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 八年级语文
教案(优秀12篇)

教案模板的合理设计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教学评估和反
思，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阅读以下教案范文，我们可以了
解到一些优秀教师在编写教案时的心得和经验。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1、通过学习，使学生领略晋祠的环境和建筑的美丽风采。

2、学生能够了解晋祠的由来和深邃的文化历史底蕴。

3、初步掌握说明类小品文的写作特点：科学性、趣味性、通
俗性。

讲析课文的主体部分“三美”“三绝”

了解晋祠的由来和深邃的文化历史底蕴

教师以导游身份，带领学生做一次虚拟旅游，使课文、图画、
视频相结合，带领学生游览山西著名的风景名胜——晋祠，
通过解读课文，配合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学生能够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感受晋祠的美和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而产
生对历史古迹的喜爱之情。

一、导入：

同学列举你所了解华夏文明、历史古迹

秦始皇兵马俑、万里长城、故宫、陕西法门寺地藏秘宫……

上下五千年，泱泱我中华，一处又一处的历史古迹，演绎着



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显示着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的聪明才
智和劳动结晶。

今天，老师当一回导游，带领大家一起去山西太原，游览一
处名胜古迹——晋祠，一起去领略一下古老晋祠的美丽风采。

二、出示教学目标

准备好了么?那么就跟我出发——

三、学习课文：

1、老师先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剪桐封弟”《史记晋世
家》第九篇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

出太原西南行五十里，有一座山名悬瓮。山上原有巨石，如
瓮倒悬。山脚有泉水涌出，就是有名的晋水。在这山下水旁，
参天古木中林立着百余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
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
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

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日与其弟姬虞在院中玩耍，
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圭形，说：“把这个圭给
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其弟长大后便来
到当时的唐国，即现在的山西作了诸侯。《史记》称此
为“剪桐封弟”。姬虞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
后其子继位，因境内有晋水，便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姬
虞的功绩，便在这悬瓮山下修一所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
晋祠。

晋祠之美，在山美、树美、水美。



这里的山，巍巍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
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
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
阁，都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
琵琶，娇羞迷人。

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曰周柏，一曰
唐槐。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
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
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
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
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
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
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
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
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祠在古
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

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
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石间有细
流脉脉，如线如缕;林中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
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佩环齐鸣，却找不
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
是水清得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
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清清的波，将长长
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
鱼、青苔、玉栏倒影，织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
冉冉不绝。当年李白至此，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
百尺清潭泻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
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漂着的吧!

然而，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
国古建筑的“三绝”。



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邑姜所修的。
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1102年)，距今已有八
百八十年。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
最早实例。殿内宽七间、深六间，极宽敞，却无一根柱子。
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上的木柱支撑。廊柱略向内倾，四角
高挑，形成飞檐。屋顶黄绿琉璃瓦相扣，远看飞阁流丹，气
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及四十二尊侍女，是我国现
存宋塑中的珍品。她们或梳妆、洒扫，或奏乐、歌舞，形态
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貌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
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

二是殿前柱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
雕于宋元潭年(1087年)。八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
周身风从云生，一派生气。距今虽近千年，仍鳞片层层，须
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

三是殿前的鱼沼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沼，却在沼上
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由三十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
桥面东西宽阔，南北翼如。桥边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
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
日，真乐而忘归。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
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

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
水镜台等，都造型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这组建筑之
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胜瀛楼、景清
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砌屋，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
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一体。就是园中的许多小品，也极具
匠心。比如这假山上本有一挂细泉垂下，而山下却立了一个
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
肩，托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
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
有清清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
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



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滨去寻吧。真让你访不胜访，
虽几游而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
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
句丽，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

这晋祠从周唐叔虞到任立国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
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
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九五九年陈毅同志游晋
祠时兴叹道：“周柏唐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世民立
碑颂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

晋祠就是这样，以她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
她，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2.晋祠的特征是()

3.《晋祠》一文运用了()和()相结合的文法，把晋祠的特征
介绍的具体形象，形神兼美。

答案:

晋祠是一篇以实体事物(晋祠)为说明对象的说明文，我们还
学过另一类说明文则以事例为说明对象，如内容同样是园林
名称的苏州园林.

晋祠的特征是悠久的历史文物同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融为一
体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一、知识教育目标

引导学生借助资料大致的了解海明威的作品和风格。



二、能力培养目标

1、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分析和揣摩本文的哲理和象征
意味。

2、引导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抓住主要梗概，把握小说的主要内
容，进而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说
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三、德育渗透目标

培养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勇气、毅力和智慧在艰苦卓绝的环
境里进行抗争的精神。

重点：

1、引导学生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
说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2、培养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勇气、毅力和智慧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里进行抗争的精神。

难点：

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分析和揣摩本文的哲理和象征意
味。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有一个人他十四岁走进拳击场，满脸鲜血可他不肯倒下；十
九岁走上战场，二百多块弹片，也没有能让他倒下；写作上
的无数艰辛，无数的退稿，无数的失败，还是无法将他打倒；
直到晚年两次飞机失事，他都从大火中站了起来；最后，因



为不愿意成为弱者，他举枪自杀。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欧内斯特·海明威。刚才我们一同欣赏了
海明威的.简介，下面哪位同学能给大伙说说你印象中的海明
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二、新授：

教师为同学们讲述选文之前的情景，好让同学们更加有连续
性的解读本文。

教师为同学们布置问题让同学们听多媒体播放本文的录音。

请同学们找一下课文的哪向种方式来描写“老人”

同学们找出本文中的对于老人的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
心理描写、肖像描写）

从以上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老人

同学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出：老人具有坚毅、顽强、热爱生
活、面对困难不屈服、不认输的性格。

请同学们也仿照海明威的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写班内的一个
同学。

教师带领同学们来交流。

教师与同学们共同分析文章的“但到了午夜……它们再也没
有什么可吃的了”。

本文中还有其它的地方写了老人和鲨鱼搏斗的情景，请同学
找一下文章中还有哪一处给你留深刻的印象，请你将它读一
读，并说说你的感受。

同学读课文谈感受并找同学点评。



三、拓展深化：

在你读过的文学作品当中有哪些硬汉的形象。请你为大家说
一说。

四、作业布置：

写读后感一篇。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背影》是父爱名篇，一直以其质朴的文字、动人的情感，
打动着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如何让文章震撼学生的心灵，激
发学生将个体体验、思考与文本联系起来，让他们的心与文
本产生共鸣这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为达此目的，本教学案例
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一）抓住主线分析

背影在文中多次出现，可以视作贯穿文章的主线。分析课文
时，抓住背影，也就抓住了理解本文的关键。通过反复朗读、
圈划，引导学生体会无微不至的父爱，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
的。

（二）关注主体地位

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教师必须充
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学生自己主动去学
习、去钻研、去思考。教师只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引
导者。这节课，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思考上，在
一个疑问解开的时候再引导思考更深层次的疑问，引导学生
主动地思索、讨论，促使学生的灵感不断迸发。在师生平等
和谐的交流氛围中，学生感受到了自主学习探究的快乐，教
师也感受到了作为引导者的自豪。



（三）注重语言品读

人物的性格、情感和思想是通过文章语言流露出来的，所以
品读语言也就成为本节课重要的环节。从四次流泪入手解读
课文，抓住了文章的感情线索，便于学生更好地体会字里行
间渗透的父子真情。利用关键的词句带动学生去品味文中的
细节，从质朴的语言中挖掘至真至纯的情感。

（四）畅谈生活心声

不同的父亲，爱的方式各有不同。最后一环节让学生畅谈心
声，说说在自己的经历中，父亲的哪些细节令人难忘。这一
环节，学生虽然朝朝暮暮与父亲相伴，但很难把握和挖掘值
得一写的生活细节，这就需要教师进一步在写作方面给学生
以认真指导。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教学反思:

《背影》是父爱名篇，一直以其质朴的文字、动人的情感，
打动着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如何让文章震撼学生的心灵，激
发学生将个体体验、思考与文本联系起来，让他们的心与文
本产生共鸣这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为达此目的，本教学案例
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一）抓住主线分析

背影在文中多次出现，可以视作贯穿文章的主线。分析课文
时，抓住背影，也就抓住了理解本文的关键。通过反复朗读、
圈划，引导学生体会无微不至的父爱，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
的.。



（二）关注主体地位

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教师必须充
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学生自己主动去学
习、去钻研、去思考。教师只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引
导者。这节课，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思考上，在
一个疑问解开的时候再引导思考更深层次的疑问，引导学生
主动地思索、讨论，促使学生的灵感不断迸发。在师生平等
和谐的交流氛围中，学生感受到了自主学习探究的快乐，教
师也感受到了作为引导者的自豪。

（三）注重语言品读

人物的性格、情感和思想是通过文章语言流露出来的，所以
品读语言也就成为本节课重要的环节。从四次流泪入手解读
课文，抓住了文章的感情线索，便于学生更好地体会字里行
间渗透的父子真情。利用关键的词句带动学生去品味文中的
细节，从质朴的语言中挖掘至真至纯的情感。

（四）畅谈生活心声

不同的父亲，爱的方式各有不同。最后一环节让学生畅谈心
声，说说在自己的经历中，父亲的哪些细节令人难忘。这一
环节，学生虽然朝朝暮暮与父亲相伴，但很难把握和挖掘值
得一写的生活细节，这就需要教师进一步在写作方面给学生
以认真指导。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一、仪态

视频中该教师穿着得体，较好的注意到仪容仪表，仪态端庄
稳重，但不难看出，在课堂的开始部分，教师仍然是有点紧



张，出现了几次的口误。有点小遗憾的是，整堂课的教学中，
教师的表情不够丰富，特别是缺少了作为语文教师的标志性
表情—微笑（个人认为），由此就缺少了亲和力。

二、眼神

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眼神往往关注的是
某一部分的学生，特别是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就
是关注到了这个回答问题的学生，而忽略了整体，有效的课
堂教学中，教师的眼光应该是处在扫视的过程中，让每一个
角落的学生都能感觉到教师是在关注自己，由此才能激发学
生的听课兴趣，不会有遗弃感。

三、说话

该教师说话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但在说话上唯一的不足
同时个人认为这也是最大的不足就是语速、语调没有任何的
改变，整堂课都一一个语速一种语调进行课堂教学，这队语
文课的有效教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学生很容易在这样
的语言环境中失去兴趣，对于学生而言，没有激情的语文课
堂是地狱，因此作为语文老师，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是一个很
好的演说家、表演家。

四、书写

由于该堂课多半使用的是多媒体教学，教师仅在黑板上板书
了标题和作者，可以肯定的是教师的`书写功底是不错的，但
是由于教师多媒体的滥用，没有很好的展示自己的特长，也
让这堂语文课缺少了更多的语文味。至于多媒体的使用，在
这堂课中我认为是有批判之处的，过多过滥。

五、组织

观看该课堂实录，最大的感受是课堂气氛过于沉闷，而这种



沉闷的课堂气氛的形成，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教师组
织教学能力的欠缺，首先，教师的提问缺乏艺术，问题过于
呆板，比如在课堂导入部分引用的这张图片，教师一个劲的
追问这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其次，教师
对学生回答问题的反馈也不够及时，同时缺少了教师自身对
问题的思考与评判。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背影》是文学名篇，也是百教不厌的老课文。《背影》的
教例丰富多彩，可以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教学本文的难点在于学生。由于本文是作者在当了父亲以后，
对八年前情景的回忆，感情变化复杂，但学生年龄尚小，社
会阅历太浅，大多也没经历大喜大悲之类的`家庭变故，文章
所呈现的情形离学生很遥远，因而，学生不易进入角色，教
学反思《《背影》教学反思》。如何在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情
感和学生的心灵情感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他们作出自己的
体验与评价？这是摆在教者面前的难题。本课基本解决了这
个难题。

本课的特点是紧抓“情感”主线，环节设计精巧。简练而深
情的导入，用“吟读”来体验“低回婉转、情抑于中”的情
感基调，然后以“怎样的背影”和“背影的背后”为抓手，
深度体验和理解作者落泪的表层和深层原因，中间适时地介
入背景，一步步将学生的理解引向深入，情感引向高潮，直
至最后“发短信”，让学生积蓄已久的情感得以宣泄，真是
水到渠来。可谓是步步铺设，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七

一、知识掌握

1．《背影》一文是现代作家________写的一篇反映________



的散文。

2．作者着力刻画父亲背影的原因是________。

3．选择题。

a．聪慧丑陋b．愚蠢粗俗

c．糊涂动听d．聪颖精彩

4．《背影》一文将“勾留南京”一事一笔带过，原因是

a．南京并不好玩，所以不必多写。

b．南京是路过，不是目的地。

c．与文章主旨关系不大，应该略写。

d．当时他们心情不好，没有去玩。

5．《背影》一文开篇交代家庭境况，其作用
为______________

二、能力提高

2．对父亲买橘回来后“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一句分析正确的是

a．儿子有橘子吃了，路途上不怕渴了。

b．即将送走儿子，可去忙自己的事了。

c．越是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心里越感到踏实满足。



d．过铁道买橘太累了，买回来可以歇一歇了。

3．“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文
中两次提到自己的年龄，其用意是________。

4．散文中抒情，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直抒胸臆和间接抒情
（寓感情于字里行间）请从文中各找一例略加分析。

参考答案

（一）知识掌握

1．朱自清父子深情

2．“背影”刻下了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印记，体现
了浓浓的父爱深情，也是父子依依惜别中父亲最后留给儿子
的印象。

3．c

4．c

5．渲染悲凉的气氛与父亲对儿子的爱形成对比，更能衬出父
爱的崇高伟大。

（二）能力提高

1．第一次去时详写的是背影，扣题，更能突现中心。第二次
是人物正面描写，因而略写。

2．c

3．说明父亲完全可以不必如此操劳，反衬出父亲对“我”关
怀细致周到。



4．例如：课文中描写父亲背影的文字及文尾的一段文字分别
体现间接抒情和直接抒情。分析从略。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八

【导语】本站的会员“侠客行7788”为你整理了“八年级语
文评课稿-朱自清《背影》”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视频中该教师穿着得体，较好的注意到仪容仪表，仪态端庄
稳重，但不难看出，在课堂的开始部分，教师仍然是有点紧
张，出现了几次的口误。有点小遗憾的是，整堂课的教学中，
教师的表情不够丰富，特别是缺少了作为语文教师的标志性
表情—微笑（个人认为），由此就缺少了亲和力。

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眼神往往关注的是
某一部分的学生，特别是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就
是关注到了这个回答问题的学生，而忽略了整体，有效的.课
堂教学中，教师的眼光应该是处在扫视的过程中，让每一个
角落的学生都能感觉到教师是在关注自己，由此才能激发学
生的听课兴趣，不会有遗弃感。

该教师说话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但在说话上唯一的不足
同时个人认为这也是最大的不足就是语速、语调没有任何的
改变，整堂课都一一个语速一种语调进行课堂教学，这队语
文课的有效教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学生很容易在这样
的语言环境中失去兴趣，对于学生而言，没有激情的语文课
堂是地狱，因此作为语文老师，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是一个很
好的演说家、表演家。

由于该堂课多半使用的是多媒体教学，教师仅在黑板上板书
了标题和作者，可以肯定的是教师的书写功底是不错的，但
是由于教师多媒体的滥用，没有很好的展示自己的特长，也
让这堂语文课缺少了更多的语文味。至于多媒体的使用，在



这堂课中我认为是有批判之处的，过多过滥。

观看该课堂实录，最大的感受是课堂气氛过于沉闷，而这种
沉闷的课堂气氛的形成，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教师组
织教学能力的欠缺，首先，教师的提问缺乏艺术，问题过于
呆板，比如在课堂导入部分引用的这张图片，教师一个劲的
追问这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其次，教师
对学生回答问题的反馈也不够及时，同时缺少了教师自身对
问题的思考与评判。

八年级语文评课稿

朱自清：背影

八年级语文《水调歌头》评课稿

八年级语文水调歌头评课稿

八年级语文醉翁亭记评课稿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九

1、九年级五班的语文成绩是全校最好的一个班级。

(搭配不当：主干成绩是班级，去掉“一个班级”)

2、各地纷纷采取追踪病源、隔离观察等措施，防止甲
型h1n1流感不再扩散。

(搭配不当：去掉“不再”或“不”，或将“不再”改为“继
续”)

3、由于运用了科学的复习方法，他的学习效率有了很大改进。



(搭配不当：效率与改进不当，将效率改为提高)

4、今年将是新中国第十四次也是新世纪以来第一次阅兵。

(搭配不当：在“今年”后加“的阅兵”或将“是”改为“举
行”)

5、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吃龙虾，会导致病情加重。

(搭配不当：主语和谓语。在“过敏性鼻炎”后加“患者”)

6、随着秦兵马俑在沉寂20xx年后的再次发掘，引起国内外媒
体的关注。

(成份残缺：缺主语，删掉“随着”)

7、在本届世乒赛上，经过运动健儿们的奋力拼搏，再次赢得
了男子团休冠军。

(成份残缺：缺主语，将“经过”和“的”删去)

8、这所九年制寄宿学校的150多名学生是地震中伤亡最少、
震后复课最早的学校。

(搭配不当：主语和宾语“学生是学校”)

9、这些深受学生喜爱的活动，使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增
强和培养。

(搭配不当：意识不能培养，应删去“和培养”)

10、学习成绩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学生自身是否努力。

(一面对两面：应把“是否”删掉)



11、我们在心里由衷地感谢老师多年来的默默付出。

(语意重复：“由衷”与“在心里”重复)

12、最近全国各地加大了对醉酒驾车的惩处力度，为的是避
免那些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不再发生。

(多重否定造成语意混淆：应将“不再”改为“再次”)

13、复习中，不少学生存在着复习重点不突出，时间安排不
合理，有的甚至记住了前面的知识，又忘记了后面的知识。

(成份残缺：缺宾语中心词，应在“不合理”后加“的现
象”)

14、在这次煤矿事故中，创所胡遇难的矿工中唯一的幸存者。

(前后矛盾：)

15、三月的昆明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就会
有大批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

(前后不搭配：应改为“昆明的三月”)

16、各地各部门都把改善民生、保障民生、重视民生作为一
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语序颠倒)

17、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

18、福州市荣获“全国卫生城市”的原因是全市人民共同努
力的结果。



(成份赘余：删掉“的原因”)

19、通过开展赛龙舟、包粽子活动，可以使屈原的爱国精神
代代相传。

(缺主语：删去“通过”)

20、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康的体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地参加
体育锻炼。

(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

八年级语文《背影》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十

1、县里的通知说，让赵乡长本月15日前去汇报。

是本月15日去汇报，还是15日之前就去汇报。



2、他背着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偷偷地把这笔钱分别存人了两家
银行。

歧义，可理解为背着总经理一个人，也可理解为背着总经理
和副总经理两个人。

3、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新学期的工作一定要有新的起
色。

歧义，可理解为嘱咐的是几所学校的领导，也可理解为一所
学校的几个领导。

4、这个精致的灯笼，作为今天得分最高的嘉宾的礼品赠送给
他。

“他”指代不明，可以指代“得分最高的嘉宾”本人，也可
指代第三人，即这个灯笼本来是得分最高的嘉宾的礼品，现
在要送给第三人。

5、我看见张原扶着一位老人走下车来，手上提着一个黑色提
包。

谁“手上提着一个黑色提包”不确定。

6、他有一个女儿。在医院工作。

“在医院工作”的是他本人还是他女儿，表意不明。

7、这会儿你不能去找他，他正在考场考研究生。

“他”指代的是监场的老师还是考生并不确定。

8、“心连心”艺术团近日正与当地文艺团体联袂演出，古田
地区的军民奔走相告，企盼亲人的到来。



代词“当地”位置不当，前头无具体地域，因此无法指代，
应把“古田地区”和“当地”对换。

9、通过家长学校的学习，家长们都认识到不适当的管教孩子
是不行的。

歧义。可理解为“需要适当的管管孩子了”。也可理解
为“对孩子管得不适当(如打坏了)是不行的”。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十一

1.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6.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7.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8.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9.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0.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二、理解性练习

1.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表现自己俯仰之间悠然自得，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行路难》中表现诗人充满信心、执着与豪迈之情的诗句
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吴均《与朱元思书》中描写鱼儿自由游弋、江水清澈见底
的句子是：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4.《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以春花喻冬雪的千古名句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己亥杂诗》中表现老一辈自喻为落花、甘愿牺牲自己培
植新生力量的高尚品质的诗句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

6.《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来比喻新事物必将
取代旧事物的句子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7.《赤壁》一诗中以人物命运代表国运、以小见大、深刻警
策世人的诗句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8.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国势危急
和个人命运坎坷的诗句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
萍。

9.古今中外，凡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们在成功与挫折面前
始终保持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用《岳阳楼记》
中的一句名言填空)

10.中秋佳节，不能与亲人相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起苏轼
《水调歌头》中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心灵便得到了抚慰。

11.有的家长寒暑假让孩子出去打工，正如《醉翁亭记》中所谓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目的大多不是让他们
“挣钱”，而是要他们去体验和感悟生活。



三、开放性练习

1.请你根据自己的积累，写出一句关于“愁”的诗句。

示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请从古代诗词中找出两句写“春雨”的句子。(含“雨”
字)

示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3.请写出古代诗词中有关“山”的诗句。

示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请写出古代诗词中有关“花”的诗句。

示例：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1.八年级下册古诗词赏析

2.高中语文必背古诗词

3.高中语文古诗词节选

4.高中语文必背的古诗词

5.高中语文古诗词

6.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背

7.七年级下册古诗词课文

8.高中语文古诗词和文言文必背



9.高中语文必背必修一古诗词

10.高中语文必背古诗词【汇集】

背影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十二

本节课我通过阅读中分析的方法，展现了一节父爱的课堂。
在教授的过程中，学生读的非常富有感情，对于父子之情的
感悟也有深深的体会，但是在语句品析方面，因为我所设计
的题型不够灵活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今后一定改正。

同时，在新课标要求下的高效课堂，我在本节课中展示的不
到位，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的没有设想的好。尤其是在谈文
中的“我”的情感变化时，对学生的启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