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语文教学教案(优秀 12 篇) 

初一语文上册教案 篇一 

     【学习目标】  

    1. 朗读感悟，整体把握文章内容，分析人物性格特点。  

    2.品味语言，学习运用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3.读议结合，学习保尔的革命人生观，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真正感悟生命的意义。  

    【学习重难点】  

    1.品味课文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和哲理性抒情。  

    2.感悟学习保尔的革命人生观。  

    【课时】1 课时  

    【学习过程】  

    课前预习  

    1.查资料把握小说文体知识，小说的定义及三要素。分析小说的一般方法。  

    2.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交流，你喜欢的情节或人物并阐明理由。概括，这部长

篇小说描写，歌颂的是什么？概括与课文相关的情节。  

    3.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可查工具书)并根据阅读实际补充在后面。  

    踱 着步子( ) 碌 碌无为( ) 岔 路口( ) 高 耸( )  

    如 茵 ( ) 空 寂 ( )  

    ( )( )( )( )( )( )  

    4.结合课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义。(可查工具书)并根据阅读实际补充在后面  

    阴郁： 幽思：  

    高耸： 茵：  

    碌碌无为：  

    5.本文题目《 》选自 《 》该书是根据前苏联作家( )根据( )创作的。体裁( )文中主人公

的名字叫( ).关于作者情况( ).  

    6.快速阅读课文，标记段落序号，了解大概内容，感受文章要点。  

    7.摘抄并背默课文中，既是激动人心的内心独白，发人深省的格言，又是直抒人物赤诚

心怀更是千千万万革命青年的座右铭的段落。  

    8.朗读课文 2-3 遍，把你阅读时遇到的问题，疑问写在下面，课堂上交流。  

    课堂学习  

    一。情景导入：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

为而羞耻……”翻开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铿锵有力的话语又一次在耳

边回响，一种莫名的力量再次从心中升腾。这节课，就让我们一同再一次体味，飞越时空，

超越国界的保尔精神。  

    二。自主合作学习  

    1.出示学习目标  

    2.交流预习情况，展示预习成果。  

    3.朗读课文自主完成。  

    (1) 保尔在什么场合思考这种人生的哲理？边读边画出人物行踪的句子，划出环境描写

中表示肃杀气氛和新春气氛的语句抄写在集锦本上。思考，全文按照( )的变化来展开叙述，

用( )描写渲染气氛并通过( )描写来发表议论。  

    (2)保尔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完成句子。  

    保尔是一个 的人，因为 .  



    4.交流点拨，精读课文，深入思考：  

    (1)文章的环境描写渲染了哪两种不同的气氛？  

    (2)本文进行了双重的景物描写，有何作用？  

    (3)联系自己的实际，说说你眼中的保尔。  

    三。点拨讲解：  

    1.学习方法指导：  

    小说文体知识，小说的定义及三要素。分析小说的一般方法。环境描写的作用。心理描

写  

    2.板书设计  

    生命的意义  

    小 人物 ： 保尔  

    心理描写  

    环境 ： 渲染气氛  

    铺垫作用  

    说 情节 ： 所见所思  

    四。练习测评 ：  

    听读后，自己大声有感情朗读，课文第七段探究下列问题：  

    1.文中哪些词语表明保尔对生命的珍视？  

    2.“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抒发了保尔怎样的感情？  

    3.“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一句意在提醒人们什么？  

    4 本段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什么？  

    5.表明保尔怎样的感情？  

    6.这是一段富有深刻哲理和浓郁抒情色彩的名言，是保尔缅怀革命烈士，深刻思考人生

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结果，既是对烈士的( ),也是对自己的( )。  

     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两句在句式上有什么特点？请仿写。  

    五。拓展提高  

    1.怎样理解“人，应当赶快生活”?请简要地谈一谈。  

    2.学习本文后你想到的是什么？(进行心理描写片段训练 50 字左右)  

    六。布置作业  

   

初一语文教案 篇二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学会运用多种方法写景状物，表达真情实感。  

    2、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和热爱生活的情趣。  

    教学准备：《紫藤萝瀑布》原文和作文格子纸打印、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同学们好！今天周老师和大家一起研讨的写作内容，是站在你们语文老师的肩膀

之上进行的，关于景物描写，我们从七年级就进行过专项训练（展示投影 1）  

    【投影展示】  

    写作训练一：观察和描写景物的特点（七上第四单元）  

    写作训练二：观察和描写事物的特点（七下第三单元）  

    写作训练三：运用联想，丰富写作内容（八下一单元）  

    【那么如何运用多种方法来写景状物，让一枝一叶自然地融入自己的真情呢？（展示投



影 2）  

    我们先来（展示投影 3）【请常棋媛同学朗读自己写的这一段文字。】（展示投影 4）  

    【投影展示】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扛着相机，想拍几张美景作为素材留下来。  

    于是，我来到了公园。  

    风吹柳絮，枝叶摇曳，这儿真是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地方。看那片枝头，小鸟们成群结

队的，热闹极了，似乎在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演唱会呢！  

    东台实验初中常棋媛  

    （师）【听完后，同学们看看她笔下的公园之景有什么特点？（有生机）  

    选了哪些景物来描写突出公园是个充满生机的地方呢？  

    （柳絮、枝叶和小鸟）（投影红色字体柳和小鸟）  

    【是的，在她的笔下，风吹柳絮，柳枝摇曳，小鸟欢闹，有活泼泼的生命扑入视野，充

满活力。这就是我喜欢这段文字的原因。你也像我一样喜欢这段文字的请举手。  

    可是，我再用研究的眼光看，发现有点不够味了。  

    风吹柳絮的季节，应该不是“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早春，而是“烟花三月”，柳絮的色彩，

被风吹起的状态，柳枝的形态，柳叶的质地甚至小鸟的如何欢闹的，都令人遐想。  

    （师）【小结过渡：是的，我们写景状物就是要做到把身体的全部感官都调动起来，不

仅能看到，听到，还要触到，嗅到，想到，这样，笔尖流淌出来的文字就会灵动得很，讨人

喜欢得很。】  

    【因此，这节课我们要再向前走一步，虽说我们有意识地运用景物描写了，但写好景物

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有点难。今天周老师就带着大家回顾宗璞的《紫藤萝瀑布》，这是状物抒

情散文的经典篇章之一。我探寻写好景物的两个点，和同学们一起研读，争取在后面的写作

中有启发，有提高。请同学们打开手中的材料，我们先看看宗璞是怎么描写紫藤萝的】（展

示投影 5）  

    【学生读段落 1—6】  

    （师）【宗璞笔下的紫藤萝具有什么特点？】（师生交流、互评）  

    （繁茂、充满活力）  

    （师）【作者运用哪些写景手法来突出紫藤萝繁盛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特点？】  

    【师生交流、互动】  

    【随机板书：抓住特征】  

    【小结：宗璞抓住藤萝繁茂、充满活力的特点，调动感官，运用奇妙的想象，匠心独运

的修辞，精心锤炼的词句来描写藤萝，藤萝仿佛就在我们眼前闪光，就在我们眼前流动。  

    如果老师把个别句子变换了一下顺序，你看行吗？为什么？】（展示投影 6）  

    【投影展示】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  

    那深深浅浅的紫  

    仿佛在流动  

    在欢笑  

    在不停地生长  

    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  

    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紫色的大条幅上  

    泛着点点银光  

    就像迸溅的水花  



    而那一片辉煌的淡紫色  

    像一条瀑布  

    从空中垂下  

    不见其发端  

    也不见其终极  

    【投影展示】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  

    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  

    像一条瀑布  

    从空中垂下  

    不见其发端  

    也不见其终极  

    只是深深浅浅的紫  

    仿佛在流动  

    在欢笑  

    在不停地生长  

    紫色的大条幅上  

    泛着点点银光  

    就像迸溅的水花  

    仔细看时  

    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  

    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小结：从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然后写到这片辉煌的淡紫色中深深浅浅的紫，然后继

续写这深深浅浅的紫当中的点点银光，这个叫什么？叫从整体到局部。像瀑布，像大条幅，

像水花，也符合观赏景物的习惯，先欣赏整体美，然后才会走近，越看越细。写作表现的真

实也就是这样体现的。  

    过渡：我们再看一段文字，当走近紫藤萝了，我们会描写什么呢？请你给括号内填写上

描写对象。  

    2、添加描写对象读。  

    【每一穗花】  

    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

最小的花苞里。  

    【每一朵盛开的花】  

    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

就要绽放似的。那里装的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小结：从每一穗花到每一朵盛开的花，视线越来越集中，这就像我们拍照，采用的是聚

焦法，对盛开的花做定点特写，再写它们的形态，甚至香味，这样可爱的充满喜悦的藤萝花

如活泼泼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样写景，从整体到局部，甚至再精细点，到花蕊，细致而有序。  

    2—6 节写紫藤萝，我们既回顾了写景的多种方法，又学到对静态物的描述方法，我们

一般叫做状物。我们可以联想与想象，可以调动感官，可以妙用修辞，可以精心锤炼词语。

可以从上到下，从远到近，从整体到局部，动静结合等。写景状物的方法还有很多，我们今

天哪怕就学会运用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写法也会让我们受益很多。这不仅是写景的方法，还

可以是文章段落展开的方式。  



   

初一上册语文教案 篇三 

     1．忆读书  

    冰心  

    教学目标  

    ① 激发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法。  

    ② 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  

    ③ 锻炼学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表达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教学重点：这篇我是想让学生在自主学习、自由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探究，旨在引

导青少年懂得“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道理  

    教学难点：《忆 读书》一文作者冰心先生在这篇中主要向中学生讲述有关读书的问题。

理解“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教学方法，手段：采用座谈的形式较好，可以给学生更大的想像、发挥空间，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为老师提供创新，灵活的教学方法。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步骤  

    一课时  

    （一） 活动导引  

    课前预习。要求如下：  

    1、 读准音，在文中圈画应积累的词语，查词典，正音、释义。  

    2、 读顺文，能够流畅、清晰的朗读课文。  

    3、 读懂意，指大意，并能够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书本带给作者的影响。  

    导入新课：  

    诗人徐志摩曾表达过读书后的不可言说的愉悦：'我觉得读到好的诗的时候，真如听到

绝妙的音乐，五官都受了感动，精神上好像复新了一般。在诗里，似乎每一个字都是有灵魂

的，它们在那里活泼地跳跃着。许多字合起来，就如同一个绝大的音乐会，很和谐地奏着音

乐。这种美的感觉，音乐的领会，只有自己在那一瞬间觉得，不能分给旁人的。'他指出了

读书给人的愉悦享受、精神熏陶。世纪老人，冰心女士，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也为我

们总结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 诵读活动  

    1、 同桌或前后桌的两位同学为一组，互相听、读，诵读全文。  

    2、 诵读要求与策略：  

    能准确、清晰地读文，要忘我、深入地体会；指出对方同学朗读中的失误与不足。  

    （三） 正音释义  

    笸箩 天罡 地煞 无聊 朦朦胧胧 无病呻吟 不能自已  

    （四） 思考活动  

    1、 学生活动与要求  

    请同学快速浏览全文，圈画出能概括本文主要内容的语句。  

    2、 教师辅助策略  

    同桌为一组，交流意见。  

    （五） 交流活动  

    1、 关于本文的主要内容  

    明确：课文通过回忆作者幼时、少时读书的经历及多年来读书的经验，勉励青少年'读

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2、 课文紧紧围绕着'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一中心内容来组材、选材的，请同学

在文中圈画作者回忆了幼时、少时哪些读过的书。  

    明确：在 2－10 段，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精忠说岳》、《茶花女遗

事》、《红楼梦》等。  

    这些内容体现了'多读书'这一中心。  

    3、 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回忆幼时、少时读书经历的？在文中圈画表明顺序的词语。  

    明确：时间顺序。  

    表时间的词语：'七岁时'、'同时'、'到我十一岁时''在我十二三岁时'。  

    （六） 课内小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人生中从亲身经历获得的经验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

通过其他途径，用别人的、间接的经验来弥补缺失，丰富心灵，完善自我。  

    读书，是人获得人生经验的更不竭的源泉。所以，我们要多读书。  

    （七） 课外小结  

    1、 请同学按时间顺序，课外小结自己的读书书目，并能指出每本书的主要优点或对自

己的有益影响。  

    2、 关于对作家冰心的介绍。（可附图、文）  

    3、 课外阅读：选择自己喜欢的冰心作品，向同学推荐，并附推荐意见。  

    第二课时  

    （一） 活动导引  

    1、 请同学介绍作者冰心及其创作。  

    2、 导入课文：正如同学们所了解的，冰心女士在作品中讴歌和颂赞的是壮美的自然、

纯晶的童心、真挚的母爱。  

    巴金在谈到少年时代和哥哥共读冰心作品时的感受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

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

而美丽的。语句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

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

起我们兄弟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具有永恒魅力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冰心女士不

竭的创作之源是什么呢？  

    （二） 诵读活动  

    1、学生活动与要求  

    请同学速读课文，圈画出能表明作者读书体会的词语。  

    2、教师辅助策略  

    同桌为一组，交流意见并将文中内容进行概括。  

    （三） 交流活动  

    1、 在字里行间体现作者读书体会的词语  

    例如：《三国演义》让作者感到'津津有味'，'好听极了'，还'含泪上床'，'哭了一场'；  

    《水浒传》让作者'大加欣赏'，'气愤填胸'；  

    《红楼梦》让作者'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  

    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作者'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茶花女遗事》则让作者对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  

    2、 请同学将本文结合自己上一节课后小结，概括归纳'读书好'的体会。  

    ① 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能激起人的各种情感，让人获得多种美的享受。  

    ② 读书能扩大知识面。  



    ③ 读书对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④ 读书有助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  

    3、 作者关于'读好书'的体会是什么？  

    学生活动与要求  

    请同学速读 12-一三段，圈画出能表明作者读书体会的词语。  

    明确：书看多了，就会有比较，关键在比较：要选那些故事情节精彩、人物形象生动、

有真情实感、语言质朴浅显的作品来读。  

    （四） 提高升华  

    1、 小结全文。  

    学生活动要求  

    能够概括本文主要内容，理清记叙的顺序，指出文中总结性的语句。  

    教师辅助策略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适时引导、及时评价。  

    2、作者说：'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请同学畅谈对这句话的理解、体

会以及作者的读书经历给予自己怎样的启示。  

    教师辅助策略  

    除关键词语外，教师可提示文中的细节，如家庭环境的影响、读《红楼梦》不同年龄、

阅历的不同解读等，引起同学的关注。  

    （五） 迁移活动  

    同学推荐自己喜欢的冰心作品。  

    要求：可以是有感情地朗诵一首小诗；可以是背诵一段美文；也可以是介绍一篇。  

    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地表现自我，体会读书要用心，要能够读出真心、真人、真情以至

创造真我。  

    板书设计  

    忆读书  

    中心内容 记叙顺序  

    多读书  

    读书好 时间顺序  

    读好书  

    《忆读书》  

    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整体感受，把握课文记叙的主要内容。  

    概括事例，理清记叙的顺序。  

    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能抓住思想内容的要点，对作者所说的“读书好，多读书，读好

书”有比较透彻的理解。  

    情感态度价值观：引导学生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提高学生分析能力。  

    课型：讲读  

    课时 2 课时  

    二、 教学过程  

    （一） 活动导引  

    课前预习。要求如下：  

    1、 读准音，在文中圈画应积累的词语，查词典，正音、释义。  

    2、 读顺文，能够流畅、清晰的朗读课文。  

    3、 读懂意，指大意，并能够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书本带给作者的影响。  



    （二） 正音释义  

    笸箩 （ ）  

    天罡 （ ）  

    地煞 （ ）  

    无聊  

    朦朦胧胧  

    无病呻吟 （ ）  

    不能自已 （ ）  

    悬念（）  

    消遣（）  

    风花雪月（）  

    索然无味（）  

    （三）作者简介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原籍

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18 年入协和女子大

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 年开始发表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

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

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

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1923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

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

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 由俗语或谜语来导入更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千层宝典一翻开，

黑白纵横一排排。历代往事它记载，知识没它传不开。（请打一物）谜底为 书。  

    2. 学生回忆小组讨论：自己阅读过的一本好书，印象深刻的书，向同学们介绍。  

    总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言如玉。我们还能从书中得到很多启发，尤其是从一

些名言警句中。  

    （四） 诵读活动  

    1、 同桌或前后桌的两位同学为一组，互相听、读，诵读全文。  

    2、 诵读要求与策略：  

    能准确、清晰地读文，要忘我、深入地体会；指出对方同学朗读中的失误与不足。  

    学生活动与要求  

    请同学快速浏览全文，圈画出能概括本文主要内容的语句。  

    交流活动  

    1、阅读后提问：冰心奶奶读书的体会是什么？（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课文紧紧围绕着'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一中心内容来组材、选材的，请同学

在文中圈画作者回忆了幼时、少时哪些读过的书。  

    3、 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回忆幼时、少时读书经历的？在文中圈画表明顺序的词语。  

    梳理结构  

    理解了的顺序，我们看一看分为几个部分？  

    4. 让每位同学制定学年读书计划：  

    规定：一个月一期《读者》，并要有读过的痕迹，如圈画、短评、摘记。  



    一年一本名著，在老师开的推荐书目中选择。  

    （五） 课内小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人生中从亲身经历获得的经验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

通过其他途径，用别人的、间接的经验来弥补缺失，丰富心灵，完善自我。  

    读书，是人获得人生经验的更不竭的源泉。所以，我们要多读书。  

    课题：《忆读书》课型：讲读 课时 2 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冰心散文的艺术特色，品味平实、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2、 联系自己读书实际，引导自己对读书要做一次总结。  

    3、深入理解'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意义，联系生活实际，交流读书经验与启示。  

    一、导入：1介绍作家冰心及其作品  

    2 回忆本文的主要内容。  

    二、分析新课：（本环节由学生讨论整理）  

    1、 在字里行间体现作者读书体会的词语  

    2、读书有哪些好处呢？试着概括一下。  

    “读书好”这是全文的重点。  

    3、“多读书”表现在哪些方面？  

    4、“读好书”在冰心看来又应是如何的？  

    三、就课文中出现的名著来让同学们说说他们所知道的内容。  

    如有关于《水浒传》中的人物名称及其绰号。  

    有关《红楼梦》中人物命运。  

    有关《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分类。等等。  

    四、（1）课后二题，作者说“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结合自己的读书

经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  

    （2）讨论课后第三题  

    1、 小结全文。  

    2、作者说：'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请同学畅谈对这句话的理解、体

会以及作者的读书经历给予自己怎样的启示。  

    （五） 迁移活动  

    同学推荐自己喜欢的冰心作品。  

    要求：可以是有感情地朗诵一首小诗；可以是背诵一段美文；也可以是介绍一篇。  

    1、 请同学按时间顺序，课外小结自己的读书书目，并能指出每本书的主要优点或对自

己的有益影响。  

    3、 课外阅读：选择自己喜欢的冰心作品，向同学推荐，并附推荐意见。  

    板书设计  

    忆读书  

    中心内容 记叙顺序  

    多读书  

    读书好 时间顺序  

    读好书  

    作业：  

    片段作文训练：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读一本好书如同与高尚的人交谈，请你选择你

最喜欢的一本书，仔细品读，你或许会有独特的读书体验，或许会产生一些感想，把你的感

想或体验写下来，与人共享。  

    要求 1、题材不限，题目自拟。2、字数 200 字左右。  



  

 篇四 

     设计理念：  

    这首诗的内容简单易懂，所以教学的重点是通过让学生反复诵读，在读中理解诗意，体

会情感，品味语言。教学中采用诵读法，讨论法，想象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尝试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我想体现的是阅读与口头表达和写作相结合，整体感知与深入探究的

结合，在深入感受的基础上，从书本向生活，由课堂向课外的延伸。  

    教学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在诗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品味、揣摩诗文优美的语言，体会诗歌优美的意境。  

    3、培养学生热爱美好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重点难点：  

    1、诵读诗文，体会诗歌优美的意境。  

    2、揣摩、品味本文优美的语言。  

    课前准备：  

    1、课前布置学生预习课文，写出生字并正确注音。  

    2、准备录音带、录音机、微机或投影仪。  

    3、师生共同准备秋天的图片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一场场凉丝丝的秋雨过后，城市开始换上了它秋天的行装，金黄成了它的主色调。

同学们当中有谁喜欢秋天这个季节，能说说为什么吗？  

    （学生自由发言后）师：是的，很多人都喜爱秋天，爱它的叠翠流金，爱它的落叶缤纷，

爱它的菊香满园，也爱它的天高气爽……但是相信你们所体味到的秋天只是城市中的秋天，

乡村中独有的秋天是另一个世界，今天，就让我们随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 钢̀琴曲《秋日

的私语》一起走进现代诗人何其芳的《秋天》，去领略乡村的秋之风采。  

    二、听读课文  

    1、师配乐诵读诗歌。  

    【设计说明】赏秋，旨在培养学生听的能力，初步感受诗中美的意境、语言、旋律、情

感，得到美的陶冶。  

    2、相信大家都会被诗中所描绘的美景深深打动。那么诗中描绘了哪些美景呢？  

    3、你们所描绘的景色又分别组成了三组画卷，谁能给三节诗起出漂亮而整齐的名字？  

    明确：农家丰收图，霜晨归渔图，少女思恋图。（教师板书）  

    【设计说明】说秋，旨在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初步感受课文中秋天的美好，同时

锻炼学生的总结、归纳的能力。  

    4、师：通过你们的总结，相信在你们的脑海中已经组合成了三副美丽的画卷，现在就

请你们闭上眼睛再次感悟秋天的美好吧。师再次配乐朗诵。  

    三、初读课文  

    1、资料助读：作者简介。  

    2、学生齐读诗文。  

    【设计说明】读秋，旨在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形成良好的语感。  

    3、指名朗读。  

    师：学诗歌的关键是朗读，谁愿意为大家朗读一下？读的时候注意语调、语速。  



     

    师：要把握好诗文的语调，掌握好语速关键是要把握诗文中孕育的思想感情，本文抒发

了怎样的感情呢？  

    明确：对秋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4、小组合作：一人朗读，其他三人点评得失。  

    5、师小结，生回顾。看大屏幕上一组秋景图，配乐齐声诵读全诗。  

    四、研读课文：  

    1、师：诗文语句优美生动，引发人们的想象，产生了独有的意境，这是因为作者用了

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并且启动了听觉、视觉、味觉等多中感官，请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

并说说对这些句子的理解？  

    明确：伐木声丁丁飘出幽谷——从听觉的角度，写出了幽谷的深、静。  

    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饱食”运用了拟人的修辞写出了丰收之景；“稻香”从味觉角

度，让人满口生香，暗示稻子成熟，展示丰收的图画。  

    秋天栖息在农家里——“栖息”运用拟人的修辞，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

东西具体化，写出了松弛、娴静的氛围。  

    轻轻摇着归泊的小桨——“轻轻”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游戏”一词虚实相生，渔人是在渔船上游戏，并不在乎打了多少

鱼，更是在感受秋天，游戏秋天，写出了那份闲适。  

    “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梦寐”是朦胧的意思，写出了少女的情怀，牧羊女的感

情似喜似羞。  

    “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比喻，一层意思说，青鳊鱼像乌桕叶；另一层意思，

江岸上乌桕树，树叶婆娑，倒映在江面，就好像网起的是乌桕叶的影子。用倒装句体现渔民

悠闲的心情。  

    【设计说明】品秋，旨在使学生充分发挥个性化理解，在交流中既锻炼口语组织能力，

又互相启发，加深理解和感悟。  

    2、师：在对诗文的进一步理解下，让我们再齐读诗文，读时注意重音。  

    师：同学们在读的过程中，都明确了读时应重点突出的字，但却千篇一律的把音读得很

重。重读不是一定要把音读重，而是在读的过程中或轻或扬或缓或急，达到预期的表达效果。  

    学生自由朗读，并品味诗句的读法。  

    师：哪位同学能根据你的理解读一下诗文，并说说这样读的理由？  

    诵读建议：  

    伐木声丁丁飘出幽谷——为了突出幽谷的深、静，“飘”可以读出拖音；  

    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饱食”、“稻香”展示丰收的图景，要重读。  

    秋天栖息在农家里——“栖息”表明秋天舍不得离开农家，说明农家丰收了。“栖息”要重

读，读出丰收的喜悦。  

    轻轻摇着归泊的小浆——“轻轻”显示出渔人悠闲安适的神态，“轻轻”要读出这种心情。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游戏”写出渔民捕鱼时欢快的情景，可读的欢快一点。  

    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梦寐”写出了少女的情怀，她的眼里都是秋天，心里一定

微颤着喜悦与梦想，要重读，且“眼里”要轻读，表明诗歌将结束。  

    【设计说明】诵秋，锻炼学生的朗读能力，学习朗读的技巧；进一步深入理解诗文，品

味优美的语言以及独有的语境。  

    3、师：请大家再次齐读诗文，可以背诵的同学，请背诵诗文。  

    五、拓展延伸  

    比较阅读。资料：（美）狄金森《秋景》。比较此诗与课文的异同。  



   

不同诗作不同诗味。  

    六、教师小结  

    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以及听觉、视觉、味觉等多种感官的运用下，原来秋天可以变

的这么惬意，悠闲，可以变的这么富有诗意，更可以编织进这么多美丽的情怀和美丽的梦想。

同学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你们呢？对城市的秋天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  

    七、作业  

    写一篇作文《岛城的秋天》。提示：可以运用拟人等多种手法，充分展开联想，写自己

熟悉的、热爱的别于书本的美丽秋天；或选取诗文中一个诗节或几句话，发挥想象力，进行

再创作。  

    【设计说明】从课本中得到启发，由课内到课外，发挥学生想象联想能力，培养创新精

神，激发表达兴趣，享受写作带给自己的快乐体验。  

   

初一语文教案 篇五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能准确理解文章内容。  

    2.对批注进行再批注，品味文章风趣幽默的语言。  

    3.感受科学研究者专注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对动物的热爱。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默读文章，运用互评批注的方式，品味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的特点。  

    教学难点：品味语言风趣幽默的特点，形成表达完整的语段，并能够独立按要求做批注。  

    一、导入  

    进入初中后，我们的阅读质量有了飞跃性的提升。看到大家越来越多地沉浸在书香之中，

老师非常欣慰。周末期间，很多同学都阅读了《所罗门王的指环》一书，现在哪位同学愿意

把自己读书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白板操作)生简要介绍：  

    1.作者劳伦兹；2.《所罗门王的指环》;3.精彩片段朗读和赏析。  

    这个片段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其实这本书里有意思的片段非常之多，我们的课文亦取自

此书的精华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动物笑谈》吧！相信大家会有更深的了解和体会！  

    二、阅读课文，提出问题  

    1.请大家默读课文，圈点勾画。并思考：要学好这篇课文，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呢  

    (6分钟，生阅读勾画课文)  

    2.生根据阅读及理解的情况，自主提出需要学习的问题。  

    (经过开学以来的学习，以学生自学能力，大致提出的问题类型应该是围绕“写了什么”、

“怎么写的”和“为什么写”这几个板块。)  

    3.生提出问题，师当堂板书：  

    生 1：本文的题目----动物笑谈如何理解  

    (由于该题目比较简单，学生已可以回答，所以直接提问并明确《动物笑谈》的题目含

义——谈论与动物有关的趣事，及题目的作用。)  

    生 2：劳伦兹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家  

    生 3：文章写了哪些趣事  

    生 4：本文的语言有什么特色  

    生 5：作者是怎么写这些与动物有关的趣事的  

    4.整理排序：我们应该先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87065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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