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的备课教案 课文乡愁教案(实
用11篇)

高三教案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师进行教学评
价和反思的依据之一。下面是一些精选的大班教案范文，希
望能给各位教师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

狼的备课教案篇一

学生在六年级、七年级的现代诗歌单元学习中已初步掌握了
解读现代诗歌的方法——读、想、品、悟（即通过对诗歌的
朗读，凭借诗歌的语言展开合理的想象，感受诗歌的意境，
再通过对诗中语言的分析品味，来进一步了解诗的内容，感
悟诗的情感），也有了一些诗歌创作的体验。然而，随着年
龄的增长，年级的升高，同学们的知识和生活阅历有了一定
积累，对情感的理解也有了提升，原先只是帮助他们理解诗
歌内容、感悟诗歌情感的学习方法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
真正全面透彻地感受诗歌的艺术魅力，那就必须学会鉴赏，
懂得什么是诗歌的美，怎样才能让诗歌绽放她的美，这样，
他们的诗歌创作水平也会随之上个台阶。因此，设计了这样
一个由“解读——鉴赏——创作”的阶梯性走向的教学环节。
因为，这不仅在知识层面上使他们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他们
的文学鉴赏能力、人文素养和文化内涵、以及文学创作水平
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认知：理解诗歌中“意象”的作用及了解体现诗歌特色
的“三美”：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

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体验中初步掌握鉴赏诗歌的方法、具备
鉴赏诗歌的能力并能进行简单的诗歌创作。

情感：在朗读、想象和品味中熏陶学生情感，从而体会、感
悟诗人内心的思乡爱国之情；在理解诗歌、鉴赏诗歌的过程



中，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创作欲望。

重点：

1、运用已有的学习诗歌的方法来理解诗歌的内容、感悟诗歌
的情感。

2、学会如何鉴赏诗歌。

难点：

1、引导学生感受诗歌的“三美”并以此来鉴赏诗歌。

2、再选一个意象，进行诗歌创作，为“乡愁”再添一韵。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总结旧知识；运用已有知识与学生互动；
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并帮助学生在分析体验中获得新的
知识；在新旧知识的交融中提升学生分析理解能力、鉴赏能
力和写作能力。

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学习诗歌；在诵读、想象、品味、感悟中
学会鉴赏诗歌；在模仿的基础上创作诗歌。

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收集整理关于作者与作品的相关资料；教
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1、回忆已有知识，激发学习兴趣。

2、谈谈作者，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

二、运用读、想、品、悟的方法，理解诗歌内容，感悟诗人
的情感。



1、散读（参考学习建议中的节奏，并运用朗读的重音、语调。
）

个别学生范读——配乐（其余同学可以闭上眼睛展开合理想
象）

2、乡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诗人用了哪些具体的意
象来抒发这种情感的？

3、诗人借助这些意象分别想表达乡愁的什么特点？

4、诗人为何选择这些意象？他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意象来表达
浓浓乡愁的的呢？我们能不能根据诗人由这些意象所展开的
联想再结合我们刚才闭上眼睛所想象到的画面，来说说你的
理解。

三、引导学生从诗的形式、语言、意境等角度去感受诗歌的
美。

1、在意境中感受诗歌的绘画美。

2、在结构中感受诗歌的建筑美。

3、在语言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

四、体会感悟，拓展延伸

1、欣赏罗大佑为《乡愁四韵》谱写的旋律。

2、创作练笔：给乡愁添上一韵。

3、作品交流。

五、课堂小结渲染激情



1、谈收获

六、作业

1、反复吟诵《乡愁四韵》

2、在余光中和席慕容的同名诗作《乡愁》中，任选一首，写
一篇四百字左右的赏析。

狼的备课教案篇二

一.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

理清文章思路，培养学生搜集筛选信息的能力。

2.过程和方法

通过探究讨论点拨，品味文中生动、含蓄、富有哲理的语句。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能结合自己'错过'的经历谈感受，学会辩证地对待人生中
的“错过”

二.教学重点：

教学目标1.3

三.教学难点：

品味文中生动、含蓄、富有哲理的语句。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学习本单元重在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感悟作者对人生的独特
体验，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整合，产生对生命历程的更新
的认识，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与人生品位。故教学中应
注重对文本的阅读，注意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透过语
言把握感情。另外还应提倡学生对文章有自己的个性反应，
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积极主动的去发现和生成新
的'意义。

五.课时安排：一课时

六.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有人生历程的真正意义何在导入新课。

（二）简介作者。

（三）感知课文，理清思路

请同学听老师读一遍课文，读的过程中，思考两个问题：

1、请用简练的语言概述《错过》一文的内容

2、请简要谈谈你听读本文后的感受。

（四）请同学自由地朗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圈点勾画，
做批注。

1.找出你想推荐给大家的文中精彩语句，简要说说推荐的理
由。

小组探究交流，集体研讨

2.要引导探究到如下几点：重在品味生动、含蓄、富有哲理



的语句

文章中说：'错过，即'有所失'，我们要习惯它。''错过，也
往往构成另一种得，我们要品味它。'为什么要'习惯'和'品
味''错过'？。

把人生比喻为'奔驰的列车'，把'窗外的美景、奇景'比作小
的错过，把'预定的到站'比作人生的阶段性追求。这段话的
意思是：人生有一些小的错过不要紧，但不能错过人生最关
键最美好的。

把'不是多么了不得的错过'比作'碧绿的叶片'，把那些最关
键最美好的人生道路上的“收获”比作“七彩鲜花”。绿叶
衬托着鲜花，使鲜花'格外明艳'。作者在赞颂'七彩鲜花'的
时候，没有忘记'碧绿的叶片'的映衬作用。

（学生试结合阅读课文并谈看法，讨论、交流，不求答案的
准统一性。）

（五）“是的，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又错过了许多……”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同学们，在你的
人生历程中有过“错过”的体验吗？面对这种种“错过”，
你当时是怎样做的呢？请与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成长故事。

（六）小结

这是一篇教育意义很强的文艺性议论文，即杂文。学习本文，
不仅要了解文章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面对人生中接踵
而至的'错过'，在'错过'中，体会人生的真谛，含笑对待'人
生的终点'。

狼的备课教案篇三

由于孔子曾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



邪”(《论语》)，经学家便将《诗经》的每首诗都套上“思
无邪”的灵光圈，致使一部《诗经》竞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
书。如此篇《子衿》，《毛诗序》认为“刺学校废也，乱世
则学校不修焉”。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说：“郑国衰乱不修
学校，学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陈其留者恨责去者之辞，以
刺学校之废也。经三章皆陈留者责去者之辞也。”可是在诗
中实在看不出什么“学校废”的'迹象。朱熹指出：“此亦淫
奔之诗。”(《诗集传》)倒是看出这是男女相悦之辞，纠正
了前人的曲解臆说。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
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
“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
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
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
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
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
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
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
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
调。”(《诗义会通》)虽道出此诗章法之妙，却还未得个中
三昧。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
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
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
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
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问、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
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
无限想像，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自，则通过夸张
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其强烈
的情绪心理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
奇。心理描写手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



其源，此诗已开其先。所以钱钟书指出：“《子衿》
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
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

狼的备课教案篇四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经·郑风·子衿》作者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
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
《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
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三类。“风”包括周南、召南、
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
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
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雅”基本上
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
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
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
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
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
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
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
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
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狼的备课教案篇五

教学内容：

《望岳》。

介绍泰山：

1、展示泰山图片。

“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之一。位于
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古称东岳，又称岱岳，被尊为五岳之首。
自古有许多吟诵泰山的诗作，而以杜甫的这首《望岳》最为
著名，因此被刻于碑碣，立于山麓。

教师可补充；

五岳是远古山神崇敬拜、五行观念和帝王巡猎封禅相结合的
产物，后为道教所继承，被视为道教名山，它们是：东岳泰山
（1532米），位于山东泰安市。西岳华山（1997米），位于
陕西华阴市。南岳衡山（1512米），位于湖南长沙以南的衡
山县。北岳恒山（2017米），位于山西浑源县。中岳嵩山
（1440米），位于河南登封市。

古代封建帝王把五岳看成是神的象征。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东岳泰
山之雄，西岳华山之险，北岳恒山之幽，中岳嵩山之峻，南
岳衡山之秀，早已闻名于世界。人们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
也有“恒山如行，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
岳独如飞”的说法。

2、背景：

杜甫20—35岁时曾遍游中国的大江南北。《望岳》这组诗就



是在他24岁时写成的。这组诗共三首，分东岳（泰山）、南岳
（衡山）、西岳（华山）。书上这首诗即东岳泰山，是现存
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壮年杜甫那种蓬
勃的朝气。

杜甫，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世人称为杜少陵。开
元后期，举士不第，漫游各地。后居长安近十年。及安禄山
军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后曾在剑南
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
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

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诗1400首，这些诗真实、
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及衰这一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
象，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成为唐代社会的历史，历来被
称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
“诗圣”。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闻官
军收河南河北》及“三吏”“三别”。

杜甫诗歌创作历程：

1、读书和壮游时期《望岳》。

2、长安十年时期《哀王孙》、《春望》。

3、战乱流离时期“三吏”：《石豪吏》、《潼关吏》、《新
安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4、漂泊西南时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利用工具书，自主查找并标注生字字音。

2、听范读，学诵诗歌。

3、自读诗歌。



提问：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诗歌的内容。

参考：

泰山呵，你究竟有多么宏伟壮丽？你既挺拔苍翠，又横跨齐
鲁两地。造物者给你，集中了瑰丽和神奇，你高峻的山峰，
把南北分成晨夕。望层层云气升腾，令人胸怀荡涤，看归鸟
回旋入山，使人眼眶欲碎。有朝一日，我总要登上你的绝顶，
把周围矮小的群山们，一览无遗！

1、文题是《望岳》，在诗中哪些诗句写了诗人望到的景色？

明确：前三联。

2、最后一联和前三联有什么区别？

最后一联是诗人的想象，前三联是实写。

3、提问：分组研讨，理解诗句内容及情感，分析望的角度有
什么不同。

明确：

首联：泰山的雄伟壮阔——远望。

颔联：泰山的高大秀美——近望。

颈联：诗人的胸怀浩荡、眼界开阔。表现了对祖国山河的热
爱之情——细望。

尾联：想像之景，也是作者的愿望，表现了诗人想要实现人
生远大抱负，登临人生顶峰的雄心壮志。

自学交流学习本诗得到的启示。



明确：胸怀雄心壮志。不怕困难，勇于攀登。

诵读并积累杜甫的诗《春望》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积累杜甫诗歌名句。

2、背诵并默写诗歌。

狼的备课教案篇六

1、根据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朱自清表达的思想感情。

2、感受课文的语言美，领悟作者朱自清表达方法。

3、熟练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1、根据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体会作者朱自清表达的思想
感情。

2、读说写结合，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在阅读中感悟作者朱自清的美好心灵，认识时光的短暂和一
去不复返，懂得时间宝贵，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抓住重点句段，体会作者朱自清表达的思想感情，懂得时间
宝贵，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搜集有关朱自清的资料。

诵读感悟法，读说写结合法。

同学们，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写出了好多珍惜时间、
赞美时间的美文，来抒发自己对时间的感悟，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习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关于时间的散文《匆匆》。

看老师写课题，请同学们注意“匆”字最后一笔的点不要丢
了。

（板书课题：2．匆匆）

1、（生齐读课题。）读到这两个字，你的脑海里又会很自然
地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2、刚才同学们想到的是人们急急忙忙，行色匆匆，这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那么，作者朱自清是运用怎样的语言让这看
不见、摸不着的、匆匆而过的时间跃然纸上的呢？请同学们
打开语文课本第4页，自由轻声地读课文。

3、读过课文，你心中产生怎样的疑问呢？

（咱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4、你的问题和作者朱自清的问题不谋而合。（板：一去不复
返？）



5、这个问题在文中出现几次？都在什么位置？

6、作者朱自清是以问句开篇，又以问句结尾，这在写作方法
上是前后呼应，这样写的好处是突出中心。

1、作者朱自清没有直接写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是写这一句
（课件）“燕子……再开的时候”

自由读一读。你能看出什么特点？除了排比句，在内容上有
什么发现？

2、除了课文中的事物，你还能举出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按照
这样的句式说一说。（无论是燕子、扬柳、还是桃花，他们
去了，都能再回来，这是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

3、请看屏幕，我把这一句话这样排列，你发现了什么？（像
一首小诗）

4、谁能像朗诵一首小诗一样美美的读，（读出作者朱自清对
时间的珍惜之情）

5、读的真美，请同学们接着往下读（课件）看看你又会有什
么样的体会？

（作者朱自清是为了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6、那么，作者朱自清写时间一去不复返与燕子、杨柳、桃花
有什么关系呢？（对比）。正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三
者都能失而复得，而我们的时间却不能，我们可以体会到作
者朱自清怎样的心情？（无奈、惋惜）（板）把这种鲜明的
对比读出来吧！

7、一般而言，只有老人才会对过去的时间发生感慨。作者朱
自清写这篇文章时大约多大年龄？（20）



8、你是怎么知道的？（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走了。）
你很会思考！作者朱自清1898年出生，1922年写作此文，当
时作者朱自清24岁不到，就已经对时间发出了如此感慨。

9、（课件）请大家看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
把什么比做什么？（把“我过去的八千多日子”比作“针尖
上一滴水”，把“时间的流逝”比作“大海”。）根据这个
比喻，你体会到了什么？（作者朱自清的日子和时间的流比
较起来微不足道。按常理看，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八千多
日”？四个就是90多岁，比较少见了，生活中有几个人能活
到90多岁呢？），但是，作者朱自清说：一个“八千多日
子”也只是“针尖上的一滴水”，四个“八千多日子”也只
有——（四滴水）。而且是针尖上的四滴水。和浩瀚的大海
相比，太少了，同学们，请你思考，你的人生里大约有几滴
水，现在用了多少了？（半滴），你感到了什么？（生命太
短暂了）。

11、其实，让作者朱自清头涔涔而泪潸潸的还不仅仅因为这
些，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三——五自然段，找出还有什么让作
者朱自清头涔涔而泪潸潸的呢？做上标记（生读第四自然
段）。

交流我们的疑问理解。（痕迹，游丝，两个赤裸裸）生解答。

12朱自清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他一问自已？

（课件）（在逃去——做些什么呢？）

朱自清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二问自已？（课件）（在八
千——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过去的日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他三问自已？（课件）（我——这呢？）



是呀！到底有没有留下成就呢？他四问自已

（课件）（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

难道像蛛丝一样的成就都没有留下就得离开这世界吗？他五
问自已？

（课件）（我赤——回去罢？）

愤愤不平呀！他六问自已？

（课件）（但不平的——遭啊？）（课件）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作者朱自清不想赤裸裸的离开这个
世界，不想自已走这一遭。）

（作者朱自清不甘愿虚度此生。）（作者朱自清想干出一番
事业来）。

谁能告诉大家，朱自清此生虚度了吗？（一生交流，一生补
充）。

这正是朱自清先生感悟人生苦短，时间匆匆，争分夺秒与时
间赛跑，辛勤劳作的结果呀！

14、作者朱自清不是直接说：我们要爱惜时间呀！而是把时
间当人来写，它能“跨”，能“飞”，能“闪”，能“溜”
呀！简直是个淘气的小精灵，这样当然更生动、形象了。
（生读文）

15、是啊，你再怎么遮挽也是没有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怎
么也留不住它匆匆流去的光阴。（生读文）

16、“斜斜”“默默”“匆匆”“茫茫然”“轻轻悄
悄”“玲玲俐俐”，读起来是那样轻巧婉转，那么无奈惋惜，



我们再合作读——————（师读到“我也茫茫然跟着旋
转”。生接读“于是——————”）

那么，告诉我，你们那四千多个日子又是怎么溜走的呢？能
不能学着朱自清先生的写法，抓住生活中的小事写一写自己
对时间的认识？做一个小朱自清，好吗？（课件）。

3、作者朱自清的八千多个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溜走了，你
们的四千多个日子，张老师的一万四千多个日子，也这样无
声无息地逝去了。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
潸）呢。因为我们也不想（白白地走这一遭啊）。而去这一
去不复返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珍惜时间不能让时
间白白溜走；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学习，
长大为祖国多做贡献，让自已活得更有价值）。

1、同学们，我们也可以像鲁迅一样事事走在时间的前面，也
可以像林清玄一样与时间赛跑。这样，当你回首往事时就不
会因虚度光阴而感到羞愧，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悔恨。
（课件）

2、美文推荐《春》、《荷塘月色》、《背影》、《给亡妇》。
（课件）

狼的备课教案篇七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

作者：

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早



年为僧，名无本，后来俗。几次考进士都没有中。唐文宗时
做过遂州长江（今四川省蓬溪县）主簿等小官。他的诗，以
清奇凄苦著名，大多是写自然景物和闲居情致。作诗刻苦求
工，诗风清淡朴素。

注释 ：

剑客：精于剑术的侠客。

霜刃：像霜一样寒光闪闪的锋刃。

赏析：

本诗刻画了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剑客的形象，表
现了诗人慷慨豪爽的性格和除暴安良的愿望，显然，“剑”
又是才能的比喻，“剑客”又是诗人的形象，诗的弦外之言
是：真才实学未能施展，宏誓大愿未能实现，但愿有朝一日，
能够大干一番。

狼的备课教案篇八

课文写的是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年轻时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寒
冷的冬天，在逃难的路上，他饥寒难忍，但是他拒绝了送到
面前的食物，理由是他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只能在帮忙干
完活以后，他才吃这份食物。后来，他留在杰克逊家里干活，
成为庄园里的一把好手。从这件事可以体会到，尊重自己，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引导学生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和
语言的句子中，体会到年轻人自尊的品格；从杰克逊大叔对
女儿的谈话中，认识到这种自尊的可贵，是本课教学的重点
和难点。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进一步训练学生从内容中体
会思想的能力，同时使学生从哈默的故事中受到教育，树立
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

1、认识本课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句子里体会到年轻人自
尊的品格，从中感受“自尊者自立”的道理。

1、“尊严”是课题的名称，也是贯穿全文的主旨。切忌抽象
空洞地告诉学生“尊严”的意思。课前可以布置学生搜集有关
“尊严”的人生格言。学完课文后，可让学生说说对“尊
严”的理解。

2、本文是略读课文，以学生自读和小组合作交流为主。根
据“阅读提示”的要求，学生在初读课文后，能了解课文主
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并画出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
语句。教师可针对这些句子，组织学生进一步自学，体会年
轻人自尊的人格，谈谈各自的感受。

3、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和语言的句子散见于课文之中。如，
年轻人“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可是当食物送到他面前时，
他问的是，“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吗?”当听到“没有”时，
他的“目光顿时灰暗了”，“喉结上下动了动，说：‘先生，
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食物!’”
在要求先吃饭再干活时，他仍坚持：“等做完了您的活儿，
我再吃这些东西！”为了加深学生对年轻人自尊人格的了解，
可以启发学生想象他的心理活动。如，当食物摆在他面前时，
从他说的话里想象他是怎么想的；当听到“没活”干时，他
会怎么想；当杰克逊大叔要他捶背时，他又是怎么想，从而
深入体会他自尊自强的品格。

4、对杰克逊大叔的话的理解是一个难点，“别看他现在什么
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可在班上
组织讨论，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谈自己的理解，学
生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不做过高要求。

5、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出示有关“尊严”的格言，让



学生读一读，试着仿照拟一条人生格言，可提示学生从“什
么是尊严”和“尊严的意义”两方面去想，然后交流。老师
可出示几句格言示范，如：

尊严，就是拒绝乞讨。

尊严，就是以自尊赢得别人的尊敬。

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

人们对哈默年轻时这件事的评论我赞赏杰克逊的慧眼，一个
人在穷困潦倒、逃难流亡之际，仍坚守着自己的尊严，还有
比这更可贵的吗?我更钦佩这个小伙子的志气，自尊是人生的
底价，自立的基础，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守，不能放弃。
他尊重自己，所以得到了别人的尊重；他相信自己，所以最
终超越了自己。自尊是一种广告。走到哪儿，就会带到哪儿。
想当初，哈默如果和其他逃难者一样，见了水就喝，接过饭
就吃的话，他能结识杰克逊吗?能找到这份活儿吗?更不用说
娶人家女儿了。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推销自己，所说的每
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的广告语。自尊也是一种
力量。如今，许多人都苦于碰不到伯乐，找不到机遇，长叹
无人识，空有回天力。但他们却忘了，手中还有自尊这件武
器。杭州有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到一家面包房推销黄油，
和老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这个大学生准时
到达，但等到下午4点，老板才慢慢赶来。大学生厉声告诉他：
“你可以不买我的黄油，但你不能伤害我的尊严!似这样言而
无信，你一辈子也成不了大老板!”老板惊得满头大汗，但很
快就竖起了大拇指，不仅自己和这个大学生签订了长期合同，
而且给他介绍了很多生意伙伴。

自尊更是一种高尚。因为自尊总是建立在平等之上，要求别
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就必须首先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必然
换来尊重。



狼的备课教案篇九

1、背诵这首诗；理解诗的意境。

2、诵读能力；联想，想象能力。

3、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河山；陶冶美的情操。

4、重点目标：背诵此诗。

5、目标难点：理解诗的意境。

1.同学们，我们国家山河秀丽，景色优美，名胜古迹数不胜
数。单说山，就有很多，但在群山之中，谁最有名呢?那当然是
“五岳”，因为有语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那在五岳之
中谁的名气最大呢?泰山――五岳之首，“泰山归来不看岳”
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杜甫笔下的泰山是如何一番
景色!

1.板书课题，指名简介作者。

我们学过很多杜甫的诗篇，下面我首先请一位同学将杜甫介
绍一下。师板书：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人称
诗圣;其诗被喻为“诗史”;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齐名，世称
“李杜”。其代表作有“三吏”、“三别”(新安吏、潼关吏、
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2.范读课文，强调字音、字形。

这首诗有一些字的注音和字形，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如：岱
宗、夫如何、决眦;同学们一齐读两遍。

3.初读课文，了解诗句大意。



下面同学们自读课文，借助文中的注释理解诗句的含义。阅
读后同学之间可以相互提问词句的含义。然后老师将点名抽
查掌握情况。

4.精读课文，体会诗句所表现的情感。

下面同学们将课文一齐朗读一遍。缺乏感情。第一、二两句，
我们应该用什么感情来读呢?为什么?讨论一下，再试着读读。

同学们再一起将这首诗朗读一遍。首联远望泰山，表现了作
者惊叹之情;那么颔联、颈联、尾联又分别从哪些角度来描写
泰山的景色的，又分别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呢?讨论一下，
然后我请同学来读。诗人由远望到近望，由细望到想象将来
登岳远望之景，全诗以“望”字贯穿全诗，“望”字成了全
诗的线索。在望岳的过程中表现了作者惊叹、赞美、陶醉、
豪迈之情。

5.品读课文，理解景色的特点，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
的抱负。

因景而生情，这是客观因素;有没有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
呢?当时诗人二十几岁，这也是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
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诗中哪
两句最能体现?这两句诗中还蕴含了一番哲理，即：只要不怕
困难，敢于攀登高峰，就能俯视万物。

同学们一齐将这首诗再朗读一遍，领略诗中美景，感悟诗人
的豪情。

这首诗写得很美，下面我请同学来谈一谈自己学了这首的感
受。按照“我最欣赏诗中这一句 ，是因为 。”格式说一说。

说得都不错，课后将这首感情背诵。课前，我让同学们找一
关于泰山的资料，有没有找到?下面我请同学拿出来读一读。



老师这里也准备了一些材料。下面我请一位同学来读一下。

1.小结：很好，通过这节课我们学到了哪些东西，我请同学
来总结一下。好，下课。

2.布置作业：当堂检测。

狼的备课教案篇十

1、认识“棉”等13个生字，会写“妈”等6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有关心长辈的愿望，学会体贴长辈

1、生字卡片、课文插图

2、用小黑板写好课文中人物的语言以及难读的长句

第一课时

（一）看图说话，导入新课

1、你们喜欢看图讲故事吗？仔细看图，根据图中的内容想一
想，说一说

2、出示课文插图

3、学生看图，自由练说后，指名讲故事

4、我们能不能给这个故事取一个名字？

5、板书课题，随机认读课题中的生字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边读边画出难读的字词

2、小组同学互读互听或接读课文

3、各小组挑选一名同学按自然段接读课文

4、其他同学边听边画：课文总有哪几个人物？哪些字音读时
要提醒大家注意？

（三）互相交流，认读生字

1、小组交流：课文里有哪几个人物？哪些字音读时要提醒大
家注意？

2、各小组派代表指出读音要注意的字词。

3、老师相应出示学生指出的字词

4、请小老师范读领读，多种形式读

5、学生自读自纠，互读互纠

6、师生共做识字游戏

（四）读顺课文，发现感知

1、生字回到课文中能不能读好？课文中哪句话最难读？一边
读课文一边找一找。

2、读了课文，你们发现了什么或知道了什么？

3、根据学生回答，出示课文中人物的对话

4、分角色练读，朗读妈妈、奶奶、小峰的对话



5、一边读一边说一说：读了他们的话，你想说什么？

（五）提出问题，自读自悟

1、读了课文，自己想提出什么问题？自己问自己答

2、全班交流

3、读了课文，你们还能提出哪些问题，让同学回答？

（六）看图对文，情感升华

1、出示课文插图，找一找与插图相应的段落

2、想一想，小峰这样做，妈妈会说什么？奶奶会说什么？

第二课文

（一）交流讨论，巩固识字

1、出示生字卡片，全班开火车多种形式认读

2、让学生挑选自己会认的字读给大家听

3、挑选会认的字说词语，说说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

4、做听音找卡片游戏

（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学生自由练读

2、小组练读，给画面配音的形式分角色读，表演读

3、全班汇报读



（三）认真观察，指导写字

1、今天我们要学习写好6个生字，会读吗？

2、师范写这几个字，引导观察写这几个字要注意什么

3、引导学生说说这几个字时的发现

4、学生练写

（四）实践活动

做一件体贴长辈的事。

狼的备课教案篇十一

学会本课6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饭碗、伶伶俐俐、徘徊、赤
裸裸”等词语。

1、有感情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2、 从阅读的内容想开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3、感受课文的语言美，领悟作者细致描写、多用比喻的方法。

情感目标：了解作者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以及珍惜时间的感受，
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体会时间的稍纵即逝。

1、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2、积累语言。

通过个性化的阅读，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1、朱自清简介及朱自清作品。



2、搜集惜时，伤时的古代诗词、文章、名言、警句。

1、 学生交流课前所搜集到的有关时间的名言警句。

2、 听了这些名言警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揭题：80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作家也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感
怀，于是他写下了散文《匆匆》（板书课题，读题。）这位
作家就是——朱自清、（板书：朱自清）

1、 你了解朱自清吗？（生简介作者）

设计意图：师生谈话，学生汇报课前收集的有关时间的诗词、
名言、朱自清的生平，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由此也巧妙地引导学生进入本文自主阅读的状态。

听了朗读你感受到了什么？

（1） 老师选择几个难度的自然段指名学生朗读，师生评议，
正音。

（2）每个自然段分别说了什么？

（3） 文中作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媒体映示句子：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指名读。要求：读出自己的疑惑。

（2）假如要强调日子“一去不复返”的特点，该怎么读？指
名读、齐读。

（3）小结方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要求就有不同的读法和
感受。



设计意图：紧扣题眼，用不同的语气朗读重点语句，通过不
同角度的朗读，引导学生获取不同的体验，引发联想，加深
对文章的理解，并且获得一些学习语文的方法。

1、课文中，作者以他细腻而独特的笔触，具体形象地描述了
日子的来去匆匆，请同学们细细读读课文的第2、3自然段，
找出有关的语句，读读品品，并在旁边做些批注，写写自己
的感受。

2、学生自读自悟。

设计意图：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
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该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所以在这一环节指导学生自主朗读，抓住重
点词句进行品味，在读读写写中探究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
情，感悟语言文字的魅力，受到情感熏陶。

3、交流，随机映示语句，相机指导朗读。

（1）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
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a、指名几声读，谈体会。（在交流中了解作者运用比喻的写
作方法，形象地写出了自己八千多个日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

b、请读的出色的学生介绍为什么能读得好，让学生们明白怎
样读进文字中去。

c、小结方法：朗读时展开丰富的想象，并融入自己的感受，
就能把文章读好。



d、运用上述方法朗读这句话。

设计意图：教学时一方面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并且
又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主导作用。学生自己朗读喜欢或感受
深刻的句子，有自己的独特体会，真正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
而师生共同研读讨论重点句段，有利于解决重难点，也体会
了课堂的互动。

（2）于是——洗手时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时，日子从饭
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圈画：“水
盆”“饭碗”“双眼”下面加点。）

a、读了这个句子，你体会到了什么？

b、学生评议：他读得怎样？听了同学的朗读，你还想到了什
么？

c、读出自己的感受。

设计意图：学习语文的目的不只是了解内容，也不仅是一时
一地的同感，更重要的是积累语言，运用语言。在指导学生
朗读的过程中，老师不断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读后的
感受，创设不同的情景引导学生说话，落实了读的训练的同
时指导学生积累语言，运用语言。

（3）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一次从遮挽
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
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a、教师范读，你能体会到什么？是你想到了那些时光飞逝的
词？

b、时间能”跨”能“飞”，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形象、生动。
谁也能把日子的这种飞逝的感觉读出来？和老师比一比。指



名读。

c、男女生赛读。

d、喜欢这个句子的同学站起来读。设计意图：该环节为学生
创设了个性化阅读的时空，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
验，珍惜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重视学生的自主多
元感悟，重视学生朗读中谈体会和朗读中的师生评价、交流，
真正达到有感情朗读的要求。

1、学生配乐读第2、3自然段，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的
感受。

2、此刻让我们再来回味文章开头的问句，你是否有新的体会
呢？再读。

设计意图：抓住文中的设问句在课堂首、尾的运用，既起到
了首尾呼应的作用，又对理解文章的内涵起到了很好的帮忙。

既然日子这样容易匆匆而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下节课
我们再来品味，寻找答案。

1、课外读一读《跟时间赛跑》。

2、协议据有关珍惜实间的句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3、读一读朱自清的其他散文如《荷塘夜色》《春》等著名的
散文，学习积累优美的语言。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教师要注意拓宽学习资源，
使课内外有机的融合，创造性的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学
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全方位的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