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语文散步课堂笔记 七年级
语文散步原文及教案(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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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七年级语文散步课堂笔记篇一

1、知识与能力目标：整体感知课文;继续练习朗读和圈点勾
画，积累语言;锻炼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和想
象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抓住关键语句精读课文，自主、合作、
探究，领悟课文深长的意味。同时借鉴举轻若重、以小见大
的写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文章字里行间的亲情与责任感，
形成尊老爱幼、珍爱亲情、珍爱生命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唤起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导入新课：

师：相信同学们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曾被许多小事感动过：
平平常常的一天，收到了来自远方朋友的祝福，虽然只有淡
淡的一句“你好吗”;伤心失败的时候，一位平常不是特别亲
近的人默默地为你递上一张纸巾，轻轻地对你说“我们知道
你尽力了”。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总能让人读出许多的真
情。在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请大家说说。



请两至三位同学讲述经历，与大家交流。

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莫怀戚的《散步》，看看作者是如
何把生活中最细微的小事写得让人感动的。(多媒体投影“散
步”)

二、诵读课文，整体感悟：

1、朗读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大家推选一名代表和老师比赛，
借助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秋日思雨》。其他同学从以下三
方面给予评判：

(1)音准;(2)句逗的停顿;(3)语气、语调的处理。

2、通过讨论，统一意见：本文基调愉快而深沉;语调平稳，
不亦过高或过低;语气亲切，温和，并含有庄重;语速以中速
为主，第四自然段应快些，第六、八自然段应慢些。

师生互动，形成板书。

三、师生合作，初步发现

1、师生共同探讨第一、二节。

学习第一节：多媒体投影第一节“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
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请同学们轻轻地把这句话读一
遍。(生读第一节)

师：从这样一句话的表述中，你能读出作者在写这句话时含
着的情感吗?自己再轻轻读一遍。

(冰山只露一角。以猜读体味作者的创作，学生以最自然的状
态进入文本的情感世界。)

(不急于让学生回答，给他们时间再次阅读。)



(生轻声读。纷纷举手。)

(既让学生猜想，自然给以一定时间。对开放性的问题，不仓
促评价。努力鼓励学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通常习惯的表达有：

(1)我们一家四个人在田野上散步。

(2)我、母亲、妻子和儿子在田野上散步。

……

归纳比较结果：文章选用的句式有强调的意味，突出“我”
对母亲的尊敬及对一家人的爱，郑重其事地推出一个镜头。

学习第二节：自主发现句式比较特殊的句子;推选用得巧的词
语，体验其中蕴含的真情。

句子：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词语：信服

2、学生归纳本文语言的主要特点。

作者用心选用句式与词语，整篇文章给人一种“举轻若重”
的感觉，使一件平常的生活小事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四、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1、小组学习，圈画交流。

出示要求：在前面学生自己阅读、发现的基础上，圈画后面
几节文字中比较特殊的，也就是有举轻若重感觉的句式与词
语，进一步探究语言。



(小组活动，师生互动。教师适当帮助有疑问的小组，到一定
时候教师要提醒小组及时总结，准备交流。这一阶段也可以
将文章分成几部分，分别交给不同的学习小组探讨，这样有
利于深入推敲每一部分文字。)

2、班级交流，共享发现。

每个小组派代表把最重要的发现与全班共享，可选择一个句
子或一个词语。

可能有的句子：

(1)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这句话从小孩的嘴里出来，显得特别的天真、可爱，可让学
生仿读进行品味。)

(2)我的母亲老了，……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

(教师可不失时机地问：为什么他们都听我的?引导学生探讨)

(3)这南方初春的田野，……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
生命。

(非常普通的景色，在作者的笔下却是那样地富有诗意，并且
使它与庄重的话题“生命”联系在一起，教师可引导学生探讨
“作者为什么看到这田野美丽的春景会想到生命?”“这与前
文写母亲有无联系?”等问题。并让学生动笔仿写，深入理解
语言美。)

(4)我的母亲虽然高大……就是整个世界。

(这是一句有着深刻含义，富有哲理的话，也是文章的主旨所
在，它暗示着中年人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对生活的一种
使命感。在探讨中，应鼓励学生对这句话发表独特见解。)



(培养学生寻找关键语句理解课文主旨的能力，并且通过让学
生自主探究，交流合作，最终挖掘出课文主旨，充分体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探讨中穿插朗读加深学生对课文
内涵的理解。“读是吞食、咀嚼，是最简便同时也是最有效
的阅读方法。”——沈江峰《主体阅读的实践形式探析》)

可能有的词语：

太迟、总算、熬、分歧、责任的重大、委屈、水波粼粼、慢
慢地、稳稳地、仔细

(在探讨这些词语时，主要是要分析这些词语是如何“举轻若
重”的，是如何把小事看成很大的。教师在交流中适当引导，
可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培养他们的发散思维，如：
说母亲过冬天，为什么说成“熬”?母亲和儿子两人意见不统
一，为什么要用“分歧”这个这么大的词?我为什么会感到责
任的重大?假设文中的“我”，毫不犹豫地依从了儿子走小路，
母亲会怎样想?为什么我和妻子要慢慢地、稳稳地、仔细地背
呢?等等。这些都是开放性的问题，教师要尊重学生，鼓励他
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要渗透情感教育，教学生做人的道
理。)

(分享学生的发现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信心与兴趣，把学习的乐
趣、发现的乐趣还给学生。教学目标的真正达成在于学生自
主的发现与交流中。语文教学不仅要注意语言、情感，也要
教学生做人的道理。语文托起的，是一个大写的“人”。)

五、拓展：强化发现

1、与作者原文比较，推进研究。

文章选进教材时删了三处文字，出示这三句话，讨论编者删
改的意图，并且评价删改的效果。



括号内为原文删去的三句话：

(1)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在清明将到的时候死去了)但是春天
总算来了。

(2)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
时那样)。

(3)我决定委屈儿子了，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伴同
母亲的时日已短)。

(教学中，讨论编者的删改意图相对于初一的学生有一定难度，
可以先请学生评价删改的效果，再揣摩编者的意图。)

(教师根据学习情况决定是学生个体独立思考还是小组讨论交
流。教师尽量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养成平等审视的意
识，作者、编者与我们是同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与
发现，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放任思维的潮流。“且
放杜鹃林中啼”，只要合理、能说得通就可以。)

2、调用积累，向课外拓展。

学生先小组交流，然后全班交流。

(这个环节的设计，让学生读与写结合，同时也希望把学生的
关注点引向更广阔的空间。学语文，更应该用语文。用中才
会思学，学也才会其乐无穷。)

六、比较：验证发现

速读课后短文《三代》，和《散步》进行比较阅读。

师：《三代》与《散步》相比较，哪个故事更感动你?说说你
的理由。



(提示：可从情节、主旨、写法和语言等方面任选一个角度)

(比较是研究性学习经常用到的方法，《散步》与《三代》的
主题相近，又有差异，情节差别较大，语言风格也就各有千
秋，这两篇文章作为一组教学材料，比较它们的语言风格，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角度。阅读是个性化行为，“感动”这种
情感更是个性化的，说《散步》更感动人，可以;说《三代》
更感动人，也可以，能言之成理就好。当然，教学中不要赶
进度，来不及1课时完成，可以把这一项任务放在课后，作为
一次研究性的作业，向课外拓展，深入探究。)

七、反思与小结

1、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感悟到了什么?

(由同学谈本节课的收获与启示。)

2、师总结：《散步》是一篇秀美隽永、蕴藉丰富的精美散文，
也是一曲用580字凝成的真善美的颂歌。它是人的心灵在亲情、
人性、生命这三点构成的轨迹上的一次愉悦而高尚的旅行。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就是想让我们珍爱亲情，珍爱生命!最后
我们一起唱首歌，来感受这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亲情。教
师放歌曲《常回家看看》，学生齐唱。

八、作业布置

1、老师的建议：大家把文章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也许
会有更多的收获。

(与父母共读，亦是多角度阅读的一种形式。也是孩子与成人
的一种交流。)

2、观察自己的生活，想一想是否真的有许多值得一写的“生
活细节”?展现语言魅力，描绘生活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