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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通用8篇)

即使只有一分钟的交流，也能让人们建立深厚的情感。一分
钟总结中，我们可以运用排比、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使
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分钟总结模
板，希望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启示。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从三个维度出发设计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1、知识与能力：让学生掌握排比、反复修辞及短句在文章中
的作用。

2、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并综合运用其他语言品味的方法，
让学生感受安塞腰鼓的恢宏气势。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激发学
生对人生的思考。

这篇文章语言很有特色，所以我把这堂课的重点确定为：品
味语言，感受恢宏气势。

学生要把感性的文字上升为理性的思考具有一定的难度，所
以我把这堂课的难点确定为：通过感受安塞腰鼓的恢宏气势，
激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

一、听读，整体感知

1.师范读课文。生思考：这是一个xxx的安塞腰鼓（用课文中
的词语回答）



（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让学生对课文的情感基调就有直接的
感知，并为学生能有感情地朗读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同时
通过问题的思考，让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感知。
用文中的词语回答更是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二、美读，赏析品味

1、通过听读,学生已经知道了这是个壮阔、豪放、火烈的腰
鼓，师提问这篇文章应该用什么样的基调来朗读?根据学生的
回答师总结是豪迈、激昂的基调。接着就请学生带着这种基
调，放声、纵情地朗读这篇课文，边读边思考作者是怎样来
写出这壮阔、豪放、火烈的腰鼓的？要求：运用圈点勾画的
方法。提示：可从修辞、句式、字词、结构、写法等考虑。

（这个环节我只设计了一个能牵动全文的的主问题，通过这
个问题简化教学头绪，更好地帮助学生理清思路，避免传统
教学中的碎问碎答，一问到底的弊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可重点引导学生品读以下几个句子：

1.“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
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
一样，是强健的风姿。”改成“急促的鼓点像骤雨一样；飞
扬的流苏像旋风一样；蹦跳的脚步像乱蛙一样；闪射的瞳仁
像火花一样；强健的风姿像斗虎一样。”效果有何不一样？
（原句是短句，使语言铿锵，节奏急促，气势强劲；原句喻
体提前，起强调作用，突出安塞腰鼓的壮阔、豪放、火烈的
特点。）

2.“……好一个安塞腰鼓！……好一个安塞腰鼓！……好一
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
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这几个句子采用反复的修辞，
使文章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在结构上又是文章层次的分界
点，能使文章脉络清晰，同时推动文章情节和感情达到高潮。
）



3.“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使人想起：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暗、尔后最终永远明
晰了的大彻大悟！”

（这句话采用排比的修辞使文章气势恢弘，雄浑有力，表现
出安塞腰鼓气吞山河的场面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指导学生品读这段话时可采用想象法，让学生想象“落日照
大旗，马鸣风萧萧”，“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的情景，从
而让学生体会打腰鼓时的场景。

指导学生朗读时可采用两重读，即把学生分成三大组，当第
一组的同学读到第一句话最后两个字的时候第二组的同学开
始读第二句，当第二组的同学读到第二句的末两个字的时候
第三组的同学开始读第三句，这样就能产生此起彼伏的效果，
犹如一个个念头在脑海浮现。

（在这一环节教学中我主要运用个别读、齐读、两重读、叠
加读等不同的朗读方法，并综合运用句式比较法、字词替换
法等让学生感受安塞腰鼓的恢宏气势；让学生掌握排比、反
复、短句的运用使文章显得气势非凡，从而使学生明白安塞
腰鼓的内容与语言相一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语文学习的
良好习惯——圈点勾画法。我在这里只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真正体现了新课标中这一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我只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个环
节具有很强的不可预见性。）

三、默读，探究主题

1.默读后，请生回答作者借安塞腰鼓想要表达什么？



（文章的主题可以多角度去理解，如：“歌颂阳刚之
美”；“歌颂民族艺术”；“表现西北人想要冲破束缚、阻
碍的强烈愿望”……）

2.那么这篇文章对你有什么启示呢？

交流后师打出自己对此文的感悟：

人，活得要有一股劲!

这劲，是生命力，是上进心，是坚忍不拔的意志，是不屈不
挠的精神!

学习上，要有一股猛劲；

事业上，要有一股牛劲!

有劲的生活，才是最有希望的生活!

四、延伸课外，创意展示

一起来看新浪网上的一则消息：

“安塞腰鼓”将成注册保护品牌。

闻名国内外的腰鼓之乡安塞县，近日向有关部门申报注
册“安塞腰鼓”的知识产权。

届时，“安塞腰鼓”将成为安塞县新的经济产业。安塞县是
全国有名的文化大县，安塞腰鼓更是闻名天下。全县有5万多
农民会打腰鼓，有20xx多农民靠外出打腰鼓赚了钱，年创收
入百万余元。为了将这项民间产业做强，安塞县政府投资将
腰鼓这项艺术在国际互联网上滚动宣传，提高知名度。目前
该县已准备好有关材料，近日内将上北京申报注册知识产权。



（看后）为了提高安塞腰鼓的知名度，能成功注册知识产权，
请同学们为“安塞腰鼓”拟一则广告词为其做宣传，如果你
的创意被采纳，我想，安塞县文化局将会发给你请柬，特邀
你亲临黄土高原，现场观看安塞腰鼓的表演。要求运用排比、
反复等修辞。（先在四人小组内交流，再把本小组内最有实
力的一则作品在全班交流。）

五.作业设计

1、收集有关描写声音的文字。

2、调查一下本地具有特色、具有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写一
篇文章。（选做，体现作业的层次性。）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二

17、安塞腰鼓

教学目标：1.整体感知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清文章
层次。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力量，体现节奏感。

3.简析场景描写，体会文章主题。

4.理解排比、比喻、反复修辞在文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学习场景描写，理解文章主题

课时安排：2课时

课前准备：查找黄土高原的相关文化、地理和风俗人情知识，
掌握生字、词语，



查找音像资料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一、导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渊源流长，颇具地方特
色的传统娱乐节目

都登上大雅之堂。“安塞腰鼓”这一陕北民间的舞蹈曾走红
亚非拉，并多次出现

于大型的国家庆典。

二、交流资料：1、学生交流自己所查找的资料，先小组内交
流，后推举代表发

言，在全班交流。

2、教师出示资料：“安塞腰鼓”是陕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
现象，

也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这一切均与陕北古老的
历史有关。陕北高原自

古以来就是边关要道，连接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
秦始皇时期大将蒙恬，

率三十万大军镇守陕北，防止匈奴内侵；北宋时期的范仲淹、
沈括等也曾来到陕北

领导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战争……可以说，安塞腰鼓既是古代
激励边关将士冲锋杀敌、

浴血奋战的号角，也是将士们征战凯旋的欢迎曲。它气势磅



礴，充满激情与力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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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三

安塞腰鼓是产生于北方黄土高原的一种民间艺术，充满原始
和浓郁的气息，生活在现代都市的青少年，大都对其缺乏形
象的直接的感受。因此，采用多媒体教学，效果会好些。

这篇文章气势恢宏，每个词语都简洁有力，每个句子都铿锵
激越，对于这样的文章，一要指导学生多诵读，从朗读中体
味它的气势，感受其中的生命律动；二是品味语言，理解语
言中包孕的情感的深意。

【】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会抓住重点句子赏析

2．体会文章对人的旺盛的生命力的赞颂，对中华民族的旺盛
的生命力的赞颂

【】

重点：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难点：引导学生深入领会作者所歌颂的生命的力量

【】

多媒体教学

【】



多媒体课件

【】

一课时

【】

通过播放多媒体片断“黄土风情”，给学生以形象的感受，
并调动沉重的情绪。

：屏幕显示板书：

亢奋容不得羁绊

好沉重严峻的思索力

震撼释放出能量

颤栗浓烈的享受

教师指导：第一部分是鼓声响起之前，用中速，也不乏力量。
中间部分是鼓声响起来，语调就应该激越、高昂。鼓声落，
要读出悠远寂静、若有所思的情绪，语速稍慢。

学生分组自己朗读，体验作品的情感、气势，然后推荐代表，
比赛朗读。朗读内容为中间部分，将其分成五小节，第5－
第13段，14段－17段，18段－22段，23段－24段，这四部分
由各组代表朗读，25段－27段由全班同学集体朗读。（在朗
读的同时，播放多媒体片段“腰鼓英姿”，以鼓声伴读，创
设情境，加强学生对生命律动的感受，进而品味语言，理解
语言中包含的对人的旺盛的生命力的赞美之情。同时，用比
赛的形式来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角。）



老师：生命因力量而得到渲泄，力量又带动生命奔腾、升华，
我们用心去品味文章的语言，看作者是怎样体现生命的律动
的。

(提示：可以结合体会多种修辞手法去品味赏析。)

示例：第8自然段中“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
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
了。”

(这个句子运用排比句式，使语言气势充沛、节奏鲜明、感情
强烈。)

学生根据范例分组品味语句，相互交流，教师参与指导。对
共性的问题，全班讨论，若有些重要问题学生未提出，可提
出来与学生共同交流，达到教师引导、师生互动的效果。

共同研讨句子：

1.“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
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
一样，是强健的风姿。”

(运用排比和比喻，用层出不穷的美好想象和联想，来描绘鼓
声，思维大开大合。气势恢弘。)

2．“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
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
隆。”

(“碰撞”化无形为有形。写出了鼓声的力度。“山崖蓦然变
成牛皮鼓面了”，运用比喻，写出了沉重的鼓声清楚地回响
在山崖之间，似乎山崖也被敲出了强烈的鼓点。三个“隆
隆”反复出现，造成一种回环音的效果。)



3、“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
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段话，这生命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本
质是一股安塞人要冲破贫穷落后的羁绊，挣脱束缚，撞开闭
塞，不甘贫穷落后，不畏屈辱，奋发向上，追求幸福美好生
活的势不可挡的劲头。）

情感迁移：播放多媒体片段“激情飞扬”。

情感导语：看吧，这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
挟裹着黄土高原的狂风，蕴藏着黄河的咆哮，向我们扑面而
来了。人与鼓合为一体，人借鼓势，鼓助人威，共同演绎了
一首生命力量的赞歌，在这火烈的颂歌中，人们与自然抗争，
与命运抗争，创造美好的生活。在这火烈的颂歌中，我们能
不被感动吗？让我们也积蓄生命的能量，随着这激越的鼓声，
去唱我们生命的赞歌。嘿嘿......

主题迁移：“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
使人感到对她十分陌生了，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鸡叫
了，天亮了，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安塞腰鼓所喷发出来的
力量，一定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现在，安塞人民盼来
了党中央“开发西部”的新契机，让我们也带着我们的收获
走上人生之路。（播放多媒体片段“欢庆腰鼓”）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四

教学目标 ：、感受安塞腰鼓的雄浑气势。

2、通过朗读课文体会文中表现出来的生命中奔腾的力量和阳
刚之美。

3、理解排比修辞手法在文章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理解排比的作用，精读重点句子。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深入领会作者所歌颂的生命力量。

教学准备：

2.教师将图片资料或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

3. 本文可用一课时学课文，用一课时作练习及质疑问难。
练习就以辅导完成课后的“研讨与练习”为主。可补充“新
学案”中的相关练习。

教学过程 ：

一、创设情境，导入  新课

(多媒体演示“安塞腰鼓”表演的画面，学生欣赏。)

师：你喜欢这些画面吗?喜欢哪个方面?你此时内心洋溢着怎
样的感情?

(学生自由回答，同时交流查阅了解的“安塞腰鼓”的资
料。).

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或放录音，学生听读，感受文章的感情基调。

2.  积累本课字词：

2.指导朗读。    

学生组内自主朗读，体验作品的情感、语调，然后推荐代表，
比赛朗读。



三、精读赏析，问题探究

（一）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边读边思考，用“……的安塞腰
鼓”对安塞腰鼓进行评价（用文中词语或短句）

（二）理清结构：

1、   鼓响前、腰鼓表演、鼓声止

2、   表演部分从四个角度展示腰鼓的艺术魅力（“好一
个安塞腰鼓”）

（三）寻找美点：

作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了安塞腰鼓的美，试用“美，
你看（听）……”的句式进行叙述。分小组讨论进行。

如：1、蓄势待发的后生美，你看，他们身后是一片高梁地。
他们朴实得就像那片高梁。咝溜溜的南风吹动了高梁叶子，
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衫。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

2、火烈的舞蹈场面美，你看，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
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
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
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

3、   激越的鼓声美，你听，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
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励面
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

5、   变幻的舞姿美，你看，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
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每一个舞姿都是光和影的匆匆变幻，
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使人叹为观止。

（四）排比句式的理解：



a.从形式上看：

有句内的排比，如：

a.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
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

b.它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

......

有句与句的排比，如：

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每一个
舞姿都是光和影的匆匆变幻。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
的艺术享受中，使人叹为观止。

......

有段与段的排比，如：

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使人想起：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暗、尔后最终永远明
晰了的大彻大悟。

......

b.从用法上看：

有的用以增强语势，突出腰鼓舞的恢宏气势，如：



a.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
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

b.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
舞蹈哇--安塞腰鼓!

......

有的用以渲染腰鼓形象，节奏感强，充满旋律美，如：

a.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
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
样，是强健的风姿。

b.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抒情，隆隆隆隆的严峻的思索，隆隆隆
隆的犁尖翻起的杂着草根的土浪，隆隆隆隆的阵痛的发生和
排解。

......

（五）诵读课文

（六）布置作业 ：找出课文中你认为写得最有气势、最有
激情的句子并抄写。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五

教材分析：

?安塞腰鼓》是一篇歌颂激荡的生命和磅礴的力量的文章。浓
墨大笔，抒写饱满的生命激情；以诗载情，使整个散文呈现
出雄奇的诗意美；想象奇伟，意境雄浑。既是高原生命的热
烈颂歌，也是民族魂魄的诗性礼赞。它以诗一般凝练而又富
有动感的语言，谱写了一曲慷慨昂奋，气壮山河的时代之歌。



这是一篇诗化的散文，有着雄浑伟奇的画面，更有着与画面
风格一致的气势磅礴的语言，所以整个教学过程以“朗读”
为主，在朗读中感受气势，在品读赏析中感受语言之美，使
学生得到艺术的熏陶。

教学目标：

1、感受安塞腰鼓的磅礴气势，领悟作者所歌颂的生命的力量。

2、学习本文形、神结合的语言，注重感悟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3、通过本文的学习，用中华民族生命律动的厚重、阳刚之美
熏陶感染学生。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安塞腰鼓的磅礴气势，领悟作者所歌颂
的生命的力量。

教学难点：

学习本文形、神结合的语言，注重感悟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教学过程：

一、片断播放，观感引读

二、学习新课

第一板块：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知内容。

2、明结构。



说明：文章按"鼓响前、腰鼓表演、鼓声止"可分成3个部分。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四个角度来展示腰鼓的
艺术魅力，且这四个角度的分水岭都是一句话（好一个安塞
腰鼓）这是文章内容与结构上的核心句。

3、寻美点。

布置分组朗读，分组进行寻找美点比赛。用"美，你
看(听)……"的句式叙述出来。领悟作者所歌颂的生命的力量。

第二板块：精读文章，品味语??

1、学生采取"替换式品读"，感受语言的节奏美，诗意美。

学生齐读第6段，教师奖大家刚才读的内容改成了另一种样式。
（出示幻灯）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
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身的瞳仁；斗虎一样，
是强健的风姿。

2、指导学生采取"评点式品读"，理解文章语言的意蕴美，情
味美。

分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第三板块：品读文章，学用语??

1、学生再读文章，学用课文句式、段式。

三、布置作业：

找出自己喜欢的段落，熟读成诵。

板书设计：



一、知内容：“……的安塞腰鼓”。

二、明结构：“好一个安塞腰鼓”核心句。

三、寻美点：（根据学生发言板演）。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六

第四节课

短句：有力地表现了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读起来铿锵激昂

四、模仿课文，.写作练习

1、听一段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以下面任意一个句式为例
仿写。

（1）这琴声，使人想起……，使人想起……，使人想起……

（2）每一个音符都……。每一个音符都……。每一个音符
都……。每一个音符都……。

2、请几位同学把所写的段落交流一下，教室可请学生点评也
可自己作适当点评。

五、小结内容，布置作业

《安塞腰鼓》既是高原生命的热烈颂歌，也是民族魂魄的诗
性礼赞。它以诗一般的凝练而又富有动感多余眼，谱写了一
曲慷慨昂奋、气壮山河的时代之歌。虽然现在的大西北依然
经济落后，但是我们从那些茂生生的后生身上，从那隆隆四
安塞要构声中听到了生命的力量！相信那片响彻着隆隆鼓声
的黄土地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大放异彩，而这当中也需要
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明天的安塞腰鼓将更
加气势磅礴，更加地震撼人心！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16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七

《安塞腰鼓》教案设计

执教者：曹慧琼

执教班级：初一（3）班

执教时间：4月4日上午第四节课

执教工具：多媒体

预习作业：查找关于安塞腰鼓的历史资料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安塞腰鼓磅礴的气势

2、品味排比句式的节奏、气势与激情，感受“安塞腰鼓”所
宣泄的生命力量。

3、掌握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并能运用。

【教学重、难点】：

1、学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基调

2、品味语言，体会作者是如何将文字与表演融为一体的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点击一段安塞腰鼓的音乐）

听，那是什么声音？如此雄伟，如此震撼人心？对，这便是
安塞腰鼓，来

自黄土高原的`安塞腰鼓。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那片神奇而又
古老的黄土地，去感受一下那雄浑的安塞腰鼓。

（点击播放一段安塞腰鼓表演的录像）

看到了么，那飞扬的尘土？看到了么，那豪放的舞姿？听到
了么，那震耳的呐喊？听到了么，那惊天的鼓声？今天我们
将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刘成章的著名散文《安塞腰鼓》。

二、朗读课文，整体把握

1、教师配乐朗读，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找出最喜欢的段落

安塞腰鼓教学设计余映潮篇八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12至16自然段。

2．理解文章内容，感受安塞腰鼓的壮阔、豪放、火烈的气势
及高原后生粗犷、豪迈、开放的性格。

3．理解比喻、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在文中的作用。

1．感受安塞腰鼓的壮阔、豪放、火烈的气势及高原后生粗犷、
豪迈、开放的性格。

2．理解比喻、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在文中的作用。

2课时

1、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上，一场充满民族风格的腰鼓表演，



令无数人为之倾倒，为之魂牵梦绕。这就是产生于黄土高原
上的安塞腰鼓，它粗犷雄浑，动力十足，它是激荡的生命和
磅礴力量的象征。

2、今天，我们来学习《安塞腰鼓》，从文字中去领略它的风
采和魅力。

（简介作者及安塞腰鼓）

1、有感情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感受安塞腰鼓的场面和气势。

2、谈谈你对安塞腰鼓的感受。（可用文中的词语和句子）

1、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鼓响之前——腰鼓表演——鼓
声止息）

2、按上面的顺序将课文分三段

1、自由读

2、讨论：腰鼓表演开始前，你看到了什么

背景一片高粱地

后生茂腾腾朴实沉稳而安静

腰鼓呆呆地

这时给你的感觉怎样？（静）

3、开头的静态描写有什么好处？（为后面的文章蓄势，高粱
地是边沿的背景，“那咝溜溜的南风”是助阵的声势，
那“沉稳而安静”的表情显示着表演者的成竹在胸，这些都
为后面热闹激烈的表演做好了铺垫）



4、齐读第一段

1、浏览第二段（5-17），有一句话在其中出现了多次，在文
中找出来。（“好一个安塞腰鼓！”）

2、四句“好一个安塞腰鼓！”分别是说安塞腰鼓“好”在哪
里？

（讨论后板书：场面、声响、后生、舞姿）

布置作业：1、预习课文剩余部分

2、了解更多的中国民间艺术

板书设计：

14.安塞腰鼓

场面

好！声响

后生

舞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