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级语文北师大版 皇帝的新装北师大版七
年级语文教案(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级语文北师大版篇一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皇帝的新装》。我将从教材、教学目
标、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以及板书设计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说教材

《皇帝的新装》是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的一篇课文，
属于少年儿童非常喜欢的文学样式——童话。本文通过丰富
的想象，夸张的手法以及形象的语言塑造了一群骄奢淫逸、
昏庸愚蠢、虚伪的统治阶级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生
活。全文以“新装”为明线,以“骗”为暗线，通过对皇
帝“爱新装”，两个骗子为皇帝“做新装”，皇帝派大臣
去“看新装”，皇帝亲自去“看新装”及“展新装”游行的
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虚伪、愚蠢、腐朽的本质。

新课改理念下的新教材，在课文的编排上，按照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的梯度编排课文。编者在第四、第五单元“观察、
反映生活——人和事，景和物”之后，安排了第六单元“想
象世界——神话、民间故事”，这是颇具匠心的。它根据学
生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由观察、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事、
景，到立足现实而又富于幻想的童话、神话、民间故事，借
以开发、拓展学生的想象力。

二、说教学目标



(1)、训练分角色朗读课文的能力。

(2)、联系现实生活，体验反思，培养敢说真话的良好品质。

(3)、通过人物的心理和语言概括人物性格，把握作品深刻的
思想意义。(教学重点)

(4)、对童话主旨和借助想象、夸张反映生活的写法的理
解。(教学难点)

三、说教学方法

叶圣陶先生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理论”，要求我教学时要重
在指导方法培养能力。为了避免讨论的无序性和保证学习的
效果，我在学生动态的学习过程中，注意适时地点拨，尽量
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引导他们提炼概括文中的深刻
意蕴，使学生学有所得。

具体而言，我借助多媒体课件，课堂讨论法，鉴赏分析法，
扩写，表演(配音法)等形式进行教学。

四、说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教师课堂教学思路的直接体现,我设计主要有以下
五个方面：

1、新授阶段 阅读概括2、人物分析 轻松愉快3、合作探求
强化认识

4、拓展创新 训练思维 5、课外阅读 提高素养

首先，新授阶段 阅读概括：由于课前布置课文预习，为了检
查学生的掌握情况，我首先就请学生分角色朗读,然后指导学
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文中人物语言、心理描写，诠释人物形
象特征),通过合作探讨(分组讨论、各抒己见，对于学生理解



偏差以及荒谬的想法，及时给与指导)，然后用精练的语言概
括童话内容——爱新装、做新装、看新装、穿新装(展新装、
笑新装)。此环节旨在熟悉课文内容,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表
达能力.

其次，人物分析轻松愉快：课堂上，我充分调动学生视觉、
听觉，触觉等各种感观，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
领略言语世界的奥秘和作者构思的巧妙。领会主旨的深刻内
涵，复述课文，从语言、心里描写中感知人物形象是教学的
重点。在品析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时我采取配音法：在分
析人物动作、神态时，我运用表演法。“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我先分析其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再让学生运用我
教给他们的方法分析其他人物。

例如：在配音活动中，我用平淡和生动两种语气示范朗读：

“愿上帝可怜我吧!”

“我什么东西都没看见”

“我的老天爷，难道我是愚蠢的吗?我从来都没怀疑过自己。
难道我是不称职的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看不见
这布料”

“哎哟哟，美极了，真是美极了。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
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我对这布料非常满意。”

七年级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大地激发
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然后，让学生举一反三，通过合作探
究的方式把老大臣和大臣的心理、神态、动作进行比较分析，
体会详略得当的优点。

接下来是：合作探讨 强化认识：为了让教学能向纵深发展，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就事论事上。我将采用课堂讨论法，让



同学们分组进行讨论。

从而，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讨论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这种现
象，面对骗子的种种骗局，我们应该怎样做?体验反思，从而
培养敢说真话的良好品质。

然后，拓展创新 训练思维： 为了突破难点，还需引导学生
思考：你认为文章中哪些是夸张?哪些是想象?运用这些艺术
手法的好处是什么?生活因为有了想象才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鼓励学生多用想象、夸张，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为了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我在本堂课上设计的创新是：大胆改变原有情节，
多设想几个“如果……那么……”。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空间，以“我们身边的‘皇帝’”
为题，让同学们即兴表演，在编演中鼓励学生合作。这既是
进一步熟悉文章内容，又是进一步深化文章内容。使语文教
学最终回归生活。

最后，课外阅读 提高素养

为培养学生由已知到未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能力，课
后布置作业，阅读《安徒生童话》集。

五、板书设计：板书是教学内容的高度概括，是增强语文教
学中直观因素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个板书设计反映了课文的
主要内容和写作特点，同时，也显示了三课时的教学流程，
它既便于教师归纳总结，又便于学生思考记忆。

级语文北师大版篇二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首小令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妨作以下的比
较赏析。据元人盛如梓《老学丛谈》记载，马致远的《天净



沙》实有三首。

其一为：

瘦藤(《乐府新声》作“枯藤”)老树昏鸦。

远山(《乐府新声》作“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斜阳(《乐府新声》作“夕阳”)西下。

断肠人去天涯(《乐府新声》作“在天涯”)。

其二为：

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
黄云红叶青山。

其三为：

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那”字疑误)底昭君恨多
(“多”字疑误)。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

二、三首，虽然也都写的是秋景，也都用较少的文字，写出
七八种以上的景物，但都没有《天净沙秋思》里夕阳西下夜
幕将临的气氛，第二首有景无人，第三首引用典故，有恨有
愁，但秋意不浓。至于第一首中的“瘦藤”“远山”“斜
阳”“去天涯”等词语，可能是马致远的初作，也可能是传
抄之误。如果与《天净沙秋思》作比，且不说，“瘦藤”中的
“瘦”，“远山”，“斜阳”中的“斜”和“去天涯”中
的“去”，在音韵上是否恰当，仅就这一些字词的意义来说，
远不如现在所见的《天净沙秋思》精当。“瘦藤”与“枯
藤”相比，“枯”更富有苍老衰败的特征，“瘦”字多用以
形容人和动物，很少见于描述草木，而且此处用“瘦”字，
与下文“瘦马”重复，显然不妥;“远山”与“小桥”相比，



结合上句来看，枯藤、老树、昏鸦，是一组紧密连接的景物，
小桥、流水、人家，也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景物，而且既然可
见小溪流水，则应是近景，“小桥”比“远山”更为恰
当;“斜阳”与“夕阳”相比，“斜阳”又称日斜，“夕阳”
是傍晚的太阳，用夕阳更加准确;“去天涯”与“在天涯”相
比，“天涯”在这里作异乡讲，游客所处的环境本已是异乡，
“在异乡”自然比“去异乡”更为真切。

古人称千锤百炼的诗文为“一字不易”。经过上述比较，我
们更能体会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遣词造句的功
力，也更可见出其表情达意的艺术匠心。

级语文北师大版篇三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 的思想感情。(5分)

12. 用“/”给下列诗句划分朗读节奏。(6分)

(1)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2)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

(3)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3. 诗中哪些地方运用了联想?二者的相似点是什么?(6分)

14.语言赏析。(9分)

(1)“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中“定然”一
词能否改为“可能”“也许”或“应该”?为什么? (4分)

(2)“你看，那浅浅的天河”，“不信，请看那朵流星”，这
两句若是去掉句中逗号，表达效果会变化吗?用“朵”来修
饰“流星”，恰当吗?为什么?(5分)

答案：



11. 牛郎织女 想象 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对苦难的人民的同情(5分)

12. (6分)(1)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2)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

(3)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3. 本诗有三处运用了联想手法。第1节由街灯联想到明星。
它们之间的相似点是：空间上：远远的;特征上：明;数量上：
无数。第2节由明星联想到街灯。它们之间的相似点是：数量
上：无数;特征上：亮。第4节由流星联想到牛郎织女的灯笼。
二者之间的相似点是发亮而且流动。(6分)

14. (9分)(1)不能。强调肯定，表现诗人坚信天上街市的美
好，反映了他对理想的执著。(4分) (2) 有变化。“你看”
后面的逗号如果去掉，没有停顿，就不足以引起读者特别的
注意。“不信”后面的逗号如果去掉，没有停顿，后面“请
看那朵流星”就作“不信”的宾语，这是说不通的，再则，
诗人与读者作感情交流，如同对话的那种情态和情趣，也大
为减色了。 恰当。用“那朵”来修饰“流星”，会使人感觉
到飞逝的流星很美丽，像天上的奇花一样。

级语文北师大版篇四

导入：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
尔痛恨王后对他的不忠，就把王后给杀了。可他还不解气，
以后每天晚上都娶一个王后，到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杀掉。当
时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其他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
国王。晚上，她给国王讲故事，每次讲到最紧要的时候天就
亮了。国王急着要去早朝，但为了听故事的结局，只得让她
活了下来。此后，她每天晚上都给国王讲故事，故事一个接
着一个，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最后，国王终于被感化了，



同山鲁佐德王后白头偕老。这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内
容。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渔夫的故事》这篇课文就选自《一千零
一夜》这部民间故事集。

老师板书： 渔夫的故事

二、提写生字词:(同时提醒课代表饭后自习再提写一次)

三、划分段落，抓关键词，让学生用最快的速度按“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给文章划分为四个部分，并找出各段的
关键词，利用关键词组成最简明的语言概括其主要内容。

四、理清课文结构

2、学生(内向型性格同学)复述故事情节：故事情节不仅完整，
而且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构思
能力。

五、有表情地分角色朗读对话，分析人物形象，

1、指导学生在读时要有表情(读出重音、语调)朗读对话，其
他同学边听边划出有关语句来分析其性格特点。

2、自由回答，教师点拨，择要板书：诚实善良机智勇敢;凶
残狡猾卑鄙愚蠢。

4、稍作思考，自由回答：对渔夫有心理描写，对魔鬼有外貌
描写。

5、赏析修辞之妙：外貌描写的作用。指名(较差同学)回答运
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师生对口朗读(老师读本体，学
生读比喻词和喻体);分析作用(较好同学)：生动形象地刻画
出魔鬼面目的凶恶。



6、小结：作者运用对话描写和心理描写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诚
实善良，机智勇敢的渔夫;运用对话描写和外貌描写给我们塑
造了一个凶残狡猾，卑鄙愚蠢的魔鬼。人物性格鲜明。

六、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1、先读准题目：道理

2、指名(由阅读能力较差的同学)回答： 正义的力量一定能
战胜邪恶的势力。对像魔鬼那样的敌人，要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

3、复习朗读《说虎》

教师板书：正能压邪。

七、课内思维训练

题目：(1)《魔鬼被投入大海以后》，(2)《假如渔夫在前三
个世纪里解救了魔鬼》。

要求：

1、从二者中选择一个，结合课文进行合理想象，并说明依据
点，要写到课堂练习本上。

2、先组内展示，然后班级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