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上册语文《背影》 

第一篇：八年级上册语文《背影》 

一、说教材 

1、教材简析： 

《背影》选自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朱自请

的一篇著名的记实散文。一直作为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感染了一代

又一代，因为它写出了一种异常真诚与至诚的父子之爱，反映了我国

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我觉得，读朱自请先生

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方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

能真正体会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阅读这篇散文，我们可以感受

到父子亲情——父亲对儿子疼爱和儿子对父爱的感念。这是人间至情。

这也是家庭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教学目标：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该课的特点以及所教班级的实际

情况，我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走近作者，认识生字、生词。抓住某一感情的聚焦点

展示人物心灵的写作方法；散文的特点及散文的选材。能力目标：学

习在平实的叙述、抒情中蕴藏着的极为精巧的构思；关键语句含义的

理解 

情感目标：认真体会文中所表现的父子之间的深厚的感情，理解

语文与家庭生活的关系。 

3、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初中学生能用普通话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篇文章很适合朗读，要让学生多读。

读出文中的感情，使学生自己能够受到感动。所以我把该文教学重点

定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深情，激发孩

子理解父母、热爱父母的思想感情。教学难点：语文课程标准还要求

学生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把握文章结构。

初二学生，他们的阅读范围还不是很广，掌握的阅读技巧不是很多。



抓住某一感情的聚焦点展示人物心灵的写作方法；如何理解文中父亲

那个不怎么优美的背影？学生还无能为力。因此，我把此当作本文的

教学难点。 

说教法。 

4、根据该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我采用以

下的方法及教具进行教学：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进行朗读评价的教学方法。

（2、激发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 

（3、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想结合，激发创新思维的学习方法。 

5、教学用具：多媒体。选择以上教法的依据：语文新课程标准要

求初中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阅读能力。因此，教师在选择教法上必须

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

勇于创新。据此，我在教学该课时主要采用朗读的方法，教师不必过

多的讲解，作者的感情让学生在读中慢慢感受出来，以达到教学目的，

而不是一上来就分析文章，以至把整篇文章分得支离破碎，使学生失

去了阅读兴趣。只有在朗读中学生才会自主地去发现问题，“合作、

探究”地去解决问题。 

6、说学法：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和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评价方式的设计，都

应有助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据此，教学该课我确定了以下学法

指导及能力培养：（1 自主收集资料，增加课外阅读量的方法，让学生

养成预习的习惯。（2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获

取知识的能力。（3 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走进家庭，走向社会而获取

知识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二、说教学程序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激发情趣：导入新课的开场白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导语，能营造适宜的课堂氛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对学习

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设计的导语是：同学们，人们常说，“世上



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象个宝，没妈的孩子象棵草。”可是在我们

生活中，有一个人也时时刻刻在关心、爱护、影响着我们，那就是父

亲。在生活中你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成长的历程中他对你有

什么影响？你怎样评价你的父亲呢？ 

1、由导语引出的三个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交流。 

2、自由发言，鼓励学生多发言。 

3、教师小结，引出新课。（此设计能让学生思维活跃起来，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能让学生与课文中

的主人公达成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帮助同学们理解课文内容。） 

（二）检查预习情况，明确学习目标： 

1、生字、生词的练习。（运用多媒体显示出来） 

2、让学生介绍收集到的朱自清的有关资料 

3、检查朗读情况，并让学生作出评价。（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养

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他们自己收集资料，查阅工具书的兴趣，培

养他们的阅读兴趣。从而完成教学目标。是学法 1 的实施。） 

（三）启发诱导，合作探究 

1、配乐朗读此文（运用多媒体），让学生注意朗读的要求和技巧。 

2、整体把握文章，让学生谈听后的感受。 

3、把握文章脉络，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 

4、文中出现了几次“背影“？着重写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

见的背影？ 

5、本文通过车站送别表现了父子间的什么的感情？ 

6、体味文中父亲的几句话。 

（以上设计的问题由学生自由讨论，自由发言。此设计是为了让

学生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进一不理解作者的感情，培养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和阅读兴趣。完成教学目标 2。） 

（四）教师小结，布置作业：熟读全文，进一不感知课文内容。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我设计了如下导语）同学门，上节课我们理清

了作者的写作思路，也感受到了一位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一片深亲，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这篇课文。 

（二）明确目标 

1、抓住“背影”这一感情的聚焦点展示人物心灵的写法。 

2、领会朴实的语言风格。 

3、继续感受父子情深。 

（三）自主合作，探究质疑（用多媒体显示下列问题） 

1、文中四次“背影”的描写哪一次给你留下的映象最深？为什么？ 

2、体会父亲亲爬月台时的几个动词。 

3、文章为什么不写父亲的正面，而写父亲的背影呢？ 

4、作者看到父亲的背影，竟然感动得流泪，你相信吗？ 

5、你认为文章是通过选取什么角度来表现“父爱”这一主题的？ 

（此设计意在拓宽学生的思路，在师生质疑的过程中，进一步理

解课文内容，是突破重点、难点的重要一环，是对学法 2 的指导，从

完成教学目标 2。） 

（四）学生朗读课文，分组讨论，就文中不解之处质疑。（教师

点拨）（此设计是让学生养成自主提问，合作解决问题的习惯，是学

法 2 的进一步指导，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五）布置作业：让学生回家后多了解爸妈，体会他们子女的关

爱。 

（六）总结全文，渗透思想教育，完成教学目标。 

附板书设计一 附板书设计二 

背影 朱自清 

难忘背影 —— 点题 

圈点批注字词、名句、段落层次、疑问 父 描写背影 —家境：祸不

单行父亲疼爱儿子 

见面的背景 祸不单行祖母死了，回家奔丧 子 别前背影： 细心关

照儿子怜爱父亲 

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失业）家中光景惨淡 情 买橘子背影： 体贴

周到 

开头 深 再现背影： 思念 四个背影 



去买橘子时 

告别时 

泪光中的 

三次流泪 

第一次见父亲，睹家境，想起祖母悲哀 

第二次见背影感动 

第三次别父亲 

第四次想背影 

第二篇：八年级语文上册《背影》教学设计（本站推荐） 

《背影》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目标：明确文章的线索，体会父子情深，品味朴实、

饱含深情的语言。2．过程和方法目标：提高学生品味语言的能力和从

写作中精选材料、谋篇布局的能力。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体味

文中血浓于水的浓浓亲情，从背影中发掘深深的父爱，陶冶学生爱我

亲人、爱我生活的高尚情感。教学重难点： 

1.体会朴实、饱含深情的语言，学习叙事中的选材方法——截取

法。 

2.明确“背影”是课文的明线，“父子深情”是课文的暗线，二

者和谐统一，体会文章情思绵绵的意蕴。教学课时：2 课时 

教学方法：自主、合作、探究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整体感知全文，梳理文章的层次 

一、导入 

以小故事《儿子眼中的父亲》导入新课： 7 岁：“爸爸真了不起，

什么都懂！” 14 岁：“好像有时候觉得也不对„„” 

20 岁：“爸爸有点落伍了，他的理论和时代格格不入。” 25 岁：

“老头子一无所知，毫无疑问，他已陈腐不堪。” 

35 岁：“如果爸爸当年像我这样老练，他今天肯定是个百万富

翁。” 45 岁：“我不知道是否该和‘老头子’商量商量，或许他能帮



我出出主意。” 55 岁：“真可惜，爸爸去世了，说实话，他的看法相

当光明。” 

60 岁：“可怜的爸爸，您简直是位无所不知的的学者，遗憾的是

我了解您太晚了。” 共同思考，引入课题：同一个父亲，在儿子眼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就来学一篇文质兼美的纪实散文，其中也刻画了一位

疼爱儿子的父亲，这篇散文就是朱自清的《背影》。《背影》是一篇

著名的纪实性散文，也可以说是回忆性散文，本文写于 1925 年，至今

已六七十年，一直被广大读者所传诵，多少年来也一直被选入教材，

哺育了几代人。对于这样的名篇，我们应认真阅读、学习。请同学们

把课文朗读一遍。 

二、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 

朱自清（1899-1948），字佩弦，号秋实。江苏省扬州市人, 现代

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46 年朱自清为反对美蒋反

动派的罪恶行径，在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因此，毛泽

东称他“有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创作成就最大的是

散文，细腻清丽、意境隽永、于朴素中见真情、洋溢着一股清新气息。 

《背影》写于 1925 年，他到清化大学任教不久，接到父亲来信，

信中一些话，使他想起父亲，待他的许多好处，尤其是七、八年前父

亲在南京为他送行的背影，不禁泪如泉涌，写下了这篇感情真挚的散

文。 

三、通读课文，借助工具书，扫清字词障碍，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1．听录音朗读 

要求：将那些自己读不准的字标出记号；将自己不能理解的词语

框出来。2．朗读 

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3 段、4—5 段，6 段，7 段分别找不同的

小组读。6 段齐读。3．引导学生读准字音，解释词义。 

4．自读课文，体会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讨论文章结构，从整

体上了解课文内容。第一部分（第一段）：怀念父亲，最难忘背影。

（点“背影”）----开篇寄思 



第二部分（第二到六段）：回忆往事，车站离别看见背影，表现

父亲的爱子之情。（忆“背影”）----往事回忆 

（一）交待父子分别时的家庭情况，为写背影渲染悲凉气氛。----

交代家境 

（二）写父亲决定亲自送行，并细心关照，为写背影作铺垫。----

浦口送别 

（三）描写父亲爬过铁道去买橘时的“背影”，抒发真挚感情。

（写“背影”）----车站买橘 第三部分（第七段）：接读父信，再现

背影，表达了我别后对父亲的思念，以在泪光中再现背影作结。（哭

“背影”）----结尾怀念 

（一）学习第 1--3 节（1）指名朗读第 1 节。 

（2）第一切中提到的“两年来”具体指哪一段时间？第一节起什

么作用？ 1923--1925 年；开篇点题。（3）读第二节，思考： ①“那

年”是哪一年？ 

②“祸不单行”“满院狼籍”是什么意思？ 

祖母去世，父亲失业，故说：“祸不单行”，父亲那时卸职奔丧，

需打点行囊，所以说“满院狼藉”。 

③“我不禁簌簌地流下泪”，是为什么？ “我目睹家境衰改的情

景，伤心地流下眼泪。④父亲的那句话包含着什么意思？ 是对儿子的

宽慰，体现了他的爱子之情。 

（4）第 3 节点明家中光景惨淡的原因。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淡的哀

愁。（5）这两段写家中因顿的处境，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 

（二）分析第二层 

（1）这一段是怎么写父亲对儿子的关怀爱护的？抓重点字词。两

个“再三”“踌躇”。 

（2）“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父亲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不要紧”是父亲对自己而言，尽管“事忙”但认为这无关紧要。

“他们去不好”是对儿子而言，就怕别人照顾得不妥贴。这简短的一

句话，说明他关心儿子胜过关心自己，充分表现了父亲的爱子之心。 

（3）进站后，父亲为我做了哪些事情？ 



（4）作者为什么说“我”那时“真聪明过分”；而且还叹气说：

“我„„真太聪明了”？ 这两句话是作者的自责，恨自己那时年轻无知，

未能体会父亲的一片深情。（5）齐读第 2 层，体会父亲的爱子之心。 

（三）讲读第三层。①指名朗读，考虑： 

这一层重点刻画父亲买橘时的背影分几层来写？ 四层： 

第 1 层写父亲执意要去买橘； 第 2 层写父亲越过铁道买橘； 第 3

层写买橘回来； 第 4 层写与父亲依依告别。 

②父亲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父亲

说这句话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想到儿子的旅途生活既单调又口渴，

于是要去买些橘子给儿子——为儿子他想得多么周到。 

③作者是如何描写父亲买橘时的感人形象的？ 

先写了父亲的穿着：黑布小帽，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紧接

着写了去买橘时的一系列动作： 

走、探身、穿过、攀、缩、倾、这些动作描写细腻而又简练，给

人一个全过程的栩栩如生的动态印象。调动读者的想象力。那么，作

者为什么能写得这样生动？（观察细致，清楚，用词准确生动，故此

写得真切感人。） 

父亲是个胖子，走路都是蹒跚的，却要去努力地攀月台给儿子买

橘子，看到这样的背影谁能不为之感动。当“我”看见这一背影时，

感情是怎样的？（齐读）④父亲买橘回来时，“扑扑衣上的泥土，心

里很轻松似的”。这句话怎样理解？ 

这种轻松的心情正是一种爱心，这一句又道出了父亲买橘的道理：

越是尽到父亲责任，心里越是感觉踏实和满足。 

⑤最后一层写依依惜别。离别的时候，父亲说了两句话，这两句

话表达了父亲怎样的感情？ “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表明父亲这时仍

在惦念着儿子旅途的安全。“进去吧，里边没人”。儿子送父亲下车，

本是人之常情。可是父亲不让送，怕儿子离开车箱会丢失东西。临别

时这样细心嘱咐，真是关怀备至，可敬可佩。 

⑥这一层中两次写看见背影流泪，说说这两次流泪分别是什么心

情？ 



第 1 次是看见父亲不顾艰难给“我”买橘，使我感动，流的是感

动的泪，现在父亲要离开了，不免产生浓浓的离情别绪。因此，当父

亲的背影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自己回车厢里坐下来的时候，感

念之情涌上心头，禁不住眼泪又来了。这一段里两次写流泪，体现了

儿子对父亲的真诚的爱。 

⑦先分层朗读，再齐读这一段课文。要求读出你爱子，子爱你的

的深情。 

（四）分析第三部分： 

这最后一段，内容相当丰富，写了家境的衰落，写了父亲的身世

和心境，重点写了接读信后的感受。（齐读）接读父信后，在晶莹的

泪光中再现父亲背影，这是作者第四次流泪，这时的感情是怎样的？

以“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结束全文，直接表达出对父亲的怀念

之情。 

五、本文细腻刻画了父亲感人至深的背影。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感

情。 

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两方两的。一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片深情，

二是儿子对父亲的怀念、怜惜、内疚和感伤之情。 

四、巩固练习 

一、注音 

差（）使（） 

交卸（） 

奔丧（） 

狼藉（）丧（）事 

赋（）闲 

踌（）躇（） 

栅（）栏（）蹒（）跚（）拭（）干 

颓（）唐 

琐（）屑（） 

举箸（） 

迂（）腐 



晶莹（） 

三、划出下列词语中的错别字，并按顺序订正。 

情不自尽 

不能自己 

万簌俱寂 

满院狼籍 

再三嘱附 

托咐别人 

订正： 

三、给下列词语中加粗的字注音 

1.差别（） 

差劲（） 

出差（） 

参差（）2.丧失（） 

丧事（） 

丧命（） 

奔丧（） 

四、解释加粗的字 

1.触目伤怀（）2.触他之怒（） 

3.踌躇了一会（） 

4.踌躇满志（）5.情郁于中（） 

6.不能自已 

（） 

7.举箸 

（）8.惟有 

（） 

9.变卖典质 

（）10.迂腐 

（） 

五、解释词语 



1.祸不单行： 

4.颓唐： 

2.赋闲： 

5.琐屑： 

3.蹒跚： 

6.情郁于中： 

六、填空 

1.《背影》是一篇（）散文，选自（）。作者（），中国散文家、

诗人。他的代表作有散文----、-----等。他的散文风格是：（），

（），以（），（）著称。我们还学过他的另一篇散文------。[春] 

2.《背影》这篇散文，以“-------”为线索组织材料，表现了父

亲------------------的深挚感情，抒发了作者对--------------之情。 

3.《背影》一文的中心是通过--------的描写表现父子之情，采用-

------法来选材构思。 

4.课文主要写了徐州见父、回家奔丧、南京分别、望父买橘、回

忆读信、北京思父几件事。其中作者着重写的是---------。 

5.散文，从表达方式来看，有 

散文、散文。散文的特点是： 

。五。小结（学生谈收获）六．作业 

研讨与练习一、三。 

七、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理解关键语句的含义，体会中心与段落层次

的关系 论讨讲解 

一．“我”与父亲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理

解记叙的要素） 

二．我与父亲是在一种怎样的背景下见面的？从文中找出写见面

的背景的句子。写出了怎样的一个背景。①祖母死了 

②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祸不单行,家境惨淡)。 

设置惨淡环境，渲染悲凉气氛，与父亲在此困境下仍不辞劳苦，

为儿子奔波，与父亲对儿子满腔温情形成对照，更显父爱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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