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统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人文主题为“山水之美”，选编四篇课文、五首唐诗，《三峡》《与

朱元思书》是单篇成课，短文两篇（《答谢中书书》和《记承天寺夜游》）是多篇成课，体裁上分属于文言

文的日记、书信、散文。五首唐诗均属于近体诗中的律诗。 

本单元写作主题是“学习描写景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四篇课文，模仿作者的观察方法和写作手法，

从而进行自主创作。在观察方法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三峡》《答谢中书书》，梳理景物的选取、观察

的角度与特点的聚焦，模仿多方面观察景物的方式。在写作手法上，学生可以从修辞、视角、感官、形态、

骈散结合、对偶韵语等角度赏析诗文独特的言语形式。在情景关系上，通过学习《记承天寺夜游》，了解知

人论世的方法，体会融情入景的手法。最后，学生能学以致用，写出自己游历山水的经验，传达抒发自己

独特的审美与情思。 

【单元知识建构】 

 



 

【课标导向】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第四学段（7—9 年级）的课程目标，在“阅读与鉴赏”中要

求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基本的词汇、语法知识，用以帮助理解课文中的语言难点”，“诵读古代诗词，阅读

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在课程内容中，本单元为文言文单元，在语言的形式上契合“基础型学习任务群”中的“语言文字积

累与梳理”，在表达的内容上契合“发展型学习任务群”中“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的要求。“语言文字积

累与梳理”第四学段（7—9 年级）旨在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情境中，发现、感受和表现语言文字的

魅力”，并“欣赏优秀作品的语言表达技巧”;同时，“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第四学段（7—9 年级）旨在引

导学生通过阅读古诗文名篇，“体会作者通过语言和形象构建的艺术世界，借鉴其中的写作手法，表达自己

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抒发自己的情感”。 

在第四学段（7—9 年级）的“学业质量描述”中要求学生“能根据语境，借助工具书，认清字形、读

准字音、正确理解汉字的意思”，“能从多角度揣摩、品味经典作品中的重要词句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通

过圈点、批注等多种方法呈现对作品中语言、形象、情感、主题的理解”，并“分析作品表现手法的作用”。 

综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都要求在学习优秀的文言作品时，应关注文言梳理、写作手法

两个方面的内容。 

【学情分析】 

据平时观察了解、统计分析，初上八年级的学生学习能力的基本状况如下： 

1.文言学习：绝大部分学生可以准确地通读全文，三分之二的学生有一定的文言文语感，能结合注释

对本文内容进行翻译，但在存在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文言现象的地方，翻译不太顺畅。但对特殊文言现

象缺乏敏锐的感知，在分析文言作品的写作手法上存在较大困难。 

2.写作手法：大部分学生在写作手法的分析上，仅能从整体把握，无法从修辞、视角、感观等方面细

致琢磨。 

【单元学习目标】 

一、语言目标（对接核心素养之“语文运用”） 

1.通读课文，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梳理单元诗文中的景物，读准、理解并积累独特的文言表达： 

2.分析观察方法、景物特点及写法，从修辞、视角、感官、形态等方面品析表达效果。 

二、思维目标（对接核心素养之“思维能力”） 

1.分析比较单元诗文选景的不同，梳理景物特点，培养对比思维和归纳思维。 

2.从修辞、视角、感官、形态、骈散结合、对偶韵语等方面分类归纳景物观察方法与写作技巧，培养



 

归纳思维和想象能力。 

3.借助资料，了解作者的生平，梳理课文情景关系，撰写游记，培养归纳思维与想象能力。 

三、价值目标（对接核心素养之“审美创造”） 

通过“绘制‘山水风月入画中’长卷”的整个学习过程，加深对自然山水和文人之趣的认知，感受人

与自然相融共存的和谐关系，培养可以心灵、陶冶情操的审美趣味。 

【单元学习任务】 

核心任务 任务 学习活动 课时 课型 

通过单元的整

体学习，积累文

言知识，感受自

然之美，设计和

绘制‘山水风月

入画中’长卷 

单元导读 

活动一：明方向，知内容 

活动二：读诗文，近山水 

活动三：寻山水，标位置 

1 单元导读课 

第一课段： 

游山水， 

诵风月 

1.巴东三峡行（活动一：初识三峡，活

动二：细读三峡，活动三：美读三峡） 

2.茅山行（活动一：走近茅山，活动二：

细读茅山，活动三：美读茅山） 

3.奇山异水富春行（活动一：走近奇山

异水，活动二：译读奇山异水，活动三：

美读奇山异水） 

4.承天月夜行（活动一：初读月夜美景，

活动二：细品月夜美景，活动三：美读

悟“闲人”） 

5.草木风月皆有情（活动一：美景寄情，

活动二：知人论世，活动三：朗诵小达

人） 

6 
基础过关课、精

读赏析课 

第二课段： 

品山水， 

赏风月 

活动一：山川之美我来谈 

活动二：网红景点我来设 

活动三：穿越时空我来演 

3 赏析拓展课 

第三课段： 

吟山水， 

咏风月 

活动一：山水风月变变变 

活动二：妙笔生花写校园 

活动三：分享交流评佳作 

3 读写结合课 



 

第四课段： 

画山水， 

绘风月 

活动一：披文入情探生命 

活动二：因文成画寄情思 

任务三：隽永题字彰主旨 

2 比较探讨课 

单元整理 

与拓展 

活动一：单元整理 

活动二：拓展延伸 

活动三：单元进阶（选做） 

1 
单元整理与拓

展课 

单元检测 

与反思 

单元整体测试 

单元设计反思 
4 

单元检测与反

思课 

 

【教学实施】 

本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以“绘制‘山水风月入画中’长卷”为主要任务，进而按照 游山水，赏风月”“析

山水，品风月”“写山水，咏风月”“画山水，绘风月”四个课段分别对《三峡》《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

夜游》《与朱元思书》《唐诗五首》展开学习，从 游山水，赏风月”整体感知与文言诗文识记的初读（文言），

到“析山水，品风月”特点品味与写法赏析的赏读（文学鉴赏）、知人论世与情怀体会的品读（文章）；再

到训练观察景物与描景寄情的应用（文化），自主创作游记以实现读写结合、写法迁移的写读（文学表达），

完成符合文言文学习认知层进式学习的同时，实现从读到写的跨越；最后进行跨学科学习，集合小组力量

合作完成“绘制‘山水风月入画中’长卷”的“画读”单元核心任务。 

第一课时  单元导读：山水风月入画中（1课时） 

学习目标： 

能够初步了解单元学习内容及方法，基本熟悉单元内容。 

学习任务： 

通过阅读单元导读、阅读浏览单元课文、背诵单元目录等方式，了解单元学习内容、单元学习目标、

单元学习任务等，为学习作好准备。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谈话导入：天的清明，地的广袤，山的挺拔，树的健壮……无不让我们心驰神往。古往今来，有多少

文人墨客争相借景抒怀——寄情山水则生绵绵情思，抬头望月则发无限感慨。今天我们将借山水、明月感

受古人心灵的律动。 

小知识：文言文是用“文言”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章，包括先秦时期的作品，以及后世历代文人模仿



 

先秦书面语写成的作品。 

二、活动开展 

任务一：明方向，知内容 

通过阅读单元导读、浏览课文、背诵单元目录等方式，了解单元学习内容、单元学习目标、单元学习

任务等。 

任务二：读诗文，近山水 

1.欣赏范读，跟读课文。 

2.自由朗读、熟读单元课文，有能力者可提前背诵。 

3.整体感知本单元的课文，体会古诗文韵律之美。 

任务三：寻山水，标位置 

（定点山水。借助注释，并调动所学的地理知识，在中国地图上标注四处山水的大致位置。） 

例：三峡，瞿塘峡、巫峡和西陵侠的总称，在长江上游重庆奉节和湖北宜昌之间。 

《答谢中书书》中的风光，在文章中没有明确点出。有人认为陶弘景是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

再结合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就认为他笔下的山水是江苏茅山的风光。中国知网资料表明，《答谢

中书书》中的山水风光，应在浙江嵊州一带。 

承天寺，在现在的湖北黄冈南部。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是吴均为友人朱元思描绘的浙江富春江的山水风光。富春江一带昔有“小

三峡”之称，“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是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的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被誉为“画中之兰亭”。 

 



 

三、评价反馈 

课时评价反馈表 

评价等级（评价后用红笔涂色）及规则说明： 

选 A得 5星，选 B得 4 星，选 C得 3星，选 D得 1星或 0星 

活动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 

明方向，知内容 A.已经明确（ ）B.大部分明确（ ）

C.部分明确（ ）D.不明确（ ） 
☆☆☆☆☆ 

读诗文，知山水 A.已读熟（ ）B.大部分读熟（ ）

C.部分读熟（ ）D.未读熟（  ）

已背  篇（共 9篇） 

☆☆☆☆☆ 

寻山水，标位置 A.已完成（ ）B.大部分完成（ ）

C.部分完成（ ）D.未完成（ ） 
☆☆☆☆☆ 

 

四、总结反思 

我在本节课的收获有： 

                                                                  

                                                                

                                                                 

我还有这些疑问： 

                                                                      

                                                                

                                                                

五、课后延学 

背诵《三峡》、《答谢中书书》。 

第一课段：游山水，诵风月（6课时） 

课前预学： 

1.熟读《三峡》《短文两篇》《与朱元思书》和《唐诗五首》，有能力者可提前背诵。 

2.梳理文学常识，借助注释自主疏通文意，标注有疑问的地方。 

3.在自主疏通文意的过程中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尝试归类与整理，并积累重点文言知识。 



 

第二课时 巴东三峡行 

学习目标： 

1.语言目标： 

能够比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梳理文中的景物。 

2.思维目标： 

能够初步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文言重要字词音义。能比较准确地概括景物特点，培养想象和分

析能力。 

3.价值目标： 

初步认识自然山水之美和文人写景咏物之志。 

学习任务： 

1.尝试有感情地朗读《三峡》全文，并借助课下注释与工具书，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提炼文中景物描

写。 

2.学习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重要字音、文言实词、虚词等。 

3.结合文本骈散结合的特点，在游览途中设置文本朗诵;基于文中的语言表达选定山川美景为游客介绍。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根据“峡”字的字形结构，什么样的地势才称得上“峡”？（“峡”字字典里的解释就是“两山夹水”。）

“三峡”指的是：瞿塘峡 巫峡 西陵峡 

灵山秀水，激发了古今诗人画家多少情思与灵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恐怕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了，齐

读注释 1，了解作者。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笔下的《三峡》去探幽览胜。 

二、活动开展 

活动一：初识三峡 

1. 反复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节奏，做到正确、流利。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大意，梳理诗文写景内容，

准确概括描写对象及其特征，梳理诗文的主旨。 

篇名及作者 所写景物 景物特点 思想感情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

日” 

 

 

  



 

2.运用下面的句式概括每篇诗文的内容主旨，并与同学进行交流。 

《三峡》按照……顺序，主要写了……，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自学：学生自主完成任务。 

展学：教师组织随机抽取学生在全班进行展示，并进行评学和改学。 

活动二：细读三峡 

自学：1.借助注释自主疏通文意，读懂诗文大意，并标注有疑问的地方。2.你觉得哪个季节的景色最

美？作者是怎样描写它的？摘录相关句子，并进行赏析。 

互学：完成自学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互学交流，借助小组力量解决个人疑问。 

展学：教师组织在全班进行组间展学，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疑问，需要时教师可帮助解决。 

（在自学、互学、展学过程中，注意评学与改学） 

 

美丽的三峡之  （示例） 

摘录 赏析 

  

  

  

  

活动三：美读三峡 

本文用了哪些方法来描述三峡美景？你读出四季的三峡有哪些不同的美？ 

知识学习：描写景物特征的方法 

描写景物，首先要抓住景物的特征。景物的特征常常表现在形状、色彩、声音等方面。描写景

物的特征，还可以从多视角、多形态、多感官来描写。 

细读本文，体会本文景物动态情状，品读赏析作者的观察方法和写作手法的能力。 

互学：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组织成员开展合作学习，以作者视角把握节奏，读出抑扬顿挫之感，同

时利用重音、语速、 语调突出景物特点下的人物情感状态任选一篇进行美读练习，并在全班进行展示。 

展学：教师组织进行展示交流、评价、补充、完善。 

 

 

 



 

朗读技巧 

节奏声韵 

注意断句、声韵和谐、讲究平仄。要学会把握节奏，注意四言、五言、六

言、七言节奏变化、读准重音与停连，突出景物状态与人物情感。 

语气语调 

以《三峡》为例 

首段: 山的高峻(雄浑有力) 

二段: 夏水奔放(    ) 

三段: 春冬清幽(    ) 

四段: 秋峡凄婉(    )…… 

《三峡》以（ ）字短语为主，读起来朗朗上口，我们采用的朗读形式是这样的： 

三、评价反馈 

课段评价反馈表 

活动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评价后用红笔涂色）及

规则 

初识三峡 全部完成、概括准确、书写工整、独立完

成、主动完成各 1星 
☆☆☆☆☆ 

细读三峡 认真完成、笔记详尽、主动请教、书写工

整、整理信息各 1星 
☆☆☆☆☆ 

美读三峡 积极参与、声音洪亮、读出感情、主动建

议、表情动作各 1星 
☆☆☆☆☆ 

四、总结反思 

我在本节课的收获有： 

                                                                  

                                                                

                                                                 



 

                                                                     

                                                                

                                                               

五、课后延学

查阅作者生平及创作背景，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怀，设计游客与渔者的对话脚本。 

渔者的自白 

 

 

第三课时 茅山行 

 

学习目标： 

1.语言目标： 

能够比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梳理《答谢中书书》文中的景物。 

2.思维目标： 

能够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文言重要字词音义。能够比较准确地概括景物特点，比较两文异同，

培养对比思维和归纳思维的能力。 

3.价值目标： 

初步认识自然山水之美和文人写景咏物之志。 

学习任务： 

1.尝试有感情地朗读《答谢中书书》全文，并借助课下注释与工具书，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提炼文中

景物描写。 



学会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重要字音、文言实词、虚词等。 

3.结合文本骈散结合的特点设置文本朗诵。 

 

一、导入新课 

请学生介绍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导入新课。 

二、活动开展 

活动一：走近茅山 

1.反复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节奏，做到正确、流利。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大意，准确概括描写对象及

其特征，梳理诗文的主旨，填写任务单。 

 所写景物 景物特点 思想感情 

 

   

运用下面的句式概括每篇诗文的内容主旨，并与同学进行交流。 

本文主要写了……，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自学：学生自主完成任务。

展学：教师组织随机抽取学生在全班进行展示，并进行评学和改学。 

活动二：细读茅山 

自学：1.借助注释自主疏通文意，读懂诗文大意，并标注有疑问的地方。2.作者是怎么描写“山川之

美”的？请细读全文，尝试归类与整理，并说说你的发现。 

互学：完成自学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互学交流，借助小组力量解决个人疑问。 

展学：教师组织在全班进行组间展学，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疑问，需要时教师可帮助解决。 

（在自学、互学、展学过程中，注意评学与改学） 

 

 

 



 

 写作方法 我的理解 

  

活动三：美读茅山 

互学：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组织成员开展合作学习，进行美读练习，以作者视角把握节奏，读出抑

扬顿挫之感，同时利用重音、语速、 语调突出景物特点下的人物情感状态，并在全班进行展示。 

展学：教师组织进行展示交流、评价、补充、完善。 

朗读技巧 

节奏声韵 

注意断句、声韵和谐、讲究平仄。要学会把握节奏，注意四言、五言、

六言、七言节奏变化、读准重音与停连，突出景物状态与人物情感。 

语气语调 

读出节奏：本文多四字短 语，对仗工整，句式整 齐，节奏感强。 

读得舒缓：长句抒情、议论时，颇有自得之意 

读出变化：首段沉稳有力 （总括“奇山异水”）；第 二段语速由缓到

急（游鱼 显石，清透见底；急湍猛 浪，水势多变）；第三段 语调高

昂，惊叹惊奇（山 树轩邈，声响灵动）；沉 稳重音（全面之辞）；语 调

渐缓（明暗光影） 

朗诵形式： 

 



 

 

活动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评选后用红笔涂

色）及规则 

走近茅山 
全部完成、概括准确、书写工整、独

立完成、主动完成各 1星 
☆☆☆☆☆ 

细读茅山 
认真完成、笔记详尽、主动请教、书

写工整、整理信息各 1星 
☆☆☆☆☆ 

美读茅山 
积极参与、声音洪亮、读出感情、主

动建议、表情动作各 1星 
☆☆☆☆☆ 

四、总结反思

我在本节课的收获有： 

                                                                  

                                                                

                                                                 

我还有这些疑问： 

                                                                      

                                                                

                                                              

五、课后延学： 

了解创作背景，体会作者文中寄寓的情感，帮助设计“回信”游客留言板。 

 

 第四课时 奇山异水富春行 

学习目标： 

1.语言目标： 

能够比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梳理课文中的景物。 

2.思维目标： 

学习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文言知识。分析比较《三峡》《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选景的不

同，梳理景物特点，培养对比思维和归纳思维的能力。 



价值目标： 

初步认识自然山水之美和文人写景咏物之志。 

 

1.尝试有感情地朗读《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全文，并借助课下注释与工具书，整体感知文章内

容，提炼文中景物描写。 

2.学会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重要字音、文言实词、虚词等。 

3.结合文本骈散结合的特点，在游览途中设置文本朗诵;基于文中的语言表达选定山川美景为游客介绍。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富春江两岸山色清翠秀丽，江水清碧见底，素以水色佳美著称，更兼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落和

集镇点染，使富春江、新安江画卷增色生辉。富春江一带昔有 小三峡 之称，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 。

在支流胥溪注入处，有 子胥渡口 、 伍子胥别庙 等古迹。梁文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中描绘了富春江

风景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自下游建富春江水电站后，这一带淹为水库，泱

泱江水，宛若明镜，两岸青山点点， 七里扬帆 成为当今严陵八景之一。 

欣赏《美丽的富春江》歌曲 MV，导入新课。 

二、活动开展 

活动一：走近奇山异水 

自学：反复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节奏，做到正确、流利。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大意，准确概括描写对

象及其特征。

展学：教师组织随机抽取学生在全班进行展示，并进行评学和改学。 

篇名及作者 所写景物 景物特点 思想感情 

 

   

 

活动二：译读奇山异水 

自学： 



借助注释自主疏通文意，读懂诗文大意，并标注有疑问的地方。 

2.分析比较《三峡》《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选景和写作手法的不同。3.运用下面的句式概括每

篇诗文的内容主旨，并与同学进行交流。《……》主要写了……，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作者……

的思想感情。 

互学： 

完成自学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互学交流，借助小组力量解决个人疑问。 

展学： 

教师组织在全班进行组间展学，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疑问，需要时教师可帮助解决。 

（在自学、互学、展学过程中，注意评学与改学） 

 

山川之美各不同 

相同点 

 

不同点 

三峡 
 

答谢中书书 
 

与朱元思书 
 

活动三：美读奇山异水 

互学：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组织成员开展合作学习，进行美读练习，以作者视角把握节奏，读出抑

扬顿挫之感，同时利用重音、语速、语调突出景物特点下的人物情感状态，朗读并感受“骈文之长”的语

言特点，并在全班进行展示。 

展学：教师组织进行展示交流、评价、补充、完善。 

 

节奏声韵 言节奏变化、读准重音与停连，突出景物状态与人物情感。 



 

语气语调 

读出节奏：本文多四字短语，对仗工整，句式整齐，节奏感强。 

读得舒缓：长句抒情、议论时，颇有自得之意 

读出变化：首段沉稳有力（总括“奇山异水”）；第二段语速由缓到急（游鱼显石，

清透见底；急湍猛浪，水势多变）；第三段语调高昂，惊叹惊奇（山树轩邈，声响

灵动）；沉稳重音（全面之辞）；语调渐缓（明暗光影） 

朗诵形式： 

 

三、评价反馈 

课段评价反馈表 

活动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评选后用红笔涂色）

及规则 

走近奇山异水 
全部完成、概括准确、书写工整、独

立完成、主动完成各 1星 
☆☆☆☆☆ 

译读奇山异水 
认真完成、笔记详尽、主动请教、书

写工整、整理信息各 1星 
☆☆☆☆☆ 

美读奇山异水 
积极参与、声音洪亮、读出感情、主

动建议、表情动作各 1星 
☆☆☆☆☆ 

四、总结反思 

我在本节课的收获有： 

                                                                  

                                                                

                                                                 

我还有这些疑问： 

                                                                      

                                                                



 

五、课后延学： 

了解创作背景，体会作者文中寄寓的情感，设计“回信”留言板。 

 

 

 

第五课时 承天月夜行 

 

学习目标： 

1.语言目标： 

能够比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全文，梳理文中的景物。 

2.思维目标： 

学习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文言重要字词音义。分析课文选景梳理其特点，描述月下美景，培养

想象和联想的能力。 

3.价值目标： 

初步认识自然山水之美，理解“闲人”的复杂含义，体会文人写景咏物之志。 

学习任务： 

1.有感情地朗读《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并借助课下注释与工具书，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提炼文中景

物描写，理解“闲人”的复杂含义。 

2.学会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重要字音、文言实词、虚词等。 

3.结合文本特点设置文本朗诵;基于文中的语言表达借助作者生平背景改编课本剧。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课堂活动：苏轼生平相关知识。 

2.介绍文言文中的“记”。 

 

记：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中“记”为“杂记”，“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

近代古文学家林纾在《林纾评选古文辞类纂》中明确“杂记”有记“祠庙厅堂、楼台之类”

的，有记“山水游记之类”的，有记“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楼台”的，有“记书画、

记古器物”的，有“记琐细奇骇之事”的，有记“游宴觞咏之事”的。 

二、活动开展 

活动一：初读月夜美景 

自学：1.反复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节奏，做到正确、流利。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大意，梳理写景内容，

准确概括描写对象及其特征。 

2.运用下面的句式概括每篇诗文的内容主旨，并与同学进行交流。《……》主要写了……，写出了……

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展学：教师组织随机抽取学生在全班进行展示，并进行评学和改学。 

 

 

 

 

 

 

活动二：细品月夜美景 

自学：1.借助注释自主疏通文意，读懂诗文大意，并标注有疑问的地方。 

2.你最喜欢哪个句子？任选角度进行赏析。 

3.如此美景，作者的心情是怎样的？如何理解“闲人”？ 

互学：完成自学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互学交流，借助小组力量解决个人疑问。 

展学：教师组织在全班进行组间展学，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疑问，需要时教师可帮助解决。 

（在自学、互学、展学过程中，注意评学与改学） 

篇名及作者 所写景物 景物特点 思想感情 

 

   



 

摘录句子 

 

赏析 

 

“闲人” 

 

 

活动三：美读悟“闲人” 

互学：以小组为单位，从作者视角进行小组内朗读，在本文骈散结合中把握节奏，读岀抑扬顿挫之感，

同时利用重音、语速、语调突出游踪变化之下的人物情感起伏状态，进行美读练习，并在全班进行展示。 

朗读技巧 

节奏声韵 

注意断句、声韵和谐、讲究平仄。要学会把握节奏，注意四言、

五言、六言、七言节奏变化、读准重音与停连，突出景物状态与人物

情感。 

语气语调 

根据苏轼游踪读出变化：（至“月色入户”处）语速较缓，“解衣欲睡”

至“张怀民”，语调升高，重音读岀“起行”“念”“遂至”。音调升高，

重音读出“怀民亦未寝”“相与”，表达惊喜之感；景色描写处，语速

缓慢，语调柔和；两个反问，读出质疑、不解、愤懑，最后一句自嘲

自解自得，重音“闲人”。陈述句、反问句、感叹句语气跟随情感起伏

变化，体现作者心境。 

《记承天寺夜游》，男生读长句，女生读短句，交错读。读出趣味，读出整散之美。 

 

 

 



 

三、评价反馈 

课段评价反馈表 

活动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评选后用红笔涂

色）及规则 

初读月夜美景 
全部完成、概括准确、书写工整、独

立完成、主动完成各 1星 
☆☆☆☆☆ 

细品月夜美景 
认真完成、笔记详尽、主动请教、书

写工整、整理信息各 1星 
☆☆☆☆☆ 

美读悟“闲人” 
积极参与、声音洪亮、读出感情、主

动建议、表情动作各 1星 
☆☆☆☆☆ 

四、总结反思 

我在本节课的收获有： 

                                                                  

                                                                

                                                                 

我还有这些疑问： 

                                                                      

                                                                

                                                              

五、课后延学 

将本文改写成一首小诗，可以合理添加相关情节和景物。 

 

 

 

 

 

 

 

 



 

第六课时 草木风月皆有情 

 

学习目标： 

1.语言目标： 

能够比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梳理诗中的景物。 

2.思维目标： 

学习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文言重要字词音义。分析比较五首古诗选景的不同，梳理景物特点，

培养对比思维和归纳思维的能力。 

3.价值目标： 

初步认识自然山水之美和文人写景咏物之志。 

学习任务： 

1.尝试有感情地朗读《唐诗五首》，并借助课下注释与工具书，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提炼文中景物描写。 

2.学会运用同类信息整合法，积累重要字音、文言实词、虚词等。 

3.结合文本骈散结合的特点，在游览途中设置文本朗诵;基于文中的语言表达选定山川美景为游客介绍。 

课前预学： 

查找资料，了解 5位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课堂活动导入新课：抢答名句及文学常识。 

二、活动开展 

活动一：美景寄情 

自学：1.反复朗读五首古诗，读准字音、节奏，做到正确、流利。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大意，梳理诗歌

写景内容，准确概括描写对象及其特征，梳理思想感情。2.运用下面的句式概括每篇诗文的内容主旨，并

与同学进行交流。《……》主要写了……，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展学：教师组织随机抽取学生在全班进行展示，并进行评学和改学。 

 

 

 



 

篇名及作者 所写景物 景物特点 思想感情 

野望    

黄鹤楼    

使至塞上    

渡荆门送别    

钱塘湖春行    

活动二：知人论世 

自学：选择一首古诗，将自己设定为诗人的身份，准备给同学讲一讲这首诗。结合诗人生平及写作背

景，梳理讲解要点，并列出讲解提纲。 

互学：完成自学后，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互学交流，给大家讲一讲这首诗，并互相进行补充和完

善。 

展学：教师组织在全班进行组间展学，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疑问，需要时教师可帮助解决。 

（在自学、互学、展学过程中，注意评学与改学） 

讲解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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