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 八年级语文
上教案人教版(模板10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一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导入新课

作者简介

整体感知课文

分析课文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同学们，生活中吸引我们的常常是那些散发光芒的人物，领
导，富豪，明星等等，他们的出现往往招来羡慕和赞扬的目
光，其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凡普通的，他们有的在平
淡中咀嚼幸福，有的也许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如果我们
能够去关注这些平凡的人，那么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真
谛，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关注一个名叫“老王”的不幸
的人，看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钱中



书之妻。著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散文集，译作
《堂吉诃德》。

1、速读课文，思考：文中写了老王的哪些事情？概括出来。

2、前4段和后面部分分别表现老王的什么？

教师总结：老王的苦和善

1、老王的“苦”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2、老王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3、“苦”与“善”有什么关系？

（苦中有善，善中有苦。写老王的苦，恰能说明他善的可贵。
）

4、作者一家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5、这些琐碎的材料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作者与老王的交
往为线索）

6、文中哪个片段最能打动你？

（老王去世前给“我”送鸡蛋和油）

文章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往为线索，记叙了“我”与老
王之间的四件事，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我”和老王都是普
通的人，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尤其老王，在卑微的身份
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抄写词语，熟读课文倾听

交流资料

思考回答

思考回答

思考交流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教学过渡

分析8------16段

深入研讨

语言品位

拓展延伸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上一节课，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了文章，知道了文章记叙的
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交往的几个生活片断。也知道课文详写
的是第四件事：老王在临死前送鸡蛋和油给“我”。这节课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这一部分。

1、指名读。（注意读出感情）



（a、对老王的形神描写语句进行分析及“镶嵌”、“强
笑”“攥”“直僵僵”等主要字词的理解；b、体现作者感情的
字词）

1、善良老实的具有金子般心灵的老王就这么去了，在他生前
经常照顾他的杨絳有什么样的感受？（愧怍。）“我”对老
王挺好的，为什么我又觉得“愧怍”呢？（作者回想起来，
觉得当时对老王的关爱还不够，所以感到“愧怍”。可见在
作者的思想中，她真的是平等地对待老王，把他当作一个心
地善良、人格高尚的人去对待——无关乎职业，无关乎收入！
而“我”身处不幸，还能关心别人，体察别人，尽量帮助别
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精神的核
心是爱，爱使苍凉的人生有了温暖、光明的慰藉。）

2、“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的含
义应如何理解？（见教参）

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结合课后练习二进行）

在这个世界，人只有身份不同，谋生方式不同，但每个人的
人格是平等的，并且在一些普通人的身上，还有许多值得我
们学习的优秀品质。因此人只有幸运者和不幸者之分，而幸
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社会
需要爱，社会呼唤爱，我们要尽可能关心周围的人，特别是
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和处境艰难的人。我们应当用善良体察
善良，用爱心浇灌世界。

学生听读，并思考

小组交流

讨论回答

思考回答



结合自身经历回答

八、板书

职业——蹬三轮

苦生理缺陷-——一只眼与

居住条件——塌败小屋老老实厚道

王心地善良

带送冰，车费减半的知恩必报

善帮送医院，不要钱交

改装三轮车??

去世前送香油和鸡蛋

九、教学反思：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二

教学目的

1.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2.学习作者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识”
的写作手法

3.理解并掌握本文运用的几种说明方法

教学重点



1.学生自己探究课文解答旅鼠之谜

2.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

(二)作者简介:

位梦华:1940年生于山东平度,1982年10月去南极考查,1991年
六月位梦华独闯北极成为直接与爱斯基摩人接触并广交朋友
的第一个中国人,主要著作有〈〈奇异的大陆——南极州》、
〈〈北极的呼唤〉〉等。

(三)展示教学目的

(四)检查预习

1.读著准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媲美()挑衅()笃信()迷惘()啮齿()苔藓()前赴后继()

2.解释下列词语

媲美：美的程度差不多;比美。

挑衅：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战争。

笃信：忠实的信仰。笃：忠实，全心全意。

鼠目寸光：比喻眼光短，见识浅。

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前赴后继：前面的上去，后面的人就跟上去。，形容踊跃前
进，连续不断。

道听途说：从道路上听到，在道路上传说。泛指传闻没有根
据的话。

(五)整体感知课文，把握全文基本内容

思考题1：快速默读课文，归纳并总结北极旅鼠有哪几大奥
秘?

(北极旅鼠有三大奥秘：一、旅鼠繁殖能力惊人;二、旅鼠繁
殖能力不仅有所节制，而且一旦繁殖过多，会出现种种自杀
现象;三、死亡大迁移，数百万只旅鼠向西或向北奔向大海，
葬身大海。)

思考题2：课文采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
识”，可以说是记叙文与说明文的杂交品种，或者叫跨文体
的文体。(1)找出本文记叙的六要素;(2)为了说明旅鼠之谜，
本文采用了哪几种说明方法?并举例说明。

(提示：(1)六要素：时间——有一天;地点——巴罗附近的爱
斯基摩人村落遗址;

人物——“我”和丹尼斯;起因——“我”捉到一只旅鼠;经
过——“我”听丹尼斯讲述旅鼠的种种奥秘;结局——丹尼斯
就旅鼠行为发表他的感想。

(2)说明方法：列数字、举例子、打比方等)

(六)讨论与探究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三

1、提问关于孔子的资料收集。（小组汇报，搜集成果）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

政治上：主张仁义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2、提问关于《论语》的资料收集。（小组汇报，搜集成果）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
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从汉朝初年
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年间，《论语》一直是学生的一本必
读书，影响很大，书中有不少语句都作为成语保留在现代汉
语之中。

3、朗读课文：

范读：学生要体会语气、语调、停顿等。同学们正音正字。

全班齐读：感知课文内容，反复诵读

4、总结三个通假字：

abc

5、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1）领会大意，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讨论、弄清楚没有
注释的词语的意思。

（2）把十则《论语》按照求知态度、学习方法、修身做人分
类，注意一些句子是兼而有之的'。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四

教学目标：

1.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2.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3.演练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教学重点：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教学难点：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教学环节：

一、感知——了解演讲词

(一)演讲词的概念和特点

演讲词，是指在重要场合或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文稿。它
的特点有：

1.内容上，鲜明的观点、具体的事例和清晰的思路;

2.语言上，运用说话的技巧使语言风趣幽默，魅力四射。

(二)文章内容梳理

完成表格

二、品讲——欣赏风趣幽默的语言

1.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
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



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

2.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弄错
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
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

3.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
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逸
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作雄辩，凡人就是
狡猾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作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
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
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
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

4.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
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
阳奉阴违的办法，一旦干到具体的活儿，他根本不清楚里头
怎么回事。

……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
已经堕落到了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

……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
情。

5.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
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三、演练——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运用“设问+排比+对比”的组合手法仿写一段话来表达你的
一个观点，并尝试着讲出来。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五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近年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上。

蔫怵抠撂发怔吃荤

1、想一想：“刷子李”和“泥人张”鸽子“奇”在什么地方？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说一说：

刷子李“奇”在：行事奇作派奇

泥人张“奇”在：沉稳干练捏泥人的水平高

手艺人必须有手艺

有了本领才能有自己的尊严

4、你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按作者的'观点做事、做人
能行得通吗？围绕这一问题讨论：

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特征写一种行业的手艺
人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六

ppt展示(俗世奇人――泥人张)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
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莲》《雕花
烟斗》《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冯骥才简介)



阅读活动一：课文概说

1、从“内容”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面对“海张五”的挑
衅，用“贱卖海张五”的方式加以回击。“海张五”只有自
食苦果，花大价钱买走了泥人儿，但这个故事却流传下来，
直到今天。

2、从“情节”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技艺高超，在天庆
馆偶遇“海张五”。(开端)“海张五”拿“泥人张”取
乐，“泥人张”用脚下泥捏“海张五”的头像“回报”
他。(发展)“海张五”继续斗嘴，“泥人张”成批生产“海
张五”的头像，贱卖海张五。(高潮)“海张五”只有花高价
钱来买泥人。(结局)

3、从“人物”的角度来说

“泥人张”是一个智勇双全、个性内敛、技艺精湛、镇定自
若的人。他技艺精湛，用鞋底的泥就可以捏出“海张五”，
只有核桃那么小。他还沉稳、干练，面对羞辱镇定自若，喜
怒不形于色。他善于后发制人，以独特的方式一招制敌，贱
卖海张五，打击了“海张五”的嚣张气焰。

4、从“主题”的角度来说：通过描写泥人张智斗海张五的故
事，表现了泥人张技艺的高超和智勇双全，表达了作者对泥
人张的敬佩以及为民间有这样的“奇人”“绝活”而感到自
豪。

阅读活动二、手法欣赏

伏笔照应悬念设置对比手法侧面烘托

请自选一个话题，表达自己对作者写作技法的欣赏。

1、“那天下雨”和“泥人张从鞋底扣泥巴”形成伏笔照应。



2、人们瞧着“泥人张”如何“回报”“海张五”。设置悬念。

3、“海张五”的气急败坏和“泥人张”的镇定自若形成对比。

阅读活动三、品味语言

泥人张智斗海张五，情节简单却悬念迭生，曲折引人。人物
形象逼真，这就与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关。让我们从
语言的角度品味这其中的妙处。

赏析语言的方法：

1、修辞

2、传神词语

3、幽默生动的方言

举例

1、作者说“泥人张”的手艺“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
万八千里。”用了夸张的修辞，突出“泥人张”的技艺超凡
绝伦。

3、“架式挺牛”、“撂高的”、“怵”、“赛”、“砍过
去”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天津风味)，幽默传神。

《泥人张》奇绝、妙绝。奇在人物，妙在语言。泥人张的从
容自若，后发制人;海张五的狂妄、跋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冯骥才先生写人叙事的手法更让我们拍案称奇：那天
津味十足、本色朴素而又幽默传神的语言更是余音绕梁，历
久不绝。值得深思的是像泥人张这样的“民间奇人”越来越
少，民间手工艺品也日渐稀少，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尽自己的努力去保护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七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近年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上。

蔫怵抠撂发怔吃荤

1、想一想：“刷子李”和“泥人张”鸽子“奇”在什么地方？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说一说：

刷子李“奇”在：行事奇作派奇

泥人张“奇”在：沉稳干练捏泥人的水平高

手艺人必须有手艺

有了本领才能有自己的尊严

4、你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按作者的观点做事、做人能
行得通吗？围绕这一问题讨论：

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特征写一种行业的手艺
人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八

1、本课地位：本文是我国著名女作家杨绛女士写的一篇描写
不为人所关注的劳动人民的文章，作者以其细腻的文笔，向
我们展示了一位贫困而有良心的劳动者的形象。本课属讲读
课文，在本单元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也是对学生进行品德
教育的好文章。



2、教学重点：分析人物形象。揣摩语言，深入领会语句的意
味

3、教学难点：理解“这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含
义；学习文章怎样把琐碎的材料组织起来。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九

《俗世奇人》向我们展示了天津底层市民和小生产者的生活，
为我们塑造了有着独特技艺和性格的民间奇人的形象，人物
刻画形神兼备。要点有二：一写“俗世”中的人，二写“奇
人”，一“俗”一“奇”，便是小说的要领。泥人张、杨七、
杨巴均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又不是世外之人；他们有才能、
有个性，喜怒哀乐样样俱全，但行事言语又高于常人，所以用
“俗世奇人”称之最为恰当不过。的语言幽默风趣，具有浓
郁的地方风味，极富表现力。

知识目标

1、理解、积累课后“读一读，写一写”中的词语。

2、理清故事情节，能够抓住要点复述故事内容。

能力目标

1、学习以小见大的写法及曲折有致安排情节结构的方法。

2、理解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语言
特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阅读课文了解我国民间艺人的高超技
艺，培养学生重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识。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人物形象。



2、体会作者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
语言，加强学生对文字的感悟能力。

3、品味词句，体会文章的语言风格及练习人物速写，体现人
物的“奇”“绝”。

突破方法：通过学生采用单口相声、快板等形式对课文中感
兴趣的情节进行复述，这一环节使学生自然地感受到富有表
现力的语言，然后通过拜师学艺这一环节可使学生深入地感
知人物形象。这样学生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充满兴趣
与激情地去表演。学生通过口头叙述身边的奇人奇事的练习
学会写人物速写。

1、朗读法。指导学生朗读，运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美读课文，
读出声调、语气，读出情趣，要读得活灵活现、声情并茂。

2、讨论点拨法。文字浅显，情节简单，阅读障碍不大，教学
中可采用学生自主活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品读法。集中鉴赏独特的语言风格，揣摩语句的丰富意蕴，
可小组交流，口头评析，也可写短评。

1课时

一、情景导入——引“奇人”

设计（—）山东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奇人绝技榜中榜”，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一定有令你难忘的具有特殊本领的人，
请你举一个例子。

如：骑车走钢丝，徒手撕铁盆，鼻子拉汽车等。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天津卫这个地方有什么奇人绝技。



设计（二）中国历代的史书，大多只给帝王将相、伟人名人
立传，其实生活在我们市并里巷的凡夫俗子中间也不乏奇人
高手，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两位俗世奇人。

二、朗读课文——说奇人

1、朗读课文，初步感受奇人。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教师也可播放录音
让学生仿读，标出难以认读的字词。

要求：读出声调、语气，要读得活灵活现，声情并茂，读出
单口相声的味道来。老师可先范读几段，学生再读。

交流明确：

字词积累。

（1）读准下面加点字的读音。

（2）理解重点词语的含义。

八面玲珑：原指窗户宽敞明亮，后用来形容人处世圆滑，谁
也不得罪。

逢场作戏：碰到机会应酬一下，凑凑热闹，并不认真对待。

看风使舵：比喻看情势或别人眼色行事（含贬义）。也说见
风使舵。

左右逢源：比喻事情随便怎么办都很顺利。也比喻办事圆滑。

2、再读课文，说奇人。

教师：请同学们再次阅读课文，就你喜欢的情节用快板的形



式、单口相声的形式，或者是说书的形式说出来。其他同学
点评。

注意语气、语调、神态、动作，突出人物性格，做到声情并
茂。

三、合作探究——学奇艺

1、语文活动设计：拜师学艺。

多媒体展示：通过听以上几位同学声情并茂地话说奇人，相
信你对他们也产生了兴趣，如果文中的奇人现在要招徒弟，
你最想跟哪一位奇人学艺？并说说你的理由。

2、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全班交流。

学生的回答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拜“泥人张”为师，因为我想学他的一手绝活——捏泥人。
他能从鞋底抠出一块泥巴不声不响地就捏出了海张五。

我拜“泥人张”为师不但因为他有高超的技艺、无人能比，
而且他行事沉稳，镇定自若，后发制人。他是一位个性内敛、
应对从容的令我佩服的奇人。

我拜杨七为师，因为他有绝活，能制出与众不同的茶汤。要
不是他制的茶汤名声远播，中堂大人也不会来这里喝茶。

师：泥人张就撮了一个海张五，你为什么就认为他技艺高超
无人能比呢？

讨论明确：这是文章以小见大的写法。

我拜“好嘴杨巴”为师，因为他聪明机智、人情练达、机敏
过人，被中唐大人误解后，巧妙辩解，既让对方明白其误把



芝麻当脏土了，又给对方留足了面子，从而化险为夷，又获
奖巨银。他是一个机警聪明、巧于辞令的奇人，只有这样的
人才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

讨论明确：从说话的难度看中堂勃然大怒：“打落”“乱
飞”泼了一地”，众官员都“吓懵了”，可见形势紧急，千
钧一发，需要“敢说”；再者，左右为难：说是芝麻，等
于“骂中堂大人”，不说是芝麻，“等于承认给中堂大人吃
脏东西”，自己要吃大亏，甚至掉脑袋，需要“巧说”；第
三，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堂大人说话之前说，需要“快
说”。

从说话本身看，“不知道”“不爱吃”既没说是芝麻，也没
说不是芝麻，既明确告诉李中堂这是压碎的芝麻粒，不是脏
东西，又给中堂大人留足了面子。

从说话的效果看，它不但使所有人转危为安，而且使李中堂
对杨巴“心生喜欢“赏银一百两”，从而使杨巴“威名大
震”。

这也是文章以小见大的写法。

4、教师小结：“泥人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捏出“比海张
五还像海张五”的泥人，一言不发而以奇招制敌实在令人佩
服；杨巴危难之际显身手，话虽不多，但敏捷、巧妙、适时，
也是高手！值得拜师。中的两位奇人，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
写法，均只选一件小事来写，情节简单，但又极富戏剧性，
情节一波三折、曲折有致，这也正是作者谋篇布局之奇，同
学们在写作中可以借鉴。

四、品评赏析——品奇语多媒体展示

《俗世奇人》所塑造的奇人形象生动，使我们如闻其声，如
见其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得益于作者那富有表现



力的语言。有人说冯骥才的语言幽默风趣，酷似单口相声；
也有人说他的语言传神生动、富有表现力；还有人说他的语
言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津味”十足，还有人说他用词准
确凝练。请你再次阅读课文，从文中找出一二例揣摩评析。

学生思考并交流。

活动成果展示：

幽默风趣，单口相声风味。如“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
十万八千里“熬小鱼刺多，容易卡嗓子；炸麻花梆硬，弄不
好硌牙”“手艺再高，东西再好，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
三分吹，七分说，死人说活了，破货变好货，买卖a的功夫大
半在嘴上”。

传神生动、富有表现力。如“今儿，两人自打到这世上来，
头次里外全新，青裤青褂，白巾白袜，一双手拿碱面洗得赛
脱层皮那样干净”。可见他俩对中堂大人的到来不是一般地
重视f再如“李中堂正要尝尝这津门名品，手指尖将碰碗边，
目光一落碗中，眉头忽地一皱，面上顿起阴云，猛然甩手、
啪，地将一碗茶汤打落在地，碎瓷乱飞，茶汤泼了一地，还
冒着热气儿”。

着实形象地写出了中堂大人当时的气愤，形势之危机，渲染
了气氛，也为下文杨巴要扭转局面作铺垫。

“津味一十足。如“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就赛把海
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茶汤不爱吃，反倒奖巨
银，为嘛？傻啦”“必须赶紧想辄一个泥团儿砍过去”等富
有浓郁的天津味。

用词准确凝练。如“他把这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一个
“叭”字可以看出泥人张内心的愤怒、鄙夷与不屑。再
如“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



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中两个“找”字用得实在
是妙。这本是海张五在“找乐子”，找“泥人张”的乐子，而
“泥人张”便把他找乐时的丑态捏成了泥人，一个“找”字
看出“泥人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智，还看出海
张五自作自受的可笑。如换成其他的词语就看不出他的“被
迫还击”和“机智应对”了。

五、自由探讨

学生再读课文，自由质疑，可向同学、老师提问。

学生可能问到的问题有：

现在天津还有“泥人张”那样的高人吗？还有那样的茶汤吗？
他们的技艺是否流传下来了？

教师可引导学生结合作者来探讨。作者冯骥才，近年来全身
心投入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
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被誉为“中国
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通过探讨使大家认识到我国民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它们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这些遗
产如今正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遗
产。

六、作业设计——联系生活，写“奇人”

1、继续阅读《俗世奇人》中的其他篇目。

2、学习《俗世奇人》的写法及语言，发现身边的奇人奇事，以
“身边奇人之……”为题，写一篇短文。



该课的教学设计最突出的亮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自选方式复述课文

这一环节，激发了学生兴趣，同时使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了一
个大致的r解，同时，又能初步感受作者幽默、富有表现力及
富有地方风味的语言。并为下一环节的“拜师学艺”作好铺
垫。

二、结合教材设计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深
入地感知人物形象，并体会作者选取典型事例、以小见大刻
画人物的方法，以及极富戏剧性、一波兰折的情节。学习作
者独具匠心安排文章结构的方法。

三、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质疑、自然引出“关注民俗”这一
话题，引起学生重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识。并深
入了解作者为保护民俗、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

初中语文教案桃花源记篇十

《老王》阅读答案——老王是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就想我们
身边任何一个邻居，并不如何引人注意，但《老王》这篇文
章却微微触及着我们的心灵，小编整理了关于《老王》阅读
答案，以供同学们参考和练习!

3.第(8)段“镶嵌”一词用得精妙、准确，极富表现力，试分
析它的表达作用。

4.结尾句为什么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
怍”?

5.老王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请你谈谈我们应该
怎样对待这些人，为什么?



《老王》教学反思

《老王》是著名作家、文艺翻译家杨绛写的一篇写人记事的
散文，作者笔下的老王是一个命苦心善的不幸者，在荒唐动
荡的时期，他的精神世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善良诚实，
忠厚老实，知恩图报。

那么，对杨绛的这篇文字浅显，字里行间流淌着爱的清泉，
闪动着人性人道光芒的散文，如何引领学生走进作者的精神
世界，感悟爱的博大，体察善的魅力?如何避免把课上得枯燥
乏味，这是我在上公开课前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反复阅读文本之后，我将这节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全面
把握课文，领会作者与人物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的同情心和
爱心。教学难点确定为：领会从文章语言及人物刻画中渗透
出的爱的博大。教学过程设计为三大板块：

(一)说老王。

先通过播放出示明星图片和弱势群体的图片对比，突出要对
弱势群体的关注并吸引学生注意力，然后让学生根据书上插
图初步感知老王形象，激发学生的兴趣，形成学生的阅读期
待，为解读人物的精神世界做好铺垫。然后，以“可以用哪
两个字准确概括老王”明确老王是个苦而善的人。紧接着
以“老王的不幸表现在哪些方面?老王的善良表现在哪里”，
引导学生搜索、筛选信息，达到初步感知文本的目的。接着，
再让学生选择赏析老王临终送香油、鸡蛋这一片段。通过齐
读、分角色朗读，学生情景演出，对语言进行赏析评价，达
到读文悟道的目的。

(二)说作者。

先用多媒体展示杨绛当时的境况，让学生知道她当时的生活
也是不幸的，再设计的问题：面对老王的遭遇，作者一家如



何表现的?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当善良的老王去时，作者为
什么愧疚?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让学生角色转换，换位思考，把
自己想成老王，想想希望得到什么?以此让学生明确本文主旨，
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三)说自己。

设计的问题是：现在，像老王一样善良的人还很多很多，我
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多媒体展示弱势群体的图片，在看的过
程中，我对一些图片进行解说。然后让学生写一些感受，可
以使一句话、一首诗、一支歌。接着仿照例句说出心愿。以
此拓展延伸，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

整个课堂教学的实施很顺利，充分地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尊重了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和情感体验，较好地体现了
新课标的教学理念。经过课后反思，我认为成功的原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握文本特色，重视情感体验。

整个教学过程能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引导学生在读中理
解，在读中品味，在读中感悟，用自己的情感体验映照作者
的内心世界，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2、立足语言品味，穿插写作指导。

课堂教学能够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与重难点，赏析重点片段的
时候，让学生选择喜欢的一句，结合自己的感悟说出喜欢的
原因，由赏析语言到情感体验逐步提升，并对如何写人给予
学生适当指导，既重视了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又训练
了学生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

3、面向全体学生，小组合作探究。



在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同时，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
方式，侧重学生的自我感知、自我体会，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使有些不爱发言的学生也举起了手，并说出了他们
独特的想法。

但是这节课也存在着不足。因将两课时内容压缩为一课时完
成，在时间安排上有些力不从心，如给学生讨论的时间不够
充分，有些问题挖掘不深，结论下得过早;最后展示弱势群体
组图时，应该由学生读的文字改为自己读;应该在课堂上完成
的仿句练习改为课后作业等，整个教学过程有些前松后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