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在山的那边说课稿 在山那边说课
稿(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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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在山的那边说课稿篇一

本单元是七—九年级阶段语文学习的第一单元，这篇课文是
当代诗人王家新借童年的想望和困惑，用“山”与“海”这
两个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自己成长中的人生感悟，
并启示人们要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百折不饶，坚持奋斗，要
不停的翻过无数座山，要一次次战胜失败和苦难，才能达到
理想的境界。对刚入中学的初一学生来说，这首新诗很有吸
引力，在小学他们接触更多的是格律诗，这首新诗语言美，
富有节奏韵律，会给学生们一个全新的感受，并产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

本单元以人生为主题，五篇课文都是抒写人生感悟的精彩篇
章，这在起始阶段具有定位、定势的意义，对形成学生的正
确地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积极和深刻的影响。教师一定要
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为目标，牢牢把握语文的工
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
取精神，努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人，让他们在愉悦的氛围中迸出思维的火花，体
验对人生的感悟，培养乐于探究的学习习惯。

根据诗歌的文体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根据新课标要求培养
学生“具有一定语言感受能力,初步具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
力”结合本单元教学目标和教材自身特点,我把本课的能力目



标定为:

1、初步了解诗歌常识，反复朗读，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2、理解、积累痴想、凝成、诱惑、喧腾、一瞬间等词语，学
会运用；

3、学习象征的手法。根据新课标要求：鼓励学生多诵读，在
诵读实践中增加积累，发展语感，加深体验与领悟。语文教
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

我把本课的过程和方法目标定为:

1、学会朗读、品味诗歌语言。

2、在理解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感悟诗歌。

3、领会诗中“山”、“海”艺术形象蕴含的意味。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感悟人生，学习诗人对人生的思考所得到的启迪；

2、树立正确的理想，积极乐观的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确
定此目标的依据是：新课标中强调了要重视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正确导向，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
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
要内容）。

新课标要求“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根据诗歌的文体特
点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为：反复朗读课文，品味语言；本
诗的难点是：对诗中无数座山的理解；新课标要求初中学生
在阅读时能够了解常用的写作手法,体会它们在课文中的表达
效果,为此我特确定本课的关键点是：理解文中“山”
与“海”的象征意义。



我面对的是刚进入初中的学生,他们对初中语文的学习还处于
一个适应期.对刚入中学的初一学生来说，这首诗很有吸引力，
一方面他们要从小学生过渡为中学生，有很多困难等着他们
去克服，另一方面诗的第一节诗人以一个孩子的语调来写，
能调动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学生一般能较好地把握诗中的
山与海的象征意义，但对诗中“无数座山”的理解，对实现
理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往往估计不足，需要教师因势利导，
突破难点。

本课是整个初中阶段语文学习的第一课，对贯彻课程标准和
整个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教师一定要着眼于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牢牢把握语文课程的工具性
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
精神，努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作课
堂的主人，教师只是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朗读训练，调动学生情感来理解作品。具
体教学过程如下：

一、导入课文：

联系地域特点，提问：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而是生活在苍
茫的大山里，同学们会想些什么呢？引发学生想象山里孩子
的想望，搭起通向作者心灵的桥梁。

二、出示学习目标：

三、查生字词预习情况：

初一是起始年级，一定培养学生打好基础，不能忽视认字、
写字的训练。

四、整体感知课文：



学生通过朗读，自己主动品味揣摩语言，从中发现问题共同
探究赏析。

请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这首诗给自己的启示，引
导学生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能走过文字的桥梁，用自己的心
灵与诗人沟通达到共鸣，从而获得美的享受，有益的人生启
示，丰富自己的个性，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以“我终于见到了大海”为题，写一段话，把自己的体会和
收获表达成文字。

在山的那边说课稿篇二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在山的那边》。

这篇课文是整个初中阶段语文学习的第一课，因此对今后的
语文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新课改理念的开端，所
以在教学中我们要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牢
牢把握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要充分激
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努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在教师的引导与组织下使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
的主人。

主要内容是当代诗人王家新借童年的想望和困惑，用山与海
这两个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自己成长中的人生感
悟，并启示人们要实现远大的理想，达到理想境界，必须百
折不挠，坚持奋斗，要不停的翻过无数座山，要一次次战胜
失败和苦难。

因此在教学中，我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朗读课文，品味语言。注重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诗
句，在朗读中品味，感受诗歌的内涵。



2.注重理解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句意，结合自身
实际了解作者的思想。

3.把握诗中山与海的象征意义，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
学生敢于拼搏，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

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一、导入课文：

二、出示学习目标：

三、初读课文，解决字词障碍。

教学生学会预习，掌握常用字的书写。

四、整体感知课文：

学生自由读课文，与小组合作朗读，探究。

学生朗读感悟，老师指导朗读。

五、研读赏析：

学生朗读，教师引导品味揣摩语言，共同探究赏析。

六、体验反思：

请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这首诗给自己的启示，引
导学生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能获得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而充
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七、作业：

以“我终于见到了大海”为题，写一段话，把自己的体会和



收获表达成文字。

在山的那边说课稿篇三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我说课的题目是《在山的那边》，选自人民教育出版
社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下面我就按说教材、说教
法和学法、说教学程序、说板书设计四个部分四个方面来对
本课进行说明。

1.教材分析：

本课是整个初中阶段语文学习的第一课，对贯彻课程标准和
整个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教师一定要着眼于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牢牢把握语文课程的工具性
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
精神，努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作课
堂的主人，教师则做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诗人王家新借童年的想望和困惑，用山与海这两个有象征意
义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自己成长中的人生感悟，并启示人们
要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百折不挠，坚持奋斗，要不停的翻
过无数座山，要一次次战胜失败和苦难，才能达到理想境界。

2.教学目标：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要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要
注重知识、能力、情感之间的联系”，结合本单元特点，我
把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定为：

(2)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诗歌的正确方法，激发学生为
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奋斗的情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作者“为理想而奋斗”的思想情
怀，联系生活，感悟人生。

3.教学重难点：在朗读训练中品味揣摩语言，体会对无数座
山的理解。

4.学情分析：对刚入中学的初一学生来说，这首诗很有吸引
力，诗人以一个孩子的语调来写，能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
学生一般能较好地把握诗中的山与海的象征意义，但对诗
中“无数座山的理解,对实现理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往往估计
不足,需要教师因势利导、突破难点。

1.创设情境法：诗以情成篇，以情动人，所以在教学中，我
力求酝酿一种利于调动学生思维，引起共鸣的氛围。如上课
时，采用多媒体课件播放大山绵延不绝的画面，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范读时，以钢琴曲《海边的星空》配上优美的画面，
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带给学生身临其境之感;讲析中，采用
直观形象的板书，以促进学生的理解。

2.朗读指导法：有感情地朗读是诗歌朗读的最高境界，但对
初一学生来说较难达到，因而应加强朗读指导，我将通过示
范读、指导读等形式从停顿、节奏、情感等方面入手教给学
生朗读技巧。

3.点拨法：《新课标》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而老师则
是学生的引导者，因而诱导思维，指点迷津、宏观调控应是
教师的主要任务。

说学法：

1.朗读法：通过反复朗读，理解诗歌的情感及凝炼形象的语
言。

2.联想想象法：学会展开联想与想象，欣赏诗歌优美的意境，



精炼准确的语言，培养审美情趣。

3.尝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对诗中意象含义的理
解，对语言的品味及情感的把握，都应在自主学习的前提下，
通过合作探究达成目标。

导入课文：

我们从小聆听着黄河雄壮的涛声长大，看惯了滔滔河水奔涌
向前的气势，却对巍峨挺拔的大山充满了向往。如果我们生
活在大山里，每天抬头看到的只有高耸入云的大山，苍苍茫
茫，绵延不断，你会想些什么呢?(课件播放大山的画面)

(此环节意在设置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

反复朗读，整体感知：

此步骤共分三大环节：初读，求流利;再读，显技巧;三读，
含感情。

第一环节以学生为主，通过反复朗读达到正确、流利的要求;
第二环节以教师指导为主，通过范读、指导读等形式引导学
生掌握朗读技巧;第三环节需要在品味语言的基础上达到要求。

研读赏析：学生通过朗读,自己主动品味揣摩语言，从中发现
问题共同探究赏析。

体验反思：请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这首诗给自己
的启示。引导学生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能走过文字的桥梁，
用自己的心灵与诗人沟通达到共鸣，从而获得美的享受，有
益的人生启示，丰富自己的个性，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布置作业：以“我终于见到了大海”为题，写一段话，把自
己的体会和收获表达成文字。



翻越重重高山的过程是艰难的，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只要肯付出努力，碧蓝的大海就会展现在你们眼前。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饱含感情的齐声诵读最后八句诗。

(在朗朗的读书声中结束本课的学习)

人—— 山—————— 到————————————海

铁青、无数——————到达——————————全新的
世界

(困难挫折)

奋斗之路—————漫长、艰险、曲折、起伏———奋斗目标
(理想的世界)

在山的那边说课稿篇四

《在山的那边》是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一篇
文章。本单元的课文都是以人生为主题，都是抒写人生感悟
的精彩篇章，是作者对人生的憧憬、体验和思考。阅读这些
文章，可以融会贯通，引导学生体味人生，关爱生命。

《在山的那边》是当代诗人王家新的一首现代诗。语文课程
标准对诗歌教学提出明确要求：“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
想象诗歌描绘的情感。”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学习时不
应过多的讲解诗歌的理论知识，而应该把重点放在朗读及品
悟主题上，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
取向，同时也应注意学生在学习过程的独特体验。

我面对的是刚进入初中的农村学生，他们对初中语文的学习
还处于一个适应期。对刚入中学的七年级学生来说，这首诗
很有吸引力，一方面他们要从小学生过渡为中学生，有很多
困难等着他们去克服，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农村学生，他们渴



望农村以外的生活，这符合诗的意境，也能调动他们自己的
生活经验。学生一般能较好地把握诗中的山与海的象征意义，
但对诗中“无数座山”的理解，对实现理想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往往估计不足，需要教师因势利导，突破难点。

根据上述的教材和学情分析，我制定如下的教学目标：

1、积累“痴想、隐秘、铁青、凝成、诱惑、喧腾”等重点词
语。（要求学生在预习中完成）

2、了解现代诗歌的一些知识，如象征手法，比喻的修辞方法。

1、以自主学习为主，以辅导学习为辅，掌握课文内容、作者
情感。

2、以精彩朗读带动对作者情感和语言的感悟。

3、用品味图片的方法加深对“山”和“海”艺术形象的感悟。

1、体会作者鼓舞人们百折不挠、坚持奋斗，到达理想境界的
情感。

2、在学习中获得美的熏陶，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因为本文是一篇浅显的现代诗歌，其重点应该放在朗读和主
旨的感悟上，所以我的教学重难点这样安排：

通过朗读来品味揣摩语言，理解诗歌的思想情感。

理解诗歌中大海、群山的象征意义，深入体会战胜困难的长
期性和艰巨性。

这是一篇比较浅显的诗歌，应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加深
理解与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情感启
迪”，“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同时在教学



中通过多媒体观看一些实物图片，以增强感官的效果，因此
采用如下教学方法：

1、创设情景法

2、朗读指导法

3、诱导点拨法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采用这样的学习方法以求更好的完成教学
目标。

1、朗读法

2、联想想象法

3、尝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依据上述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并以语文学科的特性和学生
的主体性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我设计了如下环节来完成这
一课的教学。

1、导入

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激发学生思考
和学习兴趣。

“同学们，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平原地区，而是生活在周围
满是大山的山区里，你会想做什么？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诗人
王家新的诗歌，感触一个山里的孩子的内心感悟和成长历程。
”

1、检查基础知识的预习，借此扫清文字障碍，更好的理解诗
歌内容和情感。



2、感受“山”“海”之行

（1） 教师配乐范读课文，学生在在听读中划出有
关“山”“海”外观的语句。

（2） 配合诗句，展示相关图片，如无数座相连的山，海涛
汹涌的大海等，使学生对山、海有初步印象。

3、感受“山”“海”之形

（1）学生齐读课文，注意读音和停顿。

（2）2个学生合作朗读课文，每人一句，其余学生做评价、
指正。教师适时指导朗诵，包括读音、停顿等。

这样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与体验，想象诗歌
描绘的意境，这一环节能让学生在评价朗读的同时想象意境，
感知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情感。

1、感悟“山”“海”之神

再次朗读诗歌，思考问题

（1）、“我”小时候为什么想见山那边的海？见到了吗？

（2）、怎样才能见到“海”？见到海的心情如何？

这一环节鼓励学生自主、合作、研究，深入理解“山”
与“海”的象征意义，体会战胜困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感
悟诗歌主旨。

1、拓展延伸，感悟大海

以“我终于见到了大海”为题，写一段话。给学生提示：这
个大海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可以是甜美的，



也可以是苦涩的。

这一环节的设置体现了“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培

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学理念，这是结合课文
的一次练笔，让学生结合本文的象征写法，发挥想象，创造
出自己心中的大海。

2、读文悟意境

配乐师指名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其余学生闭眼体会意境，结
束本课学习。这一设计既能让学生生动地在脑海里浮现本节
课所学的内容，又能通过配乐朗读的方式感受语文的审美情
趣。

在山的那边

王家新

群山 比喻

海 比喻

爬山 比喻

象征手法

重重困难 理想境界 艰苦奋斗

在山的那边说课稿篇五

今天，我说的内容是《在山的那边》。这篇课文是人教版七
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



本课是初中语文学习的第一课，对贯彻课程标准和整个初中
阶段的语文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教师一定要着眼于“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牢牢把握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
性相统一的特点。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努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作课堂的主
人，教师只是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这篇课文是当代诗人王家新借童年的向往和困惑，用山与海，
这两个含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自己成长过程中的
人生感悟，并启示人们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百折不挠，坚
持奋斗，要一次次战胜失败和苦难，才能达到理想境界。对
刚入中学的初一学生来说，这首诗很有吸引力。方面他们要
从小学生过渡为中学生，有很多困难等着他们去克服，另一
方面诗的第一节诗人以一个孩子的语调来写，能调动他们自
己的生活经验。学生一般能较好地把握诗中的山与海的象征
意义，但对诗中“无数座山”的理解，对实现理想的长期性
和艰巨性往往估计不足，需要教师因势利导，突破难点。

根据诗歌的文体特点和学生的情况，我制定了两个学习目标：

1朗读课文，品味语言

2联系生活，感悟人生。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朗读训练，调动学
生情感来理解作品。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联系当地的地域特点，提问：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海滨，而
是生活在苍茫的大山里，同学们会想些什么呢？引发学生想
象山里孩子的想望，搭起通向作者心灵的桥梁。

初一是起始年级，一定培养学生打好基础，不能忽视认字、
写字的训练。

学生通过朗读，自己主动品味揣摩语言，从中发现问题共同
探究赏析。



请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这首诗给自己的启示，引
导学生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能走过文字的桥梁，用自己的心
灵与诗人沟通达到共鸣，从而获得美的享受，有益的人生启
示，丰富自己的个性，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以“我见到了你了，大海”为题，写一段话，把自己的体会
和收获表达出来。（400字左右）

我选择提要式板书，它可以把课文内容的要点从文中提炼出
来，这样的板书，可以以纲带目，牵动全篇，具有很强的概
括性和整体性。它具体简洁，有助于学生对诗歌的抽象内涵
的把握，便于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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