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 初中语
文教案设计方案人教版语文教案(通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文章的的感人之处。

2、进一步学习人物的塑造方法，并训练初步赏析人物的能力。

3、认识战争的残酷性，从而培养热爱和平的情操。

教学重点：

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揣摩意义深刻的语句。学习结合情境分析人物的能力。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设想：本文是一篇战地通讯，但文章却是什么的感人，
教学中可以抓住蜡烛这一条线索。结合环境背景，让学生感
受到南斯拉夫老妇人的形象。同时也领略烛光的象征意义，
启发学生热爱和平憎恶战争的思想。教学中对于二战中纳粹



的暴行可以有适当的介绍，当有助于学生的认识。

课前准备：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或者是根据拼音写汉字：

贝尔格莱( )德、(f )( )晓、瓦(l )( )、地(ji o)( )、(p f )( )、衰( )
老、( )( )头、屏( )障、颤(w i wi)( )、(j )( )躬、赞(y )( )、
绸(du n)( )、(f l ng)( )、惊(h i)、( )、晨(x )( )

2、辨析下列多音字：

(1)散：散( )文;散( )步

(2)削：削( )去;剥削( )

(3)间：间( )距;间( )歇

(4)迫：迫( )击炮;急迫( )

(5)晃：晃( )眼;摇晃( )

(6)堡：堡( )垒;十里堡( )

(7)揣：揣( )在怀里;揣( )测;

挣揣( )

3、辨析形似字：

(1)瓦砾( );闪烁( );众口铄( )金

(2)契( )约;挈( )带;锲( )而不舍

(3)地窖( );窑( )洞;窟( )窿



(4)枝柯( );孟轲( );坎坷( );

苛( )刻;百舸争流( )

(5)揣( )测;踹( )开;喘( )气;

湍( )急;祥瑞( )

4、词语积累

(1)烧灼：烧、烫，使受伤(2)珍藏：认为有价值而妥善地收
藏;(3)穿越：通过;穿过。(4)目睹：亲眼看到。(5)拂晓：天
快亮的时候。(6)瓦砾：破碎的砖头瓦片。(7)地窖：保藏薯
类、蔬菜等的地洞或地下室。(8)匍匐：爬行。(9)精疲力竭：
形容非常疲劳，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竭，尽。(10)名副其实：
名称或名声与实际相符合。副，符合。(11)耸立：高高地直
立。(12)柔和：温和而不强烈。(13)闪烁：(光亮)动摇不定，
忽明忽暗。(14)肃立：恭敬庄严地站着。(15)颤巍巍：抖动
摇晃(多用来形容老年人或病人的某些动作)。(16)肃穆：严
肃安静。(17)永垂不朽：(多指姓名、事业、精神等)永远流
传，不磨灭。垂，流传。朽，腐烂。

5、作者简介

西蒙诺夫，苏联俄罗斯作家。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
于高尔基文学院。1939年任军事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
材的创作。曾任《文学报》主编、《新世界》杂志编委、
《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
职。主要作品有剧本《我城一少年》《俄罗斯人》《俄罗斯
问题》，诗集《友与敌》，长篇小说《日日夜夜》，三部曲
《生者与死者》等。1949年访问中国，并于次年出版了描写
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战斗的中国》一书。



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篇二

教学目标：

1、顺畅朗读，准确翻译，概括寓意。

2、了解寓言故事蕴涵的深刻寓意，正确认识客观事物。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课文内容，理解课文中蕴涵的深刻寓意。

难点：顺畅朗读，准确翻译。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朗读课文，正音。

二、解释重点字词

三、个别学生朗读、翻译，边明确。

四、学生讨论这则寓言的寓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月星辰，也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有光的
气体，即使坠落，也不会击中甚至打伤人。这句话揭示了杞
人的无根据的瞎担心。

2、讨论：从这则故事中你了解到“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是什
么意思?

这是庸人自扰，毫无根据地瞎担心，后比喻没有根据或不必
要的忧虑。



3、讨论：如何看待《杞人忧天》中那个好心人的解释?

寓言中那位热心人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
能代表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诱
导的做法，还是值得称赞的。

第二课时

一、全班齐读，正音。

二、解释重点词语

三、串讲课文。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要打它，你自己也会是这样的。刚才
合情合理你的狗白着出去，黑着回来，你难道会不觉得奇怪
吗?这句话揭示了一种现象：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人，只看现象，
不看本质，结果往往出错。

所以，《杨布打狗》这则故事批评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看
现象，不看本质，结果往往出错。

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篇三

教学要点：

1.串讲课文。

2.理清顺序、掌握结构。

3.正确理解文章中心意思。

教学步骤：

本课时不单独检查作业，将此过程溶入教学的相应环节中。



1.串讲课文并理清叙事顺序与结构。

(1)本文叙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叙述了屠夫和狼搏斗的故事。屠夫和狼的搏斗有一个过程，
按照自然段的顺序来串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完整地叙述这
个故事的。

教师串讲，遇到上节课列出的重点词语可提问学生，归纳时
也先提问，后订正。

先看第1段，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开端。我们不
妨用两个字来概括，大家想，哪两个字合适?——可用屠
夫“遇狼”来概括。

再看第2段，写屠夫投骨拒狼，而狼仍不罢休，照样追赶。说
明狼很贪，而屠夫呢?如果仍用两个字概括，可借用文中一个
字来组词，这个字是什么?——可用屠夫“惧狼”来概括。

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篇四

有一位诗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称他“是东方刮起的第一
次风暴，席卷了西方，给我们西海岸带来了鲜花”。而他带
有强烈东方意识的作品被称为“东方赠给西方的礼物”。他
就是纪伯伦。在他笔下，万物皆有生命，有灵气，有个性，
它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构成生生不息的美妙世界;同时，
它们又闪烁着理性的光辉，给人以启迪。今天我们一起走进
纪伯伦的《组歌》中的第一首-----《浪之歌》,去感受他独
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导入】检查预习

给下列加划线字注音



炽热( ) 祷词( ) 执拗( )

俊俏( ) 衷情( ) 馈赠( )

憔悴( ) 真谛( ) 天穹( )

璀璨( ) 镶嵌( )

翱翔( ) 长吁短叹( )

千山万壑( )

【讲授】走进作者

纪伯伦(1883~1931),黎巴嫩诗人和画家。著有散文诗集《泪
与笑》、《先知》、《沙与沫》等。本文选自《泪与笑》。
《组歌》共包括五首散文诗，这里选的是其中两首。另三首是
《花之歌》、《美之歌》、《幸福之歌》，他是一位热爱祖
国、热爱全人类的艺术家。曾在诗《朦胧中的祖国》中，讴
歌毕生苦恋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
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他曾说：“整个地球
都是我的祖国，全部人类都是我的乡亲。

【活动】听读课文，整体感知

听诗朗诵是一种高雅的活动，而听美好的散文诗更是能让人
陶醉。请同学们闭上眼，美美地听读课文一遍，边听边想象
其展现的画面，进入情境，体会文中美好的情韵。并做填空：

————的浪如：一往情深的浪(如：热情洋溢\一往情深\无
比忠诚\多情浪漫\温柔善良\痴情\缠绵\任性)

【练习】朗读训练

1、美读课文



读诗是一种高雅的情感体验活动，当我们在想象中进入诗中
的意境，体悟到诗中美好的情韵而又能恰当运用朗读技巧用
声音加以传达，这时，我们的心灵深处便会激起情感的火花，
受到美的熏陶。

2、按下列步骤，练习朗读。

一读：重在整体感知诗中形象，注意语音的饱满与圆润。

二读：重在体味情感。注意语流顺畅，注意把握好朗读的节
奏、停顿、快慢等。

三读：重在进入情境。注意韵脚，注意语气的轻重抑扬，注
意体现散文诗的抒情性。

海浪唱出了怎样的歌?

1—4节：海岸的情人，唱出难舍难分的炽热恋歌;

5—7节：人世间的守护神，唱出宽广博大的情歌。

【活动】讨论研析

(1)、诗中的海浪形象是极为感人的，她对情侣海岸一往情深，
爱的热烈，爱的深沉。从那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呢?试用自己的
语言加以概括。

明确：海浪对情侣海岸一往情深，爱的热烈，爱的深沉具体
体现在：

a、黎明，她信誓旦旦地在情人耳畔许下忠诚的誓愿;

b、傍晚，她为爱情唱着祈祷的诗篇。



c、涨潮时，她热情洋溢，紧紧与情人拥抱;

d、退潮了，她难舍难分，依恋地扑到情人的脚下。

(2)、面对海浪这诚挚炽烈的情爱，海岸是怎样表现的?

明确：海岸是异常感激的。把海浪紧紧地抱在怀中，亲吻她，
还容忍她的任性。

明确：我与礁石同席对饮，我同它嘻嘻哈哈。

(5)、礁石也爱屋及乌吗?它又是如何回报浪的?

明确：它竟纹丝不动，它竟面无笑容。

(6)、对于礁石的这种态度，浪是怎样表现的呢?它退缩了吗?

明确：对礁石的这种态度，海浪感到伤感，苦恼。她辗转反
侧，难以入眠。但是她的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退，也没有因
此而动摇对爱情的信念，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这样消
磨岁月。显示了海浪对爱情的无限忠诚。

(8)、再次听老师简介作者经历，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纪伯伦简介：纪伯伦虽然出生于黎巴嫩，具有阿拉伯血统，
但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他1883年出生，当时为土耳
其奥斯曼帝国所统治，12岁随母亲去美国谋生，在波士顿唐
人街过着清贫的生活，15岁被送回故国学习阿拉伯古典文学，
同时进修绘画，18岁因思想激进、创办呼吁民间疾苦、被认
为带有叛逆性的刊物《真理》而被驱逐出境，重新返回美国
家中。返美后仅一年多的时间，病魔先后夺去了他母亲、哥
哥、小妹三位亲人。他以写文卖画为生，与为人剪裁缝衣的
妹妹一起挣扎在金元帝国的底层。25岁得到贵人相助，为他
申请到赴巴黎深造的奖学金，学习绘画，并得到罗丹等艺术



大师的亲授与指点，3年后再次返美，并长期客居纽约，从事
文学与绘画，直到48岁英年早逝。他一生在黎巴嫩待过15年，
在法国2年，在美国生活了共31年，他的祖国------处于封建
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黎巴嫩------给予他的并不是很多。
然而，这种因贫穷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而造成的与故土的别离，
不仅没有淡化他对祖国的思恋，冷却他炽热的赤子深情。相
反，他爱之更深，思之也更切，他除将海外流离的阿拉伯作
家组织起来，共同为祖国独立和自由民主而抗争呼号，还常
常在自己的诗作里，对祖国寄寓深厚的恋情。

明确：对山崖的这种态度，海浪感到伤感，苦恼。她辗转反
侧，难以入眠。但是她的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退，也没有因
此而动摇对爱情的信念，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这样消
磨岁月。显示了海浪对爱情的无限忠诚。

这也正是诗人对祖国深厚情爱的反映。在这首散文诗中，作
者借助海浪与海岸这对热恋形象，曲折表达了她对祖国忠贞
不渝的情感和火热的衷肠。

【练习】拓展延伸

初中语文课文未选择的路篇五

1、体会本文抓住人物形象特征，选择角度命题立意、组织材
料的写作方法。?

2、感悟这篇文质兼美的散文，学习不加任何修饰渲染的朴实
自然的语言。?

4、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用真实体验理解文中的人情
美。?

二、教学重点



三、教学难点?

缩短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使学生受到感染，体会到作者
的感情。?

四、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导语。中国受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尤其注重亲情。千
百年来，抒写亲情成了文学的母题，这种题材的作品不胜枚
举，你能列举出几篇吗?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表现父子情深
的散文《背影》。

2、简介作者。朱自清(1898—1948)，江苏省扬州市人。现代
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16年19岁时考入北京大
学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暑假以后到
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当时只有28岁。1937年七七事变，
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朱自清随清华大学迁往大
后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在艰难和贫困的生活
中，他在认真努力地进行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很
关心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0月，朱自清又回到北平，
继续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参加争取民主的运动，成为
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当时，美帝国主义一面用枪炮
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
把它的剩余物资美国面粉运往中国，作为救济粮来笼络人心。
朱自清为了反对美蒋_罪恶行径，在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的宣
言上签了名，并且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政府配售的
美粉”。因此，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赞他“有骨
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3?写作背景。关于写作背景，主要指出课文记叙的是1917年
的事。那年冬天，作者的祖母死了，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的
作者的父亲朱鸿钧也被解除了职务。朱鸿钧没有积蓄，两手



空空，还欠下五百元的外债。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得
到祖母去世的噩耗，便从北京赶到徐州，同父亲一道奔丧回
家。到了扬州，父亲将金银首饰都拿出来，又当了一件狐皮
袍，才还上欠债。又借钱办了丧事。办完丧事，作者回北京
念书，朱鸿钧到南京找工作，父子二人便在浦口车站依依惜
别。《背影》所写的就是这一段史实。为了讲解方便，出示
一幅北京——徐州——扬州——南京——浦口的简图。这样，
课文涉及到的作者的家境和作者的行踪就都清楚了。

(二)听录音朗读，教师给以朗读指导。?

(三)学生自行查字典解决疑难字词。?

(四)整体感知课文。?

问：这篇文章什么地方令你感动

(鼓励学生踊跃回答，简要说明原因)?

(五)仔细研读重点段落。?

1、研读第一、二、三段。(学生读课文，讨论下列问题，然
后全班交流)

(2)变卖典质、借钱办丧事说明了什么?这些内容和“背影”
有什么关系

2、研读第四段。(指名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自由回
答。)?

(第一，他“事忙”，急于谋事;第二，有熟识的茶房，可以
托他陪同上车;第三，“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
次”。对茶房“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不放心，怕
茶房不妥帖”，“踌躇了一会”，写出了父亲对儿子无微不



至的关心。)

(2)“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父亲的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不要紧”，是父亲对自己而言，尽管“事忙”，但认为这
无关紧要。

“他们去不好”，是对儿子而言的，就怕别人照顾得不妥帖。

简短的一句话，说明他关心儿子胜过关心自己，充分表现了
父亲的爱子之心。)

(2)进站上车，父亲是怎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儿子的呢

(两个“忙着”说明父亲全然不顾自己，只想着为儿子劳神费
力。一个“嘱我”，一个“嘱托”，说明父亲像慈母一样
对“我”关心体贴。即使是找一个座位，他也要认真地“拣
定”进出最方便的地方，真是细致入微，用心良苦。)

4、研读第六段。(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小组讨论下列问题，
全班进行交流。)?

(2)第一次写看见父亲的背影，作者是怎么描写的

(主要写了父亲的穿戴和一系列动作。黑布小帽、黑布马褂、
深青布棉袍，这一身素服，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心里。接着
具体描写父亲是怎样穿过铁道，爬上那边月台的。“蹒跚地
走”、“慢慢探身”，显示了父亲行动的不便;手攀、脚缩、
身子倾，形象地写出了吃力的样子，看到父亲不辞辛苦为自
己买橘子，“我”怎能无动于衷。因此，“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写第一次被父亲的背影感动
得流泪。)

(这段时间父亲的心情并不轻松，穿过铁道，爬上爬下，也确



实比较艰难，但是为了消除儿子可能产生的不安，便故意装
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儿子。但也表明他为儿子劳累也是心甘
情愿的。)

(5)离别的时候，父亲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表达了父亲怎样
的感情

(6)最后一句写第二次看见背影和第二次流泪，说说这时
候“我”的心情。?

(父亲不顾艰难给“我”买橘子，使“我”感动不已，现在父
亲要离开了，不免产生浓浓的离情别绪。因此，当父亲的背
影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自己回车厢坐下来的时候，感
念之情涌上心头，禁不住“眼泪又来了”。这一段两次写流
泪，体现了儿子对父亲的真诚的爱。)

(六)引导学生弄清情节线索，体会取材角度。?

1、本文在几处写了“背影”?这几处写“背影”各是在什么
情况下，每次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找出写背影的地方，分析
特点。)

本文在四处写到“背影”。

第一次在开头，不忘背影。?

第二次在浦口送别时，望父买橘时的背影。?

第三次在车站话别，望着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第四次在结尾，泪光中再现背影。?

(1)可以表现父亲在特定环境中的形象特点。作者家境衰落，
父亲老境颓唐、心情忧郁，用“背影”来表现，最能体现人
物的这种境遇与心境。



结合文章内容，读者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使父亲衰颓的形
象更具丰富的内涵。?

(3)艺术视角的创新。?

2、结合第三题，说说油画《父亲》的感人之处。?

3、结合第四题，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来描写一下养育你的亲
人。?

(八)教师小结。?

2、《背影》具有感人的力量，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表
达的真情。老老实实，朴素自然，毫不矫揉造作，这正是
《背影》的特色。

3、作者善于捕捉特定情境中的最富有表现力的形象特征来刻
画人物、抒写感情。祖母死了，家庭破产，父亲老境凄凉，
在这惨淡的光景中，父子又将各奔东西，为生活去奔波，此
时此刻的心情是沉重的。作者选择了父亲穿过铁道去给他买
橘子时的“背影”这个形象特征，加以集中地具体地描绘，
从而充分地表达出了当时父子之间那种骨肉至情，获得了感
人的艺术效果。

(九)结束语。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
里，我们的父母就在我们的身边，把我们的目光悄悄移向他
们，你将是一个善良的人，饱含爱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