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谢中书书教案设计一等奖 初中文言文
答谢中书书教案及板书设计(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答谢中书书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借助注释疏通文意，积累文言词语，掌握意义;

2、在反复诵读中品味文章优美的意境、揣摩文章凝练的语
言;

3、背诵本文。

过程与方法：

以诵读贯穿教学始终，以诵读法、谈话法、点拨法等为主要
教学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娱情山水的自得之情，理解古人高洁的思
想情操。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1、反复诵读，体会文章意境;

2、抓住重点词语，揣摩品味文章的语言特点

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娱情山水的自得之情。

二、学情分析

作为初级中学的八年级学生，文言文基础较薄弱，阅读能力
偏低，思维能力、审美能力不高，因此在教学时，老师要指
导学生疏通文意并积累重点词语，更要从恰当的角度入手，
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和审美
情操。

三、教法学法和教学手段

(一)教法

本课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整体
感知—疏通文意—理清结构—研读品析—看图背诵为主线，
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为此，我主要采用诵读法、谈
话法、点拨法等教学方法。

(二)学法

诵读法、讨论法、自学法等。

(三)教学手段：制作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激趣，简介文题

1、让配乐欣赏山水美景(幻灯片展示)，老师用优美的语言大
导入：

同学们，这些优秀的诗句真是不胜枚举。你看，好山，好水，
好画，好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言文，被称为
是“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又是一首“流动的山水诗”。这
到底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篇文言
文——《答谢中书书》(板书课题)。

2、简介文题。

“谢中书”是作者的朋友“谢征”的官职名，“书”是
指“书信”，在古代是一种可以抒情议事的文体。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己朗读课文，用笔划出不会读的字词。

3、学生自由练读，老师提出朗读要求：

(三)疏通文意，理解内容

1、学生自己结合课文下注释疏通文意，不懂的地方用笔划出
来。

2、与同桌讨论解决疑难，如果仍然不能解决等待在全班提出
来共同讨论。

3、老师引导学生解决字词上出现的疑难，同时要求学生重点
掌握部分词语：

4、请学生用自己的话口头翻译课文。



三、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意

1、学生听读，掌握字音、节奏。读毕，教师出示朗读节
奏：(略)

2、学生大声朗读，品味四字句的节奏。选一学生读课文，其
余同学点评。

3、学生齐读课文。

4、学生自由读课文，对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理解文句，整
体感知文意。

5、学生读课文，口头翻译课文，画出疑难句。

(1)同桌之间讨论交流，解决疑难问题。教师巡视酌情指导。

(2)多媒体显示下列词句，教师指导学生积累词语，理解文句。

(3)理清文章思路，指导学生背诵。

四、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想象文中的画面，用自己的语
言加以描述，体会文章的意境。

五、品味、探究作者是怎样描绘景物?

六、深入研读课文，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提问：文章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点拨：

2、学生齐读课文，仔细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七、课堂小结。



八、布置作业。

1、背诵并默写课文。

2、你最喜欢文中的哪一副画面?请写一段赏析的文字。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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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学生的参与度较高，积极性很强，重点文言词落实
得比较好;关键是，教师从繁琐的讲解中解脱出来，仅仅在学
生无法释疑之时指点迷津。学校质检组将这节课评为“高校
课堂”。

教学需要同组成员共同探讨，多动脑筋。

答谢中书书教案设计一等奖篇三

《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给谢徽的一封回信,此封书信被称道
江南山水之美,仅用了六十八个字，就概括了古今，包罗了四
时。抒情议论，各类皆备。可谓尺幅能容千里。集万物之美、
意境之美、情感之美、结构之美、文字之美于一身，从多角
度把这“美”的立体感跃于纸上。《答谢中书书》反映了作
者娱情山水的思想。虽然没有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却以
其高超的艺术，创作了具有相当美学价值的精品。

学情分析

学生虽然已经到了八年级，但文言文基础较薄弱，阅读能力
偏低，思维能力、审美能力不高，因此在教学时，必须指导
学生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疏通文意并积累重点词语，在理解
感知的基础上悬着恰当的角度对诗歌进行赏析，培养学生的
欣赏能力和审美情操。



教学目标

1、学生能正确流利、有节奏、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课文，培
养学生诵读能力。

2、掌握常用文言词语，理解文意。

4、发挥学生的语言创造力，表达心中之美。

5、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

教学重点：品味、积累写景的优美语言以及写作的特点;背诵
全文。教学难点：理解亲近自然归隐山林的志趣，体会文中
蕴含的热爱自然教法：诵读法、自主合作探究法、多媒体辅
助教学。

思想感情。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第一板块：赏美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丽的。古人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莽莽神州，高山大岳，千流百川，那
神奇如画的风光无不让人心动神摇。现在，我们去感受大自
然的魅力，感受大自然的震撼。(演示)

看：1、大自然的.神秘2、大自然的宁静

听：3、鸟叫的声音4、瀑布声

欣赏了自然美景，你的感受是什么?请大声说出来。

是的，大自然如此之美，古人不仅陶醉其中，还描山绘水，
表明所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再一



次共同欣赏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品味一首流动的山水诗。(板
书课题作者)

2、题解：书即书信，古人的书信是一种应用性文体，多记事
陈情。

3、作者简介：陶弘景――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医学家和文
字家。又被称为“山中宰相”。他的《答谢中书书》，描绘
山川秀美，清新简淡，为历代写景名作。

4、作品背景：南北朝时，因政局动荡，矛盾尖锐，不少文人
往往遁迹山林，从自然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因而他们在
书信中常常描山绘水。表明自己所好，并作为对友人的安慰。

5、文体常识：山水小品文是散文品种之一。短小灵活、简练
隽永，具有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的多重功能，偏重于即
兴书写零碎的感想、片段的见闻和点滴体会，是一种轻便自
由的文学形式。

答谢中书书教案设计一等奖篇四

这是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书信。文章以感慨发端：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有高雅情怀的人才能够品味，将内心
的感受与朋友交流，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作者正是将谢中书
当做能够谈山论水的朋友，同时也期望与古往今来的林泉高
士相比肩。

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生字词，领会文章大意，背诵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作者缜密的结构，凝练，极富特色的语
言。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



1、 领会课文大意，并背诵课文。

2、 学习作者巧妙而缜密的构思。

学生准备：查阅有关苏轼资料，预习课文。

老师准备：录音机、多媒体。

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激情导入。

（二）出示学习目标

（三）检查预习情况：

1、注音：夕日欲颓 沉鳞 能与其奇

2、几个重点词语：五色交辉 四时 将歇 夕日欲颓 沉鳞竞跃
与

3、学生交流搜集的陶弘景的资料与背景

教师补充：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南朝梁时人，
曾任储王的侍读，因看透浑浊的现实，隐居句曲山（今茅
山），有爱听山野松涛之声。他精通阴阳五行，山川地理，
天文气象，每逢有吉凶、祭祀、征讨大事，朝廷都要派人进
山乡他请教，故称他为“山中宰相”。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悟

1、 请同学们认真听课文的录音后，模仿进行朗读。

2、 根据课下注释，逐字逐句疏通文意，弄懂每字每句的意
思，理出脉络



3、 归纳本文的主题思想 ：—通过高低，远近、动静的变化，
视觉、听觉的立体感受，来传达自己与自然相融合的生命愉
悦 ，体现了作者酷爱自然，归隐林泉的志趣。

4、 背诵全文。（分组进行，比赛的形式）

三、精读课文，深入探究

1、作者是怎样写美景的？（学生畅所欲言，互相补充后明确）

其一：山水相映之美。 仰视

其二：色彩配合之美 观察不同的角度 俯视

平看

其三：晨昏变化美 其四：动静相衬美

刘禹锡《陋室铭》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又如陆游
《书愤》中的“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想伯仲间”，都有
古人自观的意味，本文也是如此 ，“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
与其奇者”，看似感慨，其实表达了作者企盼与谢公比肩之
意，也表达了作者酷爱自然、隐归林泉的志趣。

四、质疑问难。

五、拓展延伸，以读带写。

六、 课堂总结：

学生谈学习本堂课的收获，教师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

七、布置作业：

1.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2.搜集有关写山水之美的名篇

八、板书设计

主题：生命的愉悦，酷爱自然，归隐林泉的志趣

九、课后反思：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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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背诵短文《答谢中书书》。

2、赏析景物描写，感知作者的思想感情。

3、体验作者酷爱自然，归隐林泉的志趣。

感知景物描写方法，体验归隐情趣。

幻灯机，录音机，练习卡片。

一、情景导入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有高雅情怀的人才可能品味山川之美；
将内心的感受与友人交流，更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这一节
课我们就将一起阅读南朝文学家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
封信，体会作者是如何将谢中书作为能够谈论山水的朋友，
传达自己与自然万物相融合的生命的喜悦。

二、知识检测：

1、文学常识积累

《答谢中书书》作者是（朝代）家、道教思想家、医学家。



字，号，丹阳秣陵人。有《》。书即书信，古人的书信又
叫“尺牍”或曰“信札”，是一种应用性文体。

2、解释加点的词语

五色交辉（）晓雾将歇（）

夕日欲颓（）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三、合作学习

（一）题文探奇，整体感知

阅读题目与文章内容，你有什么发现？不妨拿出来和大家一
起探讨。

（此文是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信。文章以感慨发端，
接着便以清峻的笔触具体描绘了秀美的山川景色。通过高低、
远近、动静的变化，视觉、听觉的立体感受，来表达作者与
自然相融合的生命的喜悦。最后又以感慨收束，期与谢公比
肩之意溢于言表。

（二）朗读背诵，品味感悟

1、听读。听准读音，听清朗读的节奏、语气、语速等。

2、跟读。放一遍录音，让学生小声跟读。

以上通过伴乐朗读所创设的情境，让学生初步体会作者的感
情。

3、集体朗读。要求正确、流利、有感情。

4、学生自读。结合文下注释或借助工具书翻译课文。



（方式：同位对译，小组交流，并向全班质疑问难。）

5、理清思路，用3～5分钟背诵课文。

结合上面的思路分析，学生自己背诵，然后在学习小组内展
开背诵竞赛，看谁背的又快又准确。

（三）赏析写景，体验感情

1、找出文中写景的语句，体会作者写景的特点。

提示从以下几方面赏析：描绘的景物；写景视角；境界特点；
点睛之词；

“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极写山之高，水之净，用笔洗练，
俯视与仰视，白云高山流水三重景物，境界清新。

“两岸石壁…四时俱备”用平远和高远的视角极目远眺，青
翠的竹木和五彩的山石相映衬，呈现出一派灿烂辉煌的气象，
在清爽宜人的画卷上平添了万物勃发的生命力。

“晓雾将歇…沉鳞竞跃”由静景转入动景的描写。通过描写
朝与夕两个特定的时间段的生物的活动，为画面增添了灵动
感，传达了生命气息。

2、“一切景语皆情语”，本文作者是如何以景传情的？

本文作者用寥寥数笔，描绘了一幅清爽宜人的画卷，其间景
物色彩灿烂，生命勃发，灵动飞扬。通过高低、远近、动静
的变化，视觉、听觉的立体感受，来传达自己与自然融合的
生命愉悦，体现了作者酷爱自然，归隐林泉的志趣。

3、作者以感慨收束全文，你能说说这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
怀？



“实欲界之仙都”言简而意蕴。自从谢灵运以来，没有人能
够欣赏它的妙处，而作者却能从中发现无尽的乐趣，并深感
自豪，期与谢公比肩之意溢于言表。

（四）总结写法，实践体验。

“写景物，抓灵魂；多视角，传实情。”

同学们根据这些写景特点，自己动手写一段自己感受最深的
自然

四、达标反馈

1、解释加点的词

俱备（）沉鳞（）竞跃（）复（）

2、下列句中“之”字不解释为“的”的一项是（）

a、山川之美，古来共谈。b、实是欲界之仙都

c、照以海滨之月。d、有牧童见之，拊掌大笑。

3、文中描写动景的句子是：

4、“山川之美，古来共谈”这句话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答：

五、学习小结

今天学习的《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虽
只有六十八字，但概括古今，包罗四时，兼顾朝夕，山川草
木，飞禽走兽，抒情议论，各类具备，真是尺幅容千里，片
言役百意。学习它就是要学习作者高超的艺术笔力，学会鉴



赏它的美学价值。培养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美好感情。

六、板书设计

答谢中书书

感慨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绘景

感慨期与谢公比肩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