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 阿西
莫夫短文两篇教学设计(通用8篇)

典礼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能够凝聚人们的情感和凝视共
同的目标或价值观。典礼的场地布置要与主题相符，通过装
饰和布局来营造庄重而温馨的氛围。这些典礼范例展示了不
同类型和主题的典礼，涵盖了各个领域的重要庆祝活动。

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篇一

第18课《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发现新的论据或
得出新的结论。

2．短文两篇所说明的研究成果。

3．短文的行文顺序及说明方法、语言特色。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情感目标

1．科学需要大胆的推测，合理的想像，合乎逻辑的分析、求
证。

2．学会从不同角度对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进行思考。



3．广泛阅读科普文章，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二、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了解两篇短文所说明的事理，说明的顺序、方法。

难点：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发现新的论
据或得出新的'结论。

三、课时安排2课时

四、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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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学会：“堆、等、钻、剩、特、瘦、除、欺、员、咬、越、
幸”这12个生字及由这些生字所组成的词语。

2．会用“洁白、特别”造句。



3．理解：“疼爱、孤单、讥笑、羡慕、僵、幸亏”这些字词
的意思。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背诵课
文最后一段。

（二）能力训练点：

通过学习课文，培养学生品词析句的能力，通过观察图画培
养学生观察、想象的能力，在学习生字词时培养自学能力，
注重学生朗读水平的提高。

（三）德育渗透点：

使学生通过学习懂得从小要和善待人，互相尊重，同时要正
确认识自己，对丑小鸭的命运遭遇产生同情心。

（四）注意体现创新和实践能力：

启发式谈话导入，引起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去现实生活中发
现美好事物，在语言文字训练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二、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方法

1．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学会生字词，理解重点词语和句子。

2．难点：了解丑小鸭命运的戏剧性变化。

3．疑点：从丑小鸭成长过程中，领悟道理，世界上的事物是
发展变化的，要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追求美好理想。

4．解决方法：在课上学习时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并渗透思想
品德教育，发展思维。

三、课时安排：3课时。



四、学生活动设计

1．学生自学生字。

2．课上采用小组讨论解决疑难。

五、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第一课时借助插图理解课文内容，纠正字音、学习理解前
两段。

2．第二课时理解三至七段的内容，练习背诵最后一段。

3．分析生字，认清字形，完成课后习题。

（二）整体感知：

这是一篇讲读课文，讲的是一只丑小鸭，自从出世以后就被
人看不起，谁都欺负它，被迫离家出走，仍摆脱不了恶运。
最后它意外地发现自己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课文共有7段，是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叙述的。第一段讲鸭妈妈
在稻草堆里孵蛋，等它的孩子出世。第二段讲丑小鸭是怎样
出世的以及它的名字的由来。第三至六段主要讲丑小鸭来到
世界上以后的种种不幸遭遇。第七段讲春暖花开时，丑小鸭
向湖边飞去，在湖水映出的倒影中意外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一
只漂亮的天鹅。

（三）重、难点的学习及目标完成的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题：



同学们，你们喜欢听童话故事吗？在故事里有凶恶的老虎、
狡猾的狐狸、可爱的小兔，……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
位童话中的朋友（出示丑小鸭的投影），大家看看它是谁？
你们认识它吗？今天丑小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动听的
故事，下边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故事吧。（听录音机读课
文），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板书4．丑小鸭（齐
读）。

（二）初读课文，借助插图，理解内容：

1．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词，初读课文，读通每句话。并
标出自然段，划出生字新词，多读几遍。

2．借助插图，再读课文，了解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指名逐段读课文，检查自读效果，并予以评价：重点指导
下列字的读音：

“等、剩”的韵母都是后鼻音。“钻”的声母是平舌音，
读“zu1n”，不要读成“zhu1n”，“瘦”“除”是翘舌音，
读“sh^u和ch*”。

4．教师范读课文，小组讨论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5．自读全文，请学生说说你能读懂什么？没读懂的用“？”
标出，先小组解决，如果小组解决不了再说给大家听，一起
解决问题。

过渡语：通过刚才大家所读的，所说的，看样子你们都能够
掌握很多知识、大致地理解了课文内容，还有一些问题，大
家没读懂，提出来了，说明大家都有这种勤学好问的精神，
下面老师就带领大家细致的学习这篇课文。

（三）讲读一、二段：



1．指名读一、二段：

（1）思考：丑小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你从哪段读懂的？

（2）出示第一幅图，找出丑小鸭，让学生看看丑小鸭和其它
鸭子的不同之处。

（3）结合挂图，从课文中画出描述丑小鸭样子的句子，了解
大家叫它“丑小鸭”的原因。

（4）轻声读一、二段，说说你还能读懂什么？这两段主要讲
了什么？注意体会“暖烘烘”“特别”“出世”。

第二课时

（一）有感情地朗读一、二段。

过渡语：丑小鸭的命运怎样？

（二）学习第三段：

3．品析词句：你读懂了哪些词语和句子？

重点理解：“孤单”“……除了……谁都”体会到丑小鸭当
时单身无靠，没有朋友，大家都不喜欢他，这是它出走的原
因。

4．丑小鸭被迫离开了家，你们有什么感想？

小结：丑小鸭很可怜，大家都很同情它，也想帮助它，说明
你们都很富有爱心。

5．指导朗读，用同情、关心、无可奈何的语气读第三段。

过渡语：丑小鸭离开家以后，它又遇到了哪些事情。



（三）学习第四段：

1．自由读一读第四段问：丑小鸭离开家以后遇到了什么困难？

2．体会“讥笑”：讥讽和嘲笑。抓住“只好”“才敢”让学
生体会丑小鸭离家出走以后，环境不仅没有改善，情况反而
更糟。学会用“洁白”造句。

3．用悲凉、同情的语气有感情地朗读第四段。

过渡语：丑小鸭在外面怎样过日子呢？

（四）学习五、六段：

着重体会“惊奇”、“羡慕”。丑小鸭惊奇的是发现世界上
竟有这么美丽的鸟；它羡慕的是希望自己也能像天鹅那么漂
亮，也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

体会“冻僵”“幸亏”说明丑小鸭冬天无处藏身，处境悲惨，
险些冻死。

3．有感情地读五、六段，要读出丑小鸭命运的悲惨。

（五）学习第七段：（熟读）

1．天气暖了，丑小鸭出来散步，它突然发现了什么？

2．丑小鸭怎么发现自己是一只天鹅的？

3．通过多读来理解内容，理清课文先讲什么，再讲什么？弄
懂句意。

4．训练朗读：从“忽然”开始，要用惊奇、欣喜的语气朗读，
表达出丑小鸭为自己命运的改变，愿望能够实现而十分高兴
的心情。



（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有关天气、环境描写的句子画
下来，并说说随着天气、环境的变化，它的命运如何变化。

（七）总结、扩展：学了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小结：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勇敢的面对
挫折和困难，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拼搏。

（八）作业：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第三课时

（一）借助拼音，分析字形，培养自学能力。

重点指导以下几个字：

堆：与谁比较，进行识记。

特：左边是“牛”字旁，不是“扌”旁。

瘦：病字框，里边的笔顺是。注意“”的一竖上下出头。越：
里面的'笔顺是。

负：和“页”比较字形。

欺：右边不是“父”旁。

幸：与“辛”比较字形。

钻：与“沾”比较识记。

（二）出示练习：

把下面的字换一部分组成本课的字，再组词语。



例：员（团员）站（）准（）

负（欺负）____（）____（）

起（）狡（）疼（）

____（）____（）____（）

正确答案：钻（钻出来）堆（草堆）越（越过）咬（咬人）瘦
（瘦小）

7．齐读最后一段

8．（1）我太快乐了，我真的是一只美丽的天鹅了！我不是
丑小鸭，我是天鹅妈妈生的！（2）我要做一只善良的天鹅，
帮助那些弱小的生命！

10．（1）我想，丑小鸭受了那么多的罪，可它没有失去信心，
勇敢地生活下来，它很坚强。（2）我想，我们不应该像公鸡、
小鸟、猎狗一样，看到别人那样可怜不帮助，反而欺负别人。

12．美！

13．画词语

14．我画了出世、又大又丑、欺负、漂亮、天鹅这几个词语。
我连成了一个句子：一只又大又丑的小鸭子出世了，大家都
欺负它，其实，它不是丑小鸭，是漂亮的大天鹅。

15．老师，我画了这几个词语：讨厌、讥笑、洁白美丽、羡
慕。我能用这些词语说两句话：（1）我们不能讨厌长得比较
丑的同学，更不能讥笑他们。

16．丑小鸭羡慕那些洁白美丽的天鹅，自己也变成了白天鹅。



我羡慕安徒生爷爷，我将来也能成为大作家！

写字

1．大家都非常了解安徒生。中国也有一位大名人，他叫王羲
之，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2．你的知识真丰富。王羲之曾经写过一个非常大的字，就在
我们今天要写的字中，大家猜猜看是哪个字？（引导学生把
要写的字促成词语读一遍）

3．别猜了。我告诉大家，他写的那个字就是天鹅的“鹅”字。
现在请大家也把这个鹅字写一写，咱们和王羲之比一比。

4．大家写的真不错。谁能说说写好这个字的关键是什么？

5．嗬，多么生动的语言啊。对，是要互相让着点。请看老师写
（范写“鹅”）左边的我字，斜钩要写的短一点，右边的鸟
字，下面的横也要短一点，不然就打架了。请大家再写一遍。
小朋友，请你们也写写这个鹅字吧。

6．王羲之只写了一个鹅字，咱们今天要超过他，请大家把鸭、
灰、冰也写写吧。

1．古代的一位大书法家。

2．（1）灰色的灰？（2）结冰的冰……

3．写“鹅”字。

4．左边的我和右边的鸟都要写的窄一点，互相让着点。

5．再写“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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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认识打印机。

2.知道打印文档的步骤。

技能目标：1.能在word中输入计划书。

2.熟悉word的编辑环境，对计划书进行编辑。

3.利用word的打印预览功能，预览打印效果。

4.能把输入的计划书用打印机打印出来。

情感目标：通过输入、编辑、打印计划书，一是要培养学生
的审美能力；二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

二、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在word输入计划书，并进行编辑。

教学难点：利用打印机把计划书打印出来。

三、教学准备

1.调试好局域网，学生的计算机都能通过“网上邻居”进行
相互访问。

2.每台计算机的标识要规范，便于学生能相互知道各自的计
算机名称。

3.在电脑室中至少准备一台打印机，最好是激光打印机，以



供教师演示时用及让学生把编辑好的计划书打印出来。

4.一份编辑好的计划书范例。

四、教学建议

建议课时：1课时。

本课是把上节课第一次编委会讨论的编辑计划书，输入
到word中，进行排版美化，通过打印机把计划书打印出来，
每人一份，以使编辑组内的每个编辑明确编辑的内容及各自
承担的任务。

在学习本课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文字输入技能，同时已
经掌握word排版的基本技能，如插入艺术字、剪贴画、设置
字符底纹、字体颜色等。

对编辑计划书的排版美化，不必强求一律，要让学生根据自
己掌握的相关排版技能，排出个性化的计划书，鼓励学生大
胆的创新，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把计划书打印出来是本节课的难点，如果全部在课堂上打印
出来，时间上不可能；在课堂上可以每组打印一份，其余的`，
可以安排在课外，也可以让学生到自己家里打。

在word中打印文件时，应先设计纸型的大小。如果不按实际
的纸张大小设计纸型的大小，电脑是按默认的纸型大小打印，
结果打印在实际的纸张上，与在word中看到的会不一样。

打印机因型号不同、品牌不同，打印机的使用方法也会有不
同，因此在本课时中教师主要讲解在word中打印文件的方法，
对打印机的使用方法只要学生稍加了解就可。在电脑室里最
好有一台激光打印机。



对已经完成本课任务的学生，还可以引导他们通过上网，搜
索有关word排版技巧的文章或打印机方面的内容，了解更多
相关的知识。

五、练习实施建议

•随堂练习1：本课的任务就是把计划书编辑并打印出来，随
堂练习1就是本课的任务，对未能打印出来，可以安排在课外，
如学生家里有计算机和打印机的话，可以让学生自己回家打
印出来。

•随堂练习2：本课操作的自我检查。学生可一边操作，一边
完成该练习。也可以布置在课后让学生完成。

•随堂练习3：为操作熟练的、已完成本节课任务的学生准备
的。可以进一步巩固本课的内容。

六、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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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学习了解景、人、情之间的关系，准确把
握意象和意境的含义。

2、情感目标：体会诗人奋发向上建功立业的情怀。

3、技能目标：学会通过意象的赏析来鉴赏古诗的意境美。

教学重点

1、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和日常的情感积累，考察“意”
与“境”是如何合理的融合在一起的。



2、通过对作者、写作风格、写作背景的了解来把握诗歌的所
抒发的思想情感。

教学难点

1、通过把握意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来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
意境美。

教学方法

1、朗读教学。2、讲读教学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辅助

课时安排

一课时

一、导入：

通过学生背诵所学过的古诗，引出对诗歌赏析的三个层面：
语言美、意象美、意境美。同时通过骆宾王的《咏鹅》来讲
解意象与意境的概念（出示《咏鹅》图片）。

个体整体

意象意境

情景交融的景和物整首诗的意象构成的境界和氛围

二、在朗读和想象的基础上把握诗的意境

1、播放录音（听朗读谈感受）



2、学生集体朗读，找出诗中意象以及象征意义。

高耸的山，辽阔的沧海，动荡的水波，耸立的山岛，丛生的
树木，茂盛的花草，洪波海浪，秋风，日月。

作者对这些意象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思呢？这些意象的组合能
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3．背景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八月，曹操大破盘踞在我国东北部的
乌桓族及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九月，在归途中经
过碣石山，他跃马扬鞭，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
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作者的心情：心情愉快，自信乐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更
加强烈，

4．风格

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提出了“缘情”的文学主张。他们以质朴刚健、清新自
然的语言、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现实，抒发强烈的思想感
情，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精神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
特风格。后人称这种文风为“建安风骨”。

（出示板书）

自信乐观雄心勃勃

背景

打完胜仗

登高望海



雄浑阔大，气势不凡

意境

风格

慷慨悲凉

质朴刚健

充满生机气吞万里

意象

大海高山

草木日月

他的雄心勃勃正与大海的气吞万里的磅礴气势相契合，他的
奋发乐观正与草木的生机勃勃相吻合，情景有机的融合在一
起。

三、检验对意境、意象和主观感情的把握。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1、这首诗中有哪些意象？

答：舟、烟渚、客、旷野、低树、江、月。

2、这首诗的意境是什么？



答：孤寂、悲凉等。

四．总结

通过观沧海的学习，我们知道要鉴赏古诗词的意境美，我们
应该从意象，作者风格，写作背景，或者诗眼的角度去分析，
其中意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意境。

[教学反思]

上完《观沧海》这一课后，我觉得自己收获颇多，在反复的
修改调整中，我就自己教学中的不足总结出如下规律：

1、讲解知识要从形象到抽象

这节课我的教学目标为了解“意象”和“意境”这两个概念,
同时学会鉴赏古诗词的`方法，一开始我是从抽象到形象来讲
授这一知识点的，结果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知道
记笔记，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我改动原有方式，授课的效果
就大大提高。

2、要把握好时间

在上完课后，我感觉这次课最不尽任意的地方就是有点头重
脚轻，前松后紧，前半部分花的时间太多，结果到最后该解
决的问题没完成，只能放到课后完成。

3、备课要充分

充分的准备是上好一节课的前提，《观沧海》这首古诗，从
传统的观点看，认为都是抒发作者的雄心壮志，但是我在备
课时，在翻阅背景材料时，感觉这种说法有点偏颇，不过我
想可能学生不会提到，也没仔细考究，结果在上课时思维活
跃的同学却想到了，此时我凭借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给了这



位学生适当的合理的引导。

4、要激发学生积极性

说的激发学生积极性，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在实
际中怎么做，做得如何等等，就又另当别论了。此次开完课
后我对这一问题起先也没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位同学气乎乎
的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那次上课打击了他回答问题的积极
性，当时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他准备好了问题
我没问他，由此事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课的时候我的眼
光应该跟同学进行不时的交流，与学生进行互动，从而及时
的收集反馈学生的信息，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5、练习要有针对性

每一节课都有固定的教学目标，而且这一目标要有可检测性，
此次开课中我也设置了一些小练习，但是在上完课后，我才
发现我的练习与目标有点距离，练习稍稍高于目标，练习中
涉及的内容过宽过多，结果却使的目标有点淡化，在教学中
出现了第二个难度高峰。

此外，整个教学过程还应该讲究结构的完整，重点的突出，
难点的强调，内容的连贯。只有这样才能将一节课上好。

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篇五

1、欣赏文中描绘如诗如画月色的绝妙。

2、结合文章的创作背景，品读“闲人”含义，体会作者乐观
旷达的胸怀。

教学重难点

重点：1.作者描绘月色的绝妙。



2.作者身处逆境的乐观豁达。

难点：1.作者描绘月色所使用的手法。

2.作者在文中体现的复杂情感。

教学时间：10分钟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用幻灯片出示苏轼的成就：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

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

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书法四大家”

(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苏轼的随笔散文——记承天寺夜游板书课
题)

二、出示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1、欣赏文中描绘如诗如画月色的绝妙。

2、结合文章的创作背景，品读“闲人”含义，体会作者乐观
旷达的胸怀。



三、与苏轼共赏月色

1.出示图片并欣赏

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泄而下，洒满了整个庭院，铺了一地银
白。微风徐来，翠竹舞动，柏枝摇曳，又恰似那水中的藻荇。
好一个静美的月夜，怎不叫人痴迷留恋?又怎能让人忍心入
睡?(苏轼)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2.欣赏苏轼绘景的绝妙

文中对月光的描写简洁而传神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18个字就描绘出一个冰清玉洁的透明世界，着实令人向
往。)

1.作者是如何描写月色的呢?

1)比喻的妙用

月色—积水空明竹柏—藻荇交横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也看见了皓月当空，这才醒悟过来：原来空明的积水是一泻

千里的月色，水中的藻荇是月光下竹柏的影子。

评价：作者这样状物达情，从大处落笔，抓住瞬间的感觉，
把冷月、清光写到了极处。这样写景，历来被人们认为可与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媲美。

2)多种手法的运用



积水空明

(正)(静)

藻荇交横竹柏影(侧)(动)

3)以景映怀

心静如水胸无尘俗光明磊落恬淡闲适

四、感悟苏轼情怀

2.作者苏轼为何自称“闲人”?“闲人”二字表现了苏轼怎样
的复杂情感?

了解背景：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和当时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
见不同，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
练副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于是他在郡城旧营地的
东面开荒种地，有时游乐于山水间，咏唱江山，感怀英雄，
抒发郁闷心情。

参考：

“闲人”：

1)、指自己当时“有职无权”的境况，是对自己的'一种自
嘲;清闲之人。

2)、指能不汲汲于名利，能够寄情山水，有心欣赏自然美景
的人，是一种欣喜;不汲汲于名利的人，聊以自慰的人，旷达
乐观的人。

3)、自己本当为国家奉献，而现在却无用武之地，沦落至此，
有一种失落。失落寂寞的人。复杂情感(难言的人生况味、感
慨)



2)、赏月的欣喜：天下不乏良辰美景，我闲适自得得以赏此
美景;

通达乐观

五、课堂小结

这篇文章通过对庭中优美月色的描绘，让我们感受到苏轼热
爱生活、追求美好事物的执着，面对逆境达观处世、潇洒人
生的难能可贵。

六、阅读感悟

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篇六

面对逆境，要豁达开朗，乐观积极。

重要的，不是别人是否理解欣赏我们;而是我们能不能寻找到
真正的自我。

七、布置作业：

请同学们也来写一段景色描写，不要直接出现写自己的心情
的词语，但要能够让读者通过阅读你的描写看出你的心情，
或是愉快的，或是郁闷的，等等，要体现“一切景语皆情
语”。板书设计：

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篇七

1、把握两篇短文的内容，明确说明对象，理清写作思路。

2、体会课文中的补充说明的作用和含义。

3、理解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可以发现新



的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

1、体会课文中的补充说明的作用和含义。

2、理解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可以发现新
的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

3、本文的作者阿莫西夫是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小说家。

6500万年前，在地球上生活了1.6亿年的恐龙突然灭绝了，这
成了生物史上最大的谜。不同地域恐龙化石的发现意味着什
么？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阿西莫夫的两篇短文对此
分别做了回答。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恐龙无处不在》和《被
压扁的沙子》。

(一)1.“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由何而知？

2.“大陆漂移”使恐龙遍布世界的说法由何而来？

3.你怎么看待科学家们的推断？

5.作者在本文中意在说明恐龙是怎样灭绝的？

6.在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中，作者为什么选择“撞击说”而
否认“火山说”?

1、两篇短文各自要说明的内容是什么？

2、两篇短文都谈到了恐龙的灭绝，但说明的角度不同。试比
较。

3.本文题目《被压扁的沙子》是否离题太远？换成《恐龙是
怎样灭绝的》不好吗？

4、揣摩语言，感受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



1.青蛙和蟾蜍是人人皆知的现代两栖动物。

2.如果看一张地图，并假定把非洲和南美洲拼合在一起，你
就会看到它们拼合得多么天衣无缝。

3.万一哪天某个星体要撞击地球，我们也许会知道如何来避
免这种撞击。

4.即非常纯的沙子。

5.你也可以在真空中对金刚石加热，从而把它恢复到原始碳
的状态，但谁愿意这样做呢？

教师提示：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这五句话，你发现了什么？

教师点拨：这些句子是作者在行文中放在括号里的补充说明
文字。请同学们结合具体语境，说说它们各自的作用。

科学界研究恐龙灭绝问题，在作者看来有何意义？你怎么认
为？

科学家能从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中产生联想，经过怀疑、推
测、研究、论证之后有新的发现。同学们要从中受到启发，
善于多角度思考问题，以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九下语文短文两篇教学设计篇八

教学目的：

1．了解孔子的生平资料。

2．学习本文的生字。

教学重点：掌握生字，正确读文感知文意。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齐读课题

2．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一共讲了哪几个人物？（孔子、
两个小孩）

二、介绍资料，了解背景知识。

1．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

学生交流汇报：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与寡母相依为命，学会了干不
少“卑贱”的杂活。后来做过委吏（管仓库）乘田（管畜牧）
等小官吏。直至受鲁国叔臣季氏赏识，做了鲁国司寇，才进
入大夫的行列。

孔子熟读古代文献典籍，并整理好向弟子传授，他打破了春
秋末期以前的学在官府的状况，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开了先河。

三、初读课文，纠正字音。

1．自由读课文，找出不认识的字，通过查字典解决。

2．指名读文，纠正字音。

四、学生字。



1．分小组学习生字。

2．交流汇报。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文意。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复述故事。

教学重点：能多角度谈自己对课文的感悟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同学们，平时你注意观察过太阳吗？说说你的观察结果。今
天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二、初读课文，理解文章的大致内容。

三、细读课文，理解句意。

1．学生对照注释，自学课文，并找出不理解的字。

2．分组学习，交流学习成果。

3．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

第一自然段：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1）游：在这里指游历说服，走访各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2）小儿：小孩。

（3）其：指两个小孩辩论、争论这件事。

（4）指名读这一段话，试着说说这段话的意思。

（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便问他们为什么争论。）

第二自然段：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午时远也。”一儿以
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1）第一个孩子的想法是什么？读一读原文。

（2）始出：刚刚，开始升起来。

（3）也：语气助词，表示判断成解释的语气。

（4）用自己的话说说第一个孩子的看法。（他认为太阳刚刚
升起来的时候离人很近，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离人很远。）

（5）再说说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他认为太阳刚升起来的时
候离人远，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离人很近。）

第三自然段：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
者小而近者大乎？”

（1）第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认为太阳初升时离人近，中午时离
人远？读一读他的理由。

（2）如：好像。此：这。乎：助词，表示疑问，跟“吗”相
同。



（3）说一说他有这样看法的理由。（太阳刚初升时大得就像
车盖，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像盘盂，这不是远的小而近的大
吗？）

（4）有感情地读读这个自然段。

第四自然段：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
热而远者凉乎？”

（1）第二个孩子为什么会认为太阳初升时离人远，中午时离
人近？

（2）说说他有这样想法的原因？（太阳刚初升时阴阴冷冷，
到了中午太阳热得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去。这不是离着近的
热，而离着远的凉吗？）

（3）有感情地读读这个自然段。

第五自然段：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1）为：说。

（2）说说最后一个自然段的意思。

（孔子不能判断。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得多
呀？”）

四、分角色朗读课文。

五、以表演的形式复述课文内容。（一个演孔子，两个演小
孩儿，一人当旁白。）



[两小儿辩日(网友来稿) 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