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 七年级语文教案教案
参考(通用15篇)

一年级教案应该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要，促进他们
的全面发展。好的教案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小学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一

详细分析，具体探讨，学习后五则内容。

1、第六则：贤：齐：内：自省：

翻译：（）

2、第七则：三：行：焉：其：

善者：从：改之：

翻译：（）

找出这两则当中的成语（）、（）

思考：这一则我们应如何理解？

3、第八则：

士：弘：毅：仁以为己任：已：

翻译（）

思考：这一则当中体现出了孔子的一种思想，你知道是什么
吗？



4、第九则：岁寒：然：后凋：

翻译：（

5、第十则：以：行：其：欲：加：于：

翻译：（）

这一则的成语是（）

?理解第十则】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忠”和
“恕”是孔子“仁”的学说的两个方面：“忠”的要求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正面要
求；“恕”的要求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反面
要求。其中都包含了相互体谅的意思。

6、后五则哪几则是关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

哪几则是关于思想品德修养的（）

哪几则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7、当堂背诵这后五则。看看哪位同学背的最快。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二

创意说明：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参与备课，制作课件，讲课。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可以
得到充分调动，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1．第一组负责本课的生字词的学习。

2．第二组负责介绍作者及其《昆虫记》。

3．第三组负责课文内容的整体把握。



4．第四组谈本文的写作特点。

5．第五组全面评价本文。

6．第六组质疑。

二、学生上台汇报他们的自主学习情况，并授课。教师相机
加以点拨。

三、学生评出本次活动的最佳小组。

四、学生写一篇学习本文的心得体会。

［教学设计c］创意说明：课前布置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
课堂上进行阅读交流。这样既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可
进行扩展阅读。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三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人
生的得与失，正确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不仅如此，我国有
句俗语“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注定
要与困难同行的，甚至要与挫折和灾难打交道。因此，我们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另一则寓言
故事《落难的王子》，我相信同学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收获。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四

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得与失始终伴随我们一生。有俗语
说：“有得必有失。”其实，有失也比有得。明智的，随遇
而安，得失不惊，心宽体胖，处世潇洒；痴妄的，追名逐利，
以乱心迷，生身受累。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态度？寓言
《白兔和月亮》就是一面透明的镜子。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五

详细分析，具体探讨，学习前五则内容。

1、第一则：

第一句讲的是学习的（）第二句讲的是学习的（）第三句讲
的是（）

?固定句式】“不亦……乎？”译作“不也是……吗？”

翻译（）

2、第二则：

吾：______日：______三：______省：______为：______

翻译本则（）

3、第三则：

故：______知：______可：______以：______为：______

总结出这章当中的一个成语（）

翻译本则（）

讨论正确的学习方法，强调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因为只“温
故”而不独立思考，决然达不到“知新”的目的。一定要将
知识融会贯通，能在温习旧知识中有所发现，才“可以为
师”。

4、第四则：罔：______殆：______

翻译本则（）



同学们，这一章的内容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对于我们学习有
何现实指导意义？

理解20xx多年前的圣人之语经久不衰之魅力（小组探究发言，
同学们要有自己的思考）

5、第五则：诲：______知之：______为：______是：______

?固定句式】“……也……”译作“……是……”

翻译（）

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6、前五则哪几则是关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

哪几则是关于思想品德修养的（）

7、请同学们当堂背诵前五则（10分钟）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六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1.积累文言词语，理解各则语录，能准确流畅地
朗读并熟练背诵课文。

2.通过理解，感受孔子光辉的人格魅力;开阔胸怀，提高成熟
处事的思想修养。

3.联系自身学习经历，体会课文丰富精彩的内蕴，端正学习
态度，改进学习方法。

学习重点：朗读、背诵;评点《论语》十二章内容。



学习难点：深层理解《论语》十二章内蕴。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一)知识准备

1.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誉
为“万世师表”、“千古圣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2.《论语》属语录体散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
子言行的记录，共20篇 。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
间的相互讨论。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南宋时，朱
熹把它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宋朝宰相
赵普曾赞颂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二) 预习指导

1.熟读课文，背诵课文，自己结合注释翻译课文，圈出不能
理解的词句。

2.划出节奏，读出韵味。

学 而 时 习 之，不 亦 说 乎?

学 而 不 思 则 罔，思 而 不 学 则 殆。

知 之 为 知 之，不 知 为 不 知 ，是 知 也。

三 人 行，必 有 我 师 焉 。择 其 善 者 而 从 之，其不
善 者 而 改 之。

(三) 预习检测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论语 不亦说乎

人不知而不愠 三省吾身

传不习乎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笃

一箪食 士不可以不弘毅

知松柏之后凋 曲肱

2.解释下列加点词语。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说乎

学而不思则罔 死而不学则殆

五日三省吾身 博学而笃志

不堪其忧 曲肱而枕之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1:翻译课文。

问题1: 小组互译互评，将不太理解的字词找出，学习小组间
互相质疑，不能解决的请同学们先作好记录，全班同学一起
来解决。

省略句：可以为师矣。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判断句：贤哉，回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问题2:重点字词积累。

通假字：

词类活用：

一词多义：

古今异义：

本课出现的成语：

三、达标测评

四：小结。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七

教学目标：

1、认识“汛、谴”等7个生字，读准多音字“间”，会
写“汛、挽”等10个字，会写“汛期、山洪”等17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3、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4、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教学重难点：



重点：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体
会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
陶。

难点：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课前准备：ppt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介绍背景，导入。

1、刘章爷爷是当代诗人，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山村，对搭石的
印象非常深刻。三十年前，刘章爷爷来到大城市工作，当他
看到人们抢着挤公共汽车的时候，看到人们无序地忽然横穿
马路的时候，心里便幽幽地想到家乡潺潺的小溪，想到山里
人走搭石的情景，他突然觉得搭石上有情，有爱，有美，于
是1980年，他写出了散文《搭石》，把他心中长留的那份景、
那份情传达给我们。

今天，老师带大家一起去刘章的家乡，去看看给作家刘章留
下深刻印象的《搭石》。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质疑：面对课题大家有什么疑问?(什么是搭石?搭石有什
么用......)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



(1)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课文;(2)标出自然段序号，画出生字
新词和难读的词语;(3)思考同学们刚提出的问题，找到关键
句子用横线画出来。

2、检查反馈，指导“惰、衡”的写法。

三、再读课文，把握主要内容。

1、默读课文，简要地说一说每一自然段讲的是什么内容?

(“摆放”搭石的画面、“调整”搭石的画面、一行人走搭石、
两个人面对面走搭石。)

2、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读给老师、同学听。

四、学习第一自然段，了解搭石。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孩子们，如果你是刘章的乡亲，你能不能用书中的话语告诉
大家什么是搭石?

进入秋天，天气转凉，家乡的人们……这就是搭石。

抓住“方正、二尺左右”体会人们精心选择搭石，细心摆放
搭石。

2、如果没有搭石，人们日常生活会怎样?

扣住“脱鞋挽裤”反复朗读去感受。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一自然段。

五、作业设计：



练习有感情地读文。抄写生词3遍。

第二课时

一、回顾旧知，说搭石。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随作家刘章一起认识了搭石。谁来为
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搭石。

二、细读文本，品搭石。

(一)品读：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1、这篇课文的题目是搭石，文章第二自然段有一句话写出了
搭石很美，谁能找出来?

(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细读课文，边读边想，搭石构成了怎样的风景呢?你看到了怎
样的风景?边想边画出相应的句子，如果有感受及时写出来。

2、学生读出找到的句子。

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是那么协调有
序!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音，像轻快
的音乐;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1)在你们的理解中，“协调有序”是什么意思，怎样的动作
才是协调有序?

(2)文中的“协调有序”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我们自由地
再读一读这两句话。

(速度渐快)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



(速度再渐快)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
踏的声音，像——。

3、你还可以从什么词中感受到走搭石的美?

(“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1)绰字在字典中有这样几种解释：

a.宽裕，缓b.舒缓柔美c.外号

(2)读一读这两个词，想象画面：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溪水，
溪水中怎样的人影?

(水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石头，一阵风吹来，水面漾起了波纹，
人影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

我们可以由词联想到画面，同样也可以由画面联想到词：

出示画面：杨柳()白雪()明月()

4、闭上眼睛听老师读，同时想象：你还看到什么?还听到了
什么?

(学生说说自己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蓝天、白云、晚霞、绿树、
青草、红叶、夕阳……人们的欢笑的声音，谈话的声音，孩
子歌唱的声音……)

5、指导朗读，运用创设情境、联系上下文、想象画面等方法
随机理解重点词语，体会画面的美。

(二)品味：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
的小路，也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

1、统观全文，文中还怎样评价了搭石?



(1)学生读出这样的句子。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

2、搭石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你从文章的语句中体会到
了这样的情感吗?你从哪儿体会到的呢?画一画句子，想一想
感受以备交流。

(1)上了点年岁的人，无论怎样急着赶路，只要发现哪块搭石
不平稳，一定会放下带的东西，找来合适的石头搭上，再在
上边踏上几个来回，直到满意了才肯离去。

(学生发挥想象自由表达，老人一心为他人着想。)

(2)如果有两个人面对面同时走到溪边，总会在第一块搭石前
止步，招手示意，让对方先走，等对方过了河，俩人再说上
几句家常话，才相背而行。

从“总会”这个词，你体会到了什么?

(招手示意、说家常话是一种习惯;乡亲们谦让的品格、和睦
的情感。)

(3)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身子背老人过去，
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a、这里描写年轻人动作的的词“伏”。这个字的意思是：趴，
脸向下，体前屈

学生站起身做一下这个动作，师：你伏下身子准备做什么?你
伏下身子时是什么心情?(尊敬老人)你为什么要背老人过搭
石?你期待老人感激你吗?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b、假如你是一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你还愿意帮助谁，并觉
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这里你又感受到了怎样的情感?(尊老爱幼)

引读：经常到山里的人，大概都见过这样的情景：

如果——

假如——

三、关注写法，总结拓展

乡亲们美好的情感在搭石上传递。雕塑大师罗丹说过：“这
个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我们的生
活中，也有许许多多像搭石上发生的那样平平常常的小事。
它们虽小，却时时温暖着我们。有一天下课时，老师又看到
两个女同学弯着腰，睁大眼睛，仔细认真地帮一位小妹妹找
她丢失的一个发卡，就像是在干一件什么大事。这也是一种
美……这样的美还有很多很多，请同学们也睁大发现的眼睛，
找找身边的美吧!

四、作业设计

1、摘抄文中你喜欢的句子。

2、结合具体事例写一写身边令你感动的事。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八

一、导入

这个学期我们学_的第一篇小说是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体会到了战争给人



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无数像“桥边的老人”一样的无辜的
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精神的寄托和生存的信念，甚至失去了宝
贵的生命。而那些经历了战争又有幸能活下来的人，特别是
那些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战士，在战后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
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否有人关注呢?让我们走近伯尔，走进《在
桥边》。

二、作者简介

他早期的作品是以这段经历为主要题材，着重反映战争带给
人类的灾难。他的作品充满灰暗、抑郁的基调，弥漫着下层
人民同命运抗争的痛苦，也渗透着欢乐的精神。

一、整体感知

1、根据第一段文字，你能猜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吗?

明确：他们替我缝补了腿——战争之后(二战之后)

2、“我”是谁?“我”为什么坐在桥边?

明确：猜测——“我”是负伤的战士或百姓。

他们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
走过的人”。

三、重点研读[ks5u]

1、对于自己的生活现状，“我”满意吗?为什么?请说出理由。

明确：不满意。

这份工作单调、枯燥、乏味。(找出原文)

“我”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为了生存，又无力抗争，“我”



唯一能做的反抗就是故意数错，“乱数”，使得数字不准确。
第三段“我以此暗自高兴……我就用五位数来表示我的慷慨。
”充满反讽和揶揄的笔调表露了“我”对这种生活的不满和
反抗。

明确：对“他们”的不满。

3、“他们”是谁?“我”为什么对他们感到不满?

明确：这是一群只知道盲目陶醉和满足于“我”送上的数字
的官员，这是一个只关心数字而完全忽略人的精神存在的社
会，第一段“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
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他们喜欢这个
未来完成式”他们醉心于数字上的增多，即便这些是虚假的
数字，他们努力做些面子工程，企图作出些“政绩”，并不
真正关心人的生存状况。

4、“我”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意，那么，“我”想要怎样
的生活?找出相关语段。

明确：想要爱情。(心爱的姑娘)

5、当心爱的姑娘在桥上经过的时候，我有怎样的心理感受?

明确：课文第三、四段：

“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

“所有在这个时间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数。这两分钟是属
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

“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
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到统计中去而
永垂不朽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
她知道”

“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6、师：作者一改前面的反讽语调，写得如散文诗般，调子也
比较欢快。

齐读，感受 " 我 " 的欢乐。

7、小结：“我”是真的在爱着她了!在姑娘过桥的那个瞬间，
如此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几分钟成了主人公的全部幸福所在了。

四、齐读课文，感受情节的“摇摆”。

1、在小说中，即使故事的开端和结局都很简单，作家也不愿
意让人物选择捷径一口气跑到底的，而是要让他千折百回，
每一个地方都可能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疙疙瘩瘩”“吞
吞吐吐”，最后才抵达胜利的彼岸，越是曲折，越是跌宕，
小说越是精彩，这就是小说情节摇摆所产生的魅力。这篇小
说也是如此，情节在短短的篇幅中几经摇摆，“我”的内心
情绪也随之起起落落。

2、请同学们说说故事的发生、发展部分主人公的情绪有着怎
样的起伏?

明确：开端是主人公灰暗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现状，随着情节
的发展，“我”爱上了过桥的姑娘，因了姑娘的出现，空洞
的生活忽然有了亮色而心情愉悦，这是主人公第一次的情绪
起伏。

明确：作者安排了主任统计员的出现。主任统计员要来检查
了，“我”的内心由之前的“愉悦和欢快”重又跌回了谷底，
“我”内心充满了紧张和矛盾。



4、 情节迅速过渡到了高潮部分。在高潮部分，“我”做出
了怎样的抉择?

明确：表面上看，“我”为了生计，压抑住了自己对姑娘的
感情，“因为我必须数，不能目送她过去”，而在内心深处，
仍然是真挚的爱情和精神世界的真正寄托压倒了空洞无意义
的职业——“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姑娘转换到未来
完成式中去”。

5、 情节运行到这里，似乎要滑向悲剧的结局了。可偏偏峰
回路转，情节再次出现了摇摆。请同学们阅读故事的结局部
分，说说情节的第三次摇摆。

明确：“我”居然被主任统计员认为是“好人、很可靠”，
幸运地逃过了检查，将被调去数马车，反而获得了与姑娘进
一步接触的机会。

6、小结：正是因为有了情节的一次次摇摆，有了主人公内心
情绪的起起落落，才使得小说简单又丰厚，摇曳而生姿。以
上是我们通过情节这一元素走进了伯尔的《在桥边》，感受
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小人物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悲欢。

五、主题探究

接下来请同学们谈谈你的阅读感受：你觉得伯尔通过这个故
事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情么?是表现爱情的巨大力量么?
并请谈谈你的判断理由。

明确：小说表面上，是在表现爱情对于一个无力掌握自己命
运的小人物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层的更在于表达对德
国战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小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揭示了
德国战后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的社会现实。因
为主人公的爱情，仅仅只是暗恋，他甚至并不打算告诉那姑
娘，“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 (插入问：



主人公是把这次爱情作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追求来看待么?)与
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主人公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他在这
样的社会氛围、这样的个人境遇中，依然坚持的对美好希望、
美好事物的一种守望吧。

小结1：这就是伯尔的小说，在极短的篇幅里，在看似平静的
叙述里，既有小人物同命运抗争的痛苦，也渗透着理想主义
的欢乐精神。通过情节的一次次摇摆，阐释了深刻而复杂的
主题，带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或小结2：不仅在伯尔的小说中会出现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现
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情况的发生。在纷繁复杂、
追求利益的现代社会，人们太重视物质上的追求和满足，而
忽视了精神的充实和探索。很多人舍得给自己的父母花钱买
很多高档物品，却舍不得每天陪父母聊聊天;很多父母整天忙
于挣钱，却没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好好谈谈心。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认为物质上的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给人物质上的帮
助就是最大的帮助。孰不知，真正的幸福与物质无关，真正
的幸福也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相反有时失意时的一句
鼓励，痛苦时一个拥抱，沮丧时的一个眼神，落魄时及时伸
出的一只手，那才是真正的帮助，真正的关爱，那才能让别
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小说的结局极富戏剧性，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
中么?为什么?

明确：既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故事的发生部分，
已作足了铺垫。

b) 要来检查的和认为“我”是一个可靠的人的并给予我数马
车这一美差的都是“他们”。那么“我”眼中的“他们”到
底是怎样一群人呢?请同学们回顾相关的语句。

c) “他们”看到“我”送上的数字时的神态、心理的细节描写



有哪些?

明确：他们看到数字时的“脸上放出光彩、容光焕发、心满
意足、眼睛闪闪发亮、喜欢这个未来完成时…….”等细节。

d) 从中我们发现“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明确：这些细节的充实，让我们对主人公生存的空间有了深
切的了解。这是一个只关心数字而完全忽略人的精神存在的
社会，这更是一群只知道盲目陶醉和满足于“我”送上的数
字的官员，其实这些数字根本都是“不准确的”，随“我”
的心情故意乱数的，“我”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这样
的一个社会氛围，这样的一种官僚主义作风，注定会有如此
荒谬的结局。所以，这样的结局又完全在情理之中。

e) 作者通过这个结局讽刺了怎样的一个社会现实?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九

１、展示交流：

出示日月潭的风光图片：这是什么地方？

（假如同学不知道教师就直接告诉同学，这里就是我国宝岛
台湾著名的风景区日月潭）

（板书课题）

你们对日月潭了解吗？把你课外搜集的图片或文字资料向大
家介绍一下？

营造氛围，创设情境，激发同学对日月潭的向往；交流与展
示，培养了同学搜集信息的能力。



２、谈话质疑：

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旅游吗？你去过哪些地方？

（同学畅所欲言）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游览，欣赏一下日月潭
的秀丽风光。

（板书课题）

师生在地图上找到台湾的位置。

师：看到课题你们有哪些疑问？

（根据同学的疑问教师进行梳理：日月潭在什么地方？它的
名字是怎么来的？那里的风光怎么样？）

学会质疑是提高读书质量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疑问”开
始时是杂乱无序的，但是教师一定要维护同学质疑的积极性，
循序渐进地加以引导，并结合同学的问题进行梳理、筛选和
整理，将最有价值的问题出现在同学面前，使他们的思维逐
步走向深入，提高与文本对话的深度和广度。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

第一课时

1.熟悉课文内容,理清文章层次结构和主要内容。

2.理解通过比较的写法突出事物的特点。

3.潜移默化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教学重点：目标1、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过程：

[预习指导]

1.背诵课文1-3段。

2.查字典解决生字词。

[三分钟演讲]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请一同学描述此地春天的感受，由此引出北中国的冬天，由
于学生没去过，可造成疑问，激发学习欲望。

二、作者简介

三、检查预习：

1.6人背书片断

2.5人上黑板默写生字词，师生共同评价。

四、解题

引导学生理解题目中的提示的地点和季节。

五、分段朗读课文，师生混读，随机停顿，请其他学生接力。
这样可保证学生注意力集中，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

六、理清文章脉络：

1.问题设计：本文从哪几个方面写济南的冬天的?



2.学生独立思考，找出答案的举手，直到绝大多数学生行了
进行提问。

3.提问若干人，保证各种答案都有，言无不尽。

4.教师结合课文内容进行评价订正归纳小结。

参考：天气山景水色

七、分析第一部分：

1.问题设计：

(1)济南的冬天有什么特点?

(2)用了什么写法?

2.学生思考(方法同上)。

3.抽签提问

4.学生补充后教师评价归纳小结。

参考：温晴：

对比：北平(大风)济南(无风声)

伦敦(无日)济南(响晴)

热带(日毒)济南(温晴)

八、堂上练习：

九、小结课文，提示学生热爱祖国的河山。



a类：完成课后练习二

教师视察后核对答案。

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后半部分：a类

2.巩固生字生词。a类

说课精要：未学之前首先背诵，此做法很好地保证了学生对
课文的熟悉程度和写作及语言的积累。其次解决课文采用先
总后分法，易于总体把握。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一

１、默读课文，考虑：

自身提出的问题哪些能解决了？哪些还有困难？

２、同学在小组内互相交流读书的收获，教师相机进行点拨
指导：

第一自然段写日月潭的位置；第二自然段写日月潭名字的由
来；三四自然段写那里的秀丽风光。

自身提出的问题让同学通过自主阅读尝试解决，利于提高读
书效率，享受阅读的乐趣。久而久之，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
会引导同学走上良性的阅读轨道，为同学的终身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二

1、初读课文，划出生字词，查字典，学习生字词。结合上下



文内容说出“无瑕”等词意。

2、了解课文大意，围绕课题划分段落。

3、初步观察图意，整体感知画面展示的优美景色。

4、在文中划出表示漓江水“静、清、绿”和桂林山“奇、秀、
险”特点词语。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三

１、默读三、四自然段，划出自身认为写得美的句子。

２、交流自身喜欢的句子，教师相机进行朗读指导。

运用多媒体将文本语言还原为生动可感的意想，让同学陶醉
在令人神往的境界中，对日月潭的风光有了更多的表象储藏，
有效渲染了气氛。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四

教学目标：

1、了解作者范成大极其“田园诗”与前朝的田园诗的异同。

2、进一步了解朗读诗歌的技巧，通过朗读和语言的品位欣赏，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领会诗歌的意境。

3、培养学生的古代诗歌的阅读鉴赏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检查作业



1、背诵诗歌。

2、默写诗歌。

二、教授新课

（一）交流材料

互相交流查阅的有关唐代田园诗歌并与范成大的田园诗歌比
较

（二）朗诵诗歌体会诗歌意境

指名朗读、分组朗读并进行指导。

（三）整体感知诗歌的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明确：本诗描写晚春农村的自然景色。表现了作者对田园风
光的热爱。这首诗歌表现的乐趣在于自然景物。

（四）交流探究

1、诗歌前两句写了什么内容？

明确：前两句写了晚春江南农村的景象。

2、怎知道晚春呢？

明确：典型的事物描绘。（金黄的梅子、杏子肥、菜花稀落、
雪白的麦花处处）

3、三、四句写了什么内容？

明确：正午时分的幽静的景象。



4、四句中写“蜻蜓虫夹蝶飞”显得田野静悄悄的，如何理解？

明确；以动写静。

5、诗歌的写法

明确：（1）点面结合；（2）动静结合。

三、练习

1、朗读诗歌。

2、背诵并默写诗歌。

四、小结

1、诗歌的朗读。

2、诗歌内容的理解。

3、诗歌的写法。

五、作业

理解背诵默写两首诗歌。

初中语文教案全部篇十五

学习目标：

1、巩固生字，会写8个字。

2、流利地朗读课文。

3、在识字，朗读的过程中，陶冶美好的情操，树立关爱他人



的感情。

学习重点：朗读学习

难点：朗读感悟学习

方法：朗读学习

准备：田字格小黑板，生字卡片

学习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