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 部编版九年
级语文谈读书教案(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篇一

知识目标：

1.了解作品背景、作者，积累生字词。

2.了解剧情，了解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

3.了解现代戏剧艺术中常用的象征手法。

能力目标：

1.熟悉剧情，领悟剧本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2.揣摩情节、语言。理解作品的象征意义，培养学生对戏剧
的品评鉴赏能力。

德育目标：

了解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状况，正确认识时代发展带
来的变化。反思现代社会与人的感情之间的冲突，关注亲情、
关注身边的孤独人群。

教学重点：



1.把握剧中老人和男孩两个人物形象，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2.体会作品的象征手法。

教学难点：理解剧本的主题，领悟剧本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教学方法：讨论法 演读法 延伸拓展法

教具准备：多媒体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枣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现实中的枣又香又甜，我们
都很喜欢。昨天让大家预习了《枣儿》这篇课文，那里
的“枣儿”是不是仅仅是指现实中的枣吗?那“枣”的味道又
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先请一位同学为大家概述课文。

二、学生复述课文

1、一学生复述

2、其他学生补充

三、探讨研究

设置以下几个问题引导学生：

(1)老人为什么留着这些“枣儿”?

(2)孩子为什么怀揣这一个“枣儿”?



(3)老人的儿子、孩子的父亲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长久的
不回来?

香甜 真实的“枣”是甜的

老人对往昔的回忆

孩子对父亲的回忆

老人对孩子的疼爱

老人和男孩对未来的希望

苦涩 现实生活中老人的孤独

现实生活中孩子寂寞的期盼

现代社会与人感情之间的冲突

2.请学生根据文章的语言和事例，总结老人和小孩的形象。

老人 满怀亲情、富有爱心、怀旧、传统、孤独，

面对生活的变化不失爱心、不失希望而又有所失落。

男孩 思念父亲、天真单纯、懂事

3.文章的题目为什么以“枣儿”命名?

“枣儿”是全文的线索，是人物对白的话题。

4.“枣儿”除了指真实的“枣儿”，还有其它含义吗?

“枣儿”象征亲情、故乡、传统生活……



7.请学生表情朗读高潮部分。

四、拓展延伸

文中的老人和孩子都没有具体的姓名，看来这个故事具有普
遍性。现在请同学们看两则广告：常回家看看、有时间多陪
陪孩子。用多媒体播放。(播客上有)

这两则广告和《枣儿》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反应了现代社会
的亲情缺失。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

1、自选角度，针对《枣儿》写一篇感悟，字数300字以上。

2、预习《音乐之声》

七、板书设计

老人 儿子

枣儿

男孩 父亲

象征

亲情

故乡

传统



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篇二

1.能够把握诗歌节奏，感受诗歌韵律美。

2.结合诗歌背景，能够理解诗歌内容，品味诗歌语言。

3.能够体会诗歌情思、哲理。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二.作者简介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杰出的学者、诗人、书
法家。“五四”运动时期，作为北大名教授，和鲁迅、陈独
秀等人轮流主编《新青年》杂志，代表作《月夜》《落叶》
《三弦》等。

三.背景资料

1917年，正是近代中国历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却也是思
想和文化最迸发的时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新诗诞生
了。新诗之“新”首先在于其精神和灵魂的新，即思想的现
代性。追求“科学”与“民主”，人的个体的觉醒，思想解
放、个性独立遂成为这一时代的普遍追求。

概而言之，国人有了主体意识。我国传统诗歌中，是没
有“我”(指独立存在的意识)的(除了屈原)，只有在新诗中，
“我”才大量出现，例如这首《月夜》。因此《月夜》便不
仅是新诗诞生的一个标志，也是真正的新文学诞生的标志。

四.细读感悟



1.读出节奏;感受意蕴。

2.这首小诗描绘了一幅月夜图景，请你用自己的语言将它描
绘出来。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霜风寒月的冬夜中，顶
天立地的高树与独立不倚的“我”并排站立着，充满了美的
意蕴。

3.如何理解“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

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冬夜，环境是萧森的，人物是孤独的。实
则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前的一个社会侧面——半封建半殖民
地中国的某种社会相。

(注：这是一首很隐晦的诗，看似是纪实，实则运用象征的手
法，蕴含深沉的情感和思绪。)

4.诗中“树”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和树之间的关系体现
了“我”怎样的精神?

要点：“树”象征着古老的观念，传统、稳健、根基深厚、
固执而迂腐。

“并排立着”是思想的并立;

“没有靠着”是挣脱、是倔强、也是追求独立。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象征着诗人独
立不倚的坚强性格和奋斗精神。

5.本诗的主旨是什么?

在严寒下不妥协，在孤独中不退缩，这首诗表现了“五四”
时期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由、崇尚光明强大的意



识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与人格。

p

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篇三

1.把握本文的写作思路，把握文本内容。

2.品味山水画的意境，认识“意境”的本质，培养传统审美
情趣。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提示：如《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
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构
成了一种融合人情的雄浑意境。 可以说，意境是诗人的主观
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认识作者，了解其“意境”观 

目标导学二：文章初探，把握文本行文思路 

1.在文中找出作者原话，说说什么是“意境”。 明确：意境
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

2.要怎样才能获得意境?请你结合全文做简要概括。 明确：
首先，要仔细观察对象，深刻认识对象，从而产生强烈、真
挚的思想感情。然后将这种思想感情与画作结合在一起，将
对象的精神实质表现出来，从而形成意境。

3.是否只要把握了“意境”便能创作出好的山水画作品来，



请结合最后两段做简要说明。

明确：作者认为除了意境之外，还需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
方法、表现手段的设计，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有了意
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

4.结合上述分析，请简述本文行文思路，并为本文划分结构。

目标导学三：深入探究，理解文本艺术内涵 

1.展示山水画图片与山水摄影图片。请同学们结合第一部分
内容说说，在摄影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山水画是否会被取
代? 明确：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其更
重要的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可见，山水画具有其精
神实质，这也就意味着它永不会为山水摄影所取代。

2.作者要说的是山水画的意境，为什么要在第一部分大篇幅
分析诗歌的意境。 

4.请你理解“无论写诗、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
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一句的深刻含义。 明
确：写诗，写的是生活;绘画，绘的是风景;它们都基于现实，
以现实为原材料。然而，它们融合了写作者与绘画者自身的
情感以及体悟，因此，他们又必然高于现实。这就是说，不
论是高明的诗还是绘画，最终都会成为客观的景物与主观情
感相融合的意境。

目标导学四：赏析山水画，品味意境 展示李可染老师画作
《万山红遍》，教师引导做简要赏析。

【教学提示】 设置此赏析，并非使学生达到品味山水画意境
的高度，而是借此画深入理解文本内容。

三、板书设计 



意境概念定义：景与情的结合 

获得方法深刻认识对象，产生思想感情 

写景时写情，源于现实超越现实

p

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篇四

1、田间(1916-1985)，诗人。安徽无为人。1934年参加左联。
后主编《每月诗歌》。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
《新群众》杂志社社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协创作部副部长、
河北省文联主席。

田间著有长诗《戎冠秀》，诗集《给战斗者》、《马头琴歌
集》等。

2、胡昭，满族扈什哈里氏，吉林舒兰人。中共党员。1949年
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胡昭著作有：

散文集《绿的记忆》、《怀念与祝福》等。

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诗只有三十四行，却用了十个分号。这些分号内的副句，时
长时短，体现着节奏旋律的变化。

这首诗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不议论，只描绘，也是一个特色。
诗中所有的象征和比喻，既质朴，又漂亮，每一个词都与被
描绘的景物、形象紧密契合。诗人既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
眼睛观察，又以人民能理解的民族语言手段和表达方法，写
出人民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精神实质和典型色调，她感到



和说出的也正是同胞所感到和所要说的。

三、我用残损的手掌

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用两个部分安排来展示这“抚摩”的
具体内容：

上半部分是已经遭受日寇蹂躏、变成灰烬、充满血和泥的土
地;

下半部分是温暖明朗、蓬勃生春、依然完整的辽远的一角。
这两部分并列在一起，恰构成横向对照。

诗人使用两套笔墨，前后对比，渲染出两种不同的冷暖色调，
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诗人对敌人恨之切，对祖国爱之深，
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了。

四、中国的土地

歌颂祖国，礼赞人民，这是重大题材和古老主题，在一首十
二行的抒情小诗中予以容纳，并且翻旧为新，难度极大，需
要很高的艺术功力。诗人知难而进，努力创造，不懈耕耘，
终于在这片感情的沃土上，培植出一枝独秀的心灵之花。

作品先写中国这块土地的“神奇”——“埋藏着黄金般的相
思”。凡是华夏人民，无论久居故土，还是云游他乡，都永
远思恋着这块土地。它之所以牵动着炎黄子孙的“相思”，
是因为它拥有壮丽的山川、广阔的沃土、悠久的文化、丰富
的物产、绵长的海岸线……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发
祥之地，也是他们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地。杜鹃花、三峡、神
女峰、冻土层、椰子林、海浪……。这些细节，可以视之为
写实，也可以视之为写意，把中国的东西南北、古往今来全
都概括进去。似乎随意拈来，其实经过精心选择，内涵丰富，
诱人遐想。正是所谓“信手新诗落珠贝”。



学生如何学习初三语文

认真疏理一下自己多年来语文学习中获得的知识和学习中的
得失，是初三开学前后必做的功课。那些平时学得较为牵强
的部分，那些至今仍然感觉不甚了了的内容，就应该对之做
一番整理，并予简单摘录，以便在初三阶段重点攻克、全面
解决。

我们知道，语文和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知识点和
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分析的要求，在不同的阶段均呈螺旋形
上升的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以往自己在语文学习中的缺陷，
完全可能在新的学习阶段有多次弥补和彻底解决的机会。学
生的疏理工作做得越是全面细致，缺陷补救、能力提升的可
能性就越大。

一般来说，阅读方面那些属于语文基础部分的内容，如文言
课文常识、文言实词的理解、文句中别字的辨认改正、修辞
方法的识辨、说明方法的理解、文章中相关词语和句子的搜
寻等等，是大多数学生掌握得比较好的;而文章中某些环境或
情景的理解、文中人物或者作者感情的把握、主题的理解及
概括、观点的提炼和表达、对论证或者说明过程的分析等，
就不那么容易透彻、深入地予以掌握了。这些，也往往是不
少学生语文学习中的软肋，需要花大力气去努力掌握的。因
此，如果能在事先充分了解好自身的弱点，从而在初三阶段
的语文学习中进行有的放矢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就必然可
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语文学习中，积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积
累，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是指语文学习重视日积月累。语文知识的丰富、充实，
情感的体验和分析水平的提升难以一蹴而就，要靠平时的积
累，使这些一点一滴地渗入心中，逐渐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久而久之，积累的东西多了，它们就会反反复复在脑中萦回



激荡，进而形成蓄势待发的形态。比如，语文学习中极为重
要的一块——写作，其材料就只有靠自己时时注重生活中的
积累;因为，只有材料的不断丰厚，才能使思想也丰厚起来，
才具备了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

其二，是指积累的面要广一些。对语文学习而言，必需的积
累包括课内和课文学习中重要内容的积累，也包括我们补充
阅读和课外阅读时对书籍、报章杂志等某些内容所做的积累，
甚至可以广义地包括许许多多其他的内容，诸如影视欣赏、
广告宣传、同学讨论、家庭闲聊、诗句歌词等等，举凡可能
和语文学习相关者，都值得我们去注目、去倾听，并有意地
作一些积累。积累的面广一些，理解、分析时心中可以比照
的人、事、物就会多一些，你的思路相对也会拓宽一些，联
想也会丰富一些。

语文学科又是一门知识性、认知性和社会综合性都很强的学
科，它十分重视对观察和思维能力的训练。有一位的教师说
过：“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相等。”这种说法的本质，在于语
文和生活是密切相联的。对社会现象，尤其是那些与中学生
的生活有较多联系的事和物，能否做到仔细观察;对社会和生
活中一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否做到深刻入理，都将会直接
关系到你的理解、分析水平;如果把这些转移到语文学习上，
毫无疑问就会直接对你的阅读理解和表达水平产生非常深刻
的影响。

所以，如果生活中勤于观察，善于用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多思
考、多分析，并且时刻注意把这一过程转化为语言，有时哪
怕这一过程只是口头的，或者仅仅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大致
的轮廓，都将对提高你的语文水平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见，
在思想深处把语文学习和平时勤观察、多主动思考联系起来，
乃是非常重要的。



九下语文谈读书课件篇五

文学常识。

1.重点作家：鲁迅、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安徒生;苏轼、
泰戈尔、韩愈、孔子、蒲松龄。

2.重点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社戏》、《聊斋志
异》、《论语》、《水经注》、《安徒生童话选集》。

3、古诗文默写篇目。

1.王湾《次北固山下》(唐)

2.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唐)

3.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唐)

4.刘禹锡《秋词》(唐)

5.杜牧《赤壁》(唐)

6.苏轼《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宋)

7.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

8.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

9.《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南朝梁)

10.《论语》八则

11.郦道元《三峡》

4、文言文阅读。



重点篇目：《三峡》、《以虫治虫》、《梵天寺木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