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尖教案七年级语文电子版(模板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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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登鹳雀楼》。

《登鹳雀楼》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二、朗读感悟《望庐山瀑布》

板书题目，并解题

[望庐山瀑布]望：远看。题意是远看庐山的瀑布。

师：简介庐山(见附录)

简介作者：(见附录)

理解诗句之意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日照：阳光照射。香
炉：指庐山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山峰尖圆，烟云聚散犹
如香炉那样，因此而得名。)生：发生，产生。(指山间云烟
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紫烟：紫色的云烟。(因为有太阳光
的照射，云雾显出紫红色的光彩。)遥：远。前：山前。川：
河流。诗句之意：太阳照在香炉峰上，峰顶云雾弥漫，蒙蒙
的水汽透过阳光，呈现出一片紫色，好像燃起的紫烟，缭绕
着香炉峰。远远望去，瀑布像一条巨大的白丝带高挂于山川
之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飞流：飞奔的流水。
直下：笔直地流下。三千尺：是虚指。形容瀑布的高和长。
疑：怀疑，以为。银河：指晴天晚上空中出现的明亮光带(天
河)。落：泻落下来。九天：指天的处。(古人认为天有九重，
所以称九天。)诗句之意：瀑布从很高很高的山峰上直泻而下，
使人以为是银河从九天倾泻下来。

再读诗句，品悟诗意

四行诗各写什么?(第一行写背景;第二行写静态;第三行写动
态;第四行写联想。)具体写瀑布的诗句是哪几句?(二、三句)

诗句解析

前两句：写诗人远望庐山瀑布的雄奇之景。“一个“生”字
把水汽冉冉上升的景象写活了。“挂”字化动为静，写出了
瀑布的雄奇壮观。

后两句：“飞流”二字表现出瀑布凌空而出，喷涌飞
泻。“直下”既写出岩壁陡峭，又写出水流之急。“三千
尺”是虚数，极尽夸张地写出了山的高峻和瀑布飞流的壮观。
一个“疑”字率直道破这是诗人的想象，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作者在诗中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比喻、夸张)

师：一、二、三句是比喻：描写背景时，“生”字形象写出
了山间烟云犹如从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的一团白
烟，飘渺与青山蓝天之间。二句：瀑布像……。四句，用贴
切的比喻，表现了自己奇特的想象，从而使整个形象显得更
加雄伟壮丽，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第三句是
夸张。不是实指，而是形容其长、其高。

那些字用得好?(生、挂、飞、直下、疑、落。)



师：“生”(上有)。“挂”字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
倾泻的瀑布遥看时的形象，点名“远看”题意。“飞”把瀑
布喷涌而下的景象描绘地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高峻，
又显出水流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这些眼
前。“疑”是大胆、奇特的想象。

你读后有什么感受?(瀑布气势磅礴，景色壮美。)

总结全诗，体会感情。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通过描绘庐山瀑布的雄伟壮丽，抒发
了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充分体现了诗人浪漫的情怀。

诵读背诵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指导诵读：一、二缓、舒;三、四快、高。

三、作业布置

读下面两首古诗，不认识的字查查字典。

凉州词

[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早发白帝城

[唐]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读背《望庐山瀑布》，并完成课后练习题。

四、板书设计 登鹳雀楼 望庐山瀑布

白日……

所见 远望——照 生

黄河…… 遥看——看 挂

欲穷…… 近观——飞 下

所思 联想——疑 落

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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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教学，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母亲伟大的爱。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比喻义，体会作者所表
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板书课题

同学们，昨天晚上当母亲得知我今天来这时，早已默默地为
我准备好了洗换的衣服，今早，她早早地做好了饭，默默地
送我远行，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讲台前，我仍能感受到我
的母亲对我深深的爱。今天，我想与同学们一起去学习一首
关于母亲的诗——《游子吟》、(教师板书课题)。

二、理解诗句意思

1.指导学生朗读，可按不同的节奏读。

(如：慈母/手中/线。或慈母/手中线)

2.投影出示理解诗句的不同方法。

a 连(可把诗句的意思连起来说)

b 换(对于重点词语，可用别的词语来换)

c 转(当说不通时，可调换词语顺序，说通来)

d 补(当说不通时，可补充一些词语进去，把句子说通来)

3.学生分小组学习，根据上述方法体会诗句意思。



4.师生交流诗句意思，边讲解边投影出示意思。

例：重点、词语

游子：出门远游的人

吟：吟唱

意恐：担心

寸草：小草，喻指游子

三春晖：晖：阳光，喻指慈母之恩

5.教师出示《游子吟》一课的图片

a 学生仔细观看插图。

b 学生根据诗句意思，说说插图内容。

c 学生填上自己补充的内容，把画的内容说得更生动。

三、悟诗情。

1.听阅维文演唱的歌曲《母亲》，感受母亲的爱。

2.学生用说故事、唱歌、写诗……形式感受自己母亲对自己
的爱。

3.说说自己长大后想怎样回报母亲的爱。

四、教师总结

这首诗赞美了世间伟大的母爱，同时这节课也让我们感受到
了自己母亲的爱，最后让我们一起深情地说声：“妈妈，我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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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1.认识“崎、岖、廓、跨、撞、袅、黎、橙、缤、锦、绽、
弧”1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黄山云海日出的奇
幻与壮美。

3.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激发学
生爱美的情感。选出喜欢的段落背诵下来。

二、教学难点：

1.在读中理解、积累词句。

2.激发学生的想像力，感受黄山云海日出的奇幻与壮美。

三、教学准备：

安徽黄山的风景视频、配乐朗读的音乐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2.揭示课题：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作者方瑞华一块去爬黄山，
一起去感受黄山的云海日出吧！



(板书课题)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指导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先自由地、放声地读读课文，用横线划出生字词，
多读几遍，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交流同学们自主发现的好词佳句，集体品读。

结合出示词语进行积累：

崎岖盘旋缭绕变幻无穷帆樯林立光怪陆离

稀薄景象万千缤纷灿烂晶莹剔透金碧辉煌

绽露瞬息万变眼花缭乱心神飞扬云烟袅袅

3.谁来简单地说一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归纳。

4.提出疑难之处。

(三)再读课文，真切感悟

1.默读课文。学习要求：

把课文分为“云海”和“日出”两部分，并说说你印象最深
的是哪部分？

2.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课文哪些段落描写了黄山的云海和日出的景象呢？

(课文3、4自然段描写的是黄山云海的景象，5-7自然段描写



的是黄山日出的景象。)

3.学习“云海”

(1)谁对黄山的云海印象最深刻？试着读读。

(2)你从哪些语句中感受到了云海的神奇、韵味？细细品读课
文，找出那些令你深有感触的语句，将它们划下来，读给大
家听。

(3)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你们仿佛看到了怎样的云海景象？

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4)重点指导积累叠词：

明晃晃、光闪闪、白茫茫、亮闪闪。

你们还能说出像这样的词语来吗？

(5)(出示黄山日出视频)指导朗读：在脑海中想像着黄山云海
的神奇景象，带着自己的感受朗读课文。(配乐)

4.学习“日出”

(1)请大家自由地读读这几段，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日出时的
变化。

小组交流，指名说，教师点拨，出示日出视频。

(结合板书：……红色光点……圆弧……玛瑙盘……)

(2)哪些语句写出了黄山日出的壮美？找出来多读几遍，读给
大家听。



(3)重点积累：

清风习习、云烟袅袅、松涛阵阵、人语轻轻。

同桌试着说说这样的词语。

(4)指导朗读：(配乐)喜欢黄山日出的同学一起读读描写日出
的段落，要把你们的喜爱之情读出来哦！

(四)背诵积累，拓展延伸

(背诵、摘抄积累……)

1.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最喜欢的语句记下来。选择
自己喜欢的部分，熟读成诵。

2.向学生推荐相关的课外美文，丰富积累。

(五)板书设计

云海日出

(奇幻壮美)

云海：……像……似……

日出：……红色光点……圆弧……玛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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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课后田字格中的“好、听、非、住、胆、平、完”7个
生字，会认双横线中的8个生字和多音字“好”。

2.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1——3自然
段。



3.通过对课文的朗读，感受小鹿活泼，快乐，体会文中营造
的童话情趣。

教学重、难点：

1.学会“好、听、非、住、胆、平、完”7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1——3自然段。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清净，激趣导入

1.师：今天又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是谁?

2.出示“梅花鹿”的词卡，请同学们跟小鹿打招呼。

二、初步感知，学习生字

过渡：小鹿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想去吗?翻过生字山，走过
生字桥，那片美丽的小树林就是小鹿的家。

1.(课件出示生字小山)我们来爬山!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认读生
字，指名读，开火车读，去掉拼音读。

2.(课件出示生字桥)我们来过桥!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认读生字，
指名读，开火车读，去掉拼音读。

三、学习课文1——3自然段

过渡：(课件出示美丽的风景图)瞧，我们的朋友来迎接我们
了!



1.学习第一、自然段。

(1)欣赏课件展示的画面，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2)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小鹿?

(3)读读这一、段，用你的声音告诉我们，你的心中有一、只
怎样的小鹿。

(4)学生自由练读，指名读，师生共读，齐读。

2.学习第二自然段。

过渡：小鹿跑呀，跳呀，来到小池塘边，他看到了什么?

(1)说说画面上的景象。

(2)小朋友们说得真好，小鹿在夸你们呢!

(3)同座互读，指名读，四人小组读，上台表演读。

3.学习第三、自然段。

过渡：看到这幅奇妙的画面，小鹿会想什么呢?请你猜猜看。

(1)指名说一、说，肯定学生的大胆想象。

(2)小鹿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快来读读吧!同座互相读，推荐你
认为读得好的同学读，齐读。

第二课时

一、揭示课题

1.出示挂图，多活泼可爱的小鹿呀!他可真像一、棵小树，一、



棵长眼睛的小树。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体验性朗读

过渡：你们喜欢这只小鹿吗?你们觉得这棵长眼睛的小树有意
思吗?你想做这只小鹿吗?

1.请你把1——3自然段中的“小鹿”换成“我”，再来读一、
读。学生练读。

2.说说像这样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3.你是一、只快乐的小鹿，你是一、只活泼的小鹿，你是一、
只可爱的小鹿……请大家把1——3自然段美美地读给你的好
朋友听听吧!

三、写字指导

1.出示生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几个字?

2.观察这几个字字形上的共同特点(左窄右宽)。

3.老师范写“好”。

4.学生练习书写。

5.书写反馈。

板书设计

2.长眼睛的小树

好 听 住 胆左窄右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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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文是民间神话故事《沉香救母》的第二部分。记叙的是沉
香不畏艰险，一心救母的孝心感动了仙人，在仙人的帮助下，
打败了凶恶的二郎神，力劈华山，救出母亲。全文共分4个自
然段。按照救母的经过展开故事情节：奔向华山;历经艰险;
仙人帮助;劈山救母。故事衔接紧凑，情节生动，为我们塑造
了一个品格顽强、不畏艰险、战胜邪恶的少年形象，表现了
真挚动人的人间真情。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句, 体会沉香不畏千难万险，英勇救
母的一片赤诚之心。

2、学习默读课文，练习讲述故事。

3、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设想：

1、重难点 ：通过对重点词句的朗读理解，体会沉香对母亲
的挚爱之情。

2、课型：新授

3、基本理念：《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
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本
教学设计重视读的训练，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加深理
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4、基本教学思路：在教学中，通过图片展示、多媒体动画、
语言描绘、播放录音等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幻画出对课文
的情感体验。另外，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一定的想象空
间，结合生活经验，进行对比、联想，使课文描写的情境在
学生的头脑中再现、扩展，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课文录音。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欣赏动画歌曲《烛光里的妈妈》，谈话导入。

板书课题，说说自己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建议：字字读准、句句读通;用
序号标出自然段;画出不懂的词句。

请学生朗读自己喜欢的部分，师生评议、纠正。

提出自己不懂的词句。

三、精读感悟，体会情感。

默读课文1、2自然段，并用记号标出表现沉香“有孝心”的
词语或句子。

2、 集体交流：

(1)师相机出示句子：他救母心切，便拜别了师傅，向着遥远



的华山奔去。

a 从“救母心切”、“奔去”可以看出沉香急切的心情。(板
书：奔向华山)

b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练读，指名读，评议，齐读。

( 2)相机出示句子：一路上，沉香不知翻过了多少座高山，
也不知跨过了多少道深涧。

a看图理解：深涧

b(看图回答)“多少座高山”、“多少道深涧”可以用哪个词
语来概括?(千山万水.)

c练习朗读这句话。

(3)沉香走遍了千山万水，一定也吃尽了千辛万苦，他都吃了
哪些苦?再次读文后，指名回答。

(4)一路上，沉香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学生想象)

3、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累，他为什么一点也不在
乎呢?此时此刻，你想对沉香说些什么?(板书：不畏艰险)

4、指导朗读第二段，指名读，评议，齐读。

5、联系上下文，说说对文中“孝心”的理解。引读第三
段。(板书：仙人送斧)

示图片)看图回答。(板书：劈山救母)

(1)边读边表演：他举起神斧，奋力向大山劈去。



(2)沉香终于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此时，他们一定会有
许多话要说，你认为他们会说些什么?(看图练习说话)

(3)看到这对母子的团聚，你的心情怎样?带着这种心情齐读
这一段。

四、积累语言，内化吸收。

1、小结课文的主要内容。

2、对照图：说说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孝心的孩子呢?

3、播放全文的配乐朗读及有关画面，学生一边静听默看，一
边想象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4、(出示词语)同桌合作，练习讲故事。

五、拓展练习，课外延伸。

(1)做一件让父母高兴的事。

(2)与上文联系起来，把“沉香救母”的故事完整的讲给父母
听。

鼎尖教案七年级语文电子版篇六

(一)知识教学点

1.通译全文。

2.分析屠户和狠展开搏斗的情节和过程。

3.掌握小说主题。

(二)能力训练点



指导学生认清阴险狡诈的本质，体会屠户内心世界的变化过
程，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结合小说主题，让学生了解到社会中确实存在假、恶、丑等
阴暗面，教育学生要同它们作斗争，以净化我们的社会，使
世界变得更美好。

(四)美育渗透点

这个故事结构精巧、情节曲折、引导学生从生动形象的描写
中体会屠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美。

二.学法引导

1.本文故事性很强，教学时，可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教师或
基础较好的学生先讲故事，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如领读、齐读、分组读、分角色读等，以达到铭记于心的目
的。

2.查阅工具书，结合课文注释，扫除文字障碍，准确理解文
言词语在句子中的含义。要注意分辨。课文中有些词语在不
同的句子中的不同用法，如“故、前、敌、顾、洞、隧。止、
几何。股”等。

3.反复诵读，理解课文的意思，领悟小说的生动描绘及作品
的中心思想。

4.把握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理清层次线索，分
析小说是怎样通过动作和神态描写来刻画屠户和狠的形象，
表现各自的性格特点。体会一波三折、富于变化的情节特点，
文中和屠户双方矛盾的白热化的转变过程是“顾野有麦场”
的描写，精彩细腻，值得回味。



5.在把握作品中心意思的基础上，对作品做拓展性思考：这
仅仅是在写吗?

通过思考作品给人们的启示，认真体味议论性文字的深刻含
义，更深刻地理解小说的意义。

三.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本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对情节和主题的把握上。要通过
引导学生熟悉课文，在充分了解屠户与之间攻防转换和最终
结局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具学具准备

1.课文朗读录音磁带及录音机。

2.学生制作文 言实词以及“眈眈相向”、议论性句子的卡片，
进行知识积累。

3.投影仪。

4.有条件的可制作多媒体课件，效果会更好。

六.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1.熟读课文，根据注释尝试翻译，了解放事梗概。

2.分析屠户和狠展开搏斗的情节和过程。

3.思考、归纳小说的主题。



4.背诵全文。

七.教学步骤

导入 新课

一提起这种动物，同学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它是我们人类最狡
猾、凶残的敌人之一。当然，对于狠的本质的认识，也是经
历了一段过程的，东郭先生不是就险些被吃掉吗?今天，我们
再来讲述一个发生在屠户和狠之间的故事。(教师板书课
题。)本文节选自《聊斋志异·三则》，作者蒲松龄，字留仙，
号柳泉居士，清朝山东淄川人。现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为其
书房——聊斋所题的对联 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
虐入骨三分”，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一)明确目标

1.掌握重点词句的翻译，了解文章大意。

2.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

3.分析、归纳文章的主题。

4.熟读、背诵课文。

(二)整体感知

学生参考文下注释，在读熟课文的基础上，通译全文，了解
大意，思考、分析小说的情节和主题。

(三)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翻译重点词句，疏通文义。教师出示小黑板，要求学生参
考文下注释或依据自己的理解用现代汉语翻译词句，教师讲
评。



两之并驱如故——两只像原来一样一起追赶。恐前后受其
敌——(屠户)恐怕前后都受到的攻击。苫蔽成丘——覆盖成
小山似的。犬坐一一像狗似的坐。洞其中——在其中打洞。
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也是
很狡猾的了，可一会儿功夫两只先后毙命，禽兽的欺骗手段
又能有多少呢?只不过(给人)增加笑料罢了。

2.分析小说的情节。

第一自然段 写屠户遇，点明时间、地点和矛盾的双方。这是
故事的开端。

第二自然段 写屠户惧，表现屠户的迁就退让和狠的凶恶贪婪。
这是故事的发展。

第三自然段 写屠户御狠，表现屠户的果断抉择和的不甘罢休。
这是故事进一步发展。

第四自然段 写屠户杀，表现屠户的勇敢警觉和狠的狡诈阴险。
这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局。

分析完情节后，要求学生复述，加以巩固。

3.归纳小说的主题。

很狡猾，可终于自取灭亡，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给了你哪些
启示?

学生思考、讨论后回答，教师明确，问题的答案就是本文的
主题所在——人有没有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对像一样阴险
狡诈的恶势力，不能存有幻想、妥协退让，要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四)总结、扩展



这篇故事揭露了狠贪婪、凶狠和狡诈的本性，赞扬了屠户的
机智勇敢。故事的语言简洁生动，主要通过动作、神态描写
来刻画屠户和的形象，按照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展开双方的矛盾和斗争。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们大家要懂
得：对待像一样的恶势力，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
取得胜利。

(五)布置作业

1.背诵、翻译全文

2.解决课后练习二、三

(六)板书设计

鼎尖教案七年级语文电子版篇七

(一)板题导入

我们已经学过不少古诗，有没有李白写的呢?(静夜思、夜宿
山寺、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板书《望庐山瀑布》)

3.用课件出示导学稿。

二、小组讨论，组内纠错。

请同学们借助拼音大声朗读诗文，比一比谁读得正确、流利。

难读的诗句多读几遍，直到读熟练。

(一)个人自学

1.学生自主学习(生按提示自学，师巡视指导。)



2.自己检测自学效果：学生大声朗读一遍课文后生字词和整
首诗文。

(二)小组纠错

和小组内伙伴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轮流读生字词，交流对
生词的理解。

(四)班内质疑

1.检查正确认读生字词

多媒体出示本课生字词，指名读。

2.指名读，去拼音读，小组比赛读等方式进行拼读。

三、质疑拓展，小组总结

(一)自学自测

学生自学，认真朗读诗文，尝试说说诗句的意思。

(二)小组纠错

小组轮流朗读诗文，互说诗句的意思，互相纠正错误。

(三)质疑拓展

1.指名学生朗读诗文，师生共同纠错。

2.结合重点词语理解重点诗句，进行朗读指导。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指导：

交流对第一行诗的理解。

(1)指名说说诗句中关键字的意思。

日：太阳照：照耀(如果不这么细致地去分析，孩子们很可能
把日和照当成“日照”这个城市来对待。)

香炉：香炉峰，庐山上的一座山峰;

生：飘浮

紫烟：紫色的烟雾

(2)连起来说说诗句的意思：

交流对第二句诗的理解。

方法与步骤同第一句。再指导学生进一步有感情读诗句时，
要引导学生品味“挂”字的妙用

交流对第三四句诗的理解。

理解这两句诗，先理解“疑”字的意思，然后理解诗句的意
思。诗意理解后要抓“飞流直下”与“落”感受瀑布的磅礴
气势，指导学生读出这种气势。

每句诗的意思理解完后，要回归整体，让学生把整首诗的意
思连起来说一说



(四)、归纳总结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
描绘了庐山瀑布壮丽的景色，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思
想感情.

四、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1.背诵、默写诗文;

2.根据对诗歌的理解，画一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