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模板14
篇)

总结是对学习和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的总结和总结的一种方
式。选择适合的写作方式和结构，使总结内容更加通俗易懂。
小编精选了一些优秀的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启示和思考。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诗歌的有关知识。

2、品位语言，体味诗词意境。

3、有感情地反复朗读并熟练背诵。

4、启发学生热爱祖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感情。提高文化品位和
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朗读，并熟练背诵。

教学难点：

品位语言，体会意境。

教学过程：

一、导语

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



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800年前他统一了连年**的
中原大地；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他的诗篇流传千古。
他以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才能在三国时期独领风骚。他就是三
国时期的三绝之一--曹操。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他的《观沧
海》，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二、疏通字词

碣石澹澹竦峙萧瑟咏志

三、朗读

1教师范读（明确字音，感情饱满）

2学生自读（读准字音，感情到位）

四、创设情境

明确：想对着大海狂喊，发泄自己的悲伤情绪。

明确：想对着大海高兴地狂欢，和大海一起欢乐。

[教师小结]

这两种情境有一个共同点，大海都是人宣泄情感的对象，或
喜或悲，大海永远会做你的倾听者。

明确：认为大海就是我的，我已经统一了北方，面对波澜壮
阔的大海，我的心里也很不平静，大海这种（吞吐日月星辰
的）气概正是自己此刻的真实写照。

[教师小结]

我们一起走进《观沧海》感受曹操的内心世界。



五、研讨分析

1、全诗以哪个字展开来写的？

明确：观

2、首诗写了几层意思？哪些诗句是写现实的，哪些诗句是写
想象的？

明确：两层。实景：树木丛林，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
涌起。虚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3、诗中交代观海地点的句子？

明确：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通过海水和山岛描写出海的辽阔和尊严的句子？

明确：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5、诗中的实景描写的句子？

明确：树木丛林，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6、表达作者博大胸襟的`句子？

明确：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教师总结

本诗的基调苍凉慷慨，历来被视为“建安风骨”代表作。全
诗写景的十句，前六句写的是实景，后四句是虚景。这首诗
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
诗人以沧海自比，开阔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阔
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人勾画了大海吞吐日月星辰，包



孕万千的壮丽景象，表现了开阔的胸襟，抒发了同意中国建
功立业的抱负。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唤起观察大自然的兴趣，
激发热爱美好事物的思想感情。

2、积累用不同构词方式描写颜色的词语；领悟描写事物动态
变化的表达方式。

领悟描写事物动态变化的表达方式。

1课时

一、揭题谈话

天空中的云来去匆匆，我们只觉得它美，但很难把这种美景
写下来。六、七十年前，作家肖红却以优美的文字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火烧云图景。今天，我们随着作者的描
绘，想象火烧云那纷繁的色彩和多变的形态。(板书课题，读
题)

二、初读课文，想象画面

1、自由朗读，凭借拼音，读准生字字音。

2、读后反馈：

a、指名分节朗读。

b、说说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哪些奇妙的美景？

c、出示图片(投影)并作归纳，理清文章思路。



教师归纳：火烧云上来时，大地笼罩在光亮的晚霞之中，色
彩繁多形态多变。火烧云下去了，恍恍惚惚。

三、美读课文，品味语言

1、反复吟读，要求边读边想象画面。

2、晶读，说说作者是怎样表现火烧云的美？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发现(如第一自然段，作者一连用？
个“……了”的句式，写在霞光的照射下，大地万物都改变
了自己的颜色，也写出了当时人们的欢乐愉悦的心情；第3自
然段，作者用三种不同形式的词语写出了色彩的纷繁；4、5、
6三个自然段，分别用跪着的马，凶猛的狗，威武的狮子三幅
图写出火烧云瞬息万变，由小到大，由清楚到模糊，最后不
见了的变化过程……)

3、通读全文，要求根据自己的感受，读出对火烧云的喜爱之
情。

4、熟读自己最喜欢的段落，并把它背下来。

四、讨论和练习

作者在写火烧云的颜色时说“还有些说不出来，见也没有见
过的颜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颜色多得无法形容)

五、布置作业。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诵读课文，掌握关键词句，理解文章内容。



2、精读课文，体会作者情感，把握文章主旨。

3、研读课文，赏析精彩妙点，积累名言警句。

4、熟读成诵，聆听先哲教导，汲取精神养料。

教学重点：背诵课文，积累警句;理解主旨;勤学励志，修身
养性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情感，赏析精彩妙点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步入初中已经近一个月了，我想，对大部分同学来说，
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学习进步、成才成学了。那么，怎样才能
成功成才呢？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高人他就是蜀汉名相,智慧
化身诸葛亮.相信通过和他的饿对话,你一定在学习和修身养
性方面有很多收获!(板书诫子书)

【课件第一页】

（二）明确目标

【课件第二页】

（三）作者及背景介绍。

1.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水
县）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避汉末之乱，
大约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15岁时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迁
居豫章，后辗转至荆州，隐居于南阳隆中，故号卧龙先生。
西晋陈寿《三国志》有《诸葛亮传》，并整理其诗文《诸葛
亮集》传世。2.诸葛亮在政治、军事上计谋超群，对后代的
教育问题也十分重视。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军中的前夕，还写
信给诸葛瑾：“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



重器耳。”同时写下了流传百世的《诫子书》。他在《诫子
书》中告诫儿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
静致远，学以广才，励精治性，珍惜光阴，务求“接
世”。30年后，邓艾率魏军攻蜀，兵至绵竹，诸葛瞻拒不接
受邓艾的高官诱降，英勇战死，时年37岁。其子诸葛尚一同
战死，时年16岁。

（四）多层次朗读

【课件第三页】

1、教师范读，学生听读，完成下列任务：（1）标记生字注
音。

【课件第四页】（2）注意词句停顿。

2、提示长句停顿。

【课件第五页】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指定学生诵读，余生纠正，后齐读）

3、学生自由朗读，同桌互读。

（五）疏通文意：

【课件第六页】

在预习的基础上,学生小组合作,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自主
译读课文，了解文章内容，圈画疑难问题。探究不成的，小
组长整理准备发布.师巡回指导,参与讨论。（1）巩固强化：
句子：

1、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3、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4、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萎，多不接世。（2）处理
措施：

a、让学生联系实虚词的日常积累（如“以”的常见用法），
迁移联想，猜读翻译，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后总结成型。

b、师提醒学生翻译课文时不能直译的便意译，无论哪种译都
要保留原句的句式特征（如a的双重否定）和原文的风格特点
（如本文的简洁精警）

（六）研读赏析：

【课件第七页】

（1）诸葛亮写这封家信的用意是什么？（学生举手发言）

（告诫儿子要注意修身养性，生活节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
品德，表达了他希望后代志存高远的厚望）

（2）文本作者抓住一个“静”字，围绕学习告诫儿子要成材
必须具备哪几个条件？（淡泊、立志、惜时）分别找出原句.
再次加以品读，联系自身实际，谈谈感受体会。

（学生从文中找出典型句子，分组讨论交流，指定代表回答；）
a、淡泊：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双重否定句式)
来强调其重要性 b、立志：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双
重否定句式）来强调其重要性 c、惜时：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遂成枯萎，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第一课：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 非宁静无以致



远”“夫学须静也”

第六课：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他警告孩子凡事
拖延就不能够快速的掌握要点。电脑的普及代表速度时代的
来临，想不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智能，也一样与今天不谋而
合。快人一步，不但容易达到理想，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修
正与改善！

（4）在研读赏析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再读，注意体味语
调、语速的变化，揣摩作者情感。

【课件第九页】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是个早熟的人才，从小聪明伶俐，诸葛
亮清醒地认识到儿子成长过程中的隐患，太容易骄傲了。蜀
国后期，国势衰颓，后继无人。忠心耿耿的诸葛亮是多么盼
望儿子能快些长大，成为国之栋梁，所以他写给儿子的信应
该是语重心长，谆谆教诲。

这封家书虽然只有八十六个字，但问世之后却天下闻名，广
为传颂，人们被诸葛亮的智慧所深深地折服，请大家用赞赏
的感叹的语气齐读，读出一位慈父的殷殷期盼。

（七）名言积累：

【课件第十页】

学生再次放声朗读课文，圈画自己喜欢的句子，思考完成下
列任务：

如果你从中学习的一两句送给你在座的同学，你会送给谁？

（自己思考，小组交流，个人回答）

示例：我把“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送给----，因为他贪玩，耽误了学
习。

示例：我把“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这一句
送给---，因为他在学习方面太懈怠，太懒散。

示例：我把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送给自
己，因为我有时一考不好，就精神颓废，没有信心好好学习，
这一句能激励我胜不骄，败不馁。

本文词源意丰，字字珠玑。我们经常说认识别人容易，认识
自己难。下面请大家换种心灵，选几句自勉自励的话写在课
本上。真正的智慧可以穿越时空，让这些经典语句永驻我们
心中，伴我们行走一生，让我们在深沉的诵读中记住这些名句
(八)我读我悟。

【课件第十一页】

读文读人读自己。

字里行间中你感悟到了什么？与大家共享

示例：我要做一个淡泊名利，有远大目标的人。

我要做一个

的人。

（九）教师寄语

课件【课件第十二页】

三句话和同学们共勉：大志成大学成大才，小志成小学成小
才，无志不成学不成才。大志就是与历史潮流一致的志向。
祝愿同学们早立大志，静心读书，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才！



（十）自然成诵

【课件第十三页】

诫 子 书

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非澹泊无以明志,（）。夫学须
静也，（），非学无以广才，（）。淫慢则不能励精，（）。
年与时弛，（），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
及！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四

音乐以优美的音响、丰富的和声、生动的节奏给人们以赏心
悦目的形式美。它为学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感受对象。音乐
课程标准指出：感受与鉴赏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
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是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在
本节以欣赏为主的音乐课中，我不仅使学生在学习音乐中感
受音乐美，而且力求在教学上也体现音乐美，使学生对音乐
课产生浓厚的兴趣。

1、感受课堂教学结构的节奏美。

音乐的节奏给人以生动、协调的美感。音乐课的课堂教学结
构如能体现出各种节奏美，这堂课就会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我在本节课的内容安排、处理方法上尽力做到主副相宜、难
易相配、长短交替、动静结合，使整节课形成错落有致的节
奏美。

2、感受课堂教学方法的立体美。

音乐用它丰富的和声给人以和谐、均衡、多层次的立体美感。



在教学中，我针对课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音乐技能，用不
同的方法、从不同层次、多角度地去感受、认识它，使它得
到较圆满地解决，这就使教学有一种立体美感。

3、通过表现音乐体验创造美。

创造是思维、智慧地表现，理解是创造地基础，而创造又使
理解更为深刻。创造作为课程标准中一大领域。在本节课上，
我尽量让学生有机会表现和创造音乐，一方面可使学生从理
智上更深刻地感受音乐，另一方面又能使学生获得创造地愉
悦美。

年级：四年级

课时：第二课时

1、通过欣赏民乐合奏《瑶族舞曲》，使学生体会民乐器乐曲
丰富的表现力，从而进一步产生学习的兴趣与愿望。

2、欣赏不同演奏形式的《瑶族舞曲》 ，增强学生感受听辨
音乐的能力。

3、指导学生运用以学习过的乐理知识进行音乐的拓展。

通过感受《瑶族舞曲》不同版本的演奏形式，明白音乐情绪
能随着音乐要素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

运用《瑶族舞曲》的主题旋律，尝试创编歌词。

一、组织教学：师生音乐问好

二、复习

2、复习演唱《摘草莓》（2/4拍 欢快）



3、吹奏竖笛曲《我们的田野》（2/4拍 优美）

三、欣赏教学

1、初次聆听《瑶族舞曲》

导入：请同学们来欣赏《瑶族舞曲》（多媒体出现主题画面）

听听想象：请分辨出它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分别表达了什么
情绪？

2、教师介绍《瑶族舞曲》

3、学生再次聆听乐曲并区分段落和情绪（出示主题一2/4拍
和主题二2/4拍乐谱）。

4、聆听不同演奏形式的《瑶族舞曲》，让学生感受不同的器
乐演奏乐曲的表现情绪，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比较能力。

5、教师用葫芦丝吹奏主题一和主题二

6、师生用竖笛和歌声熟练掌握两个主题

（1）提出问题：为什么同一首乐曲会有不同的情绪呢？

（2）学生分组讨论

（3）教师引导得出：旋律、速度对音乐情趣产生的变化和影
响。

7、教师小结：歌曲两个主题正是因为旋律、速度、演奏乐器
的音色的不同，才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绪变化。说明，音乐
要素发生变化时，音乐的情绪也随着变化，音乐具有丰富多
彩的表现力。



四、拓展创造表演

1、分组讨论，给主题旋律添歌词

2、分组展示：试着唱唱自己创作的歌词。

3、评价：小组互评、自评。

4、请学生用器乐表现主题旋律

（1）器乐小合奏

（2）表演伴奏

五、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乐器（像瑶族的长鼓、蒙古族的
马头琴等等），人们借助这些民族乐器和民族器乐曲来表现
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幸福生活。这些民族乐器
和它们的各种表演形势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表现我国各民
族人民的生活、劳动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中能起到其
他乐器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在五年级里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
更多的民族乐器和器乐曲，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民族
音乐文化。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五

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
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8前他统一了连年**的中原
大地；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他的诗篇流传千古。他
以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才能在三国时期独领风骚。他就是三国
时期的三绝之一--曹操。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他的《观沧海》，
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曹操生平及思想抱负，然后文中诗句师生共同合作切磋，在
学习中一定要质疑问难，师生再深入探究并解决之。

一、教学目标

1、朗读，背诵全诗。

2、体会诗中有画，画中含情，理解曹操的抱负。

3、培养学生感悟古代诗歌的能力。

二、导入新课及写作背景

同学们都很熟悉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一位著名的人物。建
安五年（200），他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兵强地广的袁绍后，于
建安十二年（207），又亲率大军北上，大破乌桓及袁绍的残
余势力，在凯旋班师途中登上碣石山，面对着洪波涌起的大
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四、创设情境

明确：想对着大海狂喊，发泄自己的悲伤情绪。

明确：想对着大海高兴地狂欢，和大海一起欢乐。

[教师小结]

这两种情境有一个共同点，大海都是人宣泄情感的对象，或
喜或悲，大海永远会做你的倾听者。

明确：认为大海就是我的，我已经统一了北方，面对波澜壮
阔的大海，我的心里也很不平静，大海这种（吞吐日月星辰
的）气概正是自己此刻的真实写照。

[教师小结]



我们一起走进《观沧海》感受曹操的内心世界。

三、教学设计

【自主性学习】

1、学生课前预习，扫清文字障碍。

指名两位学生来朗读，注意节奏、语调、情感。读完后请其
他同学来指出读错的字词。

2、朗读，初步整体感知课文。

全班齐读，讲究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充满豪情壮志诵读，
然后请两位学生来说说诗中画面及诗人的情感。

四、创设情境

明确：想对着大海狂喊，发泄自己的悲伤情绪。

明确：想对着大海高兴地狂欢，和大海一起欢乐。

[教师小结]

这两种情境有一个共同点，大海都是人宣泄情感的对象，或
喜或悲，大海永远会做你的倾听者。

明确：认为大海就是我的，我已经统一了北方，面对波澜壮
阔的大海，我的心里也很不平静，大海这种（吞吐日月星辰
的）气概正是自己此刻的真实写照。

[教师小结]

我们一起走进《观沧海》感受曹操的内心世界。



【合作性学习】

1、整体感悟

诗人站在碣石山上，望着苍茫的大海，波涛起伏，拍打着海
岸，山岛耸立，丰茂的草木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弄姿，诗人
感到这是多么壮丽的意境，多美好的图画啊！看到太阳、月
亮的运行离不开大海的怀抱，大海就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
一样，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2、把学生分成四人一组，开始共同研讨下列问题。

问：整首诗是由一个字来展开诗的线索，统领全篇的，请指
出是哪个字？

理解：“观”是全诗的“诗眼”，以下十句都是观海所见。

问：“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此句主要交代什么？句中直
接写到人吗？

理解：主要交代观海地点、方位，句中虽没有写人，但我们
仿佛看到了曹操登山观海时那种勃勃英姿。

问：诗中哪几句是写实景？主要写了哪些景色？显示了什么？

理解：“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
萧瑟，洪波涌起。”全是实景，主要描写了沧海水波荡漾的
动态景色和山岛挺立，草木丰茂的静态景象。显示了在茫茫
苍苍的大海上，波涛起伏，拍打着海岸，山岛耸立，丰茂的.
草木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弄姿，生机勃发，这是多么壮丽的
意境，多么美好的山河图画啊！

问：诗中哪几句又是写虚景？能说出这景象吗？这种景象是
一种什么样意境？



理解：“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全
是写虚景，即作者的主观感受，可从两个“若”看出。主要
描写了太阳、月亮、星辰银河都好像从海里升起又落入海里，
这些运行都离不开大海的怀抱，都包蕴在这沧海之中。作者
借助奇特的想象来表现大海吞吐日、月、星辰的状观景象。
是一种极其开阔博大的意境。

理解：诗人描写实景实际上在讴歌祖国壮丽的河山，流露出
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诗人目睹祖国山河壮丽景色后，更加
激起要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虚景描写是诗人实
际借助丰富奇特想象，来充分表达这种愿望，以沧海自比，
勾画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景象来表现诗人博大胸怀
和豪迈气魄。

3、小结，朗读、背诵。

这是一首以写景为主题的名作，通过对登山观海的描写，抒
发了诗人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抱负。

学生齐读，当堂背诵。

【探究性学习】

问：你能说出此诗中哪些诗句最能体现作者的博大胸怀？

理解：实景也能看出诗人的博大胸怀，但跟虚景比较，气象
略逊一筹，因为诗人的意图在虚景中，所以“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最能体现作者的博大胸怀。

三、总结。

古人说：“诗言志。”这首诗虽然全是写景，但所写的景物
都是由诗人的“志”来统帅的。诗人当时正处在自己事业的
最高峰，他已经削平了北方群雄，现在又打垮了乌桓，消除



了后患；如果再以优势兵力去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他就可
以荡平宇内、一统天下了。没有这样宏伟的抱负，没有这样
阔大的胸襟，他怎能写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这样的诗句呢?可惜的是，第二年他在赤壁之战中
失败了，从此中国就进入了“天下三分”的局面。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六

教案分析：

本文节选自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故事围绕着“如何才
能找到十多年前掉进河中的石兽”展开，僧、讲学家、老河
兵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故事的结局证明了“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教学目标：

1、落实文言重要实词，反复朗读，知晓文章大意。

2、了解“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理解“借事说理”
的方法。

3、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方法，体会“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4、培养学生客观对待分析事情的态度。

教学重点：落实重要字词;体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难点：深入理解三类人“河中寻石兽”的办法，体
会“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导入(检测字词落实情况)

ppt展示

河中石兽

清.纪(ji)昀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

师：朗读推开记忆的门，在朗读中回忆重要字词。

ppt展示

圮并阅棹设帐物理是携耳确论湮颠

二、字句落实

1、落实第三段重要字词

ppt展示

解释下列划线的字词

如是再啮：像;冲刷，侵蚀。

遂反溯流逆上矣：逆流。

固颠：本来。

如其言：依照。

然则天下之事：既然这样，那么。

但知其一：只。



可据理臆断欤：主观地判断。

2、结合字词挑战自己

ppt展示

(1)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杮，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2)沿河求之，不亦颠乎?

(3)石性坚重，沙性松浮。

(4)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

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

(5)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

可据理臆断欤?

3、再次朗读，整理内容(了解故事大意)

ppt展示

文章记叙了(概括)，得出了的道理(原文)。

提示：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明确：短文前面记叙，后面议论，叙议结合，借事说理。

三、研读赏析，讨论人物

ppt展示



三类人：

僧——出家人，居于寺庙，四大皆空;

讲学家——居于书塾，研究经史，讲学教书;

老河兵——长年驻扎河边，巡河，镇守河防。

思考：

1、讲学家和老河兵分别为了什么而“笑”?

明确：(1)讲学家嘲笑僧的错误做法;老河兵嘲笑僧的错误做
法，以及对众人的盲目追寻的世风而无奈。

(2)僧只考虑水流性质，考虑问题不全面;讲学家只根据书本
知识，考虑石头和沙子的性质，空谈事理，不切合实际;老河
兵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从水流性质、石性和沙性出发，全
面考虑。

ppt展示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有矣，不可据理臆断。

明确：多指空谈多，实践少。反问句，加强作者情感。

四、走向生活

学了《河中石兽》，回望自己的学习、生活，我收获(懂得)
了。

板书：



借事说理

僧：考虑问题不全面

讲学人：空谈理论

老河兵：阅历深广，实践经验

批判“空谈理论，盲目追从”的世风(遗憾)

强调“实践出真知”。

《河中石兽》教学反思

《河中石兽》设计的特点是，在朗读的基础上，围
绕“译——议——悟”的结构模式，

从知识能力到情感体验，从文本走向生活。具体有如下收获。

1、突出了重点：在诵读中体味、感悟。

2、突破了难点：巧用“换字法”，体会“多”和反问句的情
感，既避免了空洞的分析，又体现了“过程和方法”。

3、体现了特点：抓住了学科与文体的特点，上出了一定
的“文学味”。

这是《河中石兽》的第二课时，所以文言字词的重点稍有偏
颇，但课后有学生问我：老河兵的方法是不对的?突然意识到，
我犯了文言文的忌讳，本末倒置，没有扎实“言”，而高屋
建瓴地探究了“文”的蕴含。以下是我几点不足。

1、过度预设：第一板块“点译、句译、全文理解”，随
着ppt的呈现，看似学生回答得流畅，但是流畅的背后是教师
过度预设，这抛弃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如果让学生



借助注释口头翻译，把盲点疑问等标注出来，也许课堂生成
地更有效果。“全文理解”，由于时间关系，我也只是
用“一段话概括”故事来检测落实，其实这没有真正的检测
学生掌握的情况。对于文言文，我们该落实到字词，还是粗
略地了解大意?这也是个疑问，也许是家常课和公开课的问题。

2、资料更近不足：“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多矣，可据理臆断欤?”这是整篇短文的句眼，一个“多”，
一个反问句，包含了作者纪昀的情感，对当时社会的想法，
然而由于我浅薄的知识，无法理清《阅微草堂笔记》撰写的
时代、宋代理学家的特点、乾隆年间的故事，这些都是作者
的生活环境，适当的资料更近，有利于学生了解纪昀的情感，
“论事”方能全面“知人”。

3、忽视知识序列衔接：初一学生对于文言文学习仍处于低层
状态，接受识记文言字词也许比较合理，“通假字”、“古
今异义”、“实词”、“虚词”等，这些也许是他们知识大
门敞开所需要的，当然也需注意随文而教的问题;然而，这篇
文章，我把后半部分的设计重点放在了体悟上，两次“笑”
的不同，论“三类人”的做法，还强行灌输了“表达方式”
的内容，初一学生的知识需要和我所教的知识，有一定的落
差。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七

1、本文共写了四次背影，请各用一个短语加以概括，并再用
一个概括对应的故事情节。

明确：

第一次：（怀念父亲）惦记背影；第二次：（望父买橘）刻
画背影；第三次：（父子分手）惜别背影；第四次：（别后
思念）再现背影。



2、这四次对背影的描写哪一次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应该
是第二次：买橘子的背影）然后，让指名学生单个朗读，比
较哪个学生朗读得比较好，教师在朗读技巧（轻重音）上加
以指导，找出应重读的词，加以体会，教师适时加以引导。
然后，教师适时提问并作屏幕显示：

（1）作者是怎样描写刻画父亲买橘子的背影的？

明确：

a。动作描写，给下面语段的`空缺处填上动词。

我看见他着黑布小帽，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
到铁道边，慢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过铁道，要上那边
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着上面，两脚再向上；他肥胖
的身子向左微，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
的泪很快地下来了。（戴、穿、走、探、穿、爬、攀、缩、
倾、流）

b。外貌描写，作者对父亲买橘子的背影进行了细致地描写刻
画，作者写了父亲的衣着：（让学生齐读）“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描写父亲的穿着突出了什么
颜色？（黑色）为什么突出黑色？（穿黑色衣服与他家中死
了亲人有关，黑色给人以压抑沉重的感觉，这是一个沉重的
背影！）

（2）哪个词表现了父亲身材的特点？哪个词表现了父亲步履
的特点？

明确：

肥胖，蹒跚。（蹒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腿脚不灵便，走
路缓慢摇摆的样子。）？请同学们动手写一写这个词，并想
一想，作者为什么用“蹒跚”这个词？你能体会到作者当时



的心情吗？（走路蹒跚的父亲要经过铁道，一不小心就会磕
着碰着，一定是令人十分担心的！）这是一个蹒跚的背影！

（3）哪些语句具体地写出父亲“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
了”？

明确：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动作描写）这个句子作者运
用了哪几个动词？（“攀”、“缩”、“倾”）为何
用“攀”不用“抓”？（因为无物可抓，只能用手按住，然
后用力支撑起身体向上“攀”这需要力量，而一个上了年纪
的父亲，这一“攀”是多么地令人揪心啊！）用“缩”字有
什么好处？（“缩”字说明无处可蹬，脚是悬空的，这样全
身的力量全在手上了，如果手掌支撑不住，那就有摔下去的
危险。这时的儿子，心情该多么得紧张啊！）同样，
用“倾”字用得也十分巧妙。父亲的身体肥胖，自然不像小
伙子那样灵便，他“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一
个“倾”字表明父亲要爬上月台虽然十分艰难，但又十分努
力的样子。这是一个艰难努力的背影！

要求学生齐读这几句话，要突出应重读的词。

（4）写父亲的背影的目的是？（表现父亲的爱子之情）

教师小结：

写人记事，应选择最动情最深刻的一件事，写最动情的一件
事又要突出最动情的瞬间，详细描绘，用特写来定格某个形
象或某个事件的细节。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八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教学设计(教师中心稿)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第六单元奇思妙想

教学设计简案

常州外国语学校陆轩省

单元学习目标：

1．欣赏课文中生动的描写和故事情节，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阅
读兴趣。

2．初步了解联想和想像的作用，能运用联想和想像扩展文章
内容，丰富课文内涵。

3．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对课文
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和看法。

4．体味和推敲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作用，用合
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

5．学会婉转拒绝。

单元课时安排：共11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1课时

皇帝的新装2课时

七颗钻石1课时

蔚蓝的王国1课时



天上的街市2课时

写作：想像3课时

口语交际：婉转拒绝1课时

教材内容及教法分析：

本单元的主题是“奇思妙想”，想象是创造的先导，是人类
腾飞的翅膀。四篇课文既有诗歌又有童话，既有中国的作品
又有外国的名篇。诗歌音律和谐，朗朗上口，语言优美；童
话更是情节生动，易于接受。由此，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应是：
学生通过自己对文本的解读，理解作者奇思妙想的内容、奇
思妙想的原因以及奇思妙想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本单
元的学习，能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且能就生活的一个主题创造出他们自己
的独特的奇思妙想。

教学设计：

第1学时确定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第一块：激发学习兴趣。

步骤学生教师反思

1做题。导入：由做联想和想像题（附后）导入。

2讨论，交流。巡视，指导。

3听，思考，说。明确：什么是联想，什么是想像。以及它们
的作用。

附题：



示例:木头足球

木头---树林---田野---足球场---足球

3、充分发挥你的联想和想像,根据提供的情景，编一则小故
事．

海豹高原啤酒

第二块：了解单元内容，明确学习目标。

步骤学生教师反思

1先浏览，后谈感受。浏览单元内容，哪些内容给你留下的印
象最深刻，哪些内容是你最感兴趣的？请同学们随便谈谈。

2自由交流，确定本单元学习目标针对这些你感兴趣的内容，
确定自己的单元学习目标。

3熟悉单元内容，读读，背背。巡视指导，给予一定的提示、
帮助。

第2学时《皇帝的新装》（一）

学习目标：1．能用??

[4][5]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九

《诗词五首》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教学设想

学习这五首诗词，应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结合时代背景



和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来品味诗词的语言及意境，
感悟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学生
对这五首诗词要熟读成诵，能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其
中的名句。

教学时宜精讲多读，以读带悟，以悟促背。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朗读导入

1．学生试读。

要求学生结合注释将这五首诗词浏览通读一遍。

2．教师范读。

3．学生分小组朗读。

4．学生齐读。

二、理解五首诗词的大意

在学生反复朗读的基础上，教师介绍本课五首诗词的'相关背
景知识，以加深对各首诗词主要内涵的理解。

1．《汉江临眺》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维40岁时，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去



黔中、岭南任选补使。选补使是朝廷派往边远地区选拔地方
官员的使臣，是一种为期几个月的临时出差，不同于放外任
或贬谪，所以王维此时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在去桂林任所
途中经过襄阳时写了这首诗。《汉江远眺》即来到汉江登临
眺望。这是一首五言律诗，诗人写了在汉江边登临远眺之所
见所感。首联总写汉江形势；颔联、颈联突出地描绘了汉江
水势的雄伟壮观。尾联作者以山翁自喻，表达了对汉江风景
的赞美。诗人紧紧扣住临眺之所见，即总是在写自己的视觉
感受。他运用想像和夸张的手法，又通过人的错觉来写水势
之大，流速之快。从江流到山色，从郡邑到远空，视野极其
开阔，境界极其广远。王维不只是诗人，还是一名画家。在
这首诗中，王维把画家的观察、诗人的思考、绘画的技巧、
诗歌的手法极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他巧妙地描绘了同时并列
于空间的景物，生动地表现出自然界持续性的运动、变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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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累字词，掌握“读一读，写一写”的词语。

2、熟读背诵这首诗歌。

3、学习诗歌的朗读技巧，提升朗读能力。

4、学习借助具体形象抒发情感的写法。

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完成朗读训练及诗歌的理解。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激发关爱母亲、回报母亲的情感。

1、领悟诗歌情感，掌握诗歌借助具体形象抒发情感的写法。



2、背诵。

体会诗句蕴含的思想感情。

朗读法，讨论法。

一、导入

纯洁的母爱，总在我们遇到风雨时悄然而至，给我们慰藉和
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体会冰心老人的深情之作《荷叶母
亲》中的慈母之爱。（板书课题）

二、授新

1、学生介绍冰心情况，教师补充：冰心，原名谢婉莹，五四
时期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创作风格被称为“爱的哲学”：母
爱、童心和自然。代表诗集《繁星》《春水》。

2、请学生读准并解释以下词语：并蒂、花瑞、菡萏、敧斜、
慈怜、荫蔽。

3、朗读诗歌

（1）教师范读。（要求学生注意体会语调、语速、重音、节
拍、情感。）

（2）教师提醒学生回忆上节课所做朗读技巧提示。（把握诗
歌的感情基调；根据情感需要确定语速；根据意境确定轻重
音及停顿。）

（3）学生练习朗读，教师作积极性评价。

4、体味诗情，理解诗意：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小组讨论后由
小组代表回答。



（1）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哪些内容？由此你联想到了什么？
（风雨中荷叶为红莲遮挡风雨的画面；联想到了为我们遮风
挡雨的母亲。）

（2）围绕“红莲”，作者描写了哪几个情景？（三看红莲：
雷雨到来之前的红莲——雨打红莲——荷叶覆盖的红莲）
（教师板书）。

（3）作者三次描写红莲，每次对红莲的描写都不一样，她的
情绪也各不相同，请找出来，并思考：为什么作者的情绪随
着花的处境而变化？（三种情绪：烦闷——不适意——不宁
的心绪散去。作者情绪的变化与红莲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教师板书）

（4）“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
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这一句蕴含了怎样
的思想感情？（“荷花”是“我”，“荷叶”是母亲，母爱
博大无边，“心中的雨”指人生的风雨坎坷，只有母亲是保
护我们度过人生坎坷磨难的人。）

三、小结

本诗借助一种具体的形象抒发对母亲的爱，具体形象而感情
真挚。

四、练习

1、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母爱的光辉下，请结合你的实际，谈
谈你是如何体会到母爱的无私与伟大的。

2、有感情的背诵比赛，评出优胜者。

五、作业



用比喻的修辞仿写几句话或者一首小诗，表达我们自己对母
亲的爱和赞美之情。

板书设计

荷叶母亲

冰心

三看红莲：雨前红莲、雨打红莲、叶覆红莲

三种情绪：烦闷、不适意、不宁心绪散尽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十一

本文的语言是十分朴实的，特别是父亲的话，虽然不多，却
含义丰富。请问：父亲一共说了几句话？（学生指出句子后，
师生共同体味父亲言语里面蕴涵的深厚感情。在学生自主、
探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适当引导、点拨）

明确：

（1）、“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学
生讨论回答后明确：父亲当时急于谋事，在生存的巨大压力
之下，忧心如焚，但是儿子在他心目中高于一切，惟恐儿子
路上有什么闪失，所以最后决定还是由自己亲自送。）

（2）、“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父亲
已经把儿子送上车，已经关照得无微不至，儿子也劝父亲可
以走了，而父亲还觉得没有尽够心意，看见站上有卖橘子的，
便要去给儿子买橘子。过铁道不容易，自己受点累，能让儿
子受用，他是心甘情愿的。他还生怕儿子跟着出来，忘了行
李。父亲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3）、“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
明父亲惦念路途平安，要等到儿子回到北京来信报平安，才
能放心）

（4）、“进去吧，里头没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走了几步就回头，可见心里还是惦记着儿子，依依不舍。
又想到儿子所带的行李，叫儿子小心，什么都为儿子着想。）
同学们看，这真是“儿行千里父担忧啊！”

教师小结：

这四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朴实，但一言一语都充满了
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体贴之情，谁说父爱不细腻，谁说父爱不
伟大，这就是伟大的父爱！我们写作，要善于用朴素的语言
写出深挚的感情；选材，也要善于选择那些平常而又饱含深
情的素材。

五、作业

1、学生观看《背影》flash动画，观看后写出自己想对爸爸说
的话。

世间的爱千万种，

惟有父母之爱最无私。

时间的长河可以带走一切，

但带不走父母的爱。

它已深入我们的骨髓，

溶入我们的血液。



这爱留在我们的心中，

时刻温暖我们的生命历程。

2、课外阅读：《朱自清传》、《朱自清散文全集》。

七年级语文上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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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十二

1.感知文本内容，体会文中的亲情美。

2.联系生活，学会从生活小事中领悟亲情美。

感知文本内容，体会文中的亲情美

联系生活，学会从生活小事中领悟亲情美。

：、合作探究



：两课时

1.找出散步的人、时、地、产生的分歧、我的决定、他们最
终的决定。

2.复述故事(注意：语言简洁明了，故事的起因、经过、结
果)

3.品评人物(请用“我最欣赏(人物)，因为从文中可以看出，他
(她)是一个的人”的句式回答。)

1.给加粗字注音：

嫩芽()熬()霎时()分歧()拆散()水波粼粼()

2.解释词语：

各得其所：

{明确了学习目标，解决了生字词，为准确地朗读课文，进入
文本奠定基础，}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快速抢答)

a散步的人：明确：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儿子

b散步的季节：明确：初春

c散步的地点：明确：田野

d产生的分歧：明确：母亲想走大路，儿子想走小路



e我的决定：明确：走大路

f他们最后的决定：明确：走小路

二、再读课文，复述故事

注意：1.语言简洁明了

2.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明确：本文讲诉了一家四口在初春时节到田野散步，路上发
生了“分歧”，最后他们用亲情和爱解决了散步途中的“分
歧”。

三、三读课文，品评人物

(请用“我最欣赏(人物)，因为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她)是一
个的人”的句式回答。)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十三

1.通过知识回顾、样例分析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完整、
清楚的方法。

2.通过写作练习、交流总结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
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通过知识回顾、样例分析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完整、
清楚的方法。



2.通过写作练习、交流总结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
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教学难点：

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三、教学策略

本课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启发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并
与直观形象的多媒体结合，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1.本节课会运用任务驱动的方式，讲练结合，帮助学生掌握
将事件叙述清楚明白、生动具体的方法。

2.写作部分相对独立，又要与阅读教学相互配合，本课充分
利用课内、外教学资源，所选材料立足教材及课外名著，促
进阅读与写作的结合。

3.写作素材为电视剧《西游记》中剧情，一方面学生较为熟
悉，方便写作;另一方面，写作内容有意思，能激发他们的写
作兴趣。

4.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自主思考、写作、交
流，教师适当点拨，授之以法。

四、教学过程

(一)设计活动，话语导入

同学们，你们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吗?这节课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将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
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用文字呈现出来。



【设计意图】明确本课学习目标，创设情境，设计活动，引
入新课。

(二)观看剧情，列情节思路

1.学生观看86版电视剧《西游记》第3集中孙悟空被派看守蟠
桃园，偷吃仙桃的情节(时长：5分33秒)。看完后，请同学们
先列出写作的情节思路。

注：

本集主要内容为“大圣闹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之命前往
花果山招安孙悟空，封他作齐天大圣。玉帝担心孙悟空闲游
生事，便派他看守蟠桃园。王母娘娘蟠桃会没有邀请孙悟空，
惹怒了他。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天兵天将与之展开激战，但
无法降伏他。最后太上老君将悟空带回，投入八卦炉中，用
三味真火烧炼。不料猴王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盛怒之下，打
上灵霄宝殿。

学生观看的视频是截取的本集中一个较完整的情节：玉帝被
告知孙悟空整日闲游，与众仙称兄道弟，怕他惹是生非，便
派他去看守蟠桃园(时长：33秒);入园后，土地神为孙悟空介
绍仙桃的神奇功效(时长：3分13秒);孙悟空忍不住偷吃仙
桃(时长：2分05秒);吃完仙桃悟空变成一个仙桃睡去(时
长：17秒)。

【设计意图】确定写作的情节思路，将事件讲完整，将经过
讲清楚。

2.通过展示、交流，发现所呈现的问题。

3.通过回顾六要素知识，及分析《散步》情节作为样例，使
学生能列出理想的情节思路。



(1)知识回顾。

我们在记叙事件时，最基本的一点是把事情讲清楚，这就要
求下笔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并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来。

写清楚是记事的基本要求，一般要写出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

首先，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时空内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发生的事情，其意义和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往往
有交代的必要;其次，事件的“起因”(事件是怎样引起的)如
不交代清楚，就会令人产生疑惑，不明就里;再者，“经过”
是事件的主体，是叙述的重心，要重点写，写详细些;最
后，“结果”是事件自然而然的收束，没有它整个故事就是
不完整的。当然，贯穿故事过程的主人公必不可少。

(2)分析课文样例。

《散步》情节

4.再次列出情节思路。

学生再次列出故事的情节思路，并互相交流、完善。

教师预设：

(其中有些还可细分，如：偷吃仙桃时，孙悟空先在树下摘吃，
后来又脱掉冠服跳上树吃。)

5.教师小结：我们在记事时，为了它的完整性，就要思考事
件的要素。同时，也要想想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主要阶段，并
将这些材料按一定顺序组织起来，这样，我们的叙事才能清
楚明白。

【设计意图】通过两种方式提示学生记事要以清楚、明白为



基础，并为写作任务搭起框架，绘出“主干”。

6.完成写作：请同学们依据所列情节思路，完成故事的写作。

(三)探究方法，实现“具体、生动”

1.通过交流、展示，发现学生写作中出现的叙事过于概括，
难以吸引读者的问题。指出：叙事过程中，仅仅是能够把事
情讲明白还远远不够，如果想让故事吸引人，使人爱读，则
需要展开重要情节，详述事情经过。

2.探讨方法。

预设：为事件的主干“添枝加叶”：将桃的样子、悟空垂涎
欲滴的样子、偷桃时的不安心理、吃桃时的贪婪模样等细节，
做细致刻画。要多角度全方位关注所写对象的信息：颜色、
姿态、质地、容貌、神情、服饰、地点、种类等，一定程度
而言，我们传递的信息越丰富，表达就越具体。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己寻找方法，初步做到具体生动。

3.修改作品。

请同学们再次观看一遍视频，然后，对所写作品加以修改，
使之生动、具体。写完后请同学们互相交流探讨。

【设计意图】运用方法，加以实践。

4.总结方法。

教师巡视，查看同学们的写作情况，将精彩的地方记录下来，
作为后面方法讲解的示例，并结合《西游记》原著中的精彩
细节描写来总结方法。

预设：(1)恰当的修饰语(如：“熟透了的”大桃;大圣“一个



翻身”跃上树)

(2)具体可感的词语(如：孙悟空“摘”下一个桃子，不如孙
悟空“拽”下一个桃子具体可感)

(3)修辞手法(如：原著中作者写到：“果压枝头垂锦弹，花
盈树上簇胭脂”，“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
皮”，“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这就用生动
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桃林之美、仙桃的诱人刻画得如
在目前。)

(4)侧面描写(如：“看着硕大的桃子，听着土地公公讲桃子
的神奇功效，孙悟空馋得要命”，不如“看着硕大的桃子，
听着土地公公讲桃子的神奇功效，孙悟空两眼放光、口水直
流，手不自觉地直往桃子上伸。”后一句从侧面呈现出孙悟
空馋的模样，生动具体。)

【设计意图】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并加以实践的基础上，
补充方法，让学生进一步做到叙事生动、具体。

(四)课堂总结

初一阶段，我们要培养自己记事的能力，今天我们通过完成
写作任务，主要学习了两点：首先要做到叙事完整、条理清
晰、讲述明白。第二，在叙事过程中要做到具体生动、引人
入胜。希望同学们将今天所学内化为能力，运用到今后的写
作中去。

(五)布置作业

1.用本课所总结的方法将自己的课堂习作做出修改，使之完
善，并完成故事的写作。(注意：叙述完整清楚、条理清晰、
具体生动。字数：不少于500字)



2.做课本第二单元的写作实践练习一。

下面这段文字记事过于简单，读起来让人兴味索然，请你帮
作者“添枝加叶”，把它写得丰满、生动一些。

那天放学回家，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手受了伤，校服也磕破
了。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很心疼，嘱咐我
以后走路要小心。

3.在自己的观察笔记中选择一篇记事的文章加以修改，要求
同作业一。

(注：作业一必做，作业二和作业三可任选其一)

七年级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篇十四

本文的语言是十分朴实的，特别是父亲的话，虽然不多，却
含义丰富。请问：父亲一共说了几句话？（学生指出句子后，
师生共同体味父亲言语里面蕴涵的深厚感情。在学生自主、
探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适当引导、点拨）

明确：

（1）、“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学
生讨论回答后明确：父亲当时急于谋事，在生存的巨大压力
之下，忧心如焚，但是儿子在他心目中高于一切，惟恐儿子
路上有什么闪失，所以最后决定还是由自己亲自送。）

（2）、“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父亲
已经把儿子送上车，已经关照得无微不至，儿子也劝父亲可
以走了，而父亲还觉得没有尽够心意，看见站上有卖橘子的，
便要去给儿子买橘子。过铁道不容易，自己受点累，能让儿
子受用，他是心甘情愿的。他还生怕儿子跟着出来，忘了行
李。父亲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3）、“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
明父亲惦念路途平安，要等到儿子回到北京来信报平安，才
能放心）

（4）、“进去吧，里头没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走了几步就回头，可见心里还是惦记着儿子，依依不舍。
又想到儿子所带的行李，叫儿子小心，什么都为儿子着想。）
同学们看，这真是“儿行千里父担忧啊！”

教师小结：

这四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朴实，但一言一语都充满了
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体贴之情，谁说父爱不细腻，谁说父爱不
伟大，这就是伟大的父爱！我们写作，要善于用朴素的语言
写出深挚的感情；选材，也要善于选择那些平常而又饱含深
情的素材。

五、作业

1、学生观看《背影》flash动画，观看后写出自己想对爸爸说
的话。

世间的爱千万种，

惟有父母之爱最无私。

时间的长河可以带走一切，

但带不走父母的爱。

它已深入我们的骨髓，

溶入我们的血液。



这爱留在我们的心中，

时刻温暖我们的生命历程。

2、课外阅读：《朱自清传》、《朱自清散文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