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树之歌课教案 的语文教案参考
(精选15篇)

初一教案的编写应灵活运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丰富
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四
年级教案范文，希望能够给教师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一

1、了解对联的基本知识以及对联的发展历史。

2、品味对联的形式与内容美，尝试写作一些简单的对联。

3、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教学重点】

把握对联的特点，如平仄、对仗等基本常识。

?教学难点】

尝试拟写对联

?教学方法】

赏析法、讨论法、合作学习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猜一个谜：两姊妹，一般长;同打
扮，各梳妆;满面红光，年年报吉祥!那么你们猜谜底是什么
呢?确切点说是春联。春联也是对联的一种，我们对它并不陌
生，大年三十，家家贴对联，户户挂对联，商场卖对联，春
晚看对联，但是，我们对对联又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呢?什么是
对联?它有什么基本特点?如何写作张贴?以及如何尝试写作简
单的对联?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对联的奇
妙世界来探索!

二、整体认知：

(一)对联的含义：

对联广义上属于诗的范畴，它是书写或是均、镌刻并且悬挂
于门壁、楹柱或其他器物上的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
也是一种最短的文字表达形式，可以说，一副好的对联就是
一首好诗。它是用上下两联形式相对、内容相关的语句结构
而组成的一种汉语言艺术和装饰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高度凝
练和艺术化的反映。

正所谓对联是：对地对天，天地有情皆可对;联古联今，古今
无事不成联!

(二)对联的起源：

?宋史·世家·西蜀》记载：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
板，“昶以其非公，自命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最早的春联。而正式提出春联
这个名称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帝王的提倡，使春联日盛，并
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对联的特点：

1、对仗工整：



对仗是指词句的对偶，具体要求为：

(1)字数相等。

(2)词性相同。

(3)结构一致。

(4)内容相关或相反。

2、平仄协调：上联末尾的一字用仄声，下联末尾一字用平声。
即仄起平落。

对联的书写和张贴：上下联竖行书写，从上到下。张贴时，
面对大门，上联在右，下联在左。

(四)对联的分类：

1、就上下联的语义关系，对联可以分为正对、反对、串对这
三类：

(1)正对：亦叫同类对、并列式，就是上下联的内容基本相同，
它们互为关联，互为补充，说明是一个方面的意思，但二者
又和谐的处在统一的意境中。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

(2)反对：上下联的内容相反，或相对称，它们互相映衬，形
成对照，使对联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以深刻的映
像。如鲁迅先生借以自勉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

(3)串对：亦叫走马对、流水对，即上下联意思相承，把一个
意思分成两句话来说，上下联紧相连接。上下联意思具有承
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如：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2、根据对联的功用，又可以将对联分为以下类别：

(1)名胜联：为装饰名胜古迹而题写的对联

如：秦皇岛市姜女庙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2)喜庆联：为婚嫁、乔迁以及其他喜庆之事而做的对联。

如：幸有良辰迎淑女，愧无美酒宴嘉宾。

功业耀九天，九万星辰失光辉。

(4)谐讽类：这类对联以诙谐幽默为主题，以教育劝诫为宗旨，
运用多种修辞技巧创作的妙趣联。如中华民国万岁，袁世凯
千年。

(5)文艺类：文学类对联

(6)集句类：从古今文人的诗词、碑帖、经典中分别选取两个
有关联的句子，按照对联中的声律、对仗、平仄等要求组成
两句。

三、阅读鉴赏：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鲁迅先生借以自勉的诗，那么在对联中呢属于反对，所
谓反对，是根据对联上下联的语义关系来分类的，即上下联
的内容相反，或相对称，它们互相映衬，形成对照，使楹联
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考试，史学家陈寅恪出国文文科试题，
其中对对子一题出的是“孙行者”、要求对出下联。其中有



语言学家周祖谟的答案为“胡适之”，在当时得了满分。我
们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四前后的戏剧性表现，之前提倡白话废
文言，极力否定传统，抹杀历史，鼓吹全盘西化，后来又自
称有历史癖，号召人们整理国故，研究国粹，走向新文学的
反面，用其名字来与“孙行者”相对，讥讽戏谑之意不言而
喻，而且对仗工整，平仄和谐，无懈可击。

陈教授自己的对句是“祖冲之”，也不失为优秀之对。

3、坐、请坐、请上坐;

茶、泡茶、泡好茶。

此联传说是清代学者阮元游平山堂，寺庙方丈将阮元当做一
位普通游客，只说了一声“请”，又对下人说“茶”。随之
交谈，觉出语不凡，便改了口气“请坐”，吩咐下人“泡
茶”。后来当他知道是大学土阮元时又换成了“请上
坐”、“泡好茶”，到了阮元临走时，方丈恳求墨宝，阮即
出此联，活脱脱描绘了一个前倨后恭者的面目。作者以方丈
的言语入联，对仗十分工整，别开生面，确是一副很难得的
佳联。

下联：上学难.参军难.就业难.买房难.租房难.择偶难.结婚
难.育儿难.就医难.养老难.赚钱难.发财难.办事难.送礼难.
加薪难.提升难.告状难.-难.男也难.女也难.看世间难字当头.
难上加难.(横批：何邪社会)

由此可见，对联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旧影响很大，人们用传
统的对联写作规则真实形象的反映了我们现实的生活。

四、阅读评价：

从课题来看，应该着重从对联的奇妙的特征来讲，所以应该
多多举例，通过举例加深学生对对联的理解，从而尝试简单



的对联写作。但由于时间问题，举的例子有限就要求学生课
后注意积累。

五、课堂小结：

泱泱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少灵秀人物;滔滔历史长河，流淌着
多少文化遗产。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里的一株奇葩，
是民族文化里的一颗珍珠。今天我们学习了对联的基本知识，
欣赏了优秀、有趣的对联，还尝试着创作了对联，体会了对
联的美妙之处。学习对联知识，能培养我们的概括能力和驾
御文字的本领。因此课后同学们可以再利用时间去探究这一
中国特殊文学，去感受它独特无比的魅力。

六、布置作业：

1、《岳阳楼记》的第三四段具体表现迁客-人的览物之情。
请结合这两端内容分别以“悲”和“喜”为首字，写一组不
少于五言的对偶句。

2、收集春节联欢晚会的对联，了解我国各省的特色!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 1.了解剧情，了解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
生存状态的变 化。 2.了解现代戏剧艺术中常用的象征手法。

过程与方法 ： 1.熟悉剧情，领悟剧本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2.揣摩情节、语言，理解作品的象征意义，培养学生对戏剧
的品评鉴赏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了解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状况，
正确认识和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走出封闭，走出传统，



迈进现代社会的新生活。

【教学难点】领悟剧本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理解剧本的主题。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1.演读法 2.讨论法 3，延伸拓展法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目标：

分角色演读课文，整体感知。把握剧情;引读提高，把握老人
和男孩两个人物形象，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层探究，合作
研讨。领悟作品蕴含的象征意义，理解作品的主题;延伸拓展，
联系现实，关注身边孤独的人群。

一、导语设计

二、分角色朗读，整体感知，把握剧情

1.学生自荐朗读课文，一人读老人，一人读男孩。其余同学
点评。

提示：男孩的语言应读出纯真、活泼、稚嫩、可爱的情调来;
老人的语言应读得亲切一些，读出长者的风范，读出较强的
人生沧桑感和浓浓的乡土气息。

2.选一位同学概括剧情。

明确：在乡间一棵挂满红枣的老树下。一位老人遇到了一个
捡枣儿的男孩，这一老一少交谈起来，十分亲热。在谈话中，
老人回忆有关“枣。儿”的往事，流露出自己对儿子的思念;
男孩要把“枣儿”留给父亲吃，流露出自己对父亲的盼望。
他们满怀亲情，呼唤各自的亲人回归故乡，回到自己身边，



来吃这家乡的“枣儿”。

三、引读提高，理解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教师设计相关问题，引导学生揣摩剧情，把握人物形象。

多媒体显示： 关于老人

1.老人在与男孩的谈话中，回忆了哪些事情?如何认识老人的
心态?

2.老人对男孩的态度如何?

3.如何评价老人这个形象?

关于男孩

4.请谈谈你对剧中男孩这一形象的认识。

关于老人的儿子和男孩的父亲

5.你对剧中未出场的这两个人物怎么看? 这反映了怎样的社
会现实?

关于枣儿：

6.枣儿在剧中起什么作用?

7.关于枣儿的童谣在剧本首尾出现两次，这样写，有什么特
殊的表达效果? 学生分组讨论。小组长记录发言要点，并代
表小组全班交流，其余小组成员可补充，也可点评。

活动成果展示：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三

复习导入

检查读词语卡中的词语，有选择的听写词语。

我的发现

日积月累

自由朗读诗句，说说自己读懂意思的诗句，提出难以理解的
诗句，教师点评释疑。比一比，看谁背的多，背的快。

1、自读：看图，读文，说说从中了解的知识。

2、小组交流：介绍自己了解的五岳和五湖。

3、拓展知识：搜集或下载资料，遨游祖国的山山水水。

4、集体交流：图片附文交流，或者就图片自己口头介绍，或
者直接在多媒体教室打开网页介绍。

教学反思：

第二组

教学内容本组有四篇课文、词语盘点和语文园地三大版块。

本组4篇课文,四篇都是写人记事的课文，两篇精读和两篇略
读。是以“以诚待人”为专题编写的.除课文之外，还在“语
文园地”里安排了“日积月累”“趣味语文”等栏目.

教学目标1.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讨论解决;

2.初步了解描写人物外貌、动作和语言的方法。



3.本组课文是通过具体事例来讲诚信故事的，语文园地中

口语交际，要求运用一些真实的事例来交流怎样真诚地对待
每一个、每一件事，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强调学习的迁移，读
与说的结合。

4、另外，课文中的故事内容有一定的时代感，通过学习，提
高学生的认识，受到真诚待人、重诺守信、宽容理解良好品
质的教育。

教学重点：让学生潜心读书，走进文本，充分感知故事内容，
与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对话，并通过揣摩、品味作者对人物语
言、行动及外貌描写等词句，感受人物的思想品质，体会作
者的表达方式。

教学难点：运用一些真实的事例来交流怎样真诚地对待每一
个人、每一件事，

教学措施：按本单元教学搜集像片、课文图片、初步感知---
---课文具体解读-----读练综合运用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四

1. 认知目标：认识怒、燥、暮等8个生字，会写艳、内、梦
等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苏醒等19个
词语;结合语境理解词语;能用欣赏的语气朗读课文，背诵自
己喜欢的部分。2. 情感目标：读懂课文内容，激发学生观察
兴趣，初步培养学生留心周围事物，认真观察和思考的习惯。
3. 发展目标：学习运用多样的句式表达，培养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的有效方法。

学生读懂课文内容，了解花儿开放时间与温度、湿度、光照、
昆虫的活动时间有关。难点是学习作者用不同的句式表达同



一个意思。

1、教师演示文稿。2、学生课前观察的一天花儿开放时间的.
资料。

第一课时

1、 四人小组交流课前准备的资料，说说自己观察了哪些花，
它们在什么时间开放?比一比，看谁搜集的信息多。(可以得
到观察小能手的称号)(板书：花)2、 教师播放课件：欣赏一
些美丽的花。问：你知道这些花的名字吗?它们是在什么时间
开放的呢?(学生可以猜测。)有一位植物学家，他的做法真绝
妙呀!连老师心里都痒痒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请我们一
起走进文本。

(根据学生的兴趣读懂课文。)如：学生选择第一自然段。1、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这一段。2、谁想用朗读来表达自己的
喜爱之情?(请学生朗读)师：你读出了自己的感情，老师都被
你感动了。你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这一段呢?(说体会，谈感
想)3、 用课件出示两段话，学生朗读进行比较。(一段是原
文;一段是教师改编，描写花儿开放的句式单调、干巴。)为
什么你喜欢原文?(说理由)4、 师生合作朗读本段课文。5、
交流自己的收获。6、 带着自己的体验与感受再美美地朗读
这段课文。7、背诵喜欢部分，与同学交流。8、课件出示课
后第三题。小结：大自然实在奇妙，这些美丽的花儿为什么
不在一个时间开放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同学们，你们想去
探究一下吗?要知原因，下节课再见。

1、出示生字认读，观察生字，交流写字经验。2、书写生字。
(1)教师范写，学生学写。(2)学生自己写，师生评议。(3)学
生练写，反馈结果。

(1)课件出示练习题。(2)抄写19个词语。



(1)学生听写词语。(2)同桌相互检查。

1、为什么这些植物开花的时间不同?2、学生自由推测。三、
研读课文，探究解惑。1、默读课文第二段，画出表示植物开
花时间不同的原因的句子。2、讨论交流。3、课件出示相关
句子，学生朗读。4、用自己的话说说昙花的开花时间和温度、
湿度、光照等有什么关系。5、小组交流，说说其他植物开花
时间和温度、湿度、光照、昆虫活动的关系。7、 全班交流。
四、总结全文，拓展能力。1、朗读课文最后一段，体会植物
学家绝妙的做法。2、继续观察搜集各种花不同时间开放的资
料。然后把这些资料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给他人。(形式多
样：如编科学小报、做资料卡、写观察日记等)

13 花钟 湿度 花 温度 花钟 光照 不同 开放 昆虫活动时间
(一天内)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五

本文是一篇立论，文章通过“牛顿开猫洞”和“晏子使楚”
两则故事的分析论证，得出了“故事里有道理”的结论，阐
发了考虑问题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启
发我们从故事中、从书本中、从生活中悟出道理来。

文章脉络: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要求学生在书上做好批注）

第一部分（1），提出论题。本段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有统领
全篇的作用。

第二部分（2－21），论证“牛顿开猫洞”和“晏子使楚”两
个故事里的道理。

第一层（2－11），论证分论点之一“牛顿开猫洞的故事里面
有开猫洞应当从人出发还是从猫出发的道理”。



第二层（12－19），论证分论点之二“晏子使楚的故事里面
有门的开设应当以人为准还是以国为准的道理”。

第三层（20－21），推而广之，以门和桥为喻，宣传人本主
义思想。

第三部分（22），点明文章的中心论点：故事里面有道理。
（启发我们从故事中、从书本中、从生活中悟出道理来。）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六

根据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对本册的要求，结合教材特点和学
生的知识学情、智力层次确定本课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重点
如下：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围绕缺水文章
描述的七件事情，进一步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教学重点和难点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围绕缺水文章
描述的七件事情。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教学设计



本次高年级组的献课研究专题是“长文短教”，这篇文章不
仅篇幅很长，而且是一篇拓展阅读课文，重在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快速阅读和理解能力上。因此，在设计和教学时，我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读促悟。

首先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让学生以
完成填空的方式归纳，引导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掌握归纳文章
主要内容的方法和技巧。

然后，给学生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学生围绕这三个问题自读
自悟：

1、围绕缺水，课文具体讲述了哪几个事例？

2、缺水该给战士们带来了哪些困难？

3、面对这些难题，战士们想了哪些办法？

体现了战士们怎样的精神品质？

接着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充分地去阅读、研究、探讨，解
决这几个问题，教师巡视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完成之后进行
全班交流，七个事例学生找得非常准确，描述也比较完整精
练，准确地理解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同时通过找重点句
子，抓住关键词语，反复感情朗读体会，深刻感悟了战士们
高尚的品质。

在此基础上，我又给学生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面对何正会的遗体，大家为什么流眼泪？又为什么用热水
给他擦洗身子？

2、为什么把太阳花定为南沙的礁花？围绕这几个“为什么”，
引导孩子们再次快速阅读全文，抓住课文的重点段落、句子



和关键词语反复朗读感悟，然后和同桌认真交流讨论，并边
理解边做批注，同时教师给予适时指导，要求学生用文中的
重点词语句子来准确回答，谈自己的理解、感受，从而突破
了教学的难点。

最后，我让孩子们在读完这篇文章后重新用自己的理解，自
己的语言来给“英雄”下定义，或者说你心目中认为的英雄，
孩子们都认真地写了下来，有的孩子写得非常好，理解非常
准确深刻，重新定义了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含义，实现了
本课的教学目标。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七

一、导入新课：

谁来介绍一下格罗培斯，学生结合资料，教师补充。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看读得是否正确流利。

2、认读生字新词。

三、初读课文，理解内容：

1、指名读课文。

2、课文什么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深刻？

四、细读品味，感悟最佳途径。

1、格罗培斯之所以设计出最佳路径靠的是什么？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品读、思考。



3、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谈论。教师巡视指导。

4、全班交流学习。

（1）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从建筑学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点——
路径设计却让他大伤脑筋。已经修改了五十多次，没有一次
是让他满意的。这2句话中细读品味。

（2）因为老太太的做法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抓住：漫山遍野、
绵延上百里等词语体会格罗培斯受到的启发。

（3）引导学生体会“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摆在
第一位的做法。

五、拓展延伸

根据自己的感想创作名言。

六、作业：完成同步

板书设计：

27*最佳路径

作风严谨思维创新

以人为本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八

】

思妇闺怨，是中国传统诗词中历咏不衰的一个主题，而做得
最多的'又往往是须眉之士。他们或是以己度人描摹体恤女子
情怀;或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失意与惆怅。思妇入诗，最早



是从《诗经》中开始，《诗经·召南·殷其雷》中有“殷其
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感或惶?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而入词则有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暝色
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千年后，台湾诗人郑愁予作了一
首脍炙人口的短诗《错误》，今天我们就从内容、意象、结
构等几个方面来解读这首诗。

二、教师范背《错误》，听录音，学生朗读。

三、分析

1、内容分析

思考：通过阅读，这首诗主要写了些什么内容?

明确：描写的是痴情的女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一次次的希望又
一次次的失望乃至绝望的故事。

这个故事又是通过什么来表现的哪?这就是我们曾学过的意象。

2、意象分析

明确：(多媒体展示)

莲花(的开落)女子芳洁、封闭而又寂寞的心灵

东风(不来)

柳絮(不飞)

跫音(不响)

春帷(不揭)

小小的寂寞的城



小小的窗扉紧掩感情执着、专??

青石的街道向晚

3、结构分析

既然短短90多字就有如此多的意象，如果不精心安排，只是
随意的堆砌在一起，也不会有美的意境;也不会将女子执着专
一的感情封闭而又寂寞的心灵描摹得如此的酣畅淋漓。所以
我们来分析一下诗歌的结构，找一找诗歌的线索，试着将本
诗的各个镜头按照正常的顺序来拼接一下，看一看郑愁予的
时空转换艺术。

明确：本诗歌由纵横两条线索，是整个故事呈现环式结构。

横线——第一节两句是故事的结局，中间五句是对女子的漫
长等待的想象，最后两句是写实。

纵线——从大景(广阔的江南)到小景(小城、街道、帷幕、窗
扉和马蹄声)像从一条幽僻的小巷，从大的背景伸向寂寞的向
晚的青石街道。

全诗按照：“实—虚—实”的思路来倒装的。

4、“错误”分析

(1)我们先看一下“错误”产生的过程：(多媒体展示)

制造者：女子制造者“我”

失之交臂漫长等待

紧掩心扉、令有所盼可能是“归人”

无视“我”回眸难以停留，是“过客”



少妇眼中“我”是过客伤心、失望、绝望

美丽的邂逅情节“达达的马蹄”带来美丽的期盼

“美丽的错误”

(2)产生的原因：(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明确：因为“我”这“达达的马蹄”打开了“你”“小小的
寂寞的”心，打开了“你”“紧掩”的心扉，“你”一定误
以为“我”回家了，于是，一阵惊喜，一片欢心，然
而，“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一
点时，“你”也许更惆怅，更痛楚吧!“惊喜”是美丽的，但
却是虚无的。马蹄本身是美好的，它能带给那位女子以希望。
所以这个错误的美丽，是种痛苦的美丽。但这种错误毕竟能
给女子带来希望，总比什么也等不到要好，所以也可以说是
美丽的。

四、课堂小结

面对这样一位含蓄隽永、情深义重的女子，诗人抱愧和解释是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读完全诗，它表面看是由于一场误会而引起女子心中的波动
和失落。但实际上，这首诗在无形之中对千古吟唱的思妇主
题做了一个男人最隐衷而又最诚实的回答。为什么千年以来
女子“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从而“肠断白蘋
洲”?只因为她们所等待的男人在她们的生命流程中，多半
是“过客”，而不是“归人”。

五、比较性阅读(多媒体投影)

思考：下面都是“倚楼望归”的三首诗，郑诗与白、温、柳
都沿用了“倚楼望归”的主题和意象，但给人的感觉又是迥
异的，试着做以说明。



白居易《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最后借“月明人倚楼”一句兀现，令人怅然长叹，低回久之。

温庭筠《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蘋洲。

柳永《八声甘州》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
处，正恁凝愁。

明确：在女主人公的处理上：白、温、柳词中，女主人公都
以明确的倚楼姿态出现的，无论是“思”“恨”还是“肠
断”，都是直抒胸臆，敞开心扉，但《错误》中的女子，郑
愁予将其处理得十分的含蓄矜持，心理活动也十分的曲折微
妙，层次跌宕，从而为全诗平添了富于古典气息的哀婉和惆
怅。

六、课后作业

1、课外阅读推荐

?郑愁予诗选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88年版

?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2、根据白词、温词、柳词及郑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写一篇
《不朽的失眠》的抒情散文，不少于800字。



附板书：

错误

中国式的意象：

女子芳洁、封闭

而又寂寞的心灵

感情执着、专??

郑愁予

“错误”产生的过程：

女子“我”

编织着美丽的梦带来美丽的期盼

“美丽的错误“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九

(1)出示例句，默读感知比喻句。

(2)弄清本体和喻体：说说句子中间用什么来比喻葛洲坝。

(3)讨论：揭示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

“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与葛洲坝有什么相似之处?”(答案：
形状相似，远远望去，两者皆呈现出带状。)

“无数的珍珠和宝石与葛洲坝又有什么联系?”(答案：葛洲
坝上灯的海洋与无数的珍珠宝石同样灿烂、晶莹、光彩夺目。



)

(4)了解外部特征，找比喻词。

作者用哪个词把相似关系表达出来的?(答案：真好像)我们还
学过哪些这样的词语?指名说。(答案：好似、像、仿佛、
像……一样等。)

(5)读读划划，评会作者的感情。

(轻声读句子，用“。。”圈出你喜爱的优美词语，并说说自
己的感受。

作者用这美好的事物来比喻葛洲坝，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自由朗读，要求：边读边想象，评会情感。

(6)教师引导学生：

比喻句中用来比的和被比的两种事物应注意些什么?

(7)巩固训练：在文中找其它比喻句，尝试分析。

(课文中原句略。)

(8)拓展训练：

(出示小黑板)

a、春天的农田好
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热闹的大街好
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

启发谈话

我们在校园里生活了三年，对环境应该很熟悉了，你能说说
吗?你最喜欢哪个地方，比如校园的花坛，有哪些花草等，你
经常在那里做些什么?(鼓励学生自由说，放开说，教师做适
当补充指点)

小结：有的同学平时能够留心观察，说了自己的所见所想，
讲的很具体，而有的同学疏于观察，我们要做善于观察的人。

实地观察

现在给大家30分钟时间，去校园里做一次观察，把观察到的
景物记录下来。可以选一处景物来写，具体写出你的感受来，
或者你想到了曾经在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也
可以写下来。注意要仔细观察。

交流观察所得

指名说说你已经观察到什么，准备怎么写，让学生在相互交
流中得到启发。教师结合学生的交流进行点评。

学生完成习作

同桌互相交流，评改

改通顺，指出错别字及其病句、标点错误等;评优点，划出你
认为的好词好句或者精彩语段;提建议，提出哪些内容需要具
体或补充，哪些可简单或删除等等。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一

中高年级对特定句型的掌握，认识其规律成为知识组块，尤
为重要。长期这样训练能形成语言的整体，为理解段与打好
基础。本例训练就是通过充分有序地展开训练过程，揭示比
喻句中喻体和本体的相似及了解外部特征，训练层层推进，
能使学生准确而迅速地抓住其构句规律，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果。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二

1.认识掌握本课6个生字，正确书写8个汉字，借助字典或者
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中的生字新词，自主积累。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感悟“崭新的怀疑精神”对学习与生活的
意义。培养学生坚持真理的精神。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三

1、会认、会写5个一类生字，会认2个二类生字，能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想
象力。

2、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悟诗歌大意，学习通过
换词理解字词的方法。

3、通过学习诗歌，培养学生对夏天的喜爱之情。让学生体会
到暑假生活的愉快。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四

教学要求：



思想品德要求：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认识长城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的伟大奇迹，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知识要求：学习生字、新词;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
固;学习作者观察事物的方法。

能力要求：在学习中展开联想;体会作者的联想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重点难点：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的联想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方法;一边朗读一边
想像当时的劳动场面，理解作者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教具准备：中国地图，长城的图片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 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2、 请几位同学说说长城是什么样的。(可以用书上的词语)

3、 出示中国地图，找出长城的东西端各在什么地方?长城经
过哪些地方?

二、 介绍长城

三、 仔细看图，从图上你了解到了什么?

四、 自学生字，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记住生字的

五、 学习第一、自然段。



1、 读第一段，你从这段中知道了什么?

2、老师肯定学生发言。这段是作者从远处看长城，是从整体
上看长城像一条长龙，突出了长城的长，请同学一块读读这
段。

第二课时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1、我们随着作者一起去登长城，站在雄伟的长城上看看长城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一位同学做导游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读
读这段课文。听的同学从文中找一个词来概括长城给你的印
象。

2、大家说得真好!下面我们边看图边读课文，看看从哪些地
方能体会到长城的高大坚固。

小结：本段具体地给我们介绍了长城的结构，从长城的建筑
材料，城顶的样子，城墙的外沿的垛子，射口的构造和作用，
城台的样子和作用等方面做了具体说明。同学们在学习过程
中如同实实在在看到了长城，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站在这
样的长城上，作者想到很大，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第三自然段。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

学生自己读课文，标出这段有几句话?每句说什么?学生讨论
后发言。

三、全班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你对“伟大的奇迹”如何理解?

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补充相关内容，加深对“伟大奇迹”
的理解。



四、出示相关图片，把感情融入课文朗读。

五、喜欢哪一段课文?尝试背诵。

语文树之歌课教案篇十五

这是根据教研组研究专题设计和教学的一堂课，长长的一篇
课文，丰富的课文内容和思想内涵，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
这是一次挑战。但课堂效果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是值得尝试的，
课堂上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体现了
教师是引导他们学习的领路人。这种教学方式，最重要的是
给足时间，让学生充分地阅读课文，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
引领他们理解、分析课文。最后一个教学环节，应该是本堂
课的一个亮点，学生是在充分理解课文内容，把握文章的思
想内涵，深刻感悟战士们的高尚品质之后，才可能用那么精
彩的语言给“英雄”下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