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 八年级
语文教案(大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一

1、了解词的有关知识。

2、学会抓住意象欣赏诗词。

3、在诵读品味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引导学生品味词的意境与语言。

1、鉴赏词作的意境。

2、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

1课时

1、复习词的有关知识。

2、了解李清照的生平及创作背景。

1、师范读课文，生自读，注意词的感情基调及节奏。

2、合作探究：

(1)请同学们展开想象，用散文化的语言说出本词创设的意境。



(3)“闻说”“也拟”“只恐”这三个词说明了什么?

(4)本词的作者是如何抒发感情的?

学生合作学习10分钟，教师个别进行辅导，然后集体交流。

3、重点解读：

鉴赏这首词美在哪里?

学生自主考虑，寻找“美点”，集体交流。

4、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搜集古人写“愁”的句子。

学生可各抒己见，教师总结。

李清照的《醉花阴》。

1、背诵这两首词。

2、练习第一二题。

师：中国古代就有这样一位旷世才女，我们穿过历史的烟雾
来学习这首《武陵春》

先自由朗读课文二遍

男生再读一遍，请女生点评，

生：泪先流，这里没有读好，“泪”应该重读

师：你点评得很好，你能再读一遍吗?



读完后，再请该生推荐别人来读，并问学生推荐理由——读
的很有感情

被推荐女生读

师：读得好，高境界，入情入境

本词中的情感是什么?哦“愁”，带着淡淡地哀愁我们读一遍

接下来，我们去品读一下词的上半阕

幻灯：你从哪些地方读到了作者的内心的哀愁?

生：物是人非，这里——作者睹物思人，……在丧夫之痛
后——

生：日晚倦梳头，内心的哀愁使她无心去梳妆，倦，说明内
心有愁不在乎外在的打扮……

生：想到自己人老珠黄，无人欣赏

生：风停了，花已经凋谢了……所以风住尘香这里也寄托了
哀愁，作者是用景物来代替

生：话还没有说出口，就已经流泪了，因为内心的愁太多太
重，只能化作内心的眼泪

生：很多事情都不想做，事事休

师：我们读到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绝望的

生：因为悲痛所以写这样的景色

师：上阕未着一愁字而写尽愁绪，你们知道他的丈夫吗?谁介
绍一下



生：四个太学士，赵明诚……

生：是一位金石考据家

师：介绍一下她们的婚姻美满的生活……而如今……

下面请女生读，传达一下那种悲痛，请男生点评……

生，读得很好，十分的哀愁

师：这么重的愁绪有没有去排遣一下

幻灯：品下阕，圈划体现人物心理变化的词，并且用自己的
话说说词人的心理活动

生：闻说，也拟，只恐

可见诗人的心中有重量极大的哀愁

师：有没有成行?

其实词人最喜欢游山玩水，泛舟河上

生：可以从如梦令中得到印证，(并且背诵一遍)

师：你素养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少年时代的词，你读
到了什么?

生：表现夏日郊外游玩时的欢乐和喜悦

师：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对吧

生读一遍

生：感受到了淡淡地哀愁，相思之愁



是一种少妇的情怀(全场笑)

师;痛苦吗?

生：不痛苦，因为等待丈夫归来，始终有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师：哪里看出的?

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师：无论在少女时期还是在新婚不久，她都在登船游玩，但
是现在怎么不去呢?

幻灯：内容是李清照悲惨的流浪事迹的介绍

教师范读，配乐，学生思考

曾经那么幸福有限的女子，如今为何愁肠百结了呢?

学生沉浸在教师的朗读中。教师

幻灯“试用‘你若问我愁几许，只因——————’”的句
式写词人内心的独白。

几分钟后

生：……只因家国破

生：只因后生命悲矣

生：……只因夫亡……

……

师：家国之痛，孀居之悲，将词人的愁凝成1重，别说是词人，



就是我们也难以承受

齐读一遍——

用一段话来印证词人九百年前高贵的灵魂

屏幕上一段，抒情很浓的文字，教师个人的创作

再一次朗读全词。全场沉寂。

一、课前绸缪

师：我们古人写“愁”，可以说是穷形尽相，淋漓尽致，感
人肺腑。让我们回忆一下，从你所知道的诗词当中搜寻，总
结一下，古人通常是通过哪些物象来写愁的?用诗词来证明。

生：用月亮来表现愁。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生：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生：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王安石的“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

生：用水来表现愁。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胭脂泪，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
东。”

生：用酒来表现愁。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
更愁。”

生：范仲淹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生：用梧桐来表现愁。李后主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生：用山来表现愁。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
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生：李白、杜甫用头发来表现愁。李白是“白发三千丈，缘
愁似个长。”杜甫是“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

师：这样看来。只要诗人词人的心境是郁愁的，天地万物都
会被感染上愁绪，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
海”，就是这个道理。诗人们愁肠百结，所以百般写愁。我
们再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具体抒发愁绪的。

师：诗人们抒发自己的愁绪。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触景生
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一是直抒胸臆。老师说诗词句，大
家说诗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师：“巴山夜雨涨秋池。”

生：触景生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生：直抒胸臆。

师：“杨花落尽子规啼”、“东风无力百花残”。

生：触景生情，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师：“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

生：直抒胸臆。



……

师：通过具体物象来写愁，或触景生情，以景衬情，情景交
融，或直抒胸臆，让澎湃的情潮溢出心堤。我们今天再学一
首婉约词《武陵春》，看看李清照又是怎样写出自己的愁苦
的。

二、背景介绍。

绍兴五年，李清照寓居在浙江金华时，写了《武陵春》这首
词。这时她已经53岁了。经历了国家败亡，家乡沦陷，文物
丧失，丈夫病死等不幸遭遇，处境凄凉，内心极其悲痛。这
首词所反映的正是她真实的生活片断和思想感情。

三、朗读指导。(示范朗读)

四、研读

师：你认为这首词是围绕哪个字展开的?(文眼)

生：愁。

师：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作者的愁绪?作者是怎样写愁的。

生：从描摹人物的外部动作和神态来写愁。

生：扣住细节来写愁。

生：运用新奇的比喻来写愁。

生：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师板书

描摹动作神态



扣住细节愁新奇比喻

直接抒情间接抒情

五、欣赏

师：“风住尘香花已尽”。风儿停了，鲜花经过春风的摇动
已经零落殆尽，只有土地上还残留些花的芬芳，又是春意阑珊
(将尽)的`季节。

师：是人怜花乎?还是花怜人?

生：众说不一。

师：你们说的都说得通。但老师认为是人花相惜，情景交融，
物我一体。这种理解更生动些。注意赏析的时候要融情于景。

师：“日晚倦梳头”，日上三竿仍无心梳洗，这句话采用含
蓄手法，通过妇女特有的生活细节——倦于晨妆，反映了词
人的满怀愁绪。为什么词人倦于梳头呢?用对称句来赏析。

师：红颜已老。

生：韵华已逝。

师：丈夫不在。

生：知己难觅。

师：对生活失去信心，

生：对现实充满失望。

师：所以词人懒于晨妆。



师：“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请美好的回忆来反
衬现实的孤苦。要求句式对称。

师：以前：夫唱妇随，郎才女貌。朝看日出。

生：晚数星星。

师：短锄栽花。

生：长诗佐酒。

师：以前夫妇俩携手游天下名山，

生：并肩读千古奇文。

……

师：说不尽的美好，道不完的甜蜜，然而，这一切都不在了，
只有山川依旧。请用晏殊的词句来表达这种物是人非的沧桑
感觉。

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师：“欲语泪先流”，欲说无语，欲诉无人，唯有借两行热
泪倾泻心中的无限哀愁。那夺眶而出的眼泪，是内心万重忧
愁的外在表露。

生：“闻说”、“也拟”、“只恐”这三个动词写出了作者
试图排遣愁绪的做法。前两个词给人一种希望，好像可以为
作者松一口气，而“只恐”又让人跌落到作者的万丈愁绪中，
三个词写出了作者的沉重、无奈，又紧紧抓住了作者的心。
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六、师总结、生朗读品味。



七、拓展延伸

想一想还有哪些写愁的诗句，请找出来背一背,并说明其特点。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二

1、了解中国古代“屏”的实用功能和艺术装饰功能。

2、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征、条理清晰地说明事物的写法。

3、理解作者对屏风的喜爱之情，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之情。

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征、条理清晰地说明事物的写法。

理解作者对屏风的喜爱之情，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之情。

一、布置预习?导学

1、正音

屏风（）纳凉（）伧俗（）忒（）休憩（）帷幕（）擅长（）

2、释义

伧俗：粗俗鄙陋。

擅长：在某方面有特长。

雅俗之别：高雅与粗俗的分别。

二、指导学习?研讨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导入：

（2）作者简介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读课文，感知内容，试用一句话归纳大意。

明确：本文介绍了屏的特点、作用、种类和设置。

3、研讨

（1）本文在结构上有何特点？

（2）先用文中语句回答什么是“屏”？然后用自己的话作一
解释。

（3）根据课文，说一说“屏”有何作用？

（4）“屏”可以怎样分类？

（5）作者认为“屏”的设置应注意些什么？

4、赏析

（1）深入体会作者在介绍“屏”的时候，为什么用上了“富
有诗意”、“令人销魂”、“心生向往之情”等词句？明确：
体现了作者对屏的喜爱之情，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2）本文是介绍“屏”的说明性小品文，但也有些记叙内容
穿插其中，从文中找出来，说说其作用。

（3）文中引用了一些古诗词句，你觉得这样有什么好处？

三．延伸迁移



完成语段阅读

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之一。20世纪以来，全球的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在各种能源
中，化石燃料中的石油、天然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一次能源。
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统计，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可采储量，
按1992年各国的产量计算，分别只能开采44年和60年；虽然
可采储量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但社会需求也在增长，特别
是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油气燃料可供开采的时
间不会很长。在化石燃料中，尽管煤炭的蕴藏量最丰富，但
燃煤造成的严重污染使其不大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主要能源。
虽然核聚变反应可提供清洁的能源，在海洋中蕴藏着约42万
亿吨核聚变的主要物质氘，但核聚变堆研究的难度很大，估
计要到下一世纪后期核聚变电站才有可能实现商品化。因此，
在展望21世纪能源问题的前景时，可能不得不面对油气资源
面临枯竭、核聚变发电又未能商品化的一段时期。为保证这
一时期内人类有充足的清洁能源供应，利用太阳能来发电是
一种必然的'选择。太阳能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地球上的
各种能源无不与之密切相关。事实上，太阳在地球的演化、
生物的繁衍和人类的发展中，起了无比重大的作用，也为人
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能源。太阳内部不断进行的高温核聚变
反应释放着功率为3．8×1026兆瓦的巨大辐射能，其中只有
二十亿分之一到达地球大气高层；经过大气层时，约30%被反
射，23%被吸收，仅有不到一半的能量8×1016兆瓦到达地球
表面。尽管如此，只要能够利用其万分之几，便可满足今日
人类的全部需要。

1．本文主要运用的两种说明方法是什么?

2．本文是按什么顺序来说明的？

3．找出第一段的中心句写在下面。

4．结合选文说出太阳能发电的主要优势。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三

第一课时：

学习课文第3、4自然段，了解钱塘江大潮潮来时的情形，理
解、积累并运用课文中描写潮水的语句。熟读成诵部分语句。

第二课时：

1.小组合作,探究课文3、4自然段，了解钱塘江大潮到来时的
情景，体会其雄伟壮观。

2.理解，积累并运用课文中描写潮水的语句，熟读成诵部分
语句。

3.体会作者留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有顺序的描写方法。

理解，积累并运用课文中描写潮水的句子；学会按序背诵课
文。（文字序领与画面结合法）

感悟领略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

目标教学法感悟发现法引导发现法

小组合作（读书发现--质疑问难--组内合作--组外协作）、
感悟发现法

多媒体课件钱塘大潮录象

一．激趣导入，引出壮观

1．谈话，板题。

2．理解“观”的意思，引出“天下奇观”。



3．导入3、4自然段。

4．出示学习目标。（目标教学法）

二、观看录像，感受壮观。

看看画面，听听声音，感受这一天下奇观。

三、小组合作，感悟壮观

1．谈话激发学习兴趣。

3．组建合作小组

4．组内合作学习(感悟发现法)

5．反馈合作成果，构建全体读书感悟氛围。

6．引导小组感悟。a.朗读文中描述大潮的句子;b.课件展示描
述的情景;c.引导发现大潮雄伟壮观(想象和实践表演);d.感情
朗读。(引导发现法)

四、听听读读，发现作者观潮顺序

1．范读课文，听后练习。刚才大家很有感情地朗读了这些描
写潮水的语句。不过，把“观潮”的顺序给打乱了。其实，
作者写得可有顺序了。下面，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听的练习。

听老师读这段话（出示），看谁本事大，能听清作者是用哪
些词语把这四处的描写给连接起来的。待会儿，请你把听到
的词语写下来。

师读生听：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



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
了一条白线。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
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道两大多高
的白色城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
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
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2．感悟发现：作者是按从远到进顺序来描写潮水的；抓住了
大潮的声音和大潮的变化描述出了大潮的雄伟壮观。

3．齐读课文，感受壮观。

五、思路引导，背诵壮观

1．出示思路提示句子

2．出示音乐、画面，激发背诵兴趣

3．评价：背诵得多有感情啊！我们仿佛站在钱塘江畔，和作
者一起感受到潮水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浪头（越
来越高），气势（越来越大）。钱塘江大潮真不愧为（天下
奇观）！我们为之自豪，为之（骄傲）！

六、创设情境，运用语句

1．积累词汇

今天，我们学习的两个自然段里，词语非常丰富，你们想不
想把它们积累起来？听老师说词语的意思，看谁的反应快，
老师语音刚落，就能很快地站起来说出哪个词语表达了这个
意思。（人声鼎沸、山崩地裂……）

2．运用词汇

看得出，同学们在阅读课文的时候，还挺注意词语的积累，



不过，会不会用了呢？咱们来自我检验一下，我这儿有一段
话，可是不完整，你们能不能在括号中用上今天学到的词语，
使这段话表达得清楚通顺呢？师出示一段话：

今天，我去海宁观潮。潮来之前，江面上（）。可潮来时，
却一浪一浪（），一浪一浪（）。湖水声犹如（），海堤上
尽管（），但竟听不出他们在说些什么。渐渐的，潮过去了，
消失在（）的地方。

（学生分四人一小组讨论，然后选派一代表报告）

3．师生共同评价

七、结束语

八、板书

观潮

闷雷滚动出白线

潮头怒吼贯江面

山崩地裂城墙现

钱塘奇观天下传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四

大家好！我是五都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李敏，今天很荣幸和大
家共同来交流网络教学模式下的语文教学思路和具体做法。
我说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蜡烛》的教学设计。下面我
将从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深入地从教材分析、教



学目标、教学对象、教法和学法以及教学过程等五个方面进
行说明。

一、教材分析

新课标中提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
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
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
启示。本单元的五篇文章都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叙事性作品。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让学生了解历史，认识正义战争的威力
和非正义战争的罪恶，可以看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两个极端，
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蜡烛》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在炮
火中挣扎的老妇人几乎耗尽所有的心力埋葬苏联红军，并将
一对凝结着爱的蜡烛点在红军战士的坟头的故事。学习这篇
文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理解超越国界的母爱，
欣赏文章悲壮的意境，明确非正义战争必败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规律。

二、教学目标分析

新课程目标定位是三个维度合一，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合一。新课程要求由原来的以文本
为主转到以学科课程发展为主，以理解内容为主转到语文能
力发展为主。以前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和训练为
主，结果必然导致无效重复，新课程要求语文教学转到动态
的体验感受为主逐步达到个性化鉴赏，动态的四个层次：沉
浸――体验――感悟――思辩。因此，我给本节课设计的教
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技能：

a、理解积累课后“读一读写一写”中的字词

b、了解文章中“蜡烛”故事的写作背景，了解通讯这种体裁



c、学习用动作、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

（2）过程与方法：从互联网获取有用信息帮助理解课文内容
体验感悟课文中超越国界的母爱并主动与他人利用网进行交
流分享。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验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解读
世上最宽厚的母爱，明确非正义战争必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规律。

我给本课确定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体会文章深厚的思想感
情，学习用动作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

三、学习者分析

对于八年级学生来说，他们通过初中一年的学习，对记叙文
的文体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但他们是第一次接触通讯
这一文学体裁，要让他们自己去通过互联网查找这一相关信
息。八年级的同学已经初步具备利用网络的能力，但上课时
不能信马由僵，老师要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来查找并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任务。另外，八年级的学生已经具有初步感知、体
验、欣赏、评价文章的能力，只要激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一
定有很多的感想。老师要鼓励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

四、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分析

五、教学过程设计

现代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情景”“协作”、“会话”和“意
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
课堂教学中心从教师转向学习者，核心在于学习者主动将新
的信息和经验与其原有的知识基础相融合的过程，因此网络
教学正是适应了建构主义理论的需要。网络教学模式有两种



形式：即集体教学模式和自主教学模式。我这节课采用的是
网络教学模式中的集体教学模式。我设计的教学过程如下：

第一环节是：创设情境，提出任务

在课间和预备铃时间里播放歌曲《烛光里的妈妈》，让学生
联系实际谈谈听歌后的感受。老师随即深情地告诉学生：在
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岸，也有一位“妈妈”，有妈妈的地方
就有烛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一片温暖的烛光里。由
此引出课题《蜡烛》。这是老师为学生创设的学习情境，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原有的认知和情感，并为下
面课文的意境营造氛围。

之后是提出任务：登陆局域网，利用网络搜索《蜡烛》的写
作背景以及作者西蒙洛夫的简介。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让学
生了解战争的惨烈，这与前面老师创设的烛火的温馨情境形
成极大的反差，了解作者也能为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打下基
础。要求在3到5分钟内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在老师的课件
上浏览相关资料，老师要及时监控这个过程，对学生的认知
起一个保障作用。

第二环节是：自主阅读，交流体验。

（1）引导学生听读课文配乐朗诵，这是老师利用网络为学习
提供的学习资源，要求积累生字词，快速把握文章基本内容。
听完之后口述故事梗概。

（2）再读课文，把握文章的记叙要素。复习并运用记叙要素
这一知识点。

（3）自由精读，品味细节。组织学生大声诵读出令自己感动
的文段，并将自己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以评论的方式发表。
并与同学交流。在自由精读细读品味这一小环节里，我设计
的是传统教学形式与网络相结合，可以口头发表，也可以发



挥网络的交互作用，在网络上进行评论，写下自己的真切而
深刻的感悟。

（4）通览全文，理解老妇人这个人物形象。让学生学会用动
作、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这是本节课的难点，我
设计用利用网络来帮学生突破这个难点。在这一小环节里，
我设计是小组学习合作交流的学习方法。每个小组同学的搭
配是自由搭配，因为在网络教室了是不受空间限制的。先学
习课文动作心理活动的写法，然后让学生结合平时实际观察
写一个片段，在小组内先交流，并把同学认为不错的片段提
交的公共平台上供大家欣赏学习。对写得好的同学是一种极
大的鼓励，对其他同学也提供了一个现场学习的机会。

我设计这一环节大致用时25分钟，主要是引导学生自主阅读，
体验文章深厚的感情，并交流相互的体验，相信学生会体验
到炮火的疯狂，战争的残酷，体验到老妇人对红军情同母子
的爱与尊敬，感受到生命的美和爱的力量，从而树立和平的
信念。并利用网络突破这节课的难点，学会用动作心理刻画
人物的方法。

第三环节，质疑创新，拓展延伸

这个环节同样是小组讨论学习，小组同学有比较简单的问题，
小组内先行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交上来，大组讨论解
决。老师也可以参加进同学的讨论中并及时地进行指点。老
师预设的疑问，看学生有没有提出，没有提出的话，老师也
可以将问题提交，让大家来讨论。我预设了这样的两个问题：

1、文章为什么要反复写炮火、蜡烛、围巾？

2、文末为什么说“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
着……”在深入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再探究文章主旨升华感
情就水到渠成了。



在网络环境下的交流，有学生个别对个别的交流，有学生对
老师的个别交流，还有公共平台上的共同交流。最后老师对
整个过程要有个点评，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对全
班协作学习所作出的贡献，有多少学生积极参与谈论，问题
回答是否正确；有多少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高，问题回
答不很恰当，学生是否最终完成了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在这一环节里充分发挥了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着力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善于探究创新的
精神。

这一环节里，我给学生准备的创新作业是：如果那位年轻的
军人的亲生母亲后来读到了这篇通讯，她会有怎样的感想？
请你以她的口吻给玛丽育乞西写一封信。相信同学对这个作
业会比较感兴趣的，也能让学生思维更加开阔，并且学习设
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当然，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可以
让学生自主选择作业，上网查找本课相关练习，来巩固所学
知识，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最后老师总结本课，并在《祈祷》的歌声中祝福世界和平发
展结束本课。这个设计我觉得和开课时的歌声呼应，并且是
在不自觉中提升学生的价值观，使整节课余韵悠悠。

总之，我这节课是充分尊重了网络作为工具，网络作为资源，
网络作为环境的三大特点来设计的。

以上就是我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2分钟)

播放歌曲《爱的奉献》



毕生为消除人类的贫穷和疾病而努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
蕾莎修女曾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
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正象歌词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那怎样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
呢?今天我们就随我国当代女作家杨绛一起去回忆一位车
夫——老王，体会一下：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用伟大的爱去
做小事的。翻开课本76页(板书课题)(看题目可知，文章的主
人公是谁?明确：老王。)

二、简介作者(1分钟)

杨绛，生于1911年，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她的
丈夫就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
饮茶》等，译有《堂·吉诃德》。

三、整体感知：

(一)、检查预习(1分钟)

伛攥惶恐滞笨塌败荒僻骷髅愧怍

(二)听录音朗读后，思考以下问题。

a、了解主人公------老王(10分钟)

1、课文介绍了老王的哪些情况?并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生活。

学生回答：职业——蹬三轮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

身体——残疾(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也有病)

居住条件——差(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
屋)



可见老王生活之“苦”

教师引导学生回答：也“苦”，“孤独、无亲，受恶意攻击、
被人瞧不起”。

饱经沧桑、吃尽人间疾苦、凄凉、痛苦等。

3、本文记叙了与老王交往过程中的哪几件事?通过这些叙述
和描写，你认为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请你用一个字来概括老
王的性格。

学生回答：记叙了老王为作者送冰，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
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表示感
谢。

学生回答：老王是一个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的人。他
卑微的身份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善良”。

b、了解文中另一个人物------作者(3分钟)

1、你认为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学生回答：“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具体表现在：照顾老
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
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让他白送;关心老王的生活。

四、仔细研读(再次默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18分钟)：

1、老王为什么在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这件事体现
了老王怎样的性格特点?这件事是详写还是略写?为什么要详
写?(5分钟)

学生回答：因为老王要报答作者一家对他的关心。知恩图报、
心地善良。详写。因为这件事更能表现老王的善良和他身上



知恩图报的高尚品质。(教师解释：在自己非常痛苦的情况下，
还惦记着别人，还关心着别人，这最能表现他卑微的身份下，
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所以要详写。)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启发?

要写某个人物，有许多事可以写，如果每件事都花一样的笔
墨来写，那文章可能就会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但如果每件事又都一笔带过，那人物的形象就不会丰满生动。
所以写人，要通过记事，而记事就一定要有详写有略写，最
能表现文章中心的事件要详写，其它的可以略写，这样就做
到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老王临死前给“我”送香油、鸡蛋，那作者从哪几方面来描
写此时的老王?(5分钟)

学生回答：文章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去描写老王。
(教师解释：除了正面对老王进行描写外，作者还写了自己见
到老王时心里的想法《见80页》，通过作者的表现来写老王，
这种描写方法是什么描写方法呢?------侧面描写。作者的心
理活动描写从侧面烘托出老王行动的艰难。)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帮助?

方法指引2：写人可以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入手，
除了这些正面描写外，还可以对他进行侧面描写，这样正面
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就使人物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如
在眼前了。

3、老王说“我不是要钱”，为什么最后还收了钱?你觉得这
又体现了他的什么品质?(2分钟)

学生回答：老王怕“我”真的托人给他送钱，平白给“我”
添麻烦。体现了老王的朴实善良。



4、作者一家对老王非常关心、爱护，你觉得除了性格善良之
外，还要有怎样的精神才能做到尊重和关心像老王那样的不
幸者?(4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主要是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提问:看到作者如此关心一个有残疾的车夫,你有什么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
不要觉得你是城里人，你就可以瞧不起乡下人;你不要觉得你
家里比较富有，你就可以看不起穷人。个人由于境遇不同，
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但一个幸运者只有
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作者做到了这
一点，我们做到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观念和
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尊重那些卑微的人那些不幸的人!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多关心弱势群体。

5、对课文结尾一句话，应该怎样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感到惭
愧呢?)(2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
者有责任关爱那些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帮助改善他们
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
到惭愧。

五、拓展延伸(5分钟)

你知道你的周围有哪些不幸者吗，你是平时怎样对待的?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瞎眼的乞丐向诗人雨果乞讨，他
便在乞丐面前的纸牌上写了一句话：“春天就要来了，可我
看不见她!”于是，被感动的路人纷纷把钱放入乞丐的铁
罐......



我们都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把毕生的精
力都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需要像圣人一样的境界，
这很难做到。可是我们可以和雨果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去做一些触手可及的事情，让有人在无助的时候可以抓住
我们有力的手。

六、小结(1分钟)

七、布置作业(2分钟)

1、这篇课文叙述的事情较多，作者是怎样组织的?文章的线
索是什么?

2、本文表达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

3、揣摩本文的语言，完成课后习题第二题。

4、完成课后习题第三题(要突出老王的心理描写)。

老王

物质生活“苦”

苦

老王精神生活”苦“

善老实厚道关心别人

初中语文八年级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能力目标：要求把握描写的对象的特点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概
括。通过对散文语言的评价赏析，体会品味散文之美。

情感目标：认识大自然中生命的意义、价值及其对人类的启
示。

教学方法：朗读感悟法、赏析点评法、对比阅读法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重点：通过反复朗读感悟，领会作者对大地的深情。

教学难点：要求把握描写的对象的特点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概
括。

教学过程：

一、读课文，疏通文字

学生自由诵读，教师对生字进行检测。

酒盅坟冢衔筑巢繁衍撒种崛起

蜷曲檩条椽子砺刀怵目喙羁绊

蜣螂哺育偃息凄怆拾掇

二、读课文，筛选要素

学生速读全文，概括说说作者写了大地上的哪些事情？

自然景物：麻雀、蚂蚁、熊蜂、小鸟、太阳、田野

人的活动：孩子、捕鸟人



三、读课文，概括内容

例如：第六段《树上的麻雀》、第十九段《失巢的蜂》

教学重点：通过对散文语言的评价赏析，体会品味散文之美。

教学难点：认识大自然中生命的意义、价值及其对人类的启
示。

教学过程：

一、读课文，品析语言：

选择最喜欢的段落进行大声朗读，并从中选择一个词、一句
话进行赏析评价。

学生进行交流。

例如：第19段的“伏”：准确写出了蜂的'动作特点，还能使
读者联想到泰然处之的神情。

例如：“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运用
了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突出了树干对于鸟儿的贡献巨大。

二、读课文，领会情感：

背诵最喜欢的段落，想一想，作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惊人的
发现？

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对自然与生命的领悟。

理解作者对大地的深情是文章的线索，也是文章的主旨。

三、读课文，感悟主旨



了解作者的生平，再读课文，理解作者所阐述的“大地道
德”的理念。

附录：苇岸，1960年1月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
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
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8年，为写
《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苇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
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
成一段笔记。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二十四节气：谷
雨》，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按照苇岸自
己的意愿，他的亲友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在故乡的麦田、
树林与河水中。苇岸一生文字很少，不足二十万字。生前只
留下一部《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就了自己的第二本书
《太阳升起以后》，20xx年5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