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在默读和朗读的基础上掌握生字新词，积累语言，并能准
确复述课文内容。

2、品味文中重难点句子，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出自己对课
文内容的理解与认识，正确把握本文的思想内涵。

3、激发学生勇于克服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的决心。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学习方法的指导与落实(复述、多角度阅
读);

难点是对最后一节的理解及对文章主旨的正确把握。

教学方法：读、说、议结合，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945年1月，在英格兰的沃顿空军基地。一个上尉飞行员接受



了一项任务，驾驶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和防护设施的蚊式双引
擎飞机深入到德军本土执行侦察任务。他觉得几乎无法完成
任务，想象着飞机坐舱被炮弹击中，自己鲜血飞溅，连跳伞
的力气都没有。第二天，他驾机滑行在跑道上，他告诫自己，
现在，只是起飞，飞起来就行。升到两万五千米高空时，他
又告诫自己，现在所要作的，是在地面无线电的指导下，保
持这个航向20分钟，就可以到达荷兰的素文岛，这个，不难
做到。就这样，他不断告诫自己，下面，只是飞越荷兰，这
并不难，然后，是飞临德国，根本不须想更多的事。而且，
还有后方的无线电支持。就这样，一程又一程，这位上尉终
于完成了任务，当他接受盟军的奖励时，他说，我之所以成
为孤胆英雄，完全是因为我小时侯一段经历的启示。同学们，
你们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经历的是怎样一件事吗?”今天，老
师向大家推荐美国作家莫顿?亨特的文章《走一步，再走一
步》，看看他是怎样从一件小事中感悟到一个人生哲理，给
我们以启示的。

二、整体感知：

1、速读课文，看谁能最先从课文中找到作者小时候的那段经
历给他的启示。齐读找到的句子。

2、那么，这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小事呢?默读课文，准备抢答
与复述。

先明确复述要求。学生先讲，教师补充：

(1)、复述要点：时间、地点、人物、环境、情节(注意详略)。

(2)、复述要求：要抓住原文中的关键词语和句子;

注意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

3、学生用5分钟时间默读课文。



4、抢答：

(1)、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哪个城市?

(2)、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3)、爬悬崖的一共有几个孩子?有名字的是哪两个?

(4)、那座悬崖有多高?岩石架有多高?

5、复述课文(可分“冒险”与“脱险”两部分)，师生共同评
议，注意如何突出文章重点。

6、结合复述穿插字词教学。

7、大声朗读课文，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注意发音、停顿、重音、语调、速度，并特别注意复述中疏
漏的重点字、词、句。

三、交流探讨：

教师出示课文主旨研讨题：

(1)从课文内容看，标题“走一步，再走一步”是什么意思?

(2)为什么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

(3)故事蕴含了什么生活哲理?

四、小结：在人生道路上，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
都可以化整为零，把大困难分解成小困难，一步一步战胜小
困难，最后就是战胜了巨大的困难。“走一步，再走一步”
这种人生经验，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

五、布置作业：



1、巩固字词，朗读课文，熟读或背诵富有哲理的句段。

2、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课文还给了你哪些启示?

3、思考“研讨与练习”二、三。

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篇二

记叙怎样做到生动，特别是在叙事时怎样做到生动，这是我
们时常思考的问题。我们时常说，一个好故事让有的人一讲，
就变得了无趣味，没有生动可言，这大约是不会叙事的缘故。

我们先来读一读舒婷《童年絮味》中的第一段：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她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
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纲笔、
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鬈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
红的樱桃小口。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
的针线箧，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到做了一件
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
为央救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
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细糠，
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
上自然是雷霆万钧。”

这里是回忆性地叙述儿时为玩具——布娃娃“整容”的事儿。
作者为了使简单的叙述摇曳多姿，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首先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叙述如何地给布娃娃打扮，然后是从
妹妹的视角写妹妹求她为自己的的洋娃娃进行整容，而“主
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
人，真正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细糠”。写同样的事，从两个不
同的视角写，就让故事丰满起来。所以，我们叙述同样一个
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写，那远比只从一个
角度叙述丰富得多。由此看来，叙述角度选择是让故事丰满



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或是技法。

为给布娃娃“整容”是很多小姑娘所做的事儿，在这“整
容”的过程里，多半反映出小姑娘的玩皮与天真，爱好与情
趣，似乎也从中看出小姑娘的审美观来。一个简单的很差劲
的布娃娃，如果小姑娘对它很鄙视，这当然也是一种情感态
度，也是真实的态度。如果仅是这样去写，就没有什么趣味
可言。本来，对简单的差劲的布娃娃的鄙视，是一种常态的
情感。然而，作者却对它表现出具大的兴趣与偏好，没有嫌
弃它，反而是十分地爱惜它，而且还认真地为它整容。这样
写来，就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为这
布娃娃整容的。我们叙事时叙什么，从哪个方面叙述它，这
是一个选材的问题。我们常说选材要新，或是从不新的材中
创出新来，读了这一段文字是或许有某些启示的。

要做到叙述的有味，有可读性，当然是要靠语言了。叙述的
语言是要具体生动形象的。这一段文字的语言就很有特
色。“我”为布娃娃“整容”，这是相当严肃的事情，可
是“我”做起来却是“随心所欲”;既是“整容”，那就是为
它修饰容貌，把布娃娃打扮得相当好看，可是“随心所欲”
地把它打扮得“面目常新”，只能说布娃娃的美是符合儿时
的审美趣味了。本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在自己的专注态度中
却是“随心所欲”地做着，一个“损坏剥落”的布娃娃，却
如此随意地打扮得“面目常新”，读起来不人不让人觉得有
味。这味从哪里来呢?来自于作者的语言使用。一般地看来，
这几个词很有“用词不当”之嫌，但是就是在这用词不当中
使二者形成极度的反差。本是这样做事是很随意的，却用很
庄重的语言，就形成了荒谬，而这种荒谬里便隐藏着诙谐的
趣味。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妹妹“主动勤奋”地给洋娃洗澡，
却把它变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也可以看出来。

使描绘语言有味，生动、具体、形象是必不可少的。你
看，“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洋娃娃——变成
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这多形象呀。



而“主动勤奋”地把事做坏后的妹妹几天都“畏畏缩缩”跟
小老鼠一样，“我”又是“雷霆万钧”的样子，这又多形象
呀。看来，要使描绘的语有味，非在生动、具体、形象方面
下功夫不可，而这种功夫重又在语言的使用上。用反差强烈
的词语，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篇三

本单元的写作要求是“抓住细节”，这一单元的写作目的是
指导学生抓住细节，刻画人物，表达情感。教材中首先指出
什么是细节描写；接着列举《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例子帮助
学生更好理解；然后通过回忆学过的课文内容，简短记录记
忆深刻的细节的方式，更好的体会细节描写的作用；最后提
示学生细节描写要注意的问题：要学会抓住真实、典型、生
动的细节进行描写，才能更好地表现事物特征或作者情感。

二、学情分析

七年级学生的写作类型主要以写人叙事的记叙文为主，他们
虽然有小学六年写作经验的积累，但是缺少对人物、生活细
致的观察。记叙事件不具体，很笼统，描写人物和写景状物
时，不会抓住细微处具体刻画，造成文章空洞，缺少细节，
不能很好刻画人物，表达情感。因此，对学生进行细节描写
的指导与训练尤为重要。

三、教学目标

1。了解细节描写及常见类型，理解细节描写在写作中的作用。

2。学习捕捉生活的细节，描写生动的细节。

3。在写作中运用细节描写来表达情感。

四、教学重点



掌握几种细节描写的方法并会运用。

五、教学难点

学会运用典型、生动的细节来表达真情实感。

六、教学准备

学案：人物描写分析材料

七、教学时数

一课时

八、教学过程

（一）对比句子——明确什么是细节描写

句子1：烈日当空，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极了。

句子2：烈日当空，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道路两旁的庄稼
热得低下头，弯下腰；河里的水烫手；地里的土冒烟。

出示任务：

1、你认为哪一个句子好？为什么？

2、第2句比第1句增加了一些内容，说说增补了哪些内容？

3、什么是细节描写：细节描写是对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现
对象的细微而具体的刻画。

小结：根据表现内容，细节可以大致分为肖像细节、语言细
节、动作细节、景物细节等。大家之所以认为第二个句子好，
正是因为与第一个句子相比较，第二句对周边景物进行了更



加细致的描写，更好表现了天气的炎热。因此，要想更好表
情达意，抓住细节描写是非常重要的。

（二）欣赏典型细节描写——体会细节描写作用

2、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
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
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3、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
发矢十中，但微颔之。

出示任务：请同学们欣赏以上带有细节描写的语段，并说一
说分别运用了什么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好在哪里，有什
么作用。

反馈指导：

1、作者对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时的动作、肖像细节进行描写，
写出了作者当时惊讶又有些害怕的心态，为后文表达内心的
愧怍做了很好的铺垫，这种真实的感受，让读者也仿佛置身
文中，令人难忘。

2、作者对父亲踩黄泥的细节描写，很好地表现了父亲的勤劳
能干。

3、作者描写了卖油翁观看陈尧咨射箭的表情和动作，只用
了“睨之”和“但微颔之”两个语句，就惟妙惟肖地表现出
人物的态度和心理，非常精彩。

小结：细节描写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写人记事的文章里，如
果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细节描写
是塑造人物形象，彰显人物个性的关键。在写景的文章里，
细节描写能更好地突出景物的特点，起到以小见大、画龙点



睛的作用。

（三）回忆生活细节——总结细节描写方法

请同学们说说你曾经留心过的生活细节。当我冬夜苦读时，
母亲为我送来热腾腾的奶茶，这是一个爱的细节；当我不小
心犯错时，父亲的手掌愤怒举起又轻轻落下，这是一个爱的
细节；当我____________时，老师（同学、父
母……）______________，这是一个爱的细节。

出示任务：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讨论细节描写的方法。

指导反馈：

1、善于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物，用心去感悟。发挥想象和联
想，做生活的有心人。

2、写人记事的时候，要抓住人物的特征，善于运用外貌、语
言、动作、心理、神态等描写方法。

3、用心灵捕捉身边的一人一事一物，养成反思、省悟的习惯，
在描写中渗透个人独特体验。

（四）学习细节描写方法——学会运用

1、那天，他在雪地里罩住了一只小鸟。

课文示例：他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
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捧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
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
便罩住了。

出示任务：先让学生比较后分析总结其中的方法，教师引导
补充。



学以致用：她好不容易捉住了一只蝴蝶，一不小心又让蝴蝶
飞了。

出示任务：细化动作，延长过程，具体写出动作的过程。

提示：细化“好不容易”“捉住”的过程。给学生5分钟时间
写完，分组交流，推荐，全班展示优秀的细节描写片段。

2、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年龄不大，长得很瘦，穿得也很差。

提示：（1）“小”到什么程度？（2）怎么个“瘦法”？（3）
穿得有多“差”？

指导反馈：这段文字之所以写得生动，是因为作者抓住特征，
步步追问，在细微处驻足，这也是我们在写作时要学习的。

学以致用：请抓住人物特征，给下面的句子加上细节描写：

那天，迎面走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弯着腰，拖着笨重的身子
在风中慢慢走着。

提示：老爷爷什么样子？可以扣住他的脸、头发、眼睛等外
貌特点来展开细节描写。

（1）除夕晚上，儿子、孙子都来到她身边，她满脸皱纹都舒
展开了，就像盛开的菊花瓣，每根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

（2）三个月后，小草莓结出了果实，小小的果实竟然压弯了
枝头，但纤柔的茎并不生气，兴奋地背着自己的硕果炫耀着：
“看，这是我的果实。”

（3）那抹夕阳红，如丝绸般挂在天边，好似随风飘舞的仙女，
令我如醉如痴。

指导反馈：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



更加具体生动，展现人、事、物的特征，更好地表情达意。

出示任务：运用至少一种修辞手法刻画细节，使下面的语句
更加充实生动。

小草发芽了。

学生写完后分组交流。

（五）牛刀小试

出示任务：读一读前两个单元写的作文，看看是否做到了抓
住细节进行描写。根据提示，做出修改：

（1）修改时，注意写一些能表现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或
者心理特点的细节。

（2）带上自己的情感。比如赞赏或厌烦某个人，可以在用词
或者语气上有所体现，也可以直接写自己的评价。

（3）将修改后的作文和原文对比着读一下，体会修改后的优
点。

指导反馈：完成修改后小组内交流，教师指导学生关注修改
前后的不同，然后每个小组推选一名修改最成功的同学参与
全班展示，教师引导学生总结修改成功的方法。

小结：同学们，大千世界中的美无处不在，我们要有一双敏
锐的眼睛，更要有一颗善感的心灵，发现生活中每一细微处
的美，做一位具有丰富情感，细腻笔触的幸福之人。

（六）作业：我们的记忆中总会有许多难忘的时刻。所谓难
忘，可能是惊喜、兴奋、有趣，也可能是惭愧、尴尬、甚至
是难堪。回忆一个自己难忘的时刻，并以《的那一刻》为题，
写一篇作文。不少于500字。



（七）板书设计：

抓住细节

细心观察细化动作，延长过程以小见大

用心感悟抓住特征，步步追问画龙点睛

运用修辞，充实生动

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体会本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浓浓爱心中隐
含淡淡的哀愁的写作特色。

2、体会文中父母对于子女深沉的爱，并让学生联系实际学会
理解父母。

教学重点：教学目标2

教学难点：教学目标1

教学用具：两份图表、音乐《天下父母心》

教学过程：

一、生闭上眼睛，随着老师的谈话走进课文的学习。

出示课题《父母的心》。导入设计：同学们，你们可曾记得：
是谁第一次牵着我们的小手蹒跚学步，是谁第一次为我们背
上小书包;是谁在我们高兴时与我们一起欢呼雀跃，是谁在我
们悲伤时偷偷的递上白手绢儿;是谁在我们成功时为我们悄悄



落泪，是谁在我们失败时为我们鼓劲加油。可曾几何时我们
开始讨厌这种关心，开始远离这种亲情。我们时常会想父母
怎么这么烦?父母们也不时感叹，这孩子们都怎么了，简直不
了解父母的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父母的心》去
体会一下天下的父母心吧!

出示课题：父母的心

二、单介绍作者生平。

川端康成：日本著名现代小说家，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两岁时父母双亡，一直与祖父母生活，从小没享受到我们看
似平常的父母的关爱。

三、学生自渎课文，用一两句话概括本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四、明确本文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

送——不送

让学生再读课文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文中父母最终决定不
送孩子的理由。

明确：送与不送都是基于父母对子女的一颗崇高的爱心。

五、让学生分组完成填表任务，引导学生朗读体验本文“浓
浓的爱心中隐含淡淡哀愁”的写作特色。

父母的决定父母的表现富太太的表现及心理变化

送大儿子

送二儿子

送三女儿



决定不送

六、谈话由学生归结本文主题。

本文通过一对穷夫妻拒绝优越条件，不愿把自己任何一个孩
子给富人的故事，表现天下父母对子女的一颗崇高的爱心。

七、拓展延伸。

让学生用鲁宾孙初上荒岛时用的好处与坏处对比走出困境的
方法试着理解自己的父母。完成下表并交流。同时放音乐
《天下父母心》为学生营造一个爱的氛围。

坏处——我很烦好处——我理解

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

(目的：让学生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使他们懂得爱，学会爱。
)

八、补充课题_(学生自由走上讲台补写各自不同的补充。)

父母的心

九、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初中语文七年级教案篇五

我无心由你的身旁绕过——

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我流过一座森林，



柔波便荡荡地

把那些碧翠的叶影儿，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过一座花丛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凄艳的花影儿

编织成你的花冠。

无奈呀，我终于流入了，

流入了那无情的大海——

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

我也随着海潮漂漾，

漂漾到无边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儿

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

9.给全诗分三层，并简要概括层意：

第一层：( )

第二层：( )



第三层：( )

10.诗中的“无心”隐喻的是。

11.“无心”的“我”和“无心”的“你”指的是什么?

12.影儿和小河彼此邂逅倒映，表现了什么?

13.“小河”最终归入无情的大海，暗喻了。

14.本诗前半部分的感情是，后半部分的感情是。

15.“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16.全诗借助什么物象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

17.诗中的比喻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