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备课组工作总结(优秀8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相信许多人
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七年级语文备课组工作总结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

1、了解有关童话的文学常识，理解文章蕴涵的思想内容。

2、了解有关童话的文学常识，理解文章蕴涵的思想内容。

3、在分角色朗读中，揣摩人物心理，品析人物形象，提高语
言感受力。

4、认识生活中的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

5、了解童话想象和夸张的特点。

6、培养复述课文的能力。

过程和方法

在“说故事——说人物——探主题——谈看法”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掌握分析人物、
理解主题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情景体验，引导学生做一个纯洁无邪的人，提升价值观

重点难点

1.重点：

(1)学习复述课文。

(2)理解这篇童话的讽喻意义。

(3)从语言、心理描写中感知人物形象。

2.难点：童话想象和夸张的特点。

教学方法

1、朗读法。在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角色朗读，激发阅
读体验，准确把握人物形象。

2、讨论法。就情节发展、传神写法和课文主旨的解读设疑，
更鼓励学生提出疑问，组织课堂讨论、合作探究，深入品评
童话故事。

3、探究拓展法。如故事情节的增补训练，改编剧本、童话主
题的多元阐解。

教具准备：多媒体cai课件、录音机、教学磁带、投影仪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预习



1.读准下列加点字的音：

滑稽(ji1)陛下(bi4)头衔(xian2)骇人听闻(hai4)钦差大臣(qin1)
随声附和(he4)炫耀(xuan4)勋章(xun1)称职(chen4)

2.解释下面的词语：

(l)不惜：本课指不觉得可惜，舍得。

(2)炫耀：本课指夸耀。

(3)称职：能够胜任所担当的职务。称：适合。

(4)愚蠢：头脑迟钝、不灵活。

(5)不可救药：比喻人或事物已坏到无法挽救。救药：用药救
活。

(6)妥当：稳妥适当。

(7)华丽：美丽而有光彩。

(8)骇人听闻：使人听了非常震惊。骇：惊吓。

(9)随声附和：别人说什么，自己跟着说什么。形容毫无望j
见、一味盲从。附和：跟着别人说。

(10)勋章：一种较高等级的荣誉证章。

3.自读课文，思考预习提示。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作者安徒生，出生在丹麦一个贫苦的鞋匠家庭。童年生活贫
苦。早期写有诗歌、剧本和长篇小说《即兴诗人》等。1835
年开始写童话，共160余篇。在《丑小鸭)、《小克劳斯和大
克劳斯》、《皇帝的新装》、《夜等》、《卖火柴的小女
孩》、《她是一个废物》等篇中，作者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
和金钱支配一切的罪恶，讽刺统治阶级的专横愚昧，反映贫
富之间的悬殊，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想象丰富，情节
生动，语言朴素。安徒生是世界的儿童文学家。

本文根据西班牙一__间故事改编，描述“新装”的似有实无，
以嘲弄皇帝的愚蠢可笑，贵族阶层的阿谀逢迎和虚伪透顶。
揭露的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深刻的解剖了当时社
会的病状。

2.导语

本文的体裁是童话。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
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
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
折，引人入胜，往往采用拟人的手法，举凡鸟兽虫鱼，花草
树木，整个自然界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
感情，使它们人格化。下面请看课文《皇帝的新装》。

三、整体感知，理清情节脉络

1.请按照“爱新装——做新装——穿新装——展新装”的顺
序给课文分段。

讨论并归纳：

第一段：从开头到“皇上在更衣室里。”

第二段：从“有一天”到“并授予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
章。”



第三段：从“第二天早上”到“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
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策四段：从“这样”到完。

2.提问：课文怎么写皇帝爱新装的?;

讨论并归纳：从治装费用、心思兴趣、换衣次数三个方面具
体的夸张皇帝只图穿得漂亮。

3.提问：第一段写皇帝爱新装的目的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写皇帝爱穿着的痛好，突出他的昏庸无能、荒.
唐可笑，也写出皇帝上当受骗的缘由。

4.提问：请找出第一段中关键词语，准备复述。

讨论并归纳：“为了”、“不惜”、“既不”、“也
不”、“也不”、‘滁非”、“炫耀”、“每一天每一点
钟”、“都”、“总”等词。

5.请二、三位同学复述课文，其他同学评价。

6.提问：两个骗子用什么手段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讨论并归纳：两个骗子，自称是织工，说能织出人间最美丽
的布。这就投了皇帝爱穿着的癖好。骗子还说，这种布不仅
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观，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
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
衣服。这是最合皇帝心意的。因为皇帝不仅喜欢穿得漂亮，
不问国家大事，而且对他的臣下也极不信任的。所以，这新
装一举两得的功能，很快骗取了皇帝的信任。

7.提问：皇帝派了诚实的老大臣去看织布，老大臣看到了什
么?他为什么不敢说真话?从课文中找出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语



句。

讨论并归纳：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诚实的老大臣不敢说
真话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课文语句：“难道我是愚蠢的
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一点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难
道我是不称职的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
料。”

8.提问：皇帝又派了另外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织布，这位诚
实的官员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不敢说真话?从课文中找出能
说明这个问题的语句。

讨论并归纳：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这位诚实的官员不敢
说真话也是为了保住他的乌纱帽。课文语句：“我并不愚蠢
呀!这大概是我不配有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
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

9.提问：皇帝在随员陪同下亲自来看织布，他看到了什么?皇
帝为什么也不敢说真话?从课文中找出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语句。

讨论并归纳：皇帝也“什么也没有看见”。皇帝不敢说真话
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课文语句：“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
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皇帝吗?这可是最可怕的事情。”

10.提问：皇帝亲自来看织布，那两位诚实的官员为什么要抢
先介绍?

讨论并归纳：怕是帝责怪他们欺骗皇上，以先人为主的方法，
极口称赞骗子级的衣料之美，使皇帝相信他们的汇报是真的，
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11.提问：跟着皇帝来的全体随员怎么评价骗子织的衣料?他
们提出了什么建议?



讨论并归纳：他们说：“哎呀!真是美极了!”“这布是华丽
的!精致的!无双的!”他们建议皇帝用这新的、美丽的布料做
成衣服，穿着这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__大典。

12.根据板书，复述“做新装”部分。其他同学评价。

四、小结

复述课文有三种形式：一是简要复述，抓住课文主要情节进
行复述;二是详细复述，除根据课文主要情节外，还有记住一
些关键词语，使复述尽量接近课文;三是创造性复述，大体技
课文情节，可用自己的语言，增添生动的细节复述。课
文“爱新装”比较简单，可用详细复述。“做新装”比较长，
可用简单复述。

五、作业

1.课后练习一、二、三1、2、3题。

2.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第一课时作业代化设计

(-)看下面句子的含义写出词语：

(二)给下列加点字选择正确的拼音：1.称赞()称职()称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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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使)差错()差不多()参差()

3.走着()高着()着急()着眼()

(三)找出下列句中的错别字，并改正在句后的括号里。



1.他即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2除非为了去眩
妖一下他的新衣服。()3.他就到那两个狡滑的骗子那
里。()4.皇帝锡给骗子“御聘”织师的头衔。()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阅读课文，准备复述“穿新装”、“展新装”两段。

二、导人。

上节课，我们已经复述了“爱新装”、“做新装”两段，今
天，我们再来学习复述“穿新装”、“展新装”两段。

三、正课

1.提问：两个骗子为什么要装模做样赶夜工?

讨论并归纳：因为他们要赶制新衣，让皇帝穿着参加__大典。

2.提问：课文怎样写两个骗子献上新衣的?

讨论并归纳：用动作描写“各举起一只手”;用语言描写，用
比喻夸新衣的优点。

3.提问：皇帝穿衣时，明明没有穿东西，为什么要在镜子面
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
下。

讨论并归纳：写皇帝穿衣时的丑态，来表现皇帝自欺欺人。

4.提问：大家为什么都称赞新衣?

讨论并归纳：写出他们的阿谀奉承，自欺欺人。



5.请几个学生复述“穿新装”一段。其他同学评价。

6.提问：皇帝穿着“新装”开始__，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说真
话?

讨论并归纳：怕招来杀身之祸或怕别人知道自己不称职，或
是太愚蠢。

7.提问：小孩子为什么敢于说真话?

讨论并归纳：小孩子天真烂漫，无私无畏。

讨论并归纳：皇帝听到老百姓的真话，意识到自己受骗出丑，
感到恐慌。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慌，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
气把这__大典举行完毕。

9.请几个学生复述“展新装”一段。其他同学评价。

10提问：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课文找出语句来分析。

讨论并归纳：(1)昏庸无能，骄奢淫逸。从开头治装费用、心
思兴趣、换衣次数三个方面写出皇帝爱穿着的癖好。

(2)愚蠢透项。从被两个骗子投其所好，上当受骗可以看出。

(3)自欺欺人。皇帝明明没有看到衣料，但怕别人说他不够资
格当皇帝，便极口称赞骗子织的衣料，并赐给骗子“御聘织
师”的头衔，封他们为爵士，授予他们勋章。穿新装的时候，
明明什么也没穿，还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要使大家觉得他在认真地观看他的美丽的新装。

(4)虚伪昏庸。在参加__大典时，他听到老百姓说了真话，十
分恐慌。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来掩饰自己。

11.提问：那些大臣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从课文找出语句来



分析。

讨论并归纳：大臣们都是些虚伪狡诈、自欺欺人的人。他们
明明看不见衣料，却极大称赞布料的美，并抢着向皇帝介绍
衣料如何美。称赞皇帝的新装多么合身，多么好看，多么贵
重。

12.这篇童话讽刺了什么，告诉我们什么?访归纳文章的中心
思想。

讨论并归纳：讽刺了封建统治阶段昏庸、愚蠢、虚伪、狡诈、
自欺欺人、荒.唐可笑的本性，无情鞭答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制
度。它告诉我们应该保持天真烂漫的童心、无私无畏，敢于
说真话。

讨论并归纳：童话是生活的反映。是有其真实基础的，在封
建时代，什么荒.唐可笑的现象都有。昏君确是穷奢极欲，荒.
唐可笑;大臣们也都明哲保身，自欺欺人，阿谀逢承，被愚弄
被压迫的老百姓也总是胆小怕事，人云亦云。而骗子们总是
善于投机钻营，欺骗有术，而敢说真话的人往往反而倒霉。
因此，说假话成风，荒.唐可笑的现象也就有可能发生。

14.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语气、语调要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
征。

(也可以表演课本剧)

四、小结

本文以“新装”为线索，描写一个愚蠢的皇帝上了骗子的当，
赤身__参加__大典的故事，讽刺了封建统治阶级昏庸愚蠢，
虚伪狡诈，自欺欺人，荒.唐可笑的本性，无情鞭答了黑暗腐
朽的封建制度。它告诉我们应该保持天真烂漫的童心，无私
无畏，敢于说真话。文章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生活。

五、作业

1.课后练习第二、三4、四题。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第二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阅读下面语段，回答文后的问题。

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__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
子里的人们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
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令他的身材!”谁也不愿意让
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出自己不称职，
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了出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
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穿什么衣服
呀!”

“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呀i”最后所有的百姓都说。(皇上有点
儿发抖,因为他觉得百姓们所说的话似乎是真的,不过他心里
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__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
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
存在的后裙。

l.这段文字选自__体裁是——作者____是_____国家的儿童文
学家。



2“‘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最后叫了出
来”这句话分析正确的是：()a.表现小孩天真，无私无畏，敢
说真话。

b.表现小孩子机智勇敢。

c.表现小孩子胆子大，不怕别人说他愚蠢。

d.表现小孩子看出皇帝的愚蠢。

3.“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天真”的原义和在文
中的意思是：()a.性格活泼、浪漫。表示小孩纯朴的特点。

b.心地单纯，性情率真。表示小孩未受污染，能有勇气讲真
话。

c.性格开朗，谈吐自然。表示小孩爸爸对孩子的夸奖。

d.心地单纯，性格直率。表示小孩爸爸对孩子不懂事的掩饰。

4.文中画线的句子所用的描写方法是：()a.外貌描写几语言描
写c.行动描写外心理描写5.对“有一个小孩说他并没穿什么
衣服呀!”一句的正确理解是：()a.出于种种原因大家不敢说真
话，只好借小孩之口来表达。

b.赞赏小孩有勇气，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真话来。

c.责备小孩不懂事，不该说皇帝的坏话。

d.嘲笑小孩太愚蠢，竟说出这样的荒.唐话。

6.皇帝上当受骗最主要的原因是：()a.皇帝生活奢侈，一心想
得到漂亮的新衣。



b.皇帝追求虚荣，愚蠢透项。

c.骗子的计策正中封建统治者的要害。

d.皇帝身边的大臣对皇帝阿谈奉承，欺骗。

七年级语文备课组工作总结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指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

2、、学习以物喻人的写法。

3、培养学生通过咀嚼诗歌语言鉴赏诗歌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过程与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验人间挚爱亲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反复诵读，品味诗歌的语言，领会诗歌美好的母子深情。

教学难点：

把握诗歌情感基调，通过诵读揣摩逐步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



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课首三分钟说话训练

一、导入

二、研读《金色花》

1、介绍作者、金色花

•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
活动家.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
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
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
尔的《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金色花：印度圣树，木兰花属植物，金黄色花。

2、初读感知

1)、一首诗就像一幅画，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怎样的图
画呢?

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我”想像自己变成一朵金色花，与妈
妈嬉戏的画面。

2)、我从诗中读到了一个____的孩子。

我从诗中读到了一个_______的妈妈。

3、品读诗歌



仔细品读课文再结合语句与小组同学谈一谈。

文中的母子情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4、写法研讨

5、小结

三、共同学习《荷叶母亲》

1、导入

2、作者介绍、文体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人，我国现代散文家、诗
人、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诗集《繁星》、《春水》，她的
诗以抒写纯真的童心和圣洁的母爱为主，影响很大。

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体，一般篇幅短小，
具有诗的意境和散文的表现力。

3、检测字词

4、整体感知

听读课文后的直接感受是什么?

5、合作研讨

文中写了几次看红莲，当时的环境、心情、红莲的样子?

6、品读文章

找出诗中感受最深或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语段，分析体会其
中的情感!



7、拓展练习

发挥你的想象，仿照文中的语言写一段献给母亲的诗句。

例如：母亲啊!您是_________,我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小结

四、作业

借助一种形象写一段话或一首诗，表现对父母的爱。

板书设计：

散文诗两首

金色花

泰戈尔

三次嬉戏----------母子情

荷叶母亲

冰心

七年级语文备课组工作总结篇三

1.学会本课生字词，会认“宅、蔽、弃、慎”等7个生字，会写
“弃、毫 、遇 、择”等13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住宅、选
择”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通过重点语句的品读，
理解“蟋蟀住宅是伟大的工程”的深刻内涵，感受蟋蟀“热



爱生活”、“不辞辛劳”的品质。

3.体会文章中拟人手法的表达效果，学习科学家探索大自然、
热爱小生命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爱观察的好习惯。

教学目标设计涵盖“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三个维度。教学重点是第二点，教学难点是第三点。

本课教学安排两个课时，第一课时通过对话交流达成1、2两
个教学目标，第二课时则在第一课时学习基础上继续对话交
流以达成教学目标三。下面，我就第一课时的流程安排作一
说明。

第一课时我根据“抛锚式教学法”，安排了“创设情境、确
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五大环节。

第一环节：创设情境，理解“随遇而安”，对比引出课文，
用时5分钟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
而是学生根据外在信息，通过自己的背景知识自己建构的过
程。所以产生学习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学生的背景知识
和新知识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度。而教师帮助创设一定的情境
是提高相关度的重要方法。所以在这第一个环节中，我让学
生从“说自己的家或小房间”入手，创设一种“用心创造生
活”的情境，进而引入昆虫世界，理解一般昆虫的“随遇而
安”和蟋蟀的不“随遇而安”，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理解了对他们来说存在一定难度的“随
遇而安”一词，为后面感受蟋蟀的热爱生活、不辞辛劳的精
神和其住宅的“伟大”打下了基础。

第二环节：确定问题，学生二度读文，交流阅读感受，用
时10分钟



在此环节主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学习生字词，字词学习是
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本环节注重将字词学习与课文语
句、课文内涵结合起来进行，帮助学生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
初步感受其住宅的“伟大”，这就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下对语
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共同关注，真正实现两者的
统一，使学生取得扎实的学习成效。第二件事是确定一个大
家共同学习的问题，我认为，语文教学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写
作意图和学生的阅读体验，所以用“作者最想告诉大家的是
什么”和“你获得的最深感受是什么”两个问题来启发，并
最终确定本节课的研究问题：“为什么说蟋蟀的住宅是‘伟
大的工程’”。虽然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但是正如建构主
义所认为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对每个认识世界的个体来
说是共通的，这就为确定相同的研究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现实可能。

第三环节：自主学习，学生默读课文，深入体会“伟大”，
用时5分钟

默读的好处是能够促进人的自主思考，使阅读实现个性化，
同时实现新信息与学生背景知识的联系和建立。在这一环节，
我让学生带着确定的问题与文本进行独立对话，采用在相应
语句旁作标记和批注的方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从
第二大环节的“概括”性阅读到本环节的“具体化”研读，
符合阅读规律，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我提醒学生
在默读中，关注课文中的“鱼泡泡”、插图、生字、思考题、
资料袋等材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阅读的概念。

第四环节：协作学习，反馈交流感受，提升“伟大”原因，
用时15分钟

这一环节是课堂之所以为课堂，区别于完全独立阅读的特点。
建构主义认为，自主的阅读促使了学生情感的变化，而在课
堂学习活动中，学生通过与其他学生和教师的不断交流与沟
通，就能更好地实现意义建构和情感变化。所以此环节，我



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找出文中相关的语句(或图片)等
各种材料佐证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教师是学习伙
伴、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激励者，因此构建了绿色
和谐的课堂。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
候给予帮助、学生未能提升的时候给予提升、学生朗读不到
位的时候给予指导。因此，本环节中，学生和教师通过
对“它常常慎重地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温和
的阳光”、“它的舒服的住宅是自己一点一点挖掘的，从大
厅一直到卧室”等具体语句的品析，感受蟋蟀住宅的科学、
精致、舒服和浩大壮观，感受蟋蟀在建筑住宅时表现出的智
慧和不辞辛苦。对于学生疑惑的“这么一个‘最多不过九寸
深、一指宽’的洞穴怎么谈得上伟大”这一问题，则采用对
照方式，以相当于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工具的帮助下挖掘300米
的隧道帮助学生感受，并抓住“工具的柔弱与简单”和“工
程的浩大与壮观”的极大反差，很好地帮助学生进行真切的
感受。同时，在品析之后及时进行朗读指导，较好地培养了
学生的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