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咏雪教案详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咏雪教案详案篇一

1、情感、态度、价值观：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培养学生
多角度思维的能力和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2、知识与能力：阅读浅易文言文，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能
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

3、过程与方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二、教学重点

诵读课文，多角度的拓展学生的思维。

三、教学过程

（播放刀朗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作为背景音乐。）

多媒体展示雪花纷飞的图片，学生赏析。

然后过渡到问题设计：你觉得雪花像什么呢？用什么比喻好
呢？

进而问他们，既然这样，你们想知道古人用什么来比喻雪花
的呢？从而导入所学课文.

四、整体感知自主探究



1、学生自由朗读，教师作以点拔。

2、学生示范朗读并做以点评。

3、扫除字词上的障碍，请同学们借助注解，读准字音，理解
字词的含义。

4、用学过的“加字法”和“换字法”翻译课文，并试背诵课
文。

五、分组讨论质疑体会

学生按学习小组进行“合作探究，互问互答”。

教师适时点评，自然过渡。

咏雪教案详案篇二

积累常见文言词语，如“俄而”“欣然”“未若”等。并且
背诵全文。

能力目标

结合注释，运用工具书，疏通文意，发挥想象，学习用比喻
的修辞手法描写事物。

情感目标

在情境中感受机智，在朗读中培养语感，引导学生敢于跳出
书本形成创造性阅读。

咏雪教案详案篇三

2、师补充资料。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数十年，此时东晋王朝气数已尽，
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了。当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已
迷恋上道教，面对强敌进犯，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闭门祈祷
道祖能保佑百姓不遭涂炭。后贼兵便长驱直入，王凝之及其
子女都被杀。

谢道韫目睹丈夫和儿女蒙难的惨状，手持兵器带着家中女眷
奋起杀贼，但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此时她还抱着只有三岁的
外孙刘涛。她对孙恩厉声喊道：“大人们的事，跟孩子无关，
要杀他，就先杀我。”孙恩此前听说过谢道韫是一位才华出
众的女子，今日又见她如此毫不畏惧，顿生敬仰之情，非但
没有杀死她的外孙刘涛，还派人将他们送回会稽。从此谢道
韫寡居会稽，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

3、说说听了老师刚才的介绍，你对谢道韫又有了什么新的认
识？

咏雪教案详案篇四

师：同学们，上课前，我们来猜一个谜语：头戴六角帽，身
穿白衣裳，寒冷全不怕，迎风空中舞。

生：是雪。

师：对，是雪。为更直观的看到雪花，现在请我们班的小画
家明晓玉在黑板上画两朵雪花吧。

（生画雪花）

师：画得真好。来点掌声吧！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观察雪花有
哪些特点呢？

生：六角形的，白色的，出现在寒冷的冬天，像白色的花瓣
一样在空中飘舞。



师：同学们描述的`很准确。那么你们觉得那漫天飞舞、飘飘
洒洒的雪花像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才能恰当的比你他们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的两个少年是如何吟咏雪花的。

咏雪教案详案篇五

（一）说教材：

（1）、《咏雪》这篇课文虽然是文言文，但语言文字较为浅
显，而且有一定的故事性，围绕着家庭生活和亲情这一单元
中心，学生理解起来应该说相对容易一些。

（2）、诗词教学从培养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品味来谈也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大到人生态度，小到言谈举止，都有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我确定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是：

1、知识目标：

（1）理解文义，背诵本篇课文

（2）熟记作家作品

（3）积累文言字词，掌握“俄而、欣然、拟、末若”等的词
义

（4）品析文中人物的语??

2、能力目标：

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能力，这一点可以充分
体现新课标的要求

3、情感道德目标：最后是在和睦、轻松、融洽的气氛中感受



亲情。

4、教学重点：

（1）理解文义，背诵课文

（2）品析文中人物的语??

5、教学难点：引导学生去想象，培养创造性思维。

学生情况

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阅历浅，很难独自完成本课的知识学习，
而且互相合作能力较差，主要是以自己的兴趣来学习的。所
以我准备了以下的教法和学法。

（二）说教法

1、情景导入教学

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环境，使学生能迅速进入角色。

2、朗读教学

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通过朗读，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朗
读习惯和朗读文言文的语感。

3、现场演示法

可以更形象的体会优美的句子

4、激励创新讲述，发展思维。

通过这一环节的迁移训练，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而
且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和想象能力。练习的设计能照顾到



全体学生，体现层次性。

5、淡化教师角色，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这堂课教师是作为一个协作者，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指导，大
部分时间都能体现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三）说学法

本人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通过
自问自答、自问他答或老师解答等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四）说教学过程：

一、在导入时应用猜谜语的方法，使学生调整气氛，产生兴
趣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

二、在作者介绍中请学生借助资料加以评说，再有老师确认。
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学生自觉查资料的习惯。实现知识目标的
第二点。

三、在介绍作品时让学生借助资料简单介绍这部书的特点，
及反映的社会思想，鲁迅对它的评价，之后有老师确认。这
样作是为了增加学生的知识点。实现知识目标的第二点。

四、范读正音

朗读是诗词教学的重中之重。朗读有利于记诵，有利于理解，
有利于把握意境，朗读好了甚至可以以读代讲，朗读时要把
握诗词不同风格、不同基调以及文中的断句。在这部分教学
中学生可以提出把握不准的字音，字义，词义及句义，然后
让其他学生解答。之后老师在作确定。最终达到正音，疏通
文意，理解文意的目的。这样做是为了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



现出来。让学生自己去解决课文中的内容培养其自学能力。
实现知识目标的第三点，突破教学难点。

五、赏析部分

一是对句子的赏析尽可能的再现当时的情景。如在赏析兄子
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和兄女曰：“末若柳絮因风
起”这两句话时可以现场在空中撒一把盐和用白纸剪的雪花。
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产生兴趣，让学生更生动形象的的赏析
句子。来达到赏析的目的。

二是对课文内容的赏析，来把握课文的故事性和文中体现的
家庭亲情。在这一部分教学中，让学生提前准备好话剧，在
课堂上进行表演。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自己体会文中的内容
和所体现的亲情，来达到赏析的目的。

这样课文的主要内容就交代清楚了，把这堂课上成家庭中的
讨论和现场表演。来实现知识目标的第一点和第四点以及道
德情感目标。突破教学重点。

六、拓展延伸

1、让学生通过举古人咏雪时所用的比喻句。来增丰富学生的
语文素养，感受古人是怎样通过想象来写诗句。为下面的想
象练习打好基础，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2、总结概括运用比喻，想象来进行句子的仿写。这样可以让
学生通过练习清楚比喻句不仅仅是形似还要神似。然后让学
生将英文中的26字母通过想象，运用比喻加以表达，如：a是
一座金字塔，代表进取。c是未满的月牙，代表缺憾等。这样
可以突出了学生之间的个体思维差异和个性特点。实现能力，
突破教学难点。

七、随堂练习



经过随堂练习来巩固学生对课本的知识记忆。

八、作业

1、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课文。

2、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营造一个和谐，轻松，融洽
的家庭气氛。

九、板书基本上是按行文思路来安排的，这样安排

一是便于总结写作特点；

二是便于学生按思路记忆背诵。

作为青年教师尽管我很尽心的准备了这节课，但是我知道肯
定还有很多不足。所以敬请各位老师多提宝贵的意见，给我
们年轻人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