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片段训练教学设计(实用8篇)
运动会宣传语应该突出活动的特点和亮点，吸引更多的人参
加！包含关键词，提升搜索排名。运动会宣传语参考一：勇
往直前，超越自我，我们共同创造校园的辉煌。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一

活动目的：

1、培养我们课外学习语文的兴趣，养成随时积累语言素材的
习惯。

2、撰写广告词，帮助大家树立“学以致用”的学习观。

3、在活动中培养同学们的集体合作意识及竞争意识。

教学过程:

一、欣赏精彩广告

1、非典公益广告

2、如果有一天他成了光头。

二、概括广告特点

公益广告的.语言特点：

1、深刻揭示本质，透彻剖析事理;

2、高度艺术浓缩，巧妙含蓄比喻;

3、适度的夸张，精辟的警策。



一般通过以下方面表现：

（1）、巧用修辞

（2）、巧用成语或俗语

（3）、以情动人

三、实战演练——拟广告词

1、拟一则关于生命意义的广告。

2、拟一则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广告。

3、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我国
矿产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
更为严重的是，相当部分的矿产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环保
手段落后。请拟一则保护环境的广告。

教学反思：

本堂课基本能够体现网络课的基本特点，但在教学网页设计
时，可用bbs设计出专门的讨论发言区，如在最后一个环
节“拟广告词”的过程当中，可分别设立三个讨论发言区，
这样，学生既可以小组为单位在自己的讨论发言区内发表广
告词，也可浏览其他小组的广告词，并发表评论，扩大交流
面。在教学设计的过程当中可与电教老师多交流，进一步完
善网页的设计。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二

1.阅读《春》、《济南的冬天》、《夏》中的三段文字，观
察用黑体字标识的词语，思考这类词使用的好处，将你思考
的结果写在文后的横线上。



a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
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
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
雨里静默着。

b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冰上；
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
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
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
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
影。

c夏天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
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
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
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
出旺盛的活力。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而
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冲刺。

2.上述三段文字使用了什么描写方法？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分别表述。

二.写作实践

请同学们也运用修辞手法描写一段景物，行文中尽可能也用上
“看”或者“你看”这类词语，所写对象可以是春夏秋冬，
也可以是日月星辰，内容不限，将你的练笔写在下面横线上。

三.阅读教师下水作文《心的绽放》，注意划线句子，并作相
应的积累。



心的绽放

秋来了，凄凄秋风，潇潇秋雨也跟着来了。虽然我知道，秋
风、秋雨已将天地滋染的冷落凄凉，但我还是愿意，愿意让
自己寞然中开放。

滴答滴答的雨声，唱着宁静而安然的歌，似从遥远的天际，
又似从幽幽峡谷中传来，纯净着动听，安恬着沉醉。屋檐下
的雨滴迅疾一些，从聚水的管子倾泻而下，仿佛在倾诉、发
泄着什么，狠狠地砸在水泥地上，发出震耳的响声。这迅猛
急促的雨声像极了威风阵阵的鼓，心中所有的惆怅、寥然都
会在这响亮的声音中淹没，再寻它不着。装着满腹愁情的心
啊，就像惊醒了一样，顿然过后，宁静平和。

雨后的一草一木，青翠欲滴，干净、清亮，直逼你的眼。看
吧，秋意未深，草儿还是一眼的绿光，草尖上挂着水珠，晶
莹剔透，闪闪发光，眨巴眨巴眼睛，撇一撇嘴唇，如同淘气
的小丫。柳树的枝条随意伸展，宛若曼妙的舞女衣袂翩翩。
柳叶儿上轻染的雨滴澄澈清亮，仿佛少女莹然的泪珠从脸颊
滑落，楚楚动人。虽然不久就要凋零，却依然跳动着最美最
亮的容颜，韵味十足。

鸟儿们闷坏了，瞅着空隙舒展舒展筋骨，抖擞抖擞精神，亮
一亮引以为傲的嗓音。你听，雨住的时候，总能听见它们在
树枝，在屋檐呕哑嘲哳，呼朋引伴，乐此不疲。天上还有雨
星，打在脸上凉凉的，秋雨的寒意在风中瑟缩，可鸟儿们似
乎毫不在意，伸开臂膀，飞的飞，唱的唱，演奏着昂扬向上
的乐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歌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那么，亲爱的朋友，你会惧怕寂寥的秋意吗？你会不安无边
的落寞吗？你会裹挟茫然的惆怅吗？你会坦然切实的遗憾吗？
那么，请问问这风雨中的生灵吧！也许，从它们身上，我们
会找到心儿安歇的家，会找到稳然跌落的从容。



朋友，你信吗？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细致观察景物的能力。

2、让学生掌握定点观察和移步换景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

明确立足点，明确景物的方位和写景的顺序。

教学难点：

明确中心，突出景物的特点，写出自己的感受，作到有景有
情。

课时按排：

一课时

教学方法：

创设情景启发引导合作讨论细致表达。

课前准备：

演示文稿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谈话导入：



1、同学们，又是一年春始时，不知不觉中，我们又步入了春
了怀抱中。北方的春脚步虽然迟缓一点，但却怎么也阻挡不
了春的消息，想必细心的同学们一定早就捕捉到了星星点点
的春的影子了。

2、看得出同学已是迫不及待地想汇报自己眼睛里的春的气息
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学生自由汇报。教师和其他作出及时的评价与反馈。

4、过渡：自己的心中既然承载了这么多的美好，我们是不是
要把它们表达出来呢，那么就让我们大胆地来“我手写我心。
”

二、巧设案例，抛砖引玉：

1、老师和同学们一样，看到美好的事物，总会心存感动，然
后想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写成文章。下面老师就展示一下自
己的成果，请同学们大胆踊跃的鼓励或者提出建议。

2、屏幕出示例文，引导学生集体评议，从而能够感悟优点，
并指出缺点，由此复习已知的习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3、老师和学生集体反馈，并再次明确写景文章的注意事项：
如，书写不够工整；表达缺乏条理性；不够生动具体，以及
标点使用不当等，从而提请学生注意加强对文章的反复修改。

板书：颜色形态

气味声音

大小……

7、讨论：在抓住景物特点之后，最犯愁的是什么？



8、怎样能使自己的表达力求生动、形象、具体呢？我们一定
要不遗余力地去使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这样才能把所
描绘的事物写得灵动、鲜活。

9、通过以上分析与总结，巧妙地引出本次习作要求：

（1、）写景要按方位顺序，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由里到外，由外到里，或由中间到四周等等有次
序地描写，要主次分明，详略得当。（移步换景）

（2、）可以按景物的类别来写，如山、水、花、鸟；瀑、石、
峰、洞；亭、台、楼阁等。要写出景物的光、色、味；既要
写它的静态，也要写它的动态，还可以写出它的环境气氛。
（引导从学过的古诗中感悟）

（3、）要仔细观察，抓住在不同季节里景物的不同特点进行
描写，发挥想象要适度，不要硬编乱造，凭自己的空想来写。

（4、）写景中也可以具体地写些人和事，若让人、景、事三
者交融一体来写，可以使作文更为感人。

（5、）写景物时不要忘掉自己与景物之间的关系，要有意识
地把自己的感情、感受写进去，这样使人读了会产生一种身
临其境之感。

（6、）适当地、正确地引用前人描写景物的诗词歌赋，也可
以为作文增色。这就需要你平时多加阅读和积累，别等用时
再去找。

三、佳作赏析，积累运用

1、放录像看，听范文，要求：边听边摘记一两句你认为描写
得生动形象的语、句。



2、讨论范文：你认为文章哪处写得好？为什么好？

3、总结：从以上分析，你受到什么启示，要想把文章写生动、
具体，可采用什么方法？

四、欣赏美景，笔下生辉

1、放录像，学生欣赏春天无限的美与生机。

2、构思动笔写作。

3、师巡视指导。

4、讨论、分析、点评。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四

寻找诗意的密码――《三顾茅庐》写景片段解读及教学设计

口徐洪权

【重点段解读】

他们来到隆中，只见那里的山冈蜿蜒起伏，好像一条等待时
机腾飞的卧龙。冈前几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
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景色秀丽宜人。

这是苏教版四年级下册第8课《三顾茅庐》第3自然段中的文
字。课后练习第5题作出了这样的要求：认真读读课文里描写
隆中“景色秀丽宜人”的有关语句，用“来到……，只
见……”的句式写一处景色。由编者意图可见，引领学生品
味写景文字并学会仿写是教学本课的核心目标之。

写景文字只有区区两句，但意蕴丰富，耐人寻味，独特的表
述洋溢着盎然的诗意，可谓简约而不简单。



从内容看：

所写景物只有四种：“山冈”“松林”“溪流…‘竹林”，
但有山有水，可以引发我们无穷联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同时还
有松有竹，岁寒三友占其二。这些景物无不积淀着深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为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代表的出场营造出超凡脱
俗的氛围。

描写景物的词语只有8个：“那里”“蜿蜒起伏”“几
片”“疏疏朗朗”“潺潺”“清澈见底”“茂密”“青翠欲
滴”。但它们却从方位、形状、数量、疏密、声音、透明度、
颜色等方面对景物的特点分别予以介绍，和而不同。

山冈蜿蜒起伏。好像一条等待时机腾飞的卧龙。这句耐人寻
味的妙喻又将景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形式看：

这段写景文字先介绍景物的主体山冈，然后再介绍局部的松
林、溪流、竹林。在描写这四种景物特点时，采用“什么的
景物怎么样”的句式，整齐优美，朗朗上口，形式和内容和
谐统一。

【教学设计】

一、亲近美景感悟意蕴

1.师。同学们，《三顾茅庐》这篇课文详写了刘备第三次前
往隆中邀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刚才我们通过品读语言文字
充分感受到了刘备的诚心诚意和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本文的
人物描写让我们领略了名著的魅力。我们再来读读第3自然段
的景物描写，发现它虽然只有区区64个字，却很值得我们反
复品味。



2.师：请同学们思考作者描写了哪几样景物？它们让你产生
了怎样的联想？（生答，师板书山水松竹）

3.师小结：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古人还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和水的背
后分明隐藏着个人，这人是仁者和智者的化身。这里有松有
竹，岁寒三友占其二，仿佛又暗示了这位世外高人品性的高
洁。请同学们美美地读一读。

二、破解密码积累内化

1.师：这些景物有什么特点呢？文中的这些词语又是从哪些
角度来写景物的呢？

4.师：最后一句“景色秀丽宜人”也不简单，你知道老师为
什么这样说吗？

5.师：如果老师把这些景物和描写它们的词语去掉，你还能
把它们回忆出来吗？

三、链接生活仿写迁移

1.师：这样的句式不仅可以描写隆中的美景，也可以描写其
他地方的景物，比如山冈、湖泊、田野、小溪……拿起笔来
吧，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2阅读交流学生的仿写片段。从有没有选取代表性景物、有没
有抓住不同的特点、用词美不美等方面评析。

附学生作品：我们来到了玄武湖公园，只见那里的湖面波光
粼粼，好像一面硕大无朋的铜镜。湖上几只游船你追我赶，
两岸的柳枝随风摇曳，兴奋的游客指指点点，让人流连忘返。

（江苏省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210044）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五

了解习作内容

在口语交际的基础上，围绕自己游览过或了解到的一处自然
景观，写一篇习作，四年级上册作文教案。可以写著名的旅
游景点，也可以写身边的景物。写之前要想想主要突出哪一
点奇特之处，大体按怎样的顺序写。希望通过你的习作，读
者能够想象出画面，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

明白习作目标

1.与同学们交流自己所了解的景观，讲清楚其奇特之处的形
成。

2.抓住自然景观或旅游景点的奇特之处，按一定顺序介绍、
描写。

3.学习在写景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情感。

把握教学流程

一、谈话揭示课题

二、学生汇报交流

回报时抓住一处景观的奇特之处，介绍时按一定顺序。

三、品读优秀例文

精彩的习作为学生的写作提供了范例。品读习作学生容易接
受，既避免了枯燥的讲解习作方法，又使他们将阅读中学到
的写作知识向习作自然迁移。



例文1：黄山日出

黄山日出，被称为美景奇观。为了目睹这一美景，暑假里，
我随妈妈来到黄山。(开篇点题)

晚上，我们住在北海宾馆。爬山观景的劳累，使我很快进入
了梦乡。迷糊中，只听见有人喊：“快，起来看日出!”我一
骨碌爬起来，揉着蒙眬的睡眼，跟着大人往外走。一阵山风
吹来，好凉哪!我清醒了许多，看看天上还泛着星光，一路上
树影婆娑，怪神秘的。我来到清凉台，这是一个观日出的好
地方，此时已有不少人等候在这里了。凭着人小，我七挤八
拐，找了个好位子，等待着。(清晨，找了个好位子，等待日
出。)

过了一会儿，东方显出了鱼肚白，人群开始骚动。一会儿，
鱼肚白渐渐地转成粉红色，东方的天际出现了橙色的彩霞。
忽然，天边出现了一道发亮的光，是那样耀眼，不知谁说了
声：“快了，快了。”(日出前，人群的情绪与天空的变
化。)

不知是冷，还是激动，我只觉得心里发紧，牙齿打颤。我看
看四周，大人们开始忙碌起来，有照相机的准备按快门，等
待着拍下那瑰丽的景象;没有照相机的翘首以待，大家似乎停
止了呼吸。不知过了多久，太阳像一个小红球，突然从云海
间跳出来，开始是半个，渐渐变成一个大红球。大地妈妈好
像不愿让太阳离开怀抱似的，太阳只好一点一点地向上
挪。(太阳的上升情形。)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太阳终于挣脱了大地妈妈的怀抱，跃上
天际。啊，多么壮观，多么美丽!顷刻，浩瀚的云海被阳光一
照，色彩斑斓;远近的山峰在云海的淹没下，只露出小小的山
尖，就像大海中的小珊瑚礁……人们感慨万千，赞叹这人间
的美景。(云海、山峰在阳光下的变化。)



我也被这壮观的场面激动了。啊!日出，表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让人充满希望，充满光明!啊，太阳，你给万物带来生机，给
人们送来温暖!我愿小朋友如这日出，朝气蓬勃，茁壮成长;
我祖国如这旭日东升，蒸蒸日上!(抒发感想，作文指导《四
年级上册作文教案》。)(申屠越)

师生点评习作

日出，是黄山的一大奇观。小作者为了展现黄山日出的壮观
景象，巧妙安排了三个特下镜头：第一，清晨，清凉的山挤
满了人群，小作者怀着急切的心情，凭着人小，“七挤八拐，
找了个好位子”;第二，日出前的神奇景象和游人的举止;第
三，日出时的情态变化。这样自然景观与观景场面交相辉映，
相得益彰。

例文2：我爱家乡的湖

我喜欢水。我爱欢快活泼的小溪，我爱深沉浩瀚的大海，我
爱汹涌澎湃的黄河，我爱奔腾不息的长江。但是，我更爱家
乡那美丽、温柔的湖哟。(运用排比引出主题：更爱家乡的湖。
)

这湖是静的，犹如明镜一般，清晰地映出绿的树、红的花、
蓝的天和白的云。这湖是软的，微风习习，波纹条条，像一
条迎风而起的龙，伴着跳跃的阳光，伴着我的心在追逐、在
嬉戏。(把湖比成明镜，形象贴切。从静、软、活三个方面介
绍湖。)

我想：湖中一定有个水晶宫，那是个金色的家园，不然它为
什么整天那么快活?水晶宫中一定有一块巨大的翡翠，不然湖
水怎么会那样绿?(联想自然。)

静的湖可爱，雨中的湖更是可爱。(巧妙过渡，承上启下。)



细丝般的春雨轻轻地飘下来，不停地织，织出这绿色
的'“锦”，“锦”上漾起无穷无尽的圆环，像姑娘绣出的团
团新生的莲叶……春雨来到的时候，湖面上最热闹。你看，
天空中一道亮光，那是开幕式的礼花上了天。听，“轰隆卤
礼炮响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雨一落，联欢会开始了，
你看见那湖面上朵朵竞相开放的雨花了吗?那是正在翩翩起舞
的金鱼姑娘头上的簪花，你想知道节目是否精彩吗?那哗哗
的“雷鸣般的掌声”会告诉你……(巧用比喻、拟人，突出了
湖的美丽，静中见动。)(吴名)

师生点评习作

小作者以一种清新、优美的笔调，写出了自己眼中的湖——
湖是静的、软的、活的，从这三个方面写出了湖的美丽与温
柔的特点。习作层次分明，结构简洁明了。在文中比喻、拟
人等修辞方法运用得贴切、自然，读来生动优美呢。

例文3：庐山行

如诗如画的庐山美景我仰慕已久。暑假，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和妈妈一起到了人间仙境——庐山。

这一天，我们乘车先到了五老峰，虽然是夏天，但这里很凉
爽，怪不得人们常说庐山是避暑胜地。远远望去，五老峰就
像五个老人并坐在一起，有的像在低头沉思，有的好似在互
相交谈……登上五老峰，只见苍松、翠柏、杨柳、竹子……
绿绿的自然美。最引注人的是一块块山石，这里的山石虽说
不及黄山怪石的名气，但有独特的美。有的像老人，有的像
小孩，有的像雄鹰展翅，有的像老龟负石，还有的像猴子捞
月……更有趣的是有一些山石，正看像野兽，侧看像人，真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庐山的雾可称得上是奇观了。当雾起时，人在雾存，人走雾
停，真好像在仙境中一样，人好像置身于一本巨大的童话书



里。

中午，我们来到了庐山有名的“黄龙瀑布”，沿着小径向上
走，还没看见瀑布，就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好像层层叠叠的
海水，巨浪涌上海滩时的声音，又像风涛吹过绿色的树林。
我们走上台阶，不一会儿就到了观瀑亭。在观瀑亭看瀑布，
瀑布就像青翠欲滴的青山中舞动的一条银蛇，从山上飞泻下
来冲击在下面的绿潭上，击起了无数银花。难怪诗仙李白吟
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九天之
水”的壮观，我终于看到了。

啊，再见了，美丽的庐山!(许永坤)

师生点评习作

小作者巧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恰当引用诗句，生动形
象地再写了庐山的五老峰、云雾和黄龙瀑布的不同风姿，那
山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那瀑布雄伟壮观。

例文4：素材小仓库

芳香扑鼻火树银花拔地而起雪松翠竹湖柳绕堤绿草如茵百花
争艳

山清水秀山高树茂怪石林立万山丛中千山一碧山水环绕粗枝
大叶

落叶缤纷层林尽染田园风光浮光跃金小巷纵横风光如画灿若
云锦

山色青青，虽然没有挺拔的气势，但却绵延起伏。那一簇簇
的小草顶破了地面，悄悄地探出了嫩绿的脑袋，神气地立在
地面。近处的桃花，有的迎风初开，有的含苞待放，更多的
是白毛茸茸的微吐红点的小苞。远处雪白雪白的梨花挂满枝



头。微风拂过，宛如身着白衣的玉女翩翩起舞。山上的野花
繁多，千姿百态，远远望去犹如片片彩云。池子里，无数只
小蝌蚪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洞口有一股清泉，许多人在那里挑水，桶儿叮叮口当口当，
一股清泉，扁担吱悠吱悠像一支快乐的乡间小曲。挑水的人
排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为了喝这香甜可口的泉水，我
也排队跟着人们，终于轮到我了，我用手捧了一捧泉水，一
喝，啊!真甜。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六

案例描述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动物吗？

生：喜欢。

师：你喜欢什么动物？

生：我喜欢蓝孔雀。

生：我喜欢鸭嘴兽。

生：我喜欢熊猫。

师：你们愿意以各种动物的身份介绍他们的某一特点，或者
以他们的口吻说说他们的心里话。

学生稍做准备

生：我是一只东北虎，我的皮毛的颜色虽然没有东南虎的皮
毛颜色鲜艳、漂亮，但是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虎皮可以制成
高级的皮裘大衣，虎骨可以入药入酒，治疗风湿等疾病。我



们能为人类作贡献，我们心里可自豪了。

生：我是一只大熊猫，在竹子开花，我们面临灭亡的威胁时，
人类——我们动物的朋友为我们捐钱，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是我们转危为安。我代表大熊猫家族中心的感谢人类。

生：我是一只东北虎，我的家族成员已经少的可怜，我郑重
的向人类发出警告：请保护我们，否则在地球上，你们见到
的将是东北虎的标本。

教学环节分析：

这一教学环节是我在执教语文《鲸》一课在结尾出的设计。
这一环节的设计目的是把思想教育同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起
来，创设一个换位表演的情景激发学生热爱、关心动物的情
感。这一环节有这样几点成功之处：

1、换位表演，激发兴趣，渗透思想教育。

学生的年龄是十一、二岁，正是喜欢模仿的年龄，而且他们
喜欢各种动物。老师设计这一环节，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动物
的了解，用这种方式，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表演
欲望。拉进了人与动物的距离，使学生更加热爱动物。

2、内化语言，培养口语表达能力。

学生课下搜集各种动物的资料，他们要以各种动物的身份表
现出来，就要认真的阅读，积累语言。在课堂上，换位表演，
是学生把积累的语言内化为自己语言的过程。再有学生在课
堂上还可以互相借鉴，激发灵感，有利于取长补短，学习语
言。

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学生的表现力较差。

这一不足，一方面原因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比较保
守，在培养学生的表现力上比较欠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学
生的.年龄越开越大，有些不好意思，放不开手脚。

2、学生的语言较贫乏。

学生平时看书较少，语言积累量不够，心中有这种感情，却
不知如何表达。分析原因，一时家庭文化氛围不好，再有教
师在平时教学中虽有意识要求学生积累语言，但是检查件都
的力量不够。多数学生积累了语言，而实际运用语言的机会
较少，不能使知识很好的迁移，形成运用语言的能力。

针对教学中出现的不足，我决定在今后的教学中，尤其是课
堂教学中，尽可能的给学生创设表现自己的情景，积累运用
语言的训练，并做到课内、外结合，把课上学到的知识、方
法通过课本剧表演、讲故事、沿江等形式训练培养学生的能
力。我觉得积累名人名言、格言、言语、歇后语等丰富学生
的语言，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尝试着运用，帮助理解文章内容，
也是一种丰富语言的好方法。

以上是我对这一节课的反思，有成功也有不足。哪里有不足，
哪里就是起点，今天的不足就是明天的成功之处。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目标：

1.比较《春》、《济南的冬天》、《夏》中的片段，找出共
同点：运用修辞、行文中亲和力强的祈使词语。

2.将这两种方法运用到景物片段描写中，且要突出景物的特
征。



教学流程：

一、导学引领

同学们，第四单元的写景散文以其优美隽永的笔触。细腻生
动的感悟，为我们呈现了色彩斑斓的四季景色。朱自清、老
舍、梁衡笔下的春冬夏是那样的独具特色，令人流连，他们
究竟用了怎样的描写方法，让他们的妙笔如此生花？这节课
我们就来寻找他们写字行文的妙方，并且把他们的妙方用到
我们的作文中去。

二、合作探究

1.阅读《春》、《济南的冬天》、《夏》中的三段文字，观
察红字部分的词语，思考这类词使用的好处。

a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
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
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
雨里静默着。

b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
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
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
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
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
影。

c夏天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
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
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



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
出旺盛的活力。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而
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冲刺。

明确：“看”、“看吧”、“你看”这类词语呼之欲出，作
者与读者似在面对面交流，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增添了文
章的亲和力和亲切感。

2.上述三段文字都使用了什么描写方法？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明确：这三段文字都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来描写景
物，a段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春雨，将春雨比作牛毛、
花针、细丝，突出了春雨的细密、闪亮、绵长的特点；b段运
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突出了济南冬天的水清澈透亮
又富含柔情的特点；c段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突出
了夏季热烈蓬勃急促的特点。这些写景，无一例外都包含着
作者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三、写作实践

请同学们也运用修辞手法描写一段景物，行文中尽可能也用上
“看”或者“你看”这类词语，所写对象可以是春夏秋冬，
也可以是日月星辰，内容不限。

四、展示评价

五、教师朗读下水文：《心的绽放》

心的绽放

秋来了，凄凄秋风，潇潇秋雨也跟着来了。虽然我知道，秋
风、秋雨已将天地滋染的冷落凄凉，但我还是愿意，愿意让
自己寞然中开放。



滴答滴答的雨声，唱着宁静而安然的歌，似从遥远的天际，
又似从幽幽峡谷中传来，纯净着动听，安恬着沉醉。屋檐下
的雨滴迅疾一些，从聚水的管子倾泻而下，仿佛在倾诉、发
泄着什么，狠狠地砸在水泥地上，发出震耳的响声。这迅猛
急促的雨声像极了威风阵阵的鼓，心中所有的惆怅、寥然都
会在这响亮的声音中淹没，再寻它不着。装着满腹愁情的心
啊，就像惊醒了一样，顿然过后，宁静平和。

雨后的'一草一木，青翠欲滴，干净、清亮，直逼你的眼。看
吧，秋意未深，草儿还是一眼的绿光，草尖上挂着水珠，晶
莹剔透，闪闪发光，眨巴眨巴眼睛，撇一撇嘴唇，如同淘气
的小丫。柳树的枝条随意伸展，宛若曼妙的舞女衣袂翩翩。
柳叶儿上轻染的雨滴澄澈清亮，仿佛少女莹然的泪珠从脸颊
滑落，楚楚动人。虽然不久就要凋零，却依然跳动着最美最
亮的容颜，韵味十足。

鸟儿们闷坏了，瞅着空隙舒展舒展筋骨，抖擞抖擞精神，亮
一亮引以为傲的嗓音。雨住的时候，总能听见它们在树枝，
在屋檐呕哑嘲哳，呼朋引伴，乐此不疲。天上还有雨星，打
在脸上凉凉的，秋雨的寒意在风中瑟缩，可鸟儿们似乎毫不
在意，伸开臂膀，飞的飞，唱的唱，演奏着昂扬向上的乐曲，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歌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那么，你会惧怕寂寥的秋意吗？你会不安无边的落寞吗？你
会裹挟茫然的惆怅吗？你会坦然切实的遗憾吗？那么，请问
问这风雨中的生灵吧！也许，从它们身上，我们会找到心儿
安歇的家，会找到稳然跌落的从容。

片段训练教学设计篇八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片段教学设计教案教学设计(人
教版高一必修一)

秦甜



教学目标：

了解梁启超先生的生平经历，理解并学习梁启超先生的真性
情与爱国情感

教学重难点：

深刻剖析《箜篌引》的内在意义，品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
格品质

教学方法：讲授法、朗读法、讨论法

课时：一课时

教学步骤：

学生明确：梁启超。

今天我们就随着作者梁实秋来认识下梁启超这位学者。（请
大家翻到课本36页。课前已经让大家预习过课文，现在再给
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再次浏览一下课文，想想文章讲
了什么呢！）

二、看标题、明对象（3’）

生：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很好！那我们一起来找一找标题中的关键词，大家认为有哪
些呢？

生：记、梁任公、演讲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梁启超先生到底讲了哪些韵文，
又表现了怎样的情感，能让作者梁实秋先生这么多年仍然记
忆犹新呢？请同学们快速浏览文章的5-8段，找出梁启超先生



讲了哪些韵文。

三、读引文、悟情感（14’）

朗诵、解释《箜篌引》--为理想、为信念的执着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质疑

结局对理想、信念的执着（板书）

追思

秦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