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通用8篇)
教案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制定的一份详细的教
学计划。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小学教案范文，
希望对您的教学有所帮助。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一

1、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三峡的景物特征。

2、培养学生翻译文言文及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1.利用多媒体播放三峡图片，生边听教师范读课文边欣赏三
峡美景，体会作品情感，进入作品情境。

2.生个别朗读，其他同学听课文看图片，想象三峡美景。

生积累重点实词：

自：从，由。这里是在的意思。阙：同缺，阙处：中断的地
方。

自非：如果。曦：日光。襄：上。或：有时。宣：传达。

奔：这里指飞奔的快马。疾：快。素：白色的。良：实在。

湍：急流的水。属：连续不断。寒：清凉。三：这里是虚数。

生：从山水两方面。

生：略无阙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抓住了山连绵，高峻
的特点。



生：抓住了不同季节水的特点展开描写。夏：猛，急。春冬：
清，静。

生：夏——奔放美。春冬——清幽美。秋——凄婉美。

生研讨后归纳

1.抓住了景物特征展开描写。

2.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

3.动静结合，摇曳多姿。

4.语言准确，精炼，富有表现力。

生：自豪，为我们祖国又多了一个世界之最而自豪。

生：感动，为我们祖国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感动。

生：震惊，为祖国现代化发展之迅速而震惊。

生：在为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自豪的同时，我更要加倍努
力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加辉煌。

师：对，为了祖国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扩展阅读：

1.李白《早发白帝城》

2.吴君《与朱元思书》

3.余秋雨《三峡》

师检查文言实词的积累：



自：从，由。这里是在的意思。阙：同缺，阙处：中断的地
方。

自非：如果。曦：日光。襄：上。或：有时。宣：传达。湍：
急流的水。属：连续不断。寒：清凉。三：这里是虚数。

感悟文章：利用小黑板出示思考题，生小组合作研讨。

思考：

1.课文从哪几方面描写三峡？

2.如何描写三峡山的？抓住了山怎样的。特点？

3.如何描写三峡的水的？

4.概括三峡不同季节的美

师：美丽的景色需要优美生动的语言去描写，需要高超的手
法去展现，这样才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这一点三峡的作者
郦道元做到了。请同学们分析本文在写景及语言上的特色。

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领略了三峡优美的自然风光，让我们带着对三
峡美好的情感和无尽的遐想，带着对祖国美好的祝愿，一起
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吧。

三峡以凝练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
景色，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教学中应注重
朗读和涵咏品位，从而引导学生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分
析文章景物描写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片段写作训练，不失为提
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二

课型略读授课日期

一、课标描述（摘要）及其解读

课标描述：新闻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阅读消息、新闻特
写、通讯不同题材的新闻作品，了解新闻内容，把握各自特
点，学习读新闻的方法；养成阅读新闻的好习惯，关注社会
会生活和新闻本身的发展。

二、教材分析

本单元要点是引导学生了解新闻内容，把握各自特点，学习
读新闻的方法；养成阅读新闻的好习惯，关注社会会生活和
新闻本身的发展，注意学习阅读新闻的方法。

三、学情分析

新闻对于八年级学生来说第一次接触，无论是文体特点还是
结构学生都比较陌生，所以要慢慢的引导。

四、学习目标：

1．了解新闻特写的特点。

2、能够区分新闻特写与消息的异同。

3、感受我国跳水运动员的风采，增强民族自豪感。

五、评价方案设计

1．针对目标一，采用有讲故事进行测评；2．针对目标二，
采用采用课堂练笔进行测评；



3、针对目标三，采用启发式进行测评；

六、教学重点和难点

1．了解新闻特写的特点。

2、能够区分新闻特写与消息的异同。

3、感受我国跳水运动员的风采，增强民族自豪感。

七、教学流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在运动领域，美国有篮球梦之队，中国有跳水梦之队，中国
姑娘吕伟从10米跳台纵身一跃，瞬间惊艳了全世界。这节课，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闻特写《“飞天”凌空》，感受中国
姑娘那“飞天”之美。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把握内容，体会写法

提问1：朗读课文，思考课文写了哪些内容。

明确：吕伟跳水之前的场面，吕伟跳水动作全过程，吕伟跳
水后观众的反应和裁判评分等情况。

明确：吕伟完成跳水动作只是瞬间的事，想要解说清楚十分
困难，所以，作者采用了动作分解的写作技巧，把完整连贯
的跳水动作分解为起跳、腾空、入水三个步骤，逐一刻画，
犹如慢镜头回放，精彩地再现了跳水的全过程，让读者仿佛
亲眼看见一般。

明确：不能。跳水前的场景描写，特别是对白云和飞鸟的描



写，是用白云和飞鸟的动来衬托吕伟的静。跳水后观众的反
应以及裁判的评分等，是侧面表现吕伟跳水动作的完美。

目标导学二：品读课文，把握情感

提问4：默读并批注，体会吕伟跳水动作的“飞天”之美。明
确：可从选词、修辞手法、写法等角度进行品析感受。

淋漓的精神享受。

提问5：细读课文，说说这篇特写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明确：对运动员吕伟为国争光的赞美，为中国有这样优秀的
跳水运动员而自豪，表达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目标导学三：拓展延伸，比较异同多媒体显示：

中国运动员吕伟亚运会夺冠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4日电11月24日，中国跳水姑娘吕伟在10
米跳台跳水比赛中，技压群芳，一举夺魁。

新德里跳水运动馆，10米跳台跳水比赛进入白热化状态。八
名各国选手按照次序登台比赛。4轮比赛过后，中国姑娘吕伟
以微弱优势排在第一。第五轮比赛，选手们纷纷上了难度。
吕伟这最后一轮选择的动作是“5136”，这是跳水比赛中难
度系数最高的动作。只见她登上高台，静静站立。起跳，向
前翻腾一周半，空中转体三周，身体打开，笔直地入水，压
住了水花。完美的表现，裁判给了9.5分的高分。凭借着这一
跳，吕伟获得第9届亚运会10米跳台跳水赛金牌。

提问6：请仔细阅读上面的消息，说说这则消息和课文的异同，
真正掌握消息和新闻特写各自的文体特点。

明确：同：这则消息和课文写的都是同一事件——吕伟夺冠，



都具有真实、简要、迅速的特点。

异：这则消息侧重吕伟夺冠的经过，表达方式主要是记叙，
语言准确精练。而课文侧重描写吕伟最后一跳之美，表达方
式主要是描写，语言生动形象。由此可见，消息和特写的共
同点是：简要而迅速地报道新闻事实；不同点是：消息往往
则要地报道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特写主要抓住新闻事件中
富有特征的片段展开。

小练笔：学习课文的写法，选择发生在学校的一件事，写一
篇特写。(三)、板书设计

八、教后反思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三

本文选自1982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1982年11
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xx届亚运会中，中国运动员
吕伟获得女子十米跳台跳水冠军。本文就是报道当时的盛况。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新闻特写的有关知识，明确新闻特写的一些特点，
培养学生阅读新闻的能力

【2】明确《飞天凌空》的结构内容，欣赏作者描绘的画面，
感受文中旗下的运动之美。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合作探究朗读，欣赏作者描绘的画面，感受文中旗下的
运动之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体会文章中优美而生动的



语言。

3、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会作者的爱国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养成阅读新闻的习
惯。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侧面描写、对比烘托写法的运用。

难点：

1．了解新闻特写的相关知识。

2．能够区别消息与特写，学习新闻特写的写法。

四、教学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与朗读欣赏法相结合

五、教学用具

课件、录音

六、学情分析

学生第一次接触新闻特写，它不同于消息，学生可以在分析
课文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新闻特写的特点。

七、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十米跳台运动员，你像一只轻捷的雏燕，架起娇健的翅膀凌
空一跃，在蓝色的水池上方画出美丽的曲线，酷似敦煌壁画
中凌空飞舞的“飞天”，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今天我们就走
进这篇特写，一睹“飞天”女将吕伟的风采。

【二】四边互动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思考：这则新闻特写报道了一件什么事？着
重抓住什么场面来刻画的？

明确：

【1】这则新闻特写报道的是：跳水姑娘吕伟在新德里亚运会
上赢得金牌的事。

【2】课文抓住吕伟跳水动作来细致刻画的。

2．学生自读课文。思考：本文是按照什么顺序来记叙的？试
着列出课文的结构提纲。[来源:学科网zxxk]明确：

【1】本文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叙的。

【2】课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吕伟站在10米高台
的前沿，准备跳水。

第二部分(2～4)：细致刻画吕伟起跳、腾空、入水的跳水动
作。

第三部分(5～8)：写了观众的反应和赞叹以及现场的气氛。

【三】四边互动感受语言魅力

在文中第二部分，记者用诗画般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再现了
中国跳水姑娘吕伟夺魁的精彩瞬间，字里行间，洋溢着动态



美，请同学们认真读2～4段，品味动词的精妙之处。

明确：第二段中“轻舒双臂”“轻轻一蹬”“向空中飞去”
对吕伟起跳、飞天的动作进行细致的刻画，有力地突出了吕
伟动作的轻柔、优美、舒展，充满了动态美。第三段中“向
前翻腾一周半”“空中转体三周”，第四段中“‘哧’地插
进碧波”对吕伟转体、入水的动作进行了近镜头的特写，有
力地突出了吕伟动作的高难、惊险、完美，震撼人心。

【四】四边互动感受描写的魅力

课文除了运用侧面描写，对比烘托的写法外，还善于运用一
些修辞手法，你能找出来吗？

明确：一瞬间，她那修长美妙的身体犹如被空气托住了，衬
托着蓝天白云，酷似敦煌，壁画中凌空翔舞的“飞天”。这
句话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跳水运动姑娘
吕伟如仙女般优美绝伦的身姿，不仅增加了特写的文采，而
且是动作更加可视可感。

“1.7秒的时间对她似乎特别慷慨，让她从容不迫地展示身体
优美的线条”。此句运用拟人修辞手法，把时间拟人化了，
赋予了人的情感，说“时间”特别慷慨，把“时间”写得有
情有意。从而展现了吕伟跳水动作既快又潇洒。

【五】小结

1、主题：

这篇新闻特写，善于捕捉瞬间，落笔集中，突出一点，在1.7
秒的时间里，记者层次鲜明地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飞天”画
卷。文势有起有伏，动静结合，侧面烘托，将体育健儿奋力
拼搏为祖国争光的主题突显出来，不仅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人
物特写，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值得我们细细品鉴。



2、写作特点

【1】落笔集中，突出一点。

【2】文字清新优美。

【3】文势有起有伏，动静穿插自如。

【六】拓展延伸

怎样写好现场短新闻？

用“五官”采写是写作现场短新闻的基础，作者深入到现场
后，不能像个木偶，必须充分发挥“五官”的作用去观察现
场。

眼：要像一部摄像机。要把事件主要人物的肖像、行动、细
节乃至现场的景物摄下来。

耳：要像一部录音机。要把主要人物的话原汁原味录下来，
其他人物有意义的话录下来。

鼻：要成为“新闻鼻”。要嗅一嗅现场空气的气味是否正常，
尽可能感受是什么气味。

口：要成为“新闻嘴”。要张开嘴伸出舌头舔一舔，看是什
么味道。

身：要勤莫偷懒。要注意感受现场的冷暖，对有关东西要掂
一掂，感受轻重，对有关路程，迈开腿去量一量，看看有多
远。

五官感受的东西越多，写出来的稿子就越生动，否则就是一
杯白开水



【七】课堂练习

【1】作者对吕伟跳水瞬间的描写，突出了吕伟“夺冠一跳”
的什么特点？

明确：突出了高、险、难、美的特点，描写得准确贴切、优
美传神。

【2】．文章结尾写外国观众的称赞，有什么作用？

明确：侧面描写，将整个特写推向高潮，也将体育健儿奋力
拼搏为祖国争光的主题突显出来。

【八】作业

上网搜集一些人物特写，阅读体会新闻特写的写法特点。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 结合课后注解，疏通文章意思，掌握重点字词的含义

2.通过对精彩语句的品读赏析，感受三峡风光的美丽

3. 理解作者在文中抒发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壮丽
山河的热情

教学过程：

一。   激情导入

（略）

.二。朗读疏通



1 点学生读课文

（要求：请同学们在听读的时候注意字音和句子的节奏，读
完后就这几个同学的朗读进行点评，主要从字音和节奏方面）

2 老师范读课文（配乐）

（要求：同学们做个有心人，注意某些字的读音和句子的停
顿。）

（读完后，投影展示）

1 请准确读出下列红体字的读音

（略）

2 请读准下列句子的节奏

（略）

3 学生齐读课文（大声朗读，要求：读准字音和语句的停顿）

4 学生译读课文

（要求：同学们可以把以前在课文中没有见过的字词找出来
翻译，也可以找出出现频率多的字，看看每一处都是什么意
思，也可以找出你认为最难翻译的句子）

译读结束后，先让学生提出在译读环节自己还不能理解的字
词和句子，师生一起解疑，然后投影检测：

1 说出下列红色字的意思

2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略）



三。品读赏析

（解题：峡者，两山夹水之地也。山和水是最能体现峡的特
点的。）

1.提问：作者笔下的三峡的山和水各是什么样的呢？请同学
们说说自己的理解并从文中找出根据。

教师预设：

（一）山

（1）三峡的山多，而且连绵。从“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可
以看出来

“两岸连山”写出山的连绵。“略无阙处”写出了山的多。

（2）三峡的山非常高峻。

a.“重岩叠嶂，隐天蔽日”。“重”和“叠”是就山本身的状
态写山的高。“隐”和“蔽”是以天空和太阳来反衬山的高。
这是正面写山的高峻 。

b.“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这是从侧面烘托山的高峻。

c.“绝巘多生怪柏”中的“绝”字写出了山的高峻。显示了三
峡的自然特征。这是从仰视的角度写景。

总结：对山的描绘体现出了一种高峻的美，这是一种阳刚之
美，是壮美。

（请同学美读对山的描写的文字）

（二）水



过渡：三峡的山让我们感受到了高峻之美，那么三峡的水又
呈现处什么样的美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三峡的水。

（1）三峡夏天的水湍急，流速快。

a.“夏水襄陵，沿溯阻绝”，“襄”是漫上的意思，写出了夏
天水大的特点。“阻绝”是阻断隔绝的意思，写出了水不仅
大，而且险的特点。这是正面写夏水的急。。

b.“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
以疾也”，这是从侧面烘托出水的流速急。

总结：夏水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奔放的美

（3）       三峡春冬的水是清澈的，

a. “素湍绿潭，回清倒影”，其中“湍“写出了动态的急
流，“潭”写的是静态的水。动静结合，突出了春水的清澈。
这是俯视的角度写景。“素”和 “绿”则写处了水的颜色，
一个“绿”字更写出了水清水深。让我们想起了“桃花潭水
深千尺”。

b.“悬泉瀑布，飞漱其间”，其中“悬”字写出了水的动态，
表现了瀑布的壮美。“漱”字是冲荡的意思，更体现处从高
山处飞泻而下的水的 状态。

总结：春冬之水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清幽的美 。置身于这春冬
的美景中，作者的心情是轻松快乐的。“清荣峻茂，良多趣
味”一字一景，写出了三峡的美丽。

（4）三峡秋天的水是凄凉的，“林寒涧肃”，给人以清凉寂
静之感，一个“寒”，一个“粛”让人心生凄寒之意，再听
到凄凉怪异的猿啼，不禁悲从中来。



总结：秋天的景色给 我们 展示了 一种凄婉的美。

明确：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学生自由发言）

四。穿越时空，对话郦道元

句式：“ 郦道元，我想对你说：——————”

五。结束语

（略）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五

开课时间：2004年11月25日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理解文意。

2、品析课文，引导学生领略三峡景色之美。

3、展开想象，体味文章意境。

【教学重点】品读课文，感受三峡的独特美。

【教学难点】体味文章意境。

【辅助教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外国朋友曾经问他说：



“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吗？请只说一个。”同学们猜是哪个地方？（三峡）那么，
三峡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呢，请看：

(播放三峡风光片)

看来，三峡的确魅力无穷。这节课就让我们追随着郦道元，
一起走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三峡，去领略三峡的无限风光吧。

二、整体感知课文。

1、教师范读课文。

2、请同学配乐朗读课文。（多媒体课件）

3、请大家齐读课文。（多媒体课件）

4、同学们自读课文，理解句意，自由欣赏三峡风光。（如对
课文理解有困难的地方，可与同学或老师交流解决）。

刚才我们初步领略了三峡风光，你能说说你的感受吗？（学
生自由发言）

三、赏读课文，理解文意。

过渡：

听这些同学一说，我们脑海里有了一些对三峡的印象了，但
还有点儿模糊，请同学们再读课文，边读课文边透过文字领
略三峡的美，四人小组合作，任选一景，用自己的话把它详
细描述下来，好吗？（四人小组合作，一人执笔，其余三人
口头描述。）

（组内代表发言）



过渡：

听了我们同学的描述，真的让人晃如身临其境，如此雄伟壮
丽的奇景，散文家郦道元却仅用一百五十余字来描绘，且尽
传其神。归纳起来看：

课文主要写了三峡的哪几方面的自然景观？（山水。）

请同学们用简洁的文字归纳三峡的山水各有什么特点？

（山是高峻的、连绵的、水是湍急的、清澈的、凄寒的、等
等。）

四、拓展延伸：

过渡：

三峡大坝工程。

大家有查到关于三峡大坝工程的资料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
下。

（师生共同交流，多媒体展示三峡大坝工程的资料：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2002年11月6日，具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世
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明渠截
流工程取得成功。

2003年10月26日，三峡工程开始第二次蓄水，三峡水库的水
位在135米的基础上悄然涨到137.4米，10月31日，坝前水位
提高到139米。

2009年，三峡水库将是一座长达600公里，最宽处达2000米，



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水面平静的峡谷型水库。）

（小组讨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小结

郦道元笔下的山水画卷已成为三峡历史的美好回忆，今朝的
三峡正放射着世人瞩目的光辉，宏伟的葛洲坝工程，红火的
三峡工地，正在成就着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观。我相信，不管
这块神奇的土地怎么变，三峡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永远不会变，
三峡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三峡！三峡承载着我们永远的爱！

作业：

1对三峡工程众说纷纭，你的看法呢？结合课文和你查找的资
料，谈谈你对建立三峡水利工程的看法。

2课后以小组为单位出一期以“三峡”为主题的板报。

板书设计：

（山）－－奇险

夏湍急

三峡－－（美）

（水）－－春、冬清幽

秋凄清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六

新进教师入门课上，大家以漫不经心的心态听她的新闻特写
教学，结果却收获了震惊。整节课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流畅的



表达、语言的衔接与展开十分顺畅，同时每个教学环节也稳
重自然，每一个节拍都踩在点上。

授课者、听课者、观课者齐聚一堂，共同学习新闻特写
《“飞天”凌空》。学校的文化核心在课堂，课堂所呈现和
积淀的东西是这所学校所达到的层次。

授课者的课有新闻特写概念的引入，采用了导读这一方式，
事前还做了消息作的复习，其目的是对比与特写的异同。学
习课文的时候，授课者先让学生用阅读消息的方法去体验读
这一篇新闻特写，结果发现新闻的要素弱化了，新闻的结构
连最主要的导语也在前面找不到了。在此基础上，适时地引
出新闻特写这种体裁，指出新闻特写仍然具有消息的要素，
但是更注重消息的过程是怎样的，于是开始关注这一篇特写
所截取的新闻的横断面，看它是如何采用描写这一手段记录
吕伟夺冠这一精彩瞬间的。

对特写的分析是这篇文章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授课者首先带
领学生找到了特写的文段，梳理站上跳台、起跳、腾空、入
水4个环节。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总结方法，以举一反三的形
式进行。学生总结出描写环境正衬和观众表情反衬两种方式
来表现出吕伟的沉静，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这类文章的一般格
式，即先分析采用了什么修辞、表达方式、描写方法、写作
技巧等，再结合本段描写的对象和内容明白是怎样达到形象
生动的效果的。第三步，肯定这种方式对于特写的好处，对
后面的3个自然段从修辞、炼字、对比等几个角度进行探究。

如何处理次要环节呢？在分析完特写镜头后，发现后面还有4
个自然段，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特写写完了，后边这
几个自然段起到什么作用呢？很快就发现是用侧面描写来衬
托跳水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学生很快总结出来有几个方面的
侧面描写：记者、观众、评委的点赞。通过寻找侧面描写，
学生很快就概括出作者对运动员的情感。



语文课堂上的拓展训练以及读写结合，是语文课堂上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在学习完这篇新闻特写以后，为了加深学生
对新闻特写这种题材的认知以及提高学生捕捉特写镜头的能
力，授课者选择了大量的环境特写和人物特写的图片，引导
学生去发现特写的点在哪里，在此基础上布置学生进行写作
训练，从而让学生从概念的理解到阅读的体验，最后再到写
作的实践，完整地对新闻特写有了一个全面的感知。

课堂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源于教学理念的引导，教材的深
度把握，学情的精准了解，在师生和文本载体、生活之间架
起思维的桥梁，使学生的素养得到提升，教师自己的专业也
能得到发展。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9篇《部编版
八年级上册语文第3课《“飞天”凌空》课文原文及教案》，
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
档以便编辑使用。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七

1.认读生字，正确解释关键词语或句子，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大意，反复朗读课文。

2.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达到情景交
融的方法。

3.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感受三峡壮美的景色。

1.在反复朗读中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灵性，陶冶情操，
丰富文化积累；

2.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和文化魅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
河的情感。



1.教学重点：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
达到情景交融的方法。

2.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和文化魅力，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丰富其文学素养
和古代文化的修养。

：诵读法，拓展法，讨论点拨结合法

想和大家聊个天，喜欢旅游吗？十月一就要到了，你能不能
向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国内旅游的好地方？今天老师就带大家
进行免费的旅游。放（三峡风光视频）早在1700多年前北魏
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像我们展示了三峡的美景。

（学生简介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好学博览，留心水道等
地理现象，撰《水经注》。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
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我国古代最全面、
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
歌民谣，具有较高文学价值）

1.检查预习情况出示幻灯片，检查字的读音。

2.轻读课文，初步感知三峡的美景

3.指导朗读，体会三峡的美

这篇课文虽然短小，但生字比较多，而且又是文言，大家能
不能克服困难，把它读得自然流畅？读课文，注意不读错字、
漏字，把握好节奏。我相信随着大家对课文理解程度的加深，
逐步感悟到三峡之美时，朗读得会更好。

1.小组为单位，找出你不太理解得的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2.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在你眼前会出现怎样的景色？



师总结峡的特点：两山夹水的地方就是峡。（板书）

二、三、四段写水，描绘不同季节山峡的不同景象。

总结特点：根据课文内容，想象三峡的景色，并用自己的话
进行描述。1.选一个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三峡的奇景
（教师提醒学生想象要扣紧山水、季节、景物特征，如：高
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
猿啼、悲凉的渔歌等）

4.站在美学的角度，同学们来总结一下三峡具有怎样的美？

老师总结：

三峡的山：延绵，高峻壮美

夏水：迅疾奔放美

春冬：清荣峻茂秀美

秋：凄凉凄美

5.用比喻或拟人的修辞手法对三峡进行赞美，并说出理由。

6.找同学分析文章最后一句引用渔者歌，这样写的目的是什
么？

（明确：借渔者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用哀转久绝的猿
声来侧面衬托三峡的凄凉与悲哀。）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
的决议，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动工。

以下这首诗表现了三峡工程从提出到开始兴建的漫长曲折历
程及三峡工程给长江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峡吟

沈克昌

探研论证七十春，中外古今五代人。

白帝彩云天已晓，长江三峡梦成真。

万吨船队达宜渝，千亿电量供汉申。

巫山云雨不为患，高峡平湖映女神。

“预警放水”防空袭“蓄清排浑”库长存。

生态环境可保护，多种源泉积资金。

除害兴利振国威，脱贫致富得民心。

环宇瞩目西江壁，华夏欢呼东风临，

三峡工程利国利民，而宏大的工程建设也使其成为长江三峡
旅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峡是我们民族古文化的繁衍之地，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聚
集之地，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还很多。如今：“高峡出平
湖”的奇观的出现，中国人70年的梦想就要出现了，其经济
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着三峡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
面临着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请大家凭着对三峡的热爱和了解，思考一下，你将确立在哪
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教师小结：

你们关注三峡、研究的领域很广阔，三峡的文化的确很丰厚，



同学们，随着你们走进三峡、研究三峡，美丽的三峡将在你
们心中永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8篇《部编版八年
级上册语文第9课《三峡》课文原文及教案》，希望对您有一
些参考价值，更多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八年级语文背影教案篇八

对于祖国的秀美山川，无数位文人在赞羡的同时，也作了大
量的描写，但用书信这一文体进行描摹并且成为名篇的却并
不多。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陶弘景用书信文体写的《答谢
中书书》，从中感受他所描绘的山川之美。

二、作者简介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幼有
异慧，年四五岁即以荻为笔在灰中学书，读书万卷，未及弱
冠，齐高帝即引为诸王侍读。后隐居于句容茅山，自号华阳
隐居。因梁武帝早年与之游，即位后，逢有朝廷吉凶征兆等
大事，常前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好
神仙之术，爱山水。著作甚多，大都亡佚，诗文今传《陶隐
居集》辑本一卷。

三、文本链接

陶弘景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因政局动荡，社会混浊，他遁逊
山林，从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他在《答
谢中书书》中以描画山水昭示自己所好，并作为对友人的安
慰。

四、整体感知

1．明确学习目标。



2．范读课文。

(1)学生听读课文，注意句子的节奏、轻重音等，初步感知课
文。

(2)自由朗读两三遍课文，进一步感知课文，做到流利地朗读。

3．疏通文意。

(1)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意。如遇问题，先在四人小
组内讨论解决。

(2)教师明确重点词语。

五色交辉：交相辉映。晓雾将歇：消散。

夕日欲颓：坠落。

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参与，这里指置身其中。

(3)全班讨论，理解文章大意。

4．背诵课文。

(1)自由竞背。

在四人小组内互相检查背诵。

(2)教师抽查背诵。

五、课文精读

1．本文语言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试归纳本文的语言特点。

句式上多采用四字短句，运用对偶、排比手法，语言精练生



动，将描绘的山水之美写得清丽自然，毫无堆砌雕琢的弊病。

2．深化：找出文中你所喜爱的句子并简要分析。

3．拓展：“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历代诗人也留下了大量
山水诗句，请大家相互交流收集的诗句，并试简评诗句特色。

4．《答谢中书书》首句总领全文，概括古今高雅之士的情怀。
纲举则目张，中间部分承前文具体描写山川之美，选取有代
表性的景物，从仰视、俯视、平眺的视觉角度，从色彩，从
四时，从晨昏，从动静，从听觉等角度展开，用自己独特的
体验去诠释自然景物绮丽的风光，展现出一幅怡神悦性的山
水画卷。而最后一句则以感慨收束，自比先贤，怡情山水，
自得其乐。

六、探究升华

描写讴歌自然之美的作品浩如烟海，但像陶弘景的《答谢中
书书》这样短小简约、字精意达的却并不多见，我们应学习
他不作繁文、惜墨如金的写作态度。

七、文章脉络

全文分三部分。“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总领全文，从古至
今，以“共谈”概说人人皆爱，以“美”点明全文中心。当
中部分则具体叙写山川之美。最后垫以“实是欲界之仙都，
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先以感叹总括前文，复
以名人证实此说。

八、写作特点

1．描写细致。

“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



四时俱备。”这三句是写静景，写得形色俱备，精彩纷呈。
作者先以“入云”表示山之高峻与雄伟，以“见底”表示水
之清澈与透明，一仰一俯，视野开阔，山水尽收眼底。接着
移步换景，由清流而写两边的景物。可写之景物必定多不胜
数，但作者抓住其色彩给人以具体的视感：五彩缤纷的石壁，
郁郁葱葱的树林，碧绿青翠的竹园。一年四季，景物之茂盛，
色彩之斑斓，足以让人大饱眼福。以此突出江南景物特点。

“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作者描写
自然景物时，扣住最能表现景色特征的时间——早、晚来描
绘。在旭日东升、晨雾将散的一片寂静里，山林中呈现一片
猿鸟争鸣的欢腾景象。“乱”字写出了猿鸟争鸣的喧闹景象，
使整个山林充满着勃勃生机。夕阳将要落山时分，余晖照映
着水面，层层粼波之中，不断有鱼儿从水中争相跃
起。“竞”字写出鱼儿争先恐后跃出水面的场景。一早一晚，
一空中一水面，一鸣一跃，构成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立体流
动画面。

2．抒写奇美。

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中展现了多种“美”。一是山水相
映之美。山的峻峭，水的明丽。水的动势给山增加了活力，
山的倒影给水铺上了异彩，二者相映成趣。二是色彩配合之
美。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蓝天作背
景，绿水为衬托，绚丽动人，美不胜收。三是晨昏变化之美。
清晨白雾缭绕，似烟似缕，猿啼鸟鸣，生机勃勃；傍晚红日
西沉，山色苍茫，飞鸟归林，猿猴息树，游鱼跃水。四是动
静相衬之美。高峰为静，流水为动(形体)；林青竹翠为静，
五色交辉为动(光色)；日出雾歇为静，猿鸟乱鸣为动；日落
山暝为静，游鱼跃水为动(声响)。

九、板书设计（略）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为大家整理的4篇部编版八年级上册语



文第10课《短文二篇》课文原文及教案到这里就结束了，希
望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写作八年级上册语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