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
教案(优秀8篇)

通过编写初三教案，教师可以提前预设教学步骤，以便更好
地推进学习进程。请大家仔细品味以下范文，在理解教案编
写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知识，打造出更具个
性化的教学方案。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一

《说屏》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二、自学检测：

3、室内安置屏风与帷幕相同。师：大家能不能再具体说说屏
的设置应注意什么？1、屏的设置应注意：需因地制宜，在与
整体的相称、安放的位置与作用、曲屏的折度、视线的远近
诸方面，均要做到得体才是。师：关键是什么？请用一个词
回答。得体。师：作者在说明屏时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来介
绍屏的作用、种类、设置的？举例子、分类别、做诠释。师：
大家能不能用“实例--用了什么说明方法--介绍了事物的什
么特征”。来回答。1、举例子，如：“小时候……”，作者
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放在室内和室外的屏风所起的作用应
该是大同小异的。2、分类别，“按屏风的.建造材料及其华
丽程度来分，分为金屏、银屏、锦屏、画屏、石屏、木屏、
竹屏等。”说明屏的种类繁多。3、举例子、做诠释，“近来
我注意到……缘故”。说明屏风的设置要要做到得体。师：
作者对屏的感情怎样？流露出作者对屏风的喜爱、向往、赞
赏之情。师：能不能把体现这些感情的词语找出来？表明作
者观点、态度、感情的词语有：“富有诗意”、“心生向往
之情”、“更觉得它实在微妙”。三、质疑：

师：通过学习明确了说明对象，理清了说明内容、辨明了说



明方法.作者引用了不少古诗，有什么作用？1、“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表达了作者幼时对屏风无限地
向往与喜爱之情，放在开篇，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
趣。2、“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放在屏风的定义后既补
充了屏风的含义，又使语言生动有趣。师：第一段在全文中
起什么作用？引出说明对象。师：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鼓励建筑师、家具师们在屏的运用上创新。这篇文章的结构
方式是什么？总--分--总。

李卫民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二

一、单元内容：

雁门太守行

李贺

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

后四句：写唐军将士夜袭敌营，以死报效朝廷。

别云间

夏完淳

感情：悲——壮

格调：低沉——高亢

教学反思：

专题《汉字》



教学目标：

1、了解汉字的特点，感受汉字的魅力。

2、在游戏和活动中，激发学生对汉字的热爱、学习汉字的热
情与兴趣。

3、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树立规范用字的意识。

教学重点：汉字的起源与汉字的`魅力价值

教学难点：汉字中蕴藏的文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欣赏书法作品

2、猜字游戏（让两学生上台表演）

二、汉字的起源与魅力

1、看图猜字

（1）象形字：山、水、日、月、火、田、土、目

（2）指事字：本、末、上、下。

（3）会意字：如休、明。

（4）形声字：让学生举以“木”“水”为偏旁的字。

如：木：梅、杨、树、枯……



水：江、河、湖、海……

引导学生发现所列举的字中的一个共同点：
如“梅”，“木”表形，“每”表声。这类有形旁声旁的字，
我们称为形声字。

总结：在象形、指事、会意、这几类造字法中，形声字在汉
字中占的比重最大。由此看来，汉字是表形、表音、表义的
文字。

三、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1、汉字与英文的对比（通过对比，表现汉字的艺术与文化价
值）

男----an妇------wan

汉字“男”“妇”的字形，我们可以得知古人认为男主外，
女主内。男人在田中干活，女人在家扫地，而英语却无法告
知这些信息。

2、体会北京申奥会徽的多重内涵（探究汉字之美）

四、布置课后作业：

汉字的妙用：列举商品广告使用汉字不规范现象，改正错字。

五、结束语。

教学反思：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三

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教学设计(教师中心稿)



常州市北环中学

一、单元教学目标：

1、能读会写课文中的生字，养成使用字典、词典独立阅读的
良好习惯。

2、能运用自己喜欢的阅读方法，感受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
体会父母兄弟的至爱亲情，引起对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和共
鸣；学会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和信息，拓宽自己的阅读面，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能学会摄取闪光瞬间的选材构思法，懂得合理安排文章的
结构。

4、能学会观察不同的对象、场合，掌握对方的心理活动并采
用恰当的谈话方式与自己采访的对象进行文明得体的交谈，
培养自己的口语能力和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

5、能就单元中感兴趣的问题开展活动或确定主题进行探究，
学会质疑和审美评价。

二、单元课时安排：共13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1课时

《背影》2课时

《甜甜的泥土》1课时

《父母的心》1课时

《我的母亲》2课时

《人琴俱亡》1课时



写作3课时

口语交际1课时

专题交流或语文活动1课时

三、教学设计：

本单元的阅读教学

第三单元的内容安排上主题是“至爱亲情”。至爱亲情，血
浓于水。本单元的课文中，一个背影，融注了深深的父爱；
甜甜的泥土，蕴含着不言自喻的母爱；人琴俱亡，展现了兄
弟的手足之情；优越的条件，割不断父母对子女的情愫……
单元主题与学生比较贴近，但由于本单元五篇课文的时代背
景与学生生活的现代相隔较远，学生不太容易了解：没有离
开家庭的经历就不能深刻地感悟简简单单背影中的深深父爱，
处于健康家庭的`孩子无法品尝出泥土中的“甜”味，家庭富
裕的孩子无法深刻体会贫穷的父母宁可饿死也不为优越的条
件而送走自己的孩子；现代的独生子女很难感受到兄弟的手
足之情；……所以，怎样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很是关键。
教师应根据教学实际创设符合学生认知水平、能够使教学拓
展和能力迁移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境，帮助学生深刻感悟这
种“至爱亲情”。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人物身上、多
个角度和侧面，去领略那种血浓于水的至爱亲情，从而对学
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起到一定的升华作用，爱我亲人，
爱我生活，爱我社会。

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外拓展去认识人
物的形象，体会文章中表现出的父母兄弟的至爱亲情。作为
教师，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学习本单元，决不只是简单的
学习文中写到的几个人物，目的是引导学生在感受作品中的
人物和事件的同时，体会父母兄弟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引
起共鸣，从而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深刻的



爱、别人对自己无形的关爱……体会到人间处处有真情，做
到课内外打通，不局限于课本，也不脱离开课本，在课本的
基础上拓展、迁移，升华，将自己的体会形成文字，写出自
己的真情实感。根据本单元的内容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及
你的理解确定一个专题作为本单元的探究问题。如围绕以
《背影》为出发点，引导学生阅读朱自清的散文，进行朱自
清作品的风格探究；学习了《甜甜的泥土》后，指导学生进
行社会调查，如家庭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围绕《父母的
心》可以进行中西文化的特色比较等等。当然还可以像“我
来推荐我心目中的爸爸妈妈；我最喜欢的作家”等。

四、教学过程

第一学时确定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制定活动计划

第一块：了解单元内容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2教师巡视、指导同桌讨论交流

教学反思

第二块：制订活动方案，组建兴趣小组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1针对这些你感兴趣的内容，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单元活动
方案。同和你有相同志趣的同学组成自己的专题研究小组。
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自由交流，确定自己的专题。自由组
合专题研究小组，推选组长，确定专题任务。

2教师巡视指导，给予一定的提示、帮助。制定活动计划、方
案



教学反思

第二学时《背影》（一）

学习目标：能通过对课文的反复诵读，结合文章的时代背景，
去体会浓浓的父子深情。

课前学习：熟读课文，查工具书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查阅
相关资料，加深对文章的了解。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教

[4]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四

第二册第六单元备课札记

四川省三台中学陈国林

从师，《师说》的主旨

本文的写作背景在第二段有明确充分的提示。作者先是沉痛
地慨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然后通过对比从三方面具体
阐述：“今之众人”“而耻学于师”；“于其身也”“则耻
师焉”，“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
之”。一言以蔽之：“耻师”。

不过，在这“耻师”的时俗中，有李氏子蟠行“从师”之古
道。作者为嘉奖他，更主要是站在宏扬儒教的“国子监四门



博士”的立场，抨击“耻师”时弊，呼唤重兴“从师”“荣
师”风尚。这是本文的写作缘起和目的。

第一段从“古之学者必有师”谈起，分析教师的作用--“传
道受业解惑”，再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观出发，肯定“人非生
而知之”，从反面假设，推出本文的主旨--“从师”。并接
着以己为例，论证“从师”这一主旨，顺便得出从师的标准-
-“道”。

第二段，由古及今，由己及人，批评不从师即“耻师”的'现
实。

第三段，再回到古代，一方面继续论证“从师”的主旨，另
一方面辨证地分析师生关系，实则从更深层次论证“从师”
主旨：“从师”有广泛的可能性--“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和巨大作用--“贤于师”。

把“从师”作为全文主旨，文章思路清晰，结构紧凑，论证
简洁有力。

取之尽锱铢，《阿房宫赋》第三段的中心

课后练习和很多资料，都把“秦爱纷奢”作为第三段的中心。
事实上，第三段中的长句（“使负栋之柱……多于市人之言
语”）采用骈句形式和对比手段，指出修建阿房宫穷尽天下
人力物力，阿房宫内的靡靡之音淹没了被残酷剥削和压迫
的“农夫”和“工女”的痛苦呻吟。这是“取这尽锱铢”的
形象化、具体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描绘“秦爱纷奢”。而以
“取这尽锱铢”作为中心，后面天下之人的怒，阿房宫成为
焦土更顺理成章。

虚心，古今意义不同

从整体上看《谏太宗十思疏》和唐初盛行的骈体文一致，三



段中排偶形式都比较明显，文章追求对仗工整的目的十分明
显。这是我们判断一些语言单位是否是古今异义大语境和总
原则。

第三段“诚能”二字统领“十思”，每一思，三字组成的动
宾短语引出思考的对象或情况七字表明思考的内容，每小句以
“则思”二字开头，每两思的内容相或相近结构也大体一致。
其中七八两思更是如此：“虑壅蔽”和“惧谗邪”都是动宾
短语，“虚心”“纳下”“正身”“黜恶”也都是动宾短语，
“虚心”和“正身”都有使动意味，因而“虚心”语义和结
构都和现代汉语不同。

他植者是《种树郭驼橐传》的主体

《种树郭驼橐传》是一篇寓言式的人物传记，而不是一篇普
通的人物传记，作者作传的目的并不是记述人的生平，而为
了表达某个观点。本文主要记述了郭驼橐种树的效果和他的
语言，很像的一般的人物传记，很容易使用权人误以为主要
人物形象是郭驼橐，但从全文看，并不是样。

“以子之道，移之于官理”，实际上是把“他植树者”
使“木之性日益离”“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
实仇之”和“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卒以祸之类
比”；而不是把“郭驼橐”“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和“长人
者”类比。文章是“传其事以为官戒”，而不是类比出“官
理”。郭驼橐说的话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对比他植者的
教训。

邮政编码：621000

通讯地址：四川省三台中学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五

《说屏》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二、自学检测：

3、室内安置屏风与帷幕相同。师：大家能不能再具体说说屏
的设置应注意什么？1、屏的设置应注意：需因地制宜，在与
整体的相称、安放的位置与作用、曲屏的折度、视线的远近
诸方面，均要做到得体才是。师：关键是什么？请用一个词
回答。得体。师：作者在说明屏时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来介
绍屏的作用、种类、设置的？举例子、分类别、做诠释。师：
大家能不能用“实例--用了什么说明方法--介绍了事物的什
么特征”。来回答。1、举例子，如：“小时候……”，作者
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放在室内和室外的屏风所起的作用应
该是大同小异的。2、分类别，“按屏风的.建造材料及其华
丽程度来分，分为金屏、银屏、锦屏、画屏、石屏、木屏、
竹屏等。”说明屏的种类繁多。3、举例子、做诠释，“近来
我注意到……缘故”。说明屏风的设置要要做到得体。师：
作者对屏的感情怎样？流露出作者对屏风的喜爱、向往、赞
赏之情。师：能不能把体现这些感情的词语找出来？表明作
者观点、态度、感情的词语有：“富有诗意”、“心生向往
之情”、“更觉得它实在微妙”。三、质疑：

师：通过学习明确了说明对象，理清了说明内容、辨明了说
明方法.作者引用了不少古诗，有什么作用？1、“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表达了作者幼时对屏风无限地
向往与喜爱之情，放在开篇，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
趣。2、“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放在屏风的定义后既补
充了屏风的含义，又使语言生动有趣。师：第一段在全文中
起什么作用？引出说明对象。师：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鼓励建筑师、家具师们在屏的运用上创新。这篇文章的结构
方式是什么？总--分--总。



李卫民

《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说课教案(教师中心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六

教学要求：

1、借助工具书，整体感知内容大意。

2、在反复诵读中，进入文中情景交融的境界中。

3、对作品的语言特色有所体会。

教学时间：23课时

26三峡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理解文意。

2、品析课文，引导学生领略三峡景色之美。

3、展开想象，体味文章意境。

【教学重点】品读课文，感受三峡的独特美。

【教学难点】体味文章意境。

【辅助教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外国朋友曾经问他说：
“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吗？请只说一个。”同学们猜是哪个地方？（三峡）那么,三
峡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呢，请看：

(播放三峡风光片)

看来，三峡的确魅力无穷。这节课就让我们追随着郦道元，
一起走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三峡，去领略三峡的无限风光吧。

二、整体感知课文。

1、教师范读课文。

2、请同学配乐朗读课文。（多媒体课件）



3、请大家齐读课文。（多媒体课件）

4、同学们自读课文，理解句意，自由欣赏三峡风光。（如对
课文理解有困难的地方，可与同学或老师交流解决）。

刚才我们初步领略了三峡风光，你能说说你的感受吗？（学
生自由发言）

三、赏读课文，理解文意。

过渡：

听这些同学一说，我们脑海里有了一些对三峡的印象了，但
还有点儿模糊，请同学们再读课文，边读课文边透过文字领
略三峡的美，四人小组合作，任选一景，用自己的话把它详
细描述下来，好吗？（四人小组合作，一人执笔，其余三人
口头描述。）

（组内代表发言）

过渡：

听了我们同学的描述，真的让人晃如身临其境，如此雄伟壮
丽的奇景，散文家郦道元却仅用一百五十余字来描绘，且尽
传其神。归纳起来看：

课文主要写了三峡的哪几方面的自然景观？（山水。）

请同学们用简洁的文字归纳三峡的山水各有什么特点？

（山是高峻的、连绵的、水是湍急的、清澈的、凄寒的、等
等。）

第二课时



四、拓展延伸：

过渡：

三峡大坝工程。

大家有查到关于三峡大坝工程的资料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
下。

（师生共同交流，多媒体展示三峡大坝工程的资料：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年11月6日，具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世界上
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明渠截流工
程取得成功。

月26日，三峡工程开始第二次蓄水，三峡水库的水位在135米
的基础上悄然涨到137.4米，10月31日，坝前水位提高到139
米。

年，三峡水库将是一座长达600公里，最宽处达2000米，面积
达10000平方公里，水面平静的峡谷型水库。）

（小组讨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小结

郦道元笔下的山水画卷已成为三峡历史的美好回忆，今朝的
三峡正放射着世人瞩目的光辉，宏伟的葛洲坝工程，红火的
三峡工地，正在成就着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观。我相信，不管
这块神奇的土地怎么变，三峡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永远不会变，
三峡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三峡！三峡承载着我们永远的爱！

作业：



1对三峡工程众说纷纭，你的看法呢？结合课文和你查找的资
料，谈谈你对建立三峡水利工程的看法。

2课后以小组为单位出一期以“三峡”为主题的板报。

板书设计：

（山）－－奇险

夏湍急

三峡－－（美）

（水）－－春、冬清幽

秋凄清

第三课时

一、背诵并墨写课文。

二、完成课后习题。

教学后记：学生能熟练朗读课文，能理解文意，领略三峡景
色之美，并能展开合理想象，体味文章优美意境。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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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七

古诗--《梅花》说课设计

吉祥小学谭玉梅



人类迈入了新的世纪。新的世纪是一个对人确立尊严，尊重
生命、尊重个性、个性自由、个体自律的世纪。新的世纪对
教育教学提出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合作精
神”等要求，提出了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发展性”的要
求。语文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的
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语文课程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
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积极倡导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情感体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
情趣。

[教学理念]

本课教学试图体现以下几种教学理念：

一、主体观。把语文课当作学生学习、发展语言的实践活动，
强调学生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发挥。

二、本体观。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强调兴趣、需要、习惯
等非智力因素的作用。

三、整体观。面向全体学生、着眼全面发展，强调学生听、
说、读、写、思、悟、议、画等语文素养的提高。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本课7个生字。能正确、流利地诵读课文，背诵
课文。

2、读中感悟，体会梅花的特点，感受梅花的独特美。丰富自
己的情感体验。

3、在实践活动中，学生个性得到发展，提高审美能力、想象
能力、合作能力、交际表达能力。



教学环节：

《梅花》是一首十分优美的状物的古诗，为宋朝著名诗人王
安石所作。诗人以梅花不畏严寒、洁白如雪自喻，表达了诗
人对梅花高尚品格的喜爱和赞美。

一、赏画激趣，唤起情趣

教学一开始就由老师画出梅花的简笔画，又请大家一起来欣
赏梅花图片。课件伴随着轻柔的音乐展示各种梅花图，全班
学生都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对学习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读中自悟，体验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在讲“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这个基本理
念时，讲了这样一句话：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
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
是语文实践。语文实践包括听、说、读、写的实践。在本课
教学中，读得到了充分的落实。在初读中，不同形式的读多
达五次，使全体学生真正读通课文，为下一步读懂课文打下
了基础。在指导学生仔细观察课文插图后，让学生再次好好
读课文，并让他们自己认为该怎么读就怎么读。学生没有了
束缚，朗读伴随着思维活动和情感活动，个性化朗读得到了
充分展现，每个学生读的表情、音调、情感都各有千秋。如
最后一行“为有暗香来”，我让他们在读这行时先闭上眼深
吸一口气，宛如在闻梅花的幽幽芳香，然后再来读诗句。结
合着想象，体验着诗意，再配上悠扬动听的音乐，学生深情
并茂的朗读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梅花的美丽，体会
到了诗人对梅花的喜爱。

三、诵中升华，拓展体验

在指导背诵环节，我和学生一起合作背诵，示范背诵，带动



全班同学背诵的积极性。老师的参与更接近了学生，体现了
教师不仅是学习的指导者，也是学习的参与者的教育新理念。

四、画中延伸，体验成功

低年级学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东西总想把它
画下来。在实践环节，我让学生动手画画梅花，学生们看着
自己的作品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那种自豪感和成功感的独
特体验是不言而喻的。

五、课外知识的延伸

让学生回家和父母一起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搜集有关描写
花的诗歌，准备开诗歌朗诵会，做到课内知识向课外的延伸，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的语言积累。

教学特点：

1、我针对二年级学生学习语文的特点，在教学中特别注意加
强朗读和发展思维，读中悟情。以读为主的课堂教学，关注
学生的个性的培养，让学生多自读自悟，多与同学交流读书
的方法，（多次进行小组学习交流、同桌交流等）多引导学
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生活积累来读懂课文，体验读
书的快乐。

2、注重创设情境，引发情感体验。

教学中教师应创设情感丰富的教学情境，把学生带入特定情
境之中，让学生在情感体验中引发情感冲动。如这篇课文，
写了寒梅傲雪的美景，我采用了乐曲与幻灯，师解说相结合
的方法把学生带入了梅花傲雪的场景中，配乐朗读，让学生
整体感知，使学生切身体验梅花的美，引发了学生想学的欲
望。



3、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本堂课的教学过程始终洋溢着师生双边活动的热烈气氛，充
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学
得主动，读书读得深入。师生的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充满教
学全过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合作得十分融洽。真正体现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上册《梅花》说课设计(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八年级语文第六单元课外古诗词教案篇八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教学设计(教师中心稿)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第六单元奇思妙想

教学设计简案

常州外国语学校陆轩省

单元学习目标：

1．欣赏课文中生动的描写和故事情节，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阅
读兴趣。

2．初步了解联想和想像的作用，能运用联想和想像扩展文章
内容，丰富课文内涵。

3．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对课文
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和看法。

4．体味和推敲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作用，用合
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



5．学会婉转拒绝。

单元课时安排：共11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1课时

皇帝的新装2课时

七颗钻石1课时

蔚蓝的王国1课时

天上的街市2课时

写作：想像3课时

口语交际：婉转拒绝1课时

教材内容及教法分析：

本单元的主题是“奇思妙想”，想象是创造的先导，是人类
腾飞的翅膀。四篇课文既有诗歌又有童话，既有中国的作品
又有外国的名篇。诗歌音律和谐，朗朗上口，语言优美；童
话更是情节生动，易于接受。由此，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应是：
学生通过自己对文本的解读，理解作者奇思妙想的内容、奇
思妙想的原因以及奇思妙想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本单
元的学习，能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且能就生活的一个主题创造出他们自己
的独特的奇思妙想。

教学设计：

第1学时确定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第一块：激发学习兴趣。



步骤学生教师反思

1做题。导入：由做联想和想像题（附后）导入。

2讨论，交流。巡视，指导。

3听，思考，说。明确：什么是联想，什么是想像。以及它们
的作用。

附题：

示例:木头足球

木头---树林---田野---足球场---足球

3、充分发挥你的联想和想像,根据提供的情景，编一则小故
事．

海豹高原啤酒

第二块：了解单元内容，明确学习目标。

步骤学生教师反思

1先浏览，后谈感受。浏览单元内容，哪些内容给你留下的印
象最深刻，哪些内容是你最感兴趣的？请同学们随便谈谈。

2自由交流，确定本单元学习目标针对这些你感兴趣的内容，
确定自己的单元学习目标。

3熟悉单元内容，读读，背背。巡视指导，给予一定的提示、
帮助。

第2学时《皇帝的新装》（一）



学习目标：1．能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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