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散步说课稿 散步一等奖课堂实
录(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散步说课稿篇一

生：是中心、核心。因为我是强壮的，高大的。

师：这个分歧，“我”觉得容易解决吗?为什么?

生：不容易，左右为难，因为找不出两全的办法。

师：最终我决定怎么办?

生：委屈儿子，走大路。

师：为什么?

生：因为我伴同他的时间还长。

师：从这个决定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我”对母亲的——

生：孝顺。

师：问题结束了?

生：母亲改变了主意，走小路。

师：从这个改变中，可以看出，母亲对我的儿子无比的——



生：关爱、爱护、疼爱。

师：用一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

生：爱!

师：总结一下，这一家人真有意思：年纪老的、大的对年纪
小的态度是——

生：爱。

师：年纪小的，大的对年纪老的态度是——

生：孝顺。

师：用一个词概括他们一家人的关系：

生：温馨和睦、尊老爱幼。

师：概括得不错。

师：小路有意思吗?

生：有意思。

师：怎么有意思?

生：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
粼的鱼塘。

师：小路平坦吗?

生：不平坦。

师：不好走的地方怎么办?



生：我背母亲，妻子背儿子走。

生：因为是小路，路不好走，怕母亲摔着了。

生：我觉得他们走的不仅是平常的路，不仅是散步，同时也
在走过人生之路，所以走得仔细。

同学们能理解“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
界”这句话吗?

师：同学们，你们是家的一份子，也是世界的一份子，学了
这篇文章之后，你懂得了什么?

生：要尊老爱幼、和睦相处。

师：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尊老是人类高尚的情
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正如培根所言(教师出示投影：哺育
子女是动物也有的本能，赡养父母才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之
举——英培根。

生：读格言

师：下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联系你的生活体验，说
说生活中能展现亲情的故事。(展示投影内容，学生思考)

师：我们对天下所有老人都应承担一种责任，老吾老及人之
老，关爱老人是每个人来应尽的责任。

这节课我们通过品味文章的语言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浓浓的亲
情、尊老爱幼高尚情感，认识到每个人所应担负的责任。

师：最后请齐唱《常回家看看》。



散步说课稿篇二

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散步》，作者莫怀戚。下面我将从说
教材，说学情，说教学目标、说教学方法、说教学设计、说
板书设计六个方面来对本课进行说明。

《散步》选自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三课。

这篇课文写的内容是：一家三代人在初春的田野上散步
的“生活细节”。 这篇课文的特点是：选择充满爱的内
容——一家人在田野间散步；运用充满爱的语言——平淡自
然但却感人细腻，以小见大；表达充满爱的情感——儿子。
对母亲的孝敬之情。

学生需要从中学到的是：选择个性化的内容，运用个性化的
语言，表达个性化的情感，加深对亲情的认识和体会，提高
语文素养。

初一的学生，已经基本具备了相应的学习基础。在认知上，
对散文的内容选择、语言运用、情感表达等已经有一定的了
解；在情感上，对亲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体会。

学生需要采用的学习方法：诵读法、体验法、探究法等多种
自主学习的方法。

结合单元教学要求和本课特点，依据新课标中“知、过、
情”三个维度，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知识与能力方面：第一，能说出内容选择的特点和方法；第
二，能阐述语言 运用的特点和方法；第三，能解释以小见大
手法的运用和效果。

过程与方法方面：第一，能在学习课文内容的过程中运用诵
读涵咏的方法；第二，能在体会课文情感的过程中运用入情



体验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第一，能体会作者家人之间深沉的
爱和尊老爱幼的美德。

其中的教学重点是：能阐述语言运用的特点和方法。 教学难
点是：能解释以小见大手法的运用和效果。

我将采用提问法、讲授法、点拨法、多媒体展示法等服从于
学生学习需要的方法。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我将教
学过程设计为以下六步；

第一步、激趣导入

我将设计如下导入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体
现了一种道德规范，也体现着人世间美好的情感——亲情。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沐浴着亲情，平时的围桌吃饭，生
病时的嘘寒问暖，成功时的拥抱、失败时的安慰。生活中任
何意见小事都能透出浓浓的亲情。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作
者莫怀威的家，陪他们一家三代去散步，去分享他们浓浓的
亲情。

第二步、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让学生自由诵读课文，整体感
知文章内容和情感。目的是为接下来的学习打好基础。

第三步、一研习个性化的内容

这个环节我将让学生再次阅读课文，边阅读边思考本文写了
什么内容？这些内容有什么总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体会文
章充满爱的故事情节。设计意图是培养学生整体的感知力。

第四步、二研习个性化的语言



在这个环节中，我将让学生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语句，以小组
的形式互相赏析品评。最后

说说本文语言有哪些特点？表达效果是什么？又有什么总的
个性化特征？让学生在讨论和分析中体会文章语言的特点，
即一个“爱”字，从而培养他们敏锐的判断力。

第五步，三研习个性化的情感 让学生四读课文，说说表达了
什么样的情感？又有什么个性化的特征？并通过和课后练习
中的“三代”一文进行比较，进一步理解本文的妙处。设计
意图是让学生通过比较感受本文充满爱的情感美，加深对亲
情的理解和体会。

第六步、总结课文，拓展训练

我将和学生一起总结文章个性化的内容、语言、情感。并在
课后布置写作训练，让学生模仿本文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找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写一个片段。

散步说课稿篇三

师：下面呢，大家把书翻到第六页。第六页是诗两首，我们
先看第一首。戴望舒的《雨巷》(板书)。这是一首现代诗，
大家先把这首诗读一读吧。

生：(读诗)。

师：好，我找一位同学来把这首诗读一遍。这位同学读的时
候呢，其他同学思考一个问题：这首诗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
故事?请你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哪位同学主动来读一下，
主动来读一读，哪位同学?你来吧。

生：(读)。



师：恩，读得很流畅。好，请坐。“她静默的走近”，“他
静默的远了,远了”(订正)。

生：(笑)(窗外传来鸡鸣声)

师：请大家把这个问题思考一下。(窗外的鸡鸣声此起彼伏)

生：(思考)。

师：哪位同学想好了?请一位同学。哪位同学?最好自己站起
来，人家喊你站起来吧，有些同学说：我想好了，你又不喊
我;有些同学说：我没想好，你又喊我了。那你来说说吧!

生：写的是作者独自在一个寂寥的雨巷里，希望找到一个像
丁香一样完美的一个代表吧。

师：一个代表?一个姑娘吧!

生：一个姑娘。然后呢，他希望她有着所有丁香有的特点。

师：很好奥。诗人啦，他在一个寂寥的雨巷呢，希望逢着一
个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我们把这里的关键词找出来。是哪个
啊?关键词?就是她刚说的那句话里的关键词。

生：逢。

师：有些同学说“逢着”，故事一般要交代?

生：背景。

师：时间，地点。

生：人物。

师：人物吧。



生：丁香。

生：寂寥的雨巷。

师：雨巷(板书)。“我”就是诗人(板书)，还有呢?

生：姑娘。

生：见过。

师：你家有?什么叫巷子，就是两座屋之间，中间那个过道，
对吧!

生：议论。

生：寂寥。

生：寂寞。

师：恩，寂寥(板书)。为什么巷子是寂寥的啊?没有什么人。

生：没人。

师：还有什么特点?

生：悠长。

生：北京。

师：有同学说北京有，北京的什么啊?

生：胡同。

师：胡同。



生：湖南。

师：湖南也有。在哪里啊?

生：长沙。

师：长沙。

生：余杭。

生：周庄。

生：电视。

师：电视剧里面看到。很悠长、很幽深。还有呢，啊?

生：凄婉。

生：颓圮。

生：古老。

生：寂静。

师：寂静。寥呢，什么意思啊?

生：(沉默)。

师：没带字典啊?

生：带了。

师：带了字典查查。什么叫寥?字典应该人手一部诶。

生：稀疏。



师：啊?它不止一个意思吧?

生：空旷静寂。

生：惆怅。

生：迷茫。

散步说课稿篇四

生：彷徨。

师：彷徨(板书)。而且，怎么样?前面还有一个词。

生：忧愁。

师：没有“忧愁”诶。

生：独自。

师：独自的。他是一个人，很彷徨。什么叫彷徨啊?查查嘛!

生：游移不定。

师：游移不定，就这一个意思啊?

生：不知道往哪里走。

生：抽烟。

师：抽着烟，一动不动，是吧!有的呢，走来走去的。说明他
很苦闷，一个人苦闷的时候，肯定是心里面有事情，所以，
作者呢，他是带着这样一个状态啊，来到这个雨巷的。读到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下雨天，诗人不在家里呆着，到这里
来干嘛?他可以在家里啊，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静静的思考，



或者说找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没有雨的地方，独自一个人坐
一会儿消解苦闷。那他为什么要来到雨巷呢?你来讲讲(这生
在轻轻说)。

生：他到这里来找一些支撑他精神的力量的。

师：他是到雨巷里面来找一些精神的力量了。雨巷为什么能
够给他一种精神的支撑呢?

生：他以前生活过。

师：“他以前生活过”。一般我们小时候的接触过的事物啊，
他都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是吧!你们现在可能感受还不深，
等你们再过一些年，或者说远走他乡了，在那个时候如果遇
到什么事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人
和事往往能够给你很大的精神支柱的。所以啊，诗人比较愁
苦的时候呢，他到他最熟悉的或者说最怀念的巷子中来了。
来寻找精神安慰和精神支柱。好，请坐。讲得很好。我们读
诗啊，就要有感觉。感觉出来了。这首诗，就好理解了。据
学者考证，诗人小时候生活在杭州，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大巷
子，小巷子，曲曲折折的巷子，这个地方应该给他留下了一
些美好的回忆吧。下面他说到，“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
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他一个人来到这巷子里面，他果
然啦，要找什么呢，他要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姑娘”。

生：(喃喃自语)。

生：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

师：你先找奥，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讲，好吧!他要找的这个
姑娘有什么特点啦?

生：(思考)。



生：哀怨。

师：啊?哀怨。恩，哀怨的。

生：忧愁的。

师：忧愁的。

生：冷漠的。

师：冷漠的。

生：凄清的。

师：凄清的。

生：彷徨的。

师：彷徨的。

生：凄婉的。

师：凄婉的。

生：凄婉迷茫的。

师：凄婉迷茫的。我们就拿一个词语来概括一下，总之呢，
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啊?

生：愁怨的。

生：芬芳。

生：美。



生：丁香。

师：像丁香一样的美。丁香花大家见过没有?

生：见过。

师：见过啊，你见过，你给我描述一下，丁香花是什么样的?
你站起来跟大家讲，怎么样?(不愿意站起来)。那你描述一下
吧。

生：在一起的(用双手比划着：包在一起的形状)。

师：一串串，一簇簇的，对吧!还有哪些同学见过丁香花啊?
啊?(小声说。)我们这儿种植得不多。

师：恩，像这种，一簇一簇的(点击网上的图片)。基本上都
是什么颜色啊?

生：紫色。

师：以紫色为主，对吧!

生：还有白色。

生：白色。

生：白色的。

生：白色的好看。

师：这种紫色也好看。

生：这种好看。

生：还有那种茶绿色。



师：戴望舒当年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处在风华正茂的年
纪呢，每个年轻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成功，事业有成。但是在
整体大环境不好的前提下呀，他的个人前途呢，或者说他的
理想呢，他可能感觉到很迷茫。但即使在自己眼前一片迷茫
的时候，他依然对未来怀有希望。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来读一读这些文章。你会受到很多的启发。他们这些人，
奥，都是在困难面前啦，表现得很坚强的。当然要做到，并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说人毕竟是肉体之躯，不是钢铁
做的。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够承受得住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但
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人承受下来了。所以这些人是不是给我
们很大的鼓舞啊。当我们处在困境中，处在挫折中，这些人，
这些斗士们啦，他都能给我们提供以精神的支柱，就像刚才
那位同学所讲的，精神的慰藉。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下课。

散步说课稿篇五

师：儿子让你去你就去了。

“母亲”：儿子小时候很听话，很孝顺，我信任我儿子。

师：观众朋友们，听了上面的话，你觉得母亲是怎样的人。

生1：温和。

生2：善良的人。

生3：是一个慈爱的人。

师：请问作者，母亲不愿出来，你为什么要劝母亲散步。

“作者”：母亲身体不好，应多出来活动活动，这样有利于
身体健康。



师：观众朋友，从这点看作家是个孝子，除了他讲的上述原
因外，你还能从文章中想到哪些因素。

生1：为了促进一家人良好的感情。

生2：为了看到美好的春天。

“小家伙”抢答：为了享受春光。

师：噢，小家伙也知道，请问作家是这个原因吗?

生读：“这南方初春的……生命”

师：这跟散步有什么关系。

“作者”：散步的意义就是享受春光，春天富有朝气有活力
很容易联想到生命，生命就应该像春天一样。

师：于是你们一家人就一起看春光去散步，走着走着小家伙
突然叫起来，(问小家伙)你说了什么。

“小家伙”：走小路(生笑)噢，不是。前面是妈妈和儿子，
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师：观众朋友，喜欢小家伙吗?

生：(齐)喜欢。

师：为什么?

(抢答)

生1：聪明

生2：可爱



生3：天真

生4：机灵

生5：单纯

师：我也非常喜欢小家伙。(生笑)后来在散步中发生了分
歧……

“母亲”：我要走大路，大路平顺。

“小家伙”：我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

师：妻子呢?

“妻子”：我听丈夫的。

(生笑)

师：现在决定权落在你身上，你想到了什么。

“作者”：我感到责任重大。母亲老了，她很习惯听我的话，
儿子还小，他也听我的话，妻子在外面总听我的。

师：最后你作出决定。

作者：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间还长，所以我
说走大路。

师：作家的决定，委屈了儿子，观众朋友，在这里看出作家
怎样的思想。

生1：孝敬老人

生2：也疼爱儿子



生3：尊老爱幼

师：但是事情在这时又发生了变化。

(“母亲”伸手，“小家伙”把头伸过去，摸摸小脑瓜，生

笑)

“母亲”：我改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

生1：疼爱孙子

师：仅此而已。

生：对儿子的理解体谅。

师：很好，还有吗?

生：母亲也喜欢这一片春景。

师：然后一家人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走去，故事的高潮就在
这里发生，请问作家，使你感受最深的是哪个情节。

“作者”：我背母，妻背子。

师：这时你有何感想?

“作者”：我和妻子慢慢地走着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
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师：妻子呢，有何感想。

“妻”：我也同样感受到我们一家人的亲情和肩负的重任。

师：感谢一家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请回。从散步的故事我
们感受到至真至纯的亲情，现在请同学们再次品读结尾句，
研讨交流结尾句的含义。



(生读、研讨、师巡视)

生1：结尾表现一家人和睦幸福、互敬互爱的情感。

生2：赞美尊老爱幼的美德。

师：一家和整个世界怎样联系到一起的?

生1：一个个家庭组成整个世界，只有家庭美满，世界更美

好。

师：很深刻，这和妻子有关系吗?

生：我和妻子都是背的人。

师：这又表明了作为一个中年人应该怎样做。

生1：尊敬老人

生2：赡养父母

生3：还要抚养孩子。

师：他们要担负赡养父母，抚养孩子的责任。

请同学们一齐朗读最后一自然段，并用心体会。

生齐读：“这样……整个世界”

(讨论片刻，师请同学总结)

学生：我为了母亲的健康，并共同享受春光这是散步的缘由，
散步中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儿子要走小路。我决定
走大路，但母亲却说走小路，表现一家人互敬互爱、互相理



解体谅。(师板书：理解、体谅)

师：在散步的过程中，我背母，妻背子的情景最为感人，背
景是一片春光，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可以给它加个题目：

生l：背母、背子图

生：(几个)不太好。

生2：春光图

师：我给起个题目叫春日散步图，这样一幅画，最生动感人，
最能表现人间至爱亲情。

(板书：春日散步，人间至爱)

四、拓展迁移，实践创新

师：诗人顾城有一句诗：“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
来寻找光明。生活中到处充满爱，你要用心感受生活，才能
发现生活的美。从本文中，我们学到了哪些知识有利于作文
呢，请同学读屏幕上的1、2。

(放置卡片、屏幕显示)

生主动站起来读：1、本文写家庭生活并未从大处着眼，只是
选取了“散步”这生活的一角，表现一家人互敬互爱的真挚
感情，赞扬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2、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
所谓真情实感，就是如实地反映客观生活，切实写出个人的
内心感受和体验，真挚的情感离不开生活的真实，事真，情
切，才会具体感人。

师：这节课开始时，同学们说都散过步，散步给你带来了精
神享受，回家后请同学忆回忆，你看到、感受到哪些令人心



动的情景，写一篇小记，别忘了诗人顾城的话，一起读。

生：(齐读)(屏幕显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
寻找光明。

师：这节课到这儿，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