行归纳。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主要运用心理描
写，这是本课的难点；初次接触小说，侧重引导他们体会心
理描写的特点和作用。

活动设计：

1、看标题，猜猜文章的内容，你想到了什么?

2、学生采用默读，迅速浏览课文，提取小说的主要情节，理
清文脉。

3、学生自查工具书和资料，借助已有知识，在书本上圈点批
注。

4、标记自己的疑惑处(点)。

说明：引导学生从自己观察到的生活现象、自己的阅读体验，



日常经历入手，拉近了学生与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作
为一篇儿童小说，同龄人也易于引起共鸣。学生自己圈点批
注既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又勾起了学生对已有知识的
回忆。

活动设计：全班同学就自己个人的批注交流自学所得，可从
小说的文体特点、主要内容及作者的情感、作者的写作思路、
叙事的顺序(线索)，甚至文中人物及主要人物的性格、作品
描写人物的方法、读者自己的态度及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等
方面作初步的、概括的描述。发言要求语言简洁明确，概括
性强，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尽情交流。

说明：这一环节意在引导学生善于提取信息，培养语感，为
学生提供一次展示的机会，就学生自己独立初读文本的最直
观的、最直接的、最原始的印象，最切身的体验来交流。以
相互印证、修正、补充和启发，让学生感受自学的力量和快
乐，也有利于教师掌握本班学情。(即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的深
度和广度，他们关注的焦点等。)

对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
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独特感受，真情体验。

1、按时间顺序，二人相互复述故事，理清故事情节(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

2、弄清小说主要塑造的李京京和程老师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3、比较京京与万卡之间的相同之处，结合京京的家庭背景和
经历，理解京京的心声、京京的情感。(对朗读的执着，对爷
爷的思念，对理解的渴望，对本真的向往。)

4、找出并有感情地读出最打动你的情景或文字，谈谈自己动
心、动情的理由(激励学生展开联想、发挥想象，理解文本，
包括本文所揭示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相机点拨心理描写；



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及插叙等。

5、你想对文中人物表露自己的心声吗？把你最想对他们说的
说出来吧。

说明：小说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跃进，
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给小说带来更强的感染力。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累，在体验、品味、感悟之中有效挖掘文本，要求给
学生正确导向的同时，给学生发表言论的空间，并让学生在
阅读中寻找写作体验，实现读写有机结合。

问题估测：

1、主要人物是李京京和程老师，写其他人物有何作用？(如
爷爷、妮儿、赵小桢等)

2、京京的心声到底该如何理解？

4、你认为怎样才能声情并茂地读好书？

5、你喜欢程老师吗？为什么？你更希望自己的老师是怎样的？

说明：本环节主要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深入理解作品的感情
倾向，能联系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注重学生思维品质和情
感状态的展示，让学生在学中生疑，在疑中更进，师生同气
相投，让学生的真情体验，自主意识，探究欲望达到高潮，
更深层次激发学生展开多角度对话，深入理解文本、作者、
甚至自己。

活动设计：以《心声》为题，用文字表露属于你心灵深处的
珍藏。

说明：从生活出发，再回到生活，从课内走向课外，从文本
走向自身，加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并给他们一个尽情倾诉



的机会，尽情渲泻自己，并内化为前进的动力，有利于学生
美好心灵的健康成长。

1、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知识积累，情感体验)。

2、学习方法、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的收获。

说明：学生自身的生活积累、学习积累是语文课永远鲜活的
源泉。启发学生不断搜集、整理知识、方法和经验，并用于
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就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使自
己得到长足发展。

......

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篇三

《西门豹》是一篇颇具戏剧性的历史题材课文。课文写了战
国时期，西门豹管理邺地时，破除河伯娶媳妇的迷信。惩治
巫婆、官绅头子、兴修水利的事。歌颂了西门豹破除迷信，
为民造福的业绩。

划出有关词句，在默读、理解的基础上，再分小组讨论、交
流。2.交流

（1）说姑娘不漂亮，要换一个，让巫婆去跟河伯说一声——
惩治巫婆。

（2）新娘要过几天送去，得和河伯说一声，否则，漳河要发
大水——把巫婆投进漳河。

（3）让官绅去催巫婆——惩治了官绅头子。

（6）西门豹为什么要这样区别惩治这些人呢？（严惩首恶、
教训一般、教育百姓）



（7）他的办法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以其人之道，还治
人之身，将计就计——妙）

通过围绕问题，让学生自主探究，寻求答案的过程，学生的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他们懂得努力寻
找方法去探究自己思考的内容。在思考、分析、交流后，学
生锻炼了动脑、动口的能力。同时，教师的提问随着学生的
思路转移，并进行必要的点拔。这样创设了师生间的民主、
和谐、宽松、自由的教学空间。体现了师生间的平等、信任、
理解。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教学中课堂气氛较热烈。

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篇四

本节采用“三疑三探”的教学模式进行设计，因为文章的写
作是一篇文言文，所以，要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才能让学
生进行设疑自探。教师在设疑的同时，教师同时板书于黑板
的右侧，对于不完整的问题，教师随机给予补充、归纳。本
节解决的重难点是诵读课文，正确疏通文意，把握主旨，学
习文章的写作手法。

因为这篇短文是“诵读欣赏课”，所以以诵读为主，讲授为
主。抓住“文脉”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主旨。

讲授本课，将采用“读——议——悟”的教学模式。

在运用拓展环节中，学生自编习题后，教师出示“之”字在
文中运用一题，以巩固学生对文言虚词的掌握。

1、能流畅的诵读课文。

2、疏通文意、理解课文内容。

3、把握文章主旨，理解衬托和托物言志的写法。



2、作者简介：周敦颐，宋代著名哲学家，字茂叔，道州人。

3、写作背景：作者在南康郡任职期间，曾亲率属下开辟一块
池塘种莲，名曰“爱莲池”。夏秋之交，莲花盛开，馨香扑
鼻。作者闲暇漫步、触景生情，写下本文。

1、教师范读。

2、学生个别读。

3、学生齐读。

1、学生设疑。

2、教师对学生设疑进行归纳

出示：

1、理解课文内容。

2、作者为什么喜爱莲花？分别从哪些方面描写的？歌颂了莲
花怎样的品质？

3、读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4、值得学习的写作手法？

学习本文后，你还有哪些疑问？

1、学生自编题。

2、教师出示运用拓展题：

指出文中的“之”学的意义和手法。



a、水陆草木之花

b、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c、花之隐逸者也

d、菊之爱

背诵课文

学生总结收获。

初中语文课文有哪些篇五

整个夏天，蝉不做一点事情，只是终日唱歌，而蚂蚁则忙于
储藏食物。冬天来了，蝉为饥饿所驱，只有跑到它的邻居那
里借一些粮食。结果他遭到了难堪的待遇。

骄傲的蚂蚁问道：“你夏天为什么不收集一点儿食物呢？”
蝉回答道：“夏天我歌唱太忙了。”

“你唱歌吗？”蚂蚁不客气地回答：“好啊，那么你现在可
以跳舞了”，然后它就转身不理它了。

这个寓言是造谣，蝉并不是乞丐，虽然它需要邻居们很多的
照应。每到夏天，它成阵地来到我的门外唱歌，在两棵高大
筱悬木的'绿荫中，从日出到日落，那粗鲁的乐声吵得我头脑
昏昏。这种振耳欲聋的合奏，这种无休无止的鼓噪，使人任
何思想都想不出来了。

蝉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它翼后的空腔里带有一种像钹一样的
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加声音
的强度。的确，有种蝉，为了满足音乐的嗜好，牺牲了很多。
因为有这种巨大的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得把



它们压紧到身体最小的角落里。当然了，要热心委身于音乐，
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置乐器了。

但是不幸得很，它这样喜欢的音乐，对于别人，却完全不能
引起兴趣。就是我也还没有发现它唱歌的目的。通常的猜想
以为它是在叫喊同伴，然而事实明显，这个意见是错误的。

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
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
我通常都看见它们在筱悬木的柔枝上，排成一列，歌唱者和
它的伴侣比肩而坐。吸管插到树皮里，动也不动地狂饮，夕
阳西下，它们就沿着树枝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寻找温暖的地
方。无论在饮水或行动时，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

所以这样看起来，它们并不是叫喊同伴，你想想看，如果你
的同伴在你面前，你大概不会费掉整月的功夫叫喊他们吧！

其实，照我想，便是蝉自己也听不见所唱的歌曲。不过是想
用这种强硬的方法，强迫他人去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