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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写安全教案，可以提高学生对各类安全问题的辨识和
应对能力，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一些高二教案范文，其中包含了不同学科的案例，希望能
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哨子教案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心声》教案(人教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心声》教案

沱牌实验学校谢淑容

知识与能力目标：把握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辩证理解人物
的社会意义，理解“心声”的深刻含义。

过程与方法目标：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体验，
通过教师、学生和文本的平等对话，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深刻理解文章主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引导学生学习主人公李京京对美好
生活的执著追求，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平等待人的良好品质。

教学重点：分析心理描写，调动生活体验，把握人物丰富的
内心世界。

教学难点：研讨教育现象，领会文题“心声”的深刻含义。

教学准备：第一课时教学任务：梳理故事情节，整体把握文
章内容，初步感知人物形象。



教学过程（第二课时）

教学构思：以“心声“为切入点，利用问题创设情景，说出
三个心声：李京京的心声、读者的心声、作者的心声；获得
三个方面的启示：文学欣赏的启示、人生的启示、写作的启
示。

一、复习提问：

上节课我们通过阅读课文，，理清了故事情节，初步感知了
人物形象，请和老师一起回顾一下。

1、《心声》主要表达的是谁的心声？

2、本文主要的故事情节是怎样的呢？

3、初步感知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性格特点？

二、导入新课

三、问题探究

1、李京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得朗读机会的？他在举手前内
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伏？你支持他举手吗？说出你的理由。

2、你觉得这个机会稳当吗？说出你的理由。

3、李京京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为什么又想起了爷爷和妮儿？

4、小结“心声”的含义

5、李京京的朗读成功吗？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四、体验反思



1、李京京的朗读为什么能感动大家？从中你获得关于文学欣
赏的什么启示？

2、你喜欢李京京吗？从他的经历中你获得了怎样的启示？

4、你明白作者的心声吗？

五、拓展延伸：

请以”××,我想对你说”为题写一封信,把你最想说的心里
话说给最想的人听。

谢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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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树》教案(人教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那树》教案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理解树的形象与命运；

2、品读语言，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

3、主题探讨，体会作者对传统文化失落的深刻焦虑与忧思。

教学重点：

品读语言，理解树的形象与命运，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

教学难点：

从那树的命运中思考作者对传统文化失落的深刻焦虑与忧思。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初一时，我们曾经学过张晓风的《行道树》，那是一列忧愁
而快乐的树，相信行道树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会留给
人深刻的印象。也有一棵树，它的命运变迁深深触动了作家
王鼎钧的心灵。今天，就让我们拜读散文《那树》，我们一
起去感受那树的命运吧！

（板书：那树）

（二）感知树的形象：

1、速读课文第1-8段，思考：作者笔下的那树是一棵怎样的
树？

请用“那是一棵的树，因为课文第段中这样说“”。（或用
自己的语言简述理由。）句式回答。

2、我预设学生可能会回答：茂盛的树（第2段）；坚固稳定
的树（第2段）；沉默的树（第5段）；有奉献精神的树（第3、
4、5段）。

我及时做小结：那是一颗古老、坚固、执著、坚韧、茂盛的
树。

当这一带只有稀稀落落几处老式平房时，它就立在那里。

我准备指导学生带着舒缓的语气读这句话，重读四个“立”
字，读出那树执著、坚韧的品质。

4、如果学生找到了例2：但树顶仍在雨后滴翠，有新的建筑
物衬托，绿得更深沉。



我准备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结合那树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
品质，指导他们用缓慢的语气，重读“仍”“更”，读出那
树的深沉。）

5、如果学生找到了例3：那沉默的树，暗中伸展它的根，加
大它所能荫庇的土地，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外。

我准备指导学生读出沉重的语气，重读“暗中”“一厘米一
厘米”，读出那树的沉默品质。

6、小结：在此基础上，我进行归结，从对那树的描写中，我
们读出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联系课文标题，加叹词“啊”，朗读指导：“啊！那树！”
读出赞美、赞叹之情。

（三）了解树的命运：

1、我先提问：那树的命运怎么样？

学生很快就能回答：被砍了。

我追问：那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砍了？引导学生细
读第9段。

学生会回答：因为一场交通事故，一个喝醉了的驾驶员，以
六十英里的速度，对准树干撞去。于是交通专家宣判那树要
偿命。

继续追问：那课文是如何描写那树行刑时的情景？

2、学生可能会找到例1：

a、于是这一天来了，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



圈白森森的骨粉。那树仅仅在倒地时呻吟了一声。

b、于是这一天来了，电锯从树的根部锯下去，锯碎，撒了一
圈白森森的锯末。

我准备用比较阅读的方法，问学生a句中加点的词语可否被b
句中加点的词语替换？指导学生从中体会人类对那树的残忍，
感受那树忍辱负重、胸怀豁达的品质。要求用轻声读，读出
那树举重若轻，坦然领死的品质，更读出作者蕴含其中的深
层的痛苦之情。

学生可能会找到例2：

a、两星期后，根也被挖走了，为了割下这颗生满虬须的`大头
颅，刽子手贴近它做了个陷阱，切断所有的动脉静脉。

b、两星期后，根也被挖走了，为了割下这个长满根须的大树
根，人们贴近它做了个陷阱，断了所有的根须。

我准备用比较阅读的方法，问学生b句的用词是否比a句更好？
在肯定a句更能体现人类的残忍及作者的愤恨之情后，指导学
生用沉重的语气，读出作者的悲愤与痛惜之情。

3、在此基础上，我再次进行归结，联系课文标题，加叹
词“唉”，朗读指导：“唉！那树！”读出痛惜、悲愤之情。

（四）主题探讨：

学生能从文中找到：鸟语、孩子的歌唱、乘凉的人们、驻足
的情人。

追问：发挥你的想象，消逝的还有什么？

学生可能会回答：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远山、人们劳作的身



影、归乡的游子……

2、我顺着学生的回答，继续说：随着他们逝去的还有那“西
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江南景致，还有那“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明朗画面，还有那“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幽静情韵，还有那“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的浪漫，还有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的游子之思。

我们明白了，随着那树消逝的，不仅仅是这些物、景、人，
还有我们的古典情思和文化的根！（板书：根）

3、在此基础上，我出示台湾《国文教学手册》上的一段话，
引发学生的思考：

荫庇人类、护卫大地，可其后却被人类基于私利考量，落得
砍伐殆尽的下场，表面看来固然是老树一生实际的写照，但
响应到人类社会，老树的坚固稳定，何尝不是传统文化根深
叶茂的表征？奈何时移事迁，在西风东渐、国人盲目崇洋的
心态下，传统文化亦不免于被折枝刨根、砍伐殆尽的命运。

（五）布置作业：

德州的山水风韵渐渐消逝了，民俗文化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人们的生活正行走在一片消逝之中……请任选你感受深
刻的一个点，写一篇随感。

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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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莲拙政园(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20、观莲拙政园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了解作者周瘦鹃，了解游记散文的特点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搜集有关的文化知识，规范自己的道德
行为

课前预习

1易读错的字

轩（）蕊（）淤泥（）过瘾（）

别墅（）赌博（）附近（）并蒂（）

点缀（）美奂（）船肪（）仲春（）

娅姹（）拾级（）婉娈（）枇杷（）

拙政园（）刮目相看()剔透玲珑()淅淅沥沥()尝鼎一脔()窥
见小憩()

2．本课生字词典

脔()：切成小片的肉如：尝鼎一脔

拾()：轻步而上如：拾级

3重要词语释义

娅姹：

婉娈：

拾级：



尝鼎一脔：

美轮美奂：

顾名思义：

走近作者

周瘦鹃(1894一1968)，江苏苏州人，现代作家主要作品有短
篇小说集《亡

国奴家里的燕子》和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

创作背景

我国的园林艺术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一件不可多得的瑰宝，而
苏州园林则是

整体感知

重难点探究

1作者观莲的顺序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景致?

作者是从“东部新辟的大门’’进入园中的进园后，用一句
话概括出东部总体布局：有山

2作者在观莲过程中抒发了怎样的'情怀?

3文中作者在描写景物时所引用的诗句有什么作用?

文章主旨探究

本文以作者的行踪为线索，叙写在拙政园游览观莲的经过，
表达了作者超脱物外的豁达胸襟



写作鉴赏

1运用口语，亲切自然

2技法运用

(1)以行踪为线索，层次清晰

(2)本文写景，动静结合

本文作者侧重写观莲，但在写景时，却时时处处注意景物之
间的相互衬托，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以动衬静，使读者如
临其境，如闻其心声，读来兴致盎然作者游览鸳鸯馆时写到：
“前临池沼，养着文羽鲜艳的鸳鸯，成双作对地在那里戏水，
悠然自得池中种着白莲，让鸳鸯拍浮其间，构成了一幅美妙
的画画”这段描写，咆丽的鸳鸯游戏于洁白的莲花之间，一
艳一素，一动一静，波光粼粼的水面，摇动的荷叶，互相映
衬该是怎样的一处人间仙境！

吕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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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子》(人教版七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孙丽娟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目标

1．了解本文“哨子”的多种含义。

2．了解本文所阐述的道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悲苦都是由于



他们对事物的价值作出错误的估价而造成的。

（二)能力训练目标

1．能从文章所选的众多材料中分析出作者的观点o

2．理解本文提出论点的方法及从多方面摆事实论证的写法。

(三)德育渗透目标

通过学习课文，延伸联系现实生活，让学生认识到对事物的
价值作出错误的估价往往会要付出太高的代价的道理，从而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四)美育渗透点

结合课文所阐明的道理，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样的人生有意义，
致力于塑造自己的美好人生。

二、学生分析

本文内容来源与生活小事的启迪，却可以挖掘出深刻的人生
哲理。对学生的教育既现实又深刻，且语言诙谐幽默学生不
仅爱读且能深入理解，所以在教学中我要把课堂这个舞台完
全给学生。我只做必要的点拨。相信效果一定回很好。

三、教学点：

1、重点：理解本文从六个方面连续举事例论证中心论点的写
法。

2．难点：分析理解“哨子”的多层含义。

3．疑点：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第3节提出的“许多人都为一个
哨子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还是结尾第10节说的“人类很大



一部分悲苦都是由于他们对事物的价值作出错误的评价而形
成的?”

四、学法引导

先通读全文，理解各节的意思，然后认真分析各节之间的内
在联系，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概括出文章的中心内容。在
此基础上，结合“自读提示”及书后“练习一、二点拨后加
以理解，结束本文。

五、课时安排：1课时。

六、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1．学生自读课文，理清写作思路。

2．结合议论文三要素的知识，理解本文论点、论据和论证方
法。

3．教师提出疑点问题，学生讨论明确。

4．结合练习三，运用比照阅读的方法，加深对本文内容及写
法的理解。

七、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理解本文从作者的亲身经历的某个生活事例中提出论点的
方法，并依次从六个方面连续举事例论证中心论点的论证方
法。。

2．体会本文说理层次清晰、明白透彻的特点。

(二)整体感知



一时错误的选择，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惨痛的教训，付出高昂
的代价，这是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美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富兰克林对这一普遍的也是
令人遗憾的事实进行了深刻透彻的阐述，有理有据，令人深
受启发。。

(三)教学过程

2．学生自读课文，读完后思考下列问题

(1)文中多处出现“哨子”一词，它的意思有变化吗?具体说
说它在文中的多层含义，及本文以“哨子”为题的用意。

(2)本文的论点是怎样提出的?又是从哪些角度举事例论证的?
最后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3)细读第3节、第10节，辨析本文的中心论点。

(4)请联系生活实际，再为课文列举一些事实论据。

(5)结合练习三，进行比较阅读，加深理解课文。

上述问题，以让学生讨论为主，如果能够说出道理即予以表
扬鼓励。

提示：(1)第1节中的“哨子”是它的本义，即能吹出尖厉声
音的器物。

第2节中的“哨子”指的是自己喜欢的，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的东西。

第3节中的“哨子”大体同于第2节。

第4节中的“哨子”指热衷于猎取恩宠荣辱。



第5节中的“哨子”指醉心于名望。

第6节中的“哨子”指牺牲一切去积累财产。

第7节中的“哨子”指损坏自己的身体去追求肉体上的享受。

第8节中的“哨子”指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物质的享
受。

第9节中的“哨子”则指错误、不幸的婚姻。

而本文以“哨子”为题，除了具有上述丰富的含义外，应该
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即“哨子”是给那些糊涂的人们吹
响的警钟。

提示(2)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在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生活
实例的引述后，作简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论证中心
论点，作者在第4至第9节，用了六个段落从六个不同角度--
热衷恩宠荣辱、醉心于名望、贪婪地敛财、殚于淫乐、沉迷
于享受、错误的婚姻等举例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是“人类的
很大一部分悲苦都是由于他们对事物的价值作出错误的估价
而造成的。

提示(3)议论文的中心论点，则作者对所议论的问题所持的主
要见解和主张。本文第3节，第10节中皆有表明作者观点的句
子，但从论据与论点的关系看论据应是证明论点的`根据，文
章4～9节，所举事实论据，都是紧扣“人们为他们的一个哨
子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的。第10节，只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分
析总结“付出代价”的原因。故第3节，是本文中心论点所在。

提示(4)着重从论据要为论点服务的原则出发，列举一些人因
价值观、人生观的失误而走弯路，遭失败、挫折的事例。具
体事例略。



提示(5)：

1、内容上的相同点，都是阐述人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观、价值
观的问题。内容上的不同点：《哨子》中用六节，所举的六
个事例，与《假如我又回到了童年》的八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存在较大的差异。《哨子》中的六个角度见前述。《假如我
又回到了童年》的八个方面是做事要有毅力，要养成专心致
志的习惯，要培养注意力，要培养勇气，处事要乐观，要学
会拒绝做值得做的事，要努力为他人谋幸福。

2．写法上的相同点：都采用从多个角度阐述道理的写法；都
有例证法。

写法上的不同点：i《哨子》以例证为主，《假如我又回到了童
年》，则运用了除例证外，还有引证、喻证、类比论证等多
种论证方法。

ii《哨子》从不同人的角度，举例说理；《假如我又回到了童
年》，用假设的口吻，侧重从自我的角度说理。

(四)总结、扩展

这是一篇短小精湛的论述人生的议论文。作者从亲身经历的
生活实例中引出论点，并从多个角度连续举例论证，有很强
的说服力。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减少悲苦，必须在自
己的人生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事物的价值尽可
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以便正确的取舍的道理。

生活中，要经历很多次抉择，每一次的抉择正确与否，直接
关系到下一段人生之路，当一些人被“读书无用论”思潮迷
惑，纷纷弃学、下海、打工挣钱地时，你该怎样做?对此问题。
不妨发表一点议论，说出你的看法。

(五)布置作业



以“读书真的无用吗?”为题，大胆练笔，直抒胸臆，并展开
辩论，以加深本文所学文章对学生的教育作用。

八、板书设计

哨子

一“我”用四倍的价钱换回一只哨子(引论)例证翔实

二、众多人为他们的“哨子”付高倍代价(本论)说服力强

三、高倍代价的悲苦源于错误的价值观(结论)由表及里

深刻透彻

教学反思：这课我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很强烈，为什么呢？
深思不难得出答案，那是课程走进了学生的生活，学生在文
中会真实地感悟生活。那么，作为老师的我能否针对每篇课
文都以这种心态去引导学生呢？这应当是我努力的方向。

哨子教案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满井游记(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17、满井游记

目的要求：

1、积累文言词语，增强文言语感。

2、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知人论世，便于理解作者丰富而微
妙的思想感情。

3、感受北方初春景象，理解作者寄情山水的意趣。



4、理解文章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体味作者个性化的写
景抒情风格。

5、体会本文拟人、比喻等手法的运用及其表达效果，引导学
生把握形象生动的写景技巧。

6、感受北方早春景色，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重点：学习和积累文言词汇。

难点：体会本文抓住特征描写景物的方法。

教材分析：

本文是一篇文字清新的记游小品。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
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极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谕理。
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勃勃生机。
作者借景抒感，给读者以人生哲理的感悟。

教具准备：u盘

教学时间：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检查预习：

1.查字典，给下列生字注音。

2.朗读课文，对照注解试翻译课文。放录音。

二、导入

经历了漫长的严冬之后，我们终于盼来了温暖的春天。一场
小雨，让我们想起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的诗句。你能给大家描绘一下你眼中或心中的春之美
景吗？今天让我们一起随着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脚步到北京
郊外满井去走一走，看一看，领略一下那时那地的春之美景
吧！

三、作者简介

袁宏道，字中郎，一字无学，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代著
名文学家，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宏道诗主妙悟，
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仿古，追求自然。作品
以小品成就最高，内容多写身边琐事和自然景物。有《珂雪
斋集》二十四卷传世，后人辑为《袁中郎全集》。因宏道兄
弟诗文风格相近，时人称之为“公安派”，称他们的诗文
为“公安体”。其作品真率自然、清新活泼，内容则多写闲
情逸致，部分篇章反映民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
有《袁中郎全集》。

写作背景：万历27年（1599），袁宏道再次作官，任顺天府
教授，终日又得和拜谒酬答打交道了，这使他颇为苦闷；更
使他苦闷的是有政见却得不到申诉。好在袁宏道所担任的职
务比较清闲，有空暇就游览北京附近的名胜古迹。《满井游
记》就作于此时。

四、课文简介：

本文是一篇文字清新的记游小品。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
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极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谕理。
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勃勃生机，
借景抒感，谕示读者以人生哲理。

五、正课

1.朗读课文，注意不读错音。读好句子的节奏、重音，读出
作者喜悦的感情。



2.请学生翻译第1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冻风时作：冻风，冷风。作，起。

局促一室之内：局促，拘束、局限。

每冒风驰行：驰行，坐车出行。

未百步辄返：辄，总是，就。

北京地区气候寒冷，花朝节以后，冬天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
冷风经常刮起来，一刮起来时就飞沙走石。我躲在一间屋子
里面，想出去却不能。每次顶着寒风快步走出去，总是不到
百步就返回来。

3.请学生翻译第2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土膏微润：土膏，肥沃的土地。膏，肥沃。润，滋润，湿润。

于时冰皮始解：于时，在这时。冰皮，河床上结冰的表面。

波色乍明：波色，水波的颜色。乍，初，始。

柔梢披风：梢，这里指柳梢。披风，在风中散开。披，分开，
散开。

麦田浅鬣寸许：浅鬣寸许，浅嫩的麦苗高一寸左右。鬣，兽
颈上的鬃毛，这里形容麦苗。

泉而茗者：用泉水煮茶喝。泉，用泉煮。茗，泡茶喝，泉、
茗名词活用为动词。而歌者：端起酒杯唱歌的。，酒杯，名
词用为动词，端起酒杯。

红装而蹇者：蹇，本义跛足的，引申为驴子，用作动词，骑
驴。



凡曝沙之鸟：曝，晒太阳。曝沙，在沙滩上晒太阳。

呷浪之鳞：呷，吸而饮。鳞，借代鱼。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未始，未尝。

二月二十二日，天气略微暖和，我同几个朋友出了东直门，
到了满井。高大的柳树分立在堤的两旁，肥沃的土地稍微湿
润，放眼望去，空阔的景象，感到自己像笼子里逃出的天鹅。
在这时，薄冰开始溶化，水波开始发出亮光，像鱼鳞一样的
波浪一层层的，水清澈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镜子刚刚
打开冷光突然从镜匣子里闪射出来一样。山峦被溶化的雪水
洗过后，美好的样子好像擦过一样，鲜明美好而又明媚，好
像美丽的少女洗过脸刚刚梳好环形的发髻一样。柳条将要舒
展没有舒展，柔嫩的柳梢头在风中散开，麦田里低矮的麦苗
才一寸左右。游人虽然不多，但是汲泉水来煮茶喝的，端着
酒杯唱歌的，穿着红装骑驴的，也经常有。风力虽然还很猛，
但是走路就汗流浃背。所有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汲水的鱼
儿，都悠闲自在，羽毛鳞鬣中间，都充满了欢乐气氛。我才
知道城郊田野外面未尝没有春天，可是住在城里的人却不知
道它啊。

4.请学生翻译第3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夫不能以游堕事：堕，坏，耽误。

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潇然，心中没有牵挂的样子。

而此地适与余近：适，正好。

恶能无纪：恶，安、怎么。无纪，没有记游的文章。

能够不因为游山玩水而耽误正事，潇洒地徜徉於山石草木之
间，只有「教授」这种官职。而满井这地方刚好和我的居所



距离近，我的游山玩水将从这个地方开始，又怎能没有记录
的.文章呢！乙亥年二月。

5.提问：请归纳段意。

讨论并归纳：

第1段：写城中早春“余寒犹厉”、“冻风时作”的景象。

第2段：写郊游所见满井春色。

第3段：交代写作本文的用意和写作时间。

四、学生朗读课文，从记叙的六要素的角度整体了解文意。

五、板书设计

时间：花朝节后廿二日地点：满井

人物：我与数友起因：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廿二日天
稍和。

经过：心境“若脱笼之鹄”，尽览初春水光山色，饱览游人
怡然之情。

结果：感慨“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六、作业

第二课时

一、复习

朗读课文，体会写景的特点。

二、导入



上节课我们已经略知大意，这节课我们一起来体会本文写景
的特点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正课

1.提问：北京一带早春气候有什么特征？写城中余寒景象表
达作者什么心情？

讨论并归纳：气候特征是“余寒犹厉”“冻风时作”“飞沙
走砾”。表达作者“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的无奈心情。

2.提问：第1段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讨论并归纳：用烘托、反衬的手法，欲扬先抑，写出燕地的
气候特征，暗示作者渴望出游的心情，为后文做了铺垫。

3.提问：第2段可以分几层，请归纳段意。

讨论并归纳：可以分三层。

第1层（“廿二日天稍和”到“至满井”）：交待出游日期、
气候、同行者及出游路线。

第2层（“高柳夹堤”到“皆有喜气”）：描写满井盎然的春
色。

第3层（“始知……”到“未之知也”）：表现作者欢快的心
情。

讨论并归纳：

先写全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及其独特的
感受“若脱笼之鹄”，再以独特感受为审美中心，分别描
写“冰皮”、“山峦”、“柳条”、“麦田”、“游
人”、“鸟”、“鱼”等种种景物，抓住了初春的特征，运



用新颖生动的比喻，描绘了一幅幅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画
卷。在景物的描写中也寄寓了作者欢快、恬适的心情。写得
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5.提问：第3段表达了作者什么愿望？

讨论并归纳：表达自己将以这次游览满井为起点，在公事之
余继续出游的愿望。

6.提问：请归纳本文的中心思想。

讨论并归纳：本文以游览行踪为线索，以清新的笔调，历历
如画地描写了北京近郊满井的早春景色，表达作者欢快、恬
适的心情和喜爱郊游的愿望。

7.提问：本文在记叙描写中，用了很多比喻句。有的是以物
比人，有的是以人比物，有的是以物比物。试举例说明。

讨论并归纳：

（1）若脱笼之鹄：以人比物（把人比作物）（2）晶晶然如
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以物比物。

（3）如倩女之u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物比人（把物比作人）

（4）麦田浅鬣寸许：以物比物

四、小结

（1）一词多义：

时：冻风时（经常）作于时（这时）冰皮始解

始：冰皮始（开始）解始（才）知郊田之外未始（未尝）无
春髻鬟之始（刚刚）掠



乍：波色乍（开始）明冷光之乍（突然）出于匣也

得：欲出不得（能够）悠然自得（得意、满足）

然：晶晶然（---的样子）然（然而）徒步则汗出浃背

（2）词类活用：

动词的使动用法：作则飞（使------飞）沙走（使------走）
砾

（3）重点虚词：

夫：夫（句首发语词，可译为“大概”）不能以游堕事

（4）其它：

土膏（肥沃）微润恶能（怎能）无纪（同“记”）

（4）这是一篇优美动人的写景抒情小品。描绘了北京近郊满
井一带美丽的早春景色，篇幅短小，文辞简洁而又清丽、自
然，意趣蕴藉，具有艺术魅力。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厌弃都市
官场生活而寄情山川草木的情怀。

五、赏读课文，体会作者写景的妙处。

本文是写景的小品。小品是散文的一种，特点是：在说理上
深入浅出，在记叙上简明生动。明清两代这种体裁最为盛行。
这篇游记短文，在写景状物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关于白描

提问：白描是一种怎样的描写方法？能从以往学过的课文中
找例子吗？



明确：白描作为一种描写方法，是指抓住事物的特征，以质
朴的文字，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事物形象的描写方法。如我们
学过郦道元的《三峡》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
无阙处”直写山“连”；“夏水襄陵，沿溯阻绝”直写大水
猛涨，江水汪洋。也就是说，作者写景，不堆砌词藻，而是
用极为简练的笔法勾勒出来。

提问：本文哪些写景文字运用了白描？

明确：如写水，“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如作
者写“柳条”，只用“将舒未舒，柔梢披风”8个字，但柳芽
刚吐、枝头鹅黄嫩绿的风韵，以及杨柳的动态美都活生生地
再现了出来；写“麦田”，用“浅鬣寸许”4个字便表现出初
春麦苗的特征，文字也极为简练。这种简练的白描，有赖于
作者对景物细致入微的观察。这种表现方法，没有夸张、渲
染和烘托，而形象却鲜明如画。

2．关于比喻

提问：文中哪些句子运用了比喻？请画出来，品味其表达效
果。

学生明确：如：作者将初春旷野中的自己比作“脱笼之鹄”，
表现自己从局促小屋投身到大自然怀抱的欣喜、舒朗的心情。
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再如：
“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以新开明镜比
喻新绿水波，写出了水的明丽，贴切而有新意。“如倩女之u
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妆倩女比喻被晴雪洗过的山峦，
写出了春山的“鲜妍明媚”，生动而又传神。如“麦田浅鬣
寸许”，以兽颈之毛比喻返青还没有长高的麦苗，简明而又
形象。这些比喻，新奇、形象、生动，读来妙趣横生。

3．关于拟人



提问：文中运用拟人辞格的句子有哪些？仔细体会其表达效
果。

学生自由选例，品评。

如作者写山，用倩女新妆作喻，写鱼鸟，说它们悠然自得，
洋溢着喜气，都是用了拟人的写法。这样写，增加了景物的
动感或“灵气”，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喜悦的思想感情。

4．学生背诵文中运用白描、比喻、拟人的文句，增加语言积
累。

六、板书设计

满井游记

写景：早春之美--用词生动传神、修辞巧妙自然

抒情：满井游前--局促不出郁闷

满井游时--脱笼之鹄喜悦厌倦官场、寄情山水

满井游后--自此始游自由

城中余寒------（叙事）----欲出不得

----总：全景---微润、空阔

心情---若脱笼之鹄

满井春色------（描写）

----分：水、山、柳、麦、人、鸟、鱼

结束全文-----（议论）-----表明寄情山水的意趣



七、总结迁移：

1、在作者笔下，一句话就能给我们展示一幅美丽的画面，让
我们也来试试用一两句话为大家展示你眼中或心中的四季美
景吧！（课件出示幻灯片7----四季）

2、生口述展示，点评。

八、作业：

（将刚才你展示给大家的或没来得及展示的你眼中、心中的
四季描绘出来形成一篇小短文或几幅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作业。）

教后记：

吕士凯

哨子教案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金鸟(河大版七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3、金鸟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1．掌握格林兄弟的基本情况，了解《格林童话》
的主要篇目。

2．理清小王子寻找金鸟的主要经历。

过程与方法：1．掌握阅读童话体裁的基本顺序。2．探究小
王子的性格特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判断小王子所作所为是否正确。



2．培养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性。

教学重点：掌握阅读童话体裁的基本顺序。

教学难点：1．掌握阅读童话体裁的基本顺序。

2．判断小王子所作所为是否正确。

3．培养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德。

教材分析：本文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以“金鸟”为线索，
叙述了小王子发现、寻找金鸟的曲折经历，表达了作者追求
真、善、美的思想与愿望。本文情节曲折，脉络清晰；人物
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流畅自然，通俗易懂。

教学策略：由学生反复阅读课文，在理清文章脉络的基础上，
对课文进行分析。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一、复习导入［屏幕出示问题］

1．什么是童话？

2．这种体裁有什么特点？

学生思考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从旧知识中找出新知识的生发点，使学生不自觉地进入学习
状态。

二、课件出示学习目标学生读学习目标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
标。



三、走近作者

1．检查同学们课前对作者及作品《格林童话》的了解。

2．教师出示自己归纳的最重要的内容，请同学们关注。

［课件出示］

雅各格林、威廉格林兄弟是德国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著有
《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勇敢的小裁
缝》、《玫瑰公主》等童话，以其丰富的想像、美丽的憧憬、
善良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启迪了孩子们的心扉。

3．老师号召学生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格林及《格林童话》的
资料，可到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也可去网上搜集资料，要
筛选重点，选择能帮助我们学习课文的材料，如体裁特点、
作者生平、写作风格、写作背景、名家评论等。

4．师小结：掌握了这些内容，便于我们理解作品思想及风格，
把握文章主旨，也为学习童话课文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学
生交流课前搜集到的有关格林兄弟及《格林童话》的信息。

2．全体同学朗读一遍，加深印象。

3．将没有搜集到的内容补充到

的渠道，教给他们筛选信息的技能，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
基础。

四、初步感知：

1．请同学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快速阅读课文，出示听读任务：

（1）找出自己不认识的字。



（2）思考：课文主要讲了怎样一个故事？故事讲的主要人物
是谁？

2．恰如其分地鼓励学生的回答。

3．明确主要人物是小王子。

4．［课件出示］

故事情节：

开端：小王子发现金鸟。

发展：小王子寻找金鸟。

高潮：小王子被哥哥迫害。

结局：小王子得救并获得幸福。

5．［课件出示］抓住文章核心，便于整理全文脉络。

阅读童话作品的基本顺序：

（1）了解体裁特点、作者生平、写作风格、写作背景等。

（2）理清故事情节，把握主要内容。1．学生按自己喜欢的
方式快速阅读课文。

2．完成听读任务。

3．学生介绍故事情节并回答问题。

4．分组讨论：围绕“小王子”这一核心人物，按故事发展顺
序，分别用一句话概括主要情节，看哪组做得既快又好。



5．请几位同学发言，整理并出示。

6．学生读课件内容。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要读懂一篇课文第一步是通观全文，整体把握，梳理童话情
节，便是锻炼学生整体把握的能力。

童话故事性强，按情节发展顺序梳理课文，便于迅速把握文
章内容。

五、理清事件：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理清小王子寻找金鸟的主要经历。1．默
读课文，完成任务。

2．班内交流。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

六、跳读课文，深入理解内容，分析人物性格。

分组讨论下列问题：

1．小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

2．他带走金宫公主、金马、金鸟对吗？

3．大儿子和二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没能找到金鸟？

4．狐狸为什么要帮助小王子？国王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5．狐狸在遇见小王子时请求别杀自己，现在又请求杀了自己，
这样写是否矛盾？为什么？



要求：每组派一个代表用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

1．跳读课文，分组讨论。

2．分组进行展示。

3．学生之间互相欣赏、交流。本环节意在发展学生语言能力
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这些问题的设计具有启发性，意在引
导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学会探究，在此基础上敢于发表自己的
观点。

七、思维拓展：

播放几个以狐狸为主角的动画片，让学生加以比较，说出自
己喜爱哪个狐狸及喜爱的理由。提倡学生发表不同看法，允
许有不同意见。在比较中明辨是非、善恶、美丑。

八、小结：

［课件出示］

学生各抒己见。培养学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提高概括总结
能力。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充分考虑学生的意愿，尽量尊重学生的选择，以平等语气与
学生商讨，是本教案的特点。在问题的提出，课堂讨论、关
键内容的选定乃至师生交流时教师的语气等方面都充分考虑
到尊重学生。

吕士凯



哨子教案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枣儿(人教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课题枣儿课型自读点拨

课时两课时授课喻安君

素质教育目标知识与能力目标1.了解剧情，了解我国在现代
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

2.了解现代戏剧艺术中常用的象征手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3.熟悉剧情，领悟剧本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4.揣摩情节、语言，理解作品的象征意义，培养学生对戏剧
的品评鉴赏能力。

情感与价值目标5.了解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正
确认识和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走出封闭，走出传统，
迈进现代社会的新生活。

教学重点1.把握剧中老人和男孩两个人物形象，理解他们的
思想情感。

2.体会作品的象征手法。

教学难点领悟剧本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理解剧本的主题。

教学方法1.演读法；2.讨论法；3.延伸拓展法。

教学准备1.查找有关作者的资料。

3.查课后“读一读，写一写”的词语。



教学要点分角色演读课文，整体感知。把握剧情；引读提高，
把握老人和男孩两个人物形象，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层
探究，合作研讨。领悟作品蕴含的象征意义，理解作品的主
题；延伸拓展，联系现实，关注身边孤独的人群。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札记

一、导语设计

二、分角色朗读，整体感知，把握剧情

1.学生自荐朗读课文，一人读老人，一人读男孩。其余同学
点评。

提示：男孩的语言应读出纯真、活泼、稚嫩、可爱的情调来；
老人的语言应读得亲切一些，读出长者的风范，读出较强的
人生沧桑感和浓浓的乡土气息。

2.选一位同学概括剧情。

明确：在乡间一棵挂满红枣的老树下。一位老人遇到了一个
捡枣儿的男孩，这一老一少交谈起来，十分亲热。在谈话中，
老人回忆有关“枣。儿”的往事，流露出自己对儿子的思念；
男孩要把“枣儿”留给父亲吃，流露出自己对父亲的盼望。
他们满怀亲情，呼唤各自的亲人回归故乡，回到自己身边，
来吃这家乡的“枣儿”。

三、引读提高，理解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教师设计相关问题，引导学生揣摩剧情，把握人物形象。

板书：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札记



关于老人

1.老人在与男孩的谈话中，回忆了哪些事情？如何认识老人
的心态？

2.老人对男孩的态度如何？

3.如何评价老人这个形象？

关于男孩

4.请谈谈你对剧中男孩这一形象的认识。

关于老人的儿子和男孩的父亲

5.你对剧中未出场的这两个人物怎么看？

这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关于枣儿

6.枣儿在剧中起什么作用？

7.关于枣儿的童谣在剧本首尾出现两次，这样写，有什么特
殊的表达效果？

学生分组讨论。小组长记录发言要点，并代表小组全班交流，
其余小组成员可补充，也可点评。

活动成果展示：

关于老人

1.老人在与男孩的谈话中，回忆了枣儿小时候的事：儿
子“枣儿”一名的来历，儿子只顾摘枣竟尿了老人一脖子，



枣儿小时候一有尿就尿到枣树下。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偷枣而
长出小枣树的事、枣儿落到鬼子的钢盔上吓跑鬼子、闹灾荒
时靠枣儿活命的故事。

老人在谈话中“沉思”“心事重重”“闪着泪花”，流露出
老人对儿子的思念，对以往岁月的怀念，对故土的热爱之情，
有一种浓浓的失落感。

2.老人请男孩吃枣，老人让男孩骑跨在自己肩上摘枣，老人
给男孩讲故事，老人与男孩拉勾发誓，老人紧紧搂住男
孩，“将枣儿塞进男孩嘴里，自己也拿起枣儿咀嚼”，这些
都表现了老人对男孩的疼爱，表现出了一种不是祖孙而如同
祖孙般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也折射出他对儿子的亲情。

3.剧中的老人首先是老一辈的农民形象：他一生劳作，不离
乡土，如今老迈，儿子离乡外出，他继续留守家园。其次他
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老一代的长者形象：他满怀亲情，富有
爱心，他关爱已成年的下一代，又疼爱尚年幼的新一代；作
为过来人，他怀旧而又传统，面对生活的变化不失爱心、不
失希望而又有所失落。

关于男孩

4.剧中的男孩想把枣子留给父亲吃，喜欢吃巧克力盼望父亲
带巧克力回来，他蹑手蹑脚捡枣子，把枣子藏在红肚兜上的
衣袋里，温顺地挽扶老人，认真听老人讲故事，和老人拉勾
发誓……男孩是年幼的新生一代的形象：他思念父亲，喜爱
心疼自己的老人，好奇而懂事，在他身上处处表现了儿童纯
真可爱的天性。

关于老人的儿子和男孩的父亲

5.老人的儿子，不再像老一辈那样。终身不离乡土，而是远
离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札记

故乡和亲人，闯荡于外面的世界；男孩的父亲，离开乡村而
定居于城里，抛弃了旧家而另成新家。这两个人物从不同的
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关于枣儿

6.全剧以“枣儿”为标题，并以“枣儿”贯穿全剧，让老人
与男孩围绕“枣儿”进行对话。展开情节。老人的经历、情
感乃至命运，都与“枣儿”有着不解之缘；男孩对父亲的思
念。也与“枣儿”相牵连。“枣儿”是全剧情节发展的线索，
是人物对白的话题。

7.这首童谣表达了在“枣儿”中所融入的父母疼爱子女的亲
情，以这首童谣开头，隐含了全剧与“枣儿”有关、与亲情
有关的特定内容，并将人们带入具有民族传统风情、充满乡
土气息的特定情境。结尾用这首童谣，但情境有所变化，由
幕后换为前台，由哼唱变成呼喊。由没人回应转为“响起无
数个童声呼唤的声音”，既与开头相呼应，又强化了剧中的'
情境和内容。深化了全剧的思想感情。

四、深层探究，突破难点

1.揣摩语言，分析下列台词中加横线的句子的象征意味。

板书：

(1)老人老子个儿大，儿子个儿能小吗？

男孩嘻，爷爷，我说枣儿个儿大。

老人(自豪地)我的儿子就叫“枣儿”

(2)老人(捏捏男孩的脸)爷爷小时候，还不跟你一样？脸皮儿



像这青枣，嫩白光滑

呢。唉!眨眼工夫，六十年过去了--快吃枣儿吧。(从匾子里
挑了颗熟透晒干的枣儿)你吃这颗。

男孩(拿起熟枣儿放进嘴里)还是皱巴巴的甜呢。

老人甜是甜，不中看，谁要啊。

(3)老人听好，我讲完一个故事，你才能吃一颗枣。噢，慢慢
吃才能吃出个甜味。

(4)男孩枣儿叔叔啥时候回来？

老人不知道。

(5)男孩爹回来会带巧克力，巧克力你吃过吗？可好吃了!

老人(心事重重)你有了巧克力，就不会来了。

男孩来呢，你的枣儿甜!

(6)男孩我娘说，出远门的人有时候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只要
家里人天天喊，他早晚会回来的。

学生思考、品味。同桌之间讨论交流。

明确：

(1)并非指个子，隐含了永不褪色的亲情，永远割舍不了的乡
情。

(2)老人内心呼喊儿子，因儿子没有回应而伤心；老人年老，
被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札记

儿子遗忘，透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3)不仅是对吃枣而言，也不是对一般生活哲理的泛指，其中
隐含的是对既往岁月、对传统生活、对精神家园的感情。

(4)“迷路”是喻指情感的迷失、人生的迷失，表现了现代化
进程中传统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落。

(5)“巧克力”具有与“枣儿”相对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内涵，
它是现代生活的象征。走出去的人们，往往迷恋于外在世界，
忘记了回家的路，但他们最终会回来的，喧嚣之后是平静，
躁动之后是安宁。

(6)道德、伦理、亲情是每个人必须有的，但日益强劲的现代
化浪潮却不可阻挡地席卷着一切，迫使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他
们熟悉的生活。

枣儿是一座永久的家园，身影的离去愈映出心灵的坚守，时
空的超越反铸成情感的皈依，走出去的人们总有回归故里的
那一天。

2.探究枣儿的象征意义，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教师提问：剧本采用了象征手法，“枣儿”象征着什么？如
何理解作品的主题？

学生自由发言。

生1：枣儿象征着亲情。老人思念儿子，男孩想念父亲，枣儿
凝聚着老人与男孩的情感困惑。

生2：枣儿象征着故乡。老人喜欢怀旧，表现了老人对故土的
挚爱；儿子久出未归，离开故土追寻心中的梦。



生3：枣儿是传统生活的象征、精神家园的象征。枣儿代表亲
情、故乡，更代表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生活方式，它所牵涉
的老人与儿子、男孩与父亲等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
的缩影，喻示的是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面对的现实：在剧烈
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心态、思想观念、生存方
式、精神归宿都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教师总结：在剧中，枣儿是亲情的象征，是故乡的象征，也
传统生活的象征和精神家园的象征。剧本巧妙地运用象征手
法，赋予了“枣儿”以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涵，使全剧具有
了深厚的思想内蕴。请大家谈谈对作品主题的认识。

生1：剧本表现了感人至深的亲情，也表现了老一辈的深厚乡
情。

生2：剧本反映了当今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呼唤人们的温暖
亲情和心灵沟通。

生3：剧本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青壮年离开乡土、老人孩子
留守家园的农村状况。

生4：剧本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落
以及人们对传统、对精神家园的迫寻。

生5：表现了社会的深刻变迁，企盼和呼唤人们认识和适应时
代发展带来的变化，走出家园、走出封闭、走出传统而迈进
现代社会的新生活。

……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札记

教师总结：优秀的剧本，其主题思想往往是多义的，给读者
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供人思考，令人遐想，让读者的想象



尽情飞扬。

五、延伸拓展，深化认识

学生畅谈见闻、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关心自己周围的老
人和儿童。

六、课堂小结

《枣儿》是香甜的枣儿，也是苦涩的枣儿。那一声声苍凉的、
稚嫩的呼喊．发自内心，像根在呼吸，像泉在喷涌。那呼喊，
不只是期盼，更是一种给予，一种天赐--是爹娘赐予儿孙赖
以生存的精神维系和生命依托，正是这呼喊健全着他们神经。
丰满着他们的羽翼，使他们飞得更高、更远。

枣儿是一座永久的家园，又是一座需要护理和更新的家园，
我们相信，爹娘享用那移栽他乡的奇异的甜果果时，会品出
那甜果果中儿孙小时的尿香味；儿孙回乡品尝爹娘留给自己
的枣儿时，仍会由衷地赞叹“还是家乡的枣儿好吃”。

七、课堂练习

2．自选角度，针对《枣儿》写一篇戏剧短评。

布置作业完成相应的资料部分。

板书设计枣儿

魏明伦

教学反思



哨子教案河大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孟子二章教案(人教版九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平乐镇初级中学九年级语文教案

王明

教学内容：《孟子二章》

教学目标：

1、积累文言知识，掌握古今异义词及词类活用现象。

2、了解《孟子》散文的特点，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

3、背诵两篇短文，积累名言警句。

4、学习古人说理论证的方法，品味对比、排比等修辞的表达
效果。

重难易错:

1、辨析疑难字、词不达意、句意。

3、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含意。并从中得到教益，
增强忧患意识，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

教法手段：

1、学生个人识记；2、小组合作解疑；3、教师精炼点拨。

生发问题：

1、寻找例词，进行比较赏析，加深理解巩固。



2、正确认识“得道多助”及“生于忧患”的`时代意义。

分析检测：

1、选择性提问；2、运用展台默写并纠错；3、作学案上精选
习题。

教学反思：

1、合理安排课堂时间，做到读，写，练结合，向45分钟要效
率；

2、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以饱满的兴致参与到课堂的每个环
节；

3、充分发挥小组作用，实现简单问题组内解决，难度问题充
分讨论思考；

4、教师要善于调动课堂气氛，把握学生情绪，精炼点评疑难
问题，与学生做好互动。

课后反思：

1、古文教学突出人文性，但不能淡化工具性。

2、课堂上解决问题的过程强调学生自主性，但不能放任自流，
要驾驭课堂。

3、教师要想方设法鼓励学生合作学习，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独
立思考。

4、课堂上可以倡导探究性学习，有一些发散性思维的习题，
但不能无度开放，要控制学生，把握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