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精选8篇)
高三教案的编写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对教师的教学经
验和教学能力要求较高。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教案的编写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以下是一些优秀的幼儿园教案
范文。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一

学习目标

1.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诵读，体味作者情感。

2.比较南方和北方雪的异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3.品味语言，理解本诗的寓意。

学习指导

(一)基础知识与文学常识

1.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并把生僻的字词在下面的横线上抄
写一遍。

脂粉奁()胭()脂目光灼灼()朔()方凛冽()()

2.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1)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博识：

(2)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消释：

(3)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褪尽:



3.填空。

本文选自散文诗集《》,作者是,它的作品集还有散文集《》、
小说集《》《》。

4.读完课文你还有哪些问题无法解决，请写在下面。

(二)课文阅读与理解

1.本文的主旨句是什么?

2.作者笔下江南的雪具有怎样的特点?是通过哪些描写表现出
来的?

3.作者笔下“朔方的雪”具有怎样的情态?其中蕴蓄了作者怎
样的品格?

4.文中写江南的雪象征了什么?写朔方的雪又象征了什么?

5.本文既描绘了“江南的雪”，又描绘了“朔方的雪”，你
更喜欢哪一种?请说明你的理由。

(三)当堂训练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
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
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
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
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
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
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
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起来
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



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
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
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罗
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嬉笑。但
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
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
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
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
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
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
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
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文章开头写了“暖国的雨”和“江南的雪”，它们各自给
人以什么样的感受?

3.作者在写江南雪的时候，还着力描绘了雪中孩子们的活动，
这有什么作用?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

4.从对南北两处的雪的描写来看，作者更为欣赏的是哪一处
的雪?为什么?

【课外阅读《雪花》】



原想早晨去公园走走，谁知起来一看，下了厚厚的雪，而且
还在降着，原先设计好的一天也被大雪覆盖了。

凭着窗户，静静地，看雪一片片，一层层，翩然落下来，眼
里心里都是一片片白的飞翔。

好久没有这样看雪了，有些久违的感受。记得儿时最喜欢看
雪，听说下雪了，就高兴得了不得。把脸贴在玻璃上，眼睛
迎住一片雪，大一点的雪片，然后盯着它往下落，一直落在
地面上，然后再抬起目光，迎接另一片雪花。就是这样，趴
在窗上能看很久，看得那样多情，那样投入，衍生出一种美
好的希望，心洁白得就和雪一样。

雪，是一种心情，一种轻扬舒适的心情。在自然界里，有许
多飘拂的东西，都不曾这样触动人。风是飘的，可是眼睛看
不见;云是飘的，但高得不可及;还有雨，也飘，但是脚步匆
匆，来不及看清面孔便落入泥土，留下一张竹廉天空。而雪
的飘拂是要打动人的，不仅让你可以看到、听到、摸到她的
真实，还要让你知道，天空是静止的，也可以是下降的、旋
转的，时间虽然向前走，但可以放慢脚步，还有，往事可以
很遥远，也可以就在眼前。这样一来，雪就把你簇到延展不
尽的天空，情浓浓的，意绵绵的，飘拂的自然不止是雪了，
还有舒适的心。

是呀，雪，总给人一种亲切的感受，像温暖的家。雪来了，
并不和下雨那样，打了雷，再闪电，张张扬扬，怕别人不知
道一样，而是悄悄地，掂着脚来，生怕惊醒了家人的梦。所
以，雪虽然是凉的，人们却说是温暖的，很有人情味。不信
你就看吧，那树木，那绿草，那黄黄的土地，到了冬日，就
像玩累了的孩子，睡了。而雪，就像妈妈一样，怕孩子凉着，
拿来柔软的毯子，轻轻盖在孩儿身上，盯着孩子熟睡的脸。

雪，是一片片花，可能是世上最好的花了。大自然里，像雪
一样的花很少，可能没有。梅花，茉莉，丁香，兰花，还有



好多洁白的花，很美，但都不能和雪花比。因为那些花孤单，
需要人护着，需要绿叶陪着，呆呆地固守在枝头。只有雪花
没有拘束，不论在哪，都可以飞，可以浪漫，可以尽情地荡
漾，像无数个姊妹，吵着闹着笑着，一起飞跑。说雪花好，
还不止这一点。那些个花，各有各自的香气，或浓郁，或淡
雅，虽然好，却有些张扬，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所以
有了偏爱。雪不是这样，她很聪明，把香藏起来，只有你感
受到她的时候，才肯把香送给你。这时，你只管尽情地想，
想她是什么香，她就是什么香，想她有多香，她就有多香，
那香一定是你最熟悉、最喜欢的。

(摘自《我的生活杂志》日)

2.本文明显是以雪为线索状物抒情的，请用简洁的词语概括
出作者的写作思路。

3.鲁迅的《雪》写了雪中孩子们的活动，本文也写了儿时看
雪的情景，这有什么作用?

5.作者说“好多洁白的花，很美，但都不能和雪比”，这是
为什么?

反思积累1.读一读鲁迅曾说过他的哲学全部在《野草》里面，
请你从《野草》中找出描写自然景致的几篇，如《秋夜》
《好的故事》《腊叶》等，感受自然描写中写实与象征的不
同。

2.写一写你有过赏雪的经历吗?请你把当时的情景描写下来。

【答案】

[学习指导]

(一)基础知识与文学常识



4.略

(二)课文阅读与理解

1.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2.在作者笔下，江南的雪温暖、滋润、美艳，富有生机和活
力。是通过雪野中的山茶、各色梅花以及冷绿的杂草等描写
表现出来的。

3.作者笔下“朔方的雪”“永远如粉，如沙”，旋转升腾，
蓬勃奋飞。其中蕴蓄了作者反抗冷酷的现实社会的斗争品格。

4.示例：更喜欢江南的雪，因为它温暖、滋润、美艳，富于
春天一样的生机与活力。或更喜欢朔方的雪，因为它永远如
粉，如沙，在旋风中蓬勃地奋飞，那种与“凛冽的天宇”奋
飞搏战的孤独而倔强的性格，是我最喜欢的。答案不求唯一，
言之成理即可。

(三)当堂训练1.暖国的雨是单调，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之至。

2.形容了江南雪最富有生命力的状态，这里指江南的雪孕育
着生命，是与轻柔和缓的境界相联系的。

3.这些描写渗透了作者的脉脉温情，融进了作者对于南方冬
天的美好回忆，也是在通过孩子们的活动去描绘令人欣喜的
场景。

4.作者更为欣赏的是“朔方的雪”，因为北方的雪“奋飞”、
“旋转”、“升腾”具有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坚守自身的精
神。

5.北方的雪完成升华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完全的
献身，让它成了雨的精魂——凝聚了所有坚强内核的精魂。



【课外阅读】

1.本文的感情基调是温馨的，充溢着对雪浓浓的热爱。

2.赏雪—忆雪—咏雪。

3.表明自己在儿时就喜欢雪，对雪有着浓厚的感情。

4.抓住了“风、云、雨”来和雪进行比较，突出了雪的“情
浓浓、意绵绵”。

5.因为那些花孤单，需要人护着，需要绿叶陪着，呆呆地固
守在枝头。只有雪花没有拘束。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二

1.识记a.关于《彷徨》b.烟霭等词语

2.理解.分析

a.理解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

b.根据人物描写和情节把握人物形象

c.分析小说的环境描写及对主题的作用

d.倒叙手法(复习)

〖教学设想

1.此文长达万余字，要在课堂上让学生通读全文是不现实的，
因此强调预习，以免课堂上出现空对空的情形。

2.由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较为



陌生，所以在课堂开始时有必要让学生联系历史知识弄清。

3.文章较长，知识点多，要学的东西也多，容易杂乱，拟从
三个方面实施教学

a.小说的环境描写

b.人物性格形象

c.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的意义

5.三课时

〖教学过程

布置预习

1.查找相关资料，了解1924年前后中国社会的状况

2.读2-3遍课文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列表回顾中学课本中所涉及的鲁迅的作品.文集.体裁

2.关于彷徨及祝福的创作背景

a.鲁迅此时的思想状况：由呐喊而彷徨

b.1924年前后的历史

辛亥革命1911五四运动1919



二.整体感知，梳理情节

1.这篇小说所写的人物有几个，请大致给他们分类

2.小说采用什么记叙顺序

3.以什么为线索

5.给你感受最深之处是?说一点理由

6.列出情节提纲

明确：

1祥林嫂

鲁四老爷.四婶.祥林嫂的婆婆.

柳妈

我

不需很精确，旨在训练学生理清人物关系的能力

2.倒叙3.我的见闻感

4.四十上下--二十六七--十四年左右

鲁镇卫家山贺家墺

浓缩在旧历的年底的鲁镇由此辐射

短篇小说的时空安排

6.见板书



三.通过人物描写分析人物命运与性格

小说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个形象来表现主题，那么她有怎样的
命运，表现了她怎样的性格

1.简述她的主要生活经历

跳读三次描写，比较其异同，体会用肖像变化表现人物命运
的变化和性格特征

第一次

脸色表黄----生活艰辛

红润----青春的活力

顺着眼---善良.安分.温顺

第二次

两颊消失了血色

顺着眼，眼角上逞带些泪痕

眼光没有先前的那样精神

没有神采的眼睛

---人生遭受惨重打击，内心痛苦而又难以表达

第三次

总结：三次肖像描写表现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

3.是什么使她的命运如此悲惨直至死去?而她对自己的命运又



采取了怎样的态度与行为?从其态度和行为可看出其怎样的性
格特征。

四.练习

从文中再找出一此表现祥林嫂的悲惨命运的细节

六.布置作业

熟读文中关于祝福景象的描写，体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七、板书设计

情节内容顺序

序幕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

结局祥林嫂突然死去倒叙

开端初到鲁镇

发展被卖改嫁

高潮再到鲁镇

尾声祝福景象和我的感受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1、理解小说的环境描写

2.分析小说的主题



〖教学过程

一、讨论上节课的课后练习一

参考角度：a、没有名字b、小十岁的丈夫c、工钱

旨在引导学生把握文的一些容易忽视的信息

二.小说刻画了一个怎样的环境，作者是如何描绘的

点拔：1)关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2)关于环境描写的类型及要求

1.文中几处写祝福景象，三处祝福景象的描绘目的何在?

研读开头一节

a旧历的年底最像年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但地上而且天空
中也有近新年的气息?

b.将到新年是一种怎样的气氛?

2.研读第一次祝福景象的描写

a、此段描写最突出的是什么，找关键词

都没多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一律忙，如此---如此---也如
此

女人，男人

3.作者描写鲁四老爷的书房有什么特征，层如其人，表现了
什么?



明确总结

1.沉闷压抑的气氛

2.封建的风俗习惯迷信根深蒂固(尽管封建制度已s终正q)

3.保守虚伪反动

三.研读冬季日短一节

1.这段景物描写的作用是?

2.为什么说祥林嫂是玩物?

3.如何理解则无聊生者不生------

明确：渲染社会环境的黑暗与可恶，营造悲凉气氛，表示我
对祥林嫂的同情与愤激

四.研读小说的结尾

这一结尾的作用，与文章其它部分的关系

点拔a、在结构上b、对于中心的表达上

明确：

a首尾呼应，使小说结构更臻完善

五.总结性讨论

1.小说为什么题为祝福，而不是祥林嫂?

a情节发展与之有关，提供了背景



b封建势力通过祝福杀害祥林嫂，她死于祝福中，强烈的对比，
增强悲剧性

2.柳妈是一个怎样的人，她是不是凶手之一

a.奚落祥林嫂的伤痕

b.同情她却给她增加了痛苦

3.我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a：我与鲁四老爷

b：我的说不清

也许有---自以为慰藉，不忍心增其烦恼

也未必---意识到增添苦恼，只好吞吐，支吾其辞

说不清---怕负责任的含混之辞

具有进步的思想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形象，有反封建的
思想但却软弱无能，没有改良的办法.

六.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六

2.自选角度，写一则读书笔记

七、作业反聩及校正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三

今年寒假我读了一篇名为《滑雪场的雪橇犬》的文章。

故事中的雪橇犬哈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克是一只被
心狠的主人毫无理由地抛弃的雪橇犬，一年四季都在滑雪场
等主人来领他回去。“我”因为和他的主人长得像，赢得了
哈克的信任，但是哈克并没有跟随着“我”离开。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四

盼望了一个冬天，依然没有一片雪花飘下，只能录用鲁迅先
生的《雪》来聊以自慰了。“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
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
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今晚在这样一个不算寒冷的夜里，读鲁迅的《雪》，我好像
也读懂了他老人家的寂寞。

拓展阅读：雪原文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
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
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
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
深黄的磐口的腊梅花;雪下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
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
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
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
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的
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
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
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
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
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
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
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
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
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
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
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
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五

【教材分析】

本文是鲁迅诸多优秀回忆性散文中的一篇。写了他童年时，
因为风筝与弟弟发生了一次无法补过的误解和冲突，内心充
满了深深的愧疚。笔触细腻，情感凄婉，适合于用声情并茂
的朗读，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本文所体现出来的亲情带
有很深的时代烙印，要通过社会背景的探究加以把握。作者
严厉的自责精神充塞在字里行间，这更是文章的动人之处。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品味语句，理解重点词句的`语境意义。

2、能力目标：感受文中通过误解和冲突所体现出的兄弟间深
厚的亲情。

3、德育目标：学习鲁迅严于自省、知错就改的可贵精神。

【教学过程】

一、设境导入：在大屏幕上展示

放风筝

的图片，用直观的画面和欢快的旋律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谈谈放风筝的感受。为课文学习设置情
景，营造氛围。

二、作者简介

三、背景简介

四、出示目标

五、听读课文，整体感知

1、本文写我回忆了有关风筝的什么故事？（听读要求：找出
自己感受最深的一段）

（1）生听读后解答

（2）师总结

六、研读课文

（一），寻找误解和冲突



1、在文中找出描写弟弟对风筝入迷情状的句子，思考：这些
句子在文中有何作用？

生读句子后做答

2、我对风筝是一种什么态度？我为什么认为小孩玩风筝是没
出息的？

（1）生答

（2）师总结

3、找出我毁坏风筝的动词，体会这些动词的作用。

（1）生答

（2）师总结

4、面对我的行为，弟弟是怎样的反应？

七、研读课文

（二），自我反省

感受亲情

1、是什么原因让我闪电般苏醒过来了？

2、对早年的过错，鲁迅先生弥补的方法有哪些？他是怎样做
的？结果怎样？

2、我想讨弟弟的宽恕，但弟弟却什么也不记得了，为什么我
不觉得宽松反而觉得沉重？

（1）生交流



（2）师总结

八、合作探究

（1）

生交流

（2）师总结

（1）生分小组讨论

（2）师总结

九、品味语句，渗透感情

生自由找出自己认为用的贴切的词语或精彩的语句加以品味。

十、体验反思

对待早年的鲁迅过错，鲁迅先生的心情如此沉重，你从老先
生的身上学到了哪些精神呢？

生自由发言，师归纳

十一、拓展延伸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在当时
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所犯的错误称为精神虐杀，可是现实生
活中，爸爸妈妈和老师却不让我们上网玩游戏，难道他们也
是在对我们进行精神虐杀吗？请大家针对这一事件谈谈对爸
爸妈妈及老师这种做法的看法或对游戏的看法。

学生讨论交流，教师给予激励性评价。



十二、小结

师总结，生欣赏歌曲《三月三》

附：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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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六

――读鲁迅的《雪》有感

入手即融的雪，应该是柔软的吧？先生文中的雪，似乎就是



这样的。他写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又说雪里有许多
美好的东西：宝珠山茶、梅花、杂草??这是江南的雪，是作
者所钟爱的雪。而朔方的雪，才是作者所敬仰的，所要赞美
的。

先生写雪，也写到了雨，却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多说。只是告
诉了人们雨与雪的关系，这朔方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精魂。”笔锋一转，先生笔下的雪由柔软变成了冷竣，
由表面引入了内心，将雪完完全全地展示出来。一切景语皆
情语。作者营造了一片广阔空旷的天地，偌大的空间只让雪
独舞。“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
魂。”就让这朔方的雪孤独却也顽强地去战斗吧！

字里行间透真情

――鲁迅《雪》情感赏析

作者以散文诗的笔调，真切、含蓄地写出了家乡和朔方两地
雪景，并用其独特的视角和亲身的感受为我们构勒出了一幅
幅美丽、动人的“雪景图”。

可以说，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想到的和听到的每一幅景致中，
都融入了作者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出评判，而后鲁迅先生又将家乡的雪喻成“极壮健的处子的
皮肤，”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喜爱，两者形成对比。

而从紧接着的一系列的形容色彩的词，如“血
红”“白”“青”“冷绿”等当中可以看出，先生内心的一
种火热，一份赤诚。随后的那一段“想像”，更是作者内心
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本文最大的特点便是无论哪一处描写都具有了感情，
作者拣之以细微，借物抒情，写出了先生的对春天的热切期



盼和向往，对一切冷酷的憎恶之情。

纯美，雪之情

――读鲁迅先生《雪》有感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
是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
晴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
奋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
更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
旺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
孤独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
格吗？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
明，在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
生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
向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鲁迅雪读后感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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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七

我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孩子，看到这篇文章，我第一时间想到
了我的家乡!“雪”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散文诗，通过对江南
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北
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体现了
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篇文章写
了南方和北方的雪进行了对比。南方的雪――滋润美艳；而
北方的雪――如粉如沙，是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魂。

虽然我来自北方，但真正的雪也没见过几次，印象最深的是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门口的那个大雪人。那时，我家开了一
个服装店。那天清早，刚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色的
世界，白色的树，白色的大路。厚厚的雪仿佛云朵一般，一
踩就会陷下去。

后来，爸爸用那天的雪给我堆了一个似乎巨人一样的大雪人
（虽然只有两三米）。那位“巨人”一直待了好久好久才肯
离去。

所以，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更喜欢朔方的雪。从这篇文章
中，我体会到了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
神。也学会了借景抒情，更加的喜欢北方的雪了!

鲁迅的雪教案设计篇八

学习目标：



1、知识与能力：理解、积累“什物、惊惶、瑟缩、丫杈”等
词语；品味课文语句，理解重点词句的语境意义。

2、过程与方法：通过问题探究，感知课文内容，了解作者情
感变化，解读课文意蕴。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悟亲情，学习鲁迅的自省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我”对小兄弟施以精神虐杀的残暴以及“我”由此而
产生的痛悔和悲哀。

教学难点：

探究解读课文意蕴，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文章主题。

主要教法：

讲读、质疑、探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欣赏音乐《三月三》，营造氛围，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

1、作者介绍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

2、正音



请同学们自己推选一位“小老师”，带领大家读准大屏幕上
展示的字词。

三、走进课文

今天，我们的诊所来了一个病人，他竟是大文学家鲁迅先
生……

1、说病症：

学生齐声朗读课文1、2段，说说这位先生有什么异常之处。
（“风筝”――惊异、悲哀）

2、探病因：

再次速读课文，概括萦绕在“我”心头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结合时间、人物、事件复述课文内容）

3、分析病情

病情二：小兄弟做风筝被发现时，他是怎样的反应？

病情三：“我”的观念，从什么时候起发生了变化？

病情四：为什么“我”认为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对于精神
的虐杀”？

4、治疗经历

对于早年的过错，“我”弥补的方法有哪些？结果怎样？

方法二：“去讨他的宽恕”----“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失败



5、对症下药：

“心病还须心药医”，请同学们写几句话，煲一剂心灵鸡汤，
来安慰一下作者。

6、建立病历档案

（以“风筝”为线索再次梳理课文）

四、合作探究

从“风筝”的故事里，你得到了哪些启示？同桌合作完成。

五、拓展延伸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在
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将自己所犯的错误称为“精神虐
杀”，可是现实生活中，爸爸妈妈和老师却不让我们上网玩
游戏，难道他们也是在对我们进行“精神虐杀”吗？请大家
针对这一事件谈谈对爸爸妈妈及老师这种做法的看法。

六、课后思考

反省一下，你犯过令你痛心的错误吗？你有过惨痛的教训吗？
像鲁迅一样，把他们写下来吧！

七、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