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 小学语文
四年级下教案设计方案(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篇一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感受父亲对儿子无私而真诚的爱;感悟儿子对
父亲的信任。

2、从读中感悟，从读中体会地震中父与子的伟大。

3、引导学生与主人公进行对话，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教学重、难点：

1、

了解父亲不顾一切抢救儿子的经过，感受父爱的伟大。

2、

让学生明白这对父子为什么了不起。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播放制作有关地震的录相片]。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上课前先观看一段录相片，请大家认真
看并说一说看过后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正处其中又会怎样
呢?(生谈感受)

刚才同学们看到的是大地震的情景，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惊心
动魄，地震中也会发生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今天我们学
习的这篇课文，就是发生在一次大地震中的一对父子身上极
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同学们想不想看一看这个感人的故事?生：
想。(板书课题：地震中的父与子)

二、想象画面，引读悟情

1、

自由读文，要求：

(1)

借助字典，结合课文中句子认识本课生字和新词。

(2)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讲述的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不顾自
己的生死，克服重重困难救出自己的儿子及同伴的故事，谱
写了一首父子情深的颂歌。)

2、

读第十二自然段，引导学生想象。

3、



生汇报，指导朗读。

生：我看到父亲满身都是灰尘，可他什么都不顾了。

生：我看到父亲的手指抠破了，手上全是鲜血。

生：父亲的眼睛肿了，布满了血丝，他也没有停止。

师：同学们说的多感人啊﹗把你们想象到的融入到朗读中，
自己试着练一练。(指名读，评读，齐读)

三、品读感悟，深入情境

1、

默读课文，要求：

画出使你深受感动地句子，在小组内交流。

2、

学生默读课文，小组交流学习收获。

3、

除了刚才学习的

，文中的哪些描写还使你感动?

引导学生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在混乱中，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
他7岁儿子的学校。”(这个句子说明父亲得知儿子有危
险。“冲”字，这个动作体现了这位父亲急切心情，他迫切
地希望孩子的情况。)



(2)“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
子!”。”(父亲以为儿子已经死了，他感到极度痛心，体现
了他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是去，心爱的儿子不在了，父亲
发自心底的痛苦声，该怎样读呢?(绝望、失去了一切……)指
名读，评议，齐读。

(3)“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
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向起!他坚定地站
起身来，向那片废墟走去。”(从这儿可以看出父亲看到了希
望，他相信儿子会记住他的话，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持着他，
所以他坚定地站起身来，并向废墟走去。那么该怎样读这段
话呢?请大家分小组讨论后评议，齐读)

(4)儿子看到爸爸来救他，自信地告诉爸爸，他曾经对同学说
的话：“只要我爸爸活着……，他总会和我在一起，”(可以
看出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他坚信父亲会来救他。即使在最危
险，最艰险的时刻，儿子的信念都没有动摇，父亲也正是由
于那句话——生接(“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

指导读：这句朴实的话终于让父子团圆，心中即有千言万语，
而激动人心的场面往往是通过言语来表现，请你试一试怎样
读才能把父子重逢后的激动与喜悦之感读出来呢?(小组分角
色读，男女生读，师生读)

是呀，父亲对儿子的爱，让我们感动，儿子对父亲的信任，
更让我们感动。一句话牵着两颗心，因此，阿曼达被救后，
这对——(引读)了不起的父子无比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四、总结全文，发散思维。

1、

2、



学生讲

3、

感受多么深呀，回家后把你们的感受对父母说一说，或记在
你们的日记本中。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篇二

教学目标：

1、掌握下列字词的音、形、义：

半明半昧静寂霎眼星群密布

2、学习并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3、欣赏文中描写的观看繁星的情景，领悟作者表达的感受。

4、热爱生活，学会欣赏身边的美。

教学重点、难点：

1、由景物引发的联想、感受。

2、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恰当的表达感情。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师：

(1)布置学生预习课文。

(2)向学生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学生正确把握课文内容。



a、作者简介。

b、写作背景。

学生：

(1)阅读课文及教师提供的材料。

(2)普通话诵读课文，查工具书读准字音。

(3)熟读课文第三段。

教学过程：

一、检查学生预习情况：

二、导入新课：

巴金热爱大自然，对夜空繁星的情景进行了观察感受，文中
是如何写观察到的情景及感受的，让我们来仔细研读课文。

三、研读课文：

1、根据文后“探究练习一”第一句，理清课文结构。

(学生先个人思考，然后讨论发言)

参考意见：

第一部分(第1段)：描写“我”最爱看繁星，回忆从前在家乡
夜晚望星天的情景和感受。

第二部分(第2段)：回忆“我”三年前在南京读书时看望繁星
的情景和感受。



第三部分(第3～4段)：描写“我”在海上观看繁星的情景和
感受。(如学生将第3，4段内容分开为“在海上的每一天观看
的情景与感受”，“有一夜看到的情景与感受”，也应加以
肯定、认可)。

2、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繁星进行了观察，产生
了不同的感受，文中哪些地方表达了这些感受?(学生先用铅
笔在文中划出有关语句，然后与前后左右同学探讨交流，准
备在全班发言)

参考意见：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

“好象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说话一样。”

“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
话。”

“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那四颗明亮的星星是头，下面几颗……看，那个巨人还在
跑呢!”

参考意见：

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生动、形象的表达感
情。

作者把星天比作母亲，是为了突出他看繁星时温馨甜美的感
受;把星天比作朋友，是为了突出作者看繁星时亲密和谐的感
受，它们表达了作者对星空、繁星(即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童心、童趣不减。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篇三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正确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正确书写12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能够复述课文内容。

3、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感受文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与亲情。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朗读、默读、复述课文，使学生感受到人们之间的友
情与关爱，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策略与方法：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不懂的记下来。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学情简析：

文章文字浅显，学生应能读懂，但文章又写得比较含蓄，学
生体会起来可能有些困难。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生活情境，谈话导入

(学生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

2、师：是啊，多一份帮助，多一份关爱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处
处充满花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花香四溢，温暖友
爱的盲人车厢吧!让我们去赏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请同学们打开书27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思
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达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交流初读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叙事顺序抓住每部分的重点内容来
说课文主要讲了一群盲人游客在郊游途中得到售票员和司机
的热情帮助，从而感受到春天的美好和人间的真情。

只要意思对即可。

三、小组合作，自学生字词。



1、小组内合作自由读课文，自学本课生字、新词，组内合作
检查。

2、出示生字词卡片，指名读，检查纠正字音。注意“步履蹒
跚、气氛、弥漫”的读音。

3、分析记忆字形，注意“盲”的上半部的写法，“协”的左
边是个“十”不是“木”，“郊”与“效”，“架”
与“驾”要注意区分。

4、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1)借助词典理解。蹒跚、心旷神怡。

(2)联系上下文理解。逗趣，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四、检查读文情况。

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听者习惯性的评价，注意把课文读通
顺、准确。

第二课时

一、回忆课文，导入新课。

在《赏花》这篇课文中，我们感受到了人们之间的友情与关
爱，我们来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学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二、品读课文，感受真情。

(学生默读课文，勾画感受)

2、课件出示。默读课文，并思考：



(1)从第一自然段中你得到了哪些信息?

(2)画出描写与内气氛的语句，体会车内气氛变化的原因和过
程。

3、交流读后感受。

(1)第一段中抓住“步履蹒跚”“探索着寻找座位。——盲人
游客行动的不便，暗示他们非常需要人们的帮助。

(2)第2、3段中抓住“沉默”——盲人内心的孤独、寂寞、无
助。

(3)第6段中“一阵低微的笑声”——盲人对秀子的描述有了
回应。

(4)第9段“乘客们发出了惊叹声”——从秀子的描述中盲人
们看到了梅林，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5)第13段“双目失明的乘客们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在秀子的引导下，盲人们全身心的感受着湛蓝的天空，流淌
的小河，明媚的春光，感受着春游的快乐。

(6)第16段“一个人跟着唱了……有人在悄悄地擦着眼
泪”——秀子的歌声引起了大家的唱和，歌声感动着每个人。

(7)最后一段“花好香啊!淡淡的花香弥漫了整个车厢”——
温暖随着花香流淌在大家心田。

三、复述课文，深化理解。

1、把你的感受最深的地方朗读出来读给别的同学听。

2、出示课后词语积累。



指名读一读。

3、你能根据这些词语加上你对课文的理解把这个故事复述出
来吗?

(指名复述，注意意思对即可)

四、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1、找一找人与人之间关爱互助的文章来读一读，在生活中多
关心帮助身边的残疾人。

2、积累文中生动的词语并抄写下来，学以致用。

五、板书设计

赏花花温暖

香热情

弥漫关爱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篇四

1、理解课文，懂得不能说谎话，要做诚实的孩子。

2、学会本课12个生字，理解”打算、周围、注意、麻烦。结
结巴巴、等词语的意思。

3、能正确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



1、生字字形：塞（“人”下面有三横）。吞（上面不
是“天”）拿（会意字，把手合上就是拿）

2、从瓦尼亚的语言、行动。神态，让学生明白瓦尼亚的错误。

理解瓦尼亚开始为什么脸红了，后来又脸色发白。用“一会
儿……一会儿……”造句。

李子一只、课文录音、抄有比较句子和练习题的小黑板、课
本挂图。

　：3课时

第1课时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理解“周围”“打算”等词的词意。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学习课文第1段。

1．联系实际，揭示课题。

（2）出示课题，齐读。学习“核”。这个字和哪个字很像？
（指导学生用“该、孩”等字换偏旁的方法记字形。）

2．听课文录音，略知大意。

边听边思考：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讨论后教师归纳，指出提得好的问题。大家带着这些问题自
己来读懂课文。



3．自由读课文，自学字词。

要求：

（1）读准生字字音，想想用什么好办法记住字形，把生字组
成的词划下来，想想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2）看看课文有几段，每段告诉我们些什么？

4、检查自学，初读课文。

（1）指名分段读课文，评一评谁读得最好。

（2）正音：“一会儿”儿化“塞”是平舌音。“结结巴
巴””中的“结”念“轻声”。

（3）交流记生字的方法。刚才在自学中，你是怎么记住主字
的，把你的好办法说出来给大家听听。（生说一种方法，师
在田字格中写一个字。）

5、学习第1段。

（1）妈妈买来李子准备晚饭后分给大家。指名读第1段。

（2）哪个词是“准备”的意思？（打算）“孩子们”是指谁？
（瓦尼亚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3）齐读第1段。

6、写字指导。

塞：上中下结枕…年间是三横。

吞：第一笔是横，不要写作撇。



7、作业：

完成课堂作业第1、2、3题。

第2课时

课时目标：

1、学习课文第2至5段，理解词意，知道瓦尼亚开始为什么脸
红了，后来为什么又脸色发白。

2、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1、复习巩固。

抽认生字、组词。

2．学习课文第2至5段。

（1）指名读第2段。

a、瓦尼亚为什么要偷拿李子吃？（因为他从来没吃过李子，
非常想吃。）

b、从哪里看出瓦尼亚非常想吃李子？

出示句子：“他一会儿闻闻，一会儿摸摸，很想马上吃一
只”。联系上下文说说“他”是谁？”“闻闻”是闻什么？
他想知道什么？（气味）“摸摸”是摸什么？他想知道什么？
（感觉一下外表。）他先闻闻再摸摸，这两个动作课文里用
什么词来连接的？表示事物在较短时间内先后的变化可
用“一会儿……一会儿……”。他问了李子的气味，感觉了



李子的外表，心里怎么想的？（想知道李子的滋味。）从这
些词可以露出他的急切心情？（很想、马上）

c、他是这样想的，又是怎样做的呢？看图说说，找出句子谈
谈。

比较句子：“他看看周围没人。

“他看看周围没人注意。”

两个句子一样吗？

“塞”在这儿换成“放”行吗？为什么？

d、读读第2段，说说这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2）找出写第2幅图的课文，指名读第3段。

a、出示：“吃完后，妈妈发现李子少了一只。…

在这儿为什么用“发现”不用“看见”呢？

（因为妈妈根本没有想到李子会少，她感到很突然，所以
用“发现”。

b、自己轻声读课文，对照图画，思考：图中画的哪位是瓦尼
亚？

听了妈妈的问话后瓦尼亚的表现与别的孩子有什么相同和不
同？

c、讨论思考题。

出示句子：



瓦尼亚脸红了。

瓦尼亚脸红得像大红虾一样。

你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这句话把什么比作大红虾？为什么这么比？

瓦尼亚为什么脸红得像大红虾一样？

看插图，说说当时瓦尼亚的样子，想想应该用怎样的`语气读
他说的话。

d、这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3）瓦尼亚的脸红了，后来为什么又变白了呢？齐读第4。5
段。指名回答。“想想该以怎样的语气读好妈妈的话？为什
么？（妈妈的话和句未的感叹号表达了担心、关切的语气。）
练读妈妈的话。

“吓”是什么意思？瓦尼亚为什么害怕？从哪里看出瓦尼亚
心里十分害怕？（脸色发白。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是指
什么？以结结巴巴的语气读读瓦尼亚的话。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师小结课文内容。

4、课堂练习：

完成课堂作业第4、5、6题。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案例篇五

教学目的：

1、诵读全文，体会作者情感

2、按照游览顺序，分析课文内容

3、掌握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的写法

教学重点：

1、背诵全文

2、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情景交融的写法

教学方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教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设想：

本课内容较多，教参建议两课时学完，我设想利用多媒体教
学信息量大，能调动起学生借助多种感官接受知识的特点，
特拟定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教学进程:

一、导课：

以“黔驴技穷”出自柳宗元的寓言《黔之驴》导入写景散文
《小石潭记》的学习。（课件展示：“驴不胜怒，蹄
之……”的画面）

二、预习情况检测：

1、解释（课件展示）

潭中鱼可百许头不可知其源

水尤清洌以其境过清

2、理解（课件展示）

全石以为底斗折蛇行凄神寒骨

三、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课件展示：朗读录音）

四、分析课文内容：（朗读――思考―讨论――分析――点
拨相结合）

(课件展示：思考：

1、作者是怎样发现小石潭的？小石潭的全貌是怎样的？

2、游鱼和潭水有什么特点？

3、溪流和溪岸有什么特点？)

五、分析写景顺序：（课件展示）



小结：景色特点：

石奇树美水清鱼乐

斗折蛇行犬牙差互

写景顺序：

按照游览的顺序，即：游踪

发现――近观――远望――感受

六、体会并感悟情景交融的写法：

思考：（课件展示）

2、浏览重叠最后又是怎样的心情？

3、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境？

小结：

作者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心中愤懑难平，因而凄苦是他感
情的主调，而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所以
才会有发现小石潭时心乐之，观鱼时觉得鱼似与游者相乐的
愉悦心情；但这种欢快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
便会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忧伤、悲凉的心境便会自然流露
出来。就很自然的融情入景了。

七、学生自读、齐读，进一步体会课文内容及作者情感。

八、检查学习效果：（课件展示）

背诵向导



九、小结全文：

本文生动地描写了小石潭环境景物的幽美和静寂，抒发了作
者贬官失意后的孤凄之情。语言简练生动，景物刻画细腻、
逼真，充满了诗情画意，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写作技巧。

十、知识迁移（课件展示：景物图片）

要求学生先认真观察，再尝试用语言描绘，注意学习作者的
写法。

十一、板书设计

柳宗元

景美情凄

情景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