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模板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
划很难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一

二、学生情况分析

今年任教高三（19）（20）班英语，根据高三连续2次考试的
情况来看，我所认教的两个班的英语学习状况非常不容乐观。
其中高三（19）班是专科班，学生普不爱学习，可以说没有
什么基础，可喜的是还有少量学生蛮喜欢英语，比较上进。
课时量大，一周达11节课。高三（20）班是艺术班，其中有
三个来月学生要外出学习美术，但班中还有部分其他艺术类
学生。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优生少，后
进生多。基础知识不扎实，这表现在学生卷二得分较低；学
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较差，阅读与完形的失分现象普遍，书面
表达明显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每周上6节课。

三、教学复习策略

仔细研究新课标考区的历届高考真题和省考试说明，把握考
试趋势。按《新课标》英语考试要求命题，要求学生掌
握3300个单词，400－500个短语和惯用语，因此在教学中加
强阅读教学，扩大词汇量。夯实基础，提高英语综合运用的
能力。注重遣词造句的多样性，提高书面表达能力。

在复习新课标高一高二课本时，依托教材，重点落在阅读、
听力和写作三方面，注重词汇的巩固与拓展。帮助学生全面
且系统地掌握高中所学英语基础知识，（重点是词汇，语法。



）夯实学生基础，抓住中等生，促进学困生，进一步提高优
等生。

四、具体安排

根据高考的最新信息和学生在复习备考中出现的问题，不断
寻找新途径，去解决备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高三（19）班周教学计划安排，2节连上的课，每次要词汇测
试和听力训练，还要复习初中英语内容。其他课时复习高中
英语内容。

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二

教学目标：

1、理解解诗句含义，领悟诗的意境。

2、理解诗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凄切而不衰飒”的特
点。

教学重难点：目标2

教学方法：通过对诗人经历的了解和和背景的把握，学生可
以就诗意自学，然后老师点拨，通解诗意然后背诵默写。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由和韩愈同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柳宗元引入新
课。)

二、结合注释了解作者及背景(学生先读书下注释，后教师补



充)

1、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三岁丧父，由嫂氏抚
养成人。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反对骈文，提倡散文;诗歌创作亦力求独创，不避险僻，以文
为诗，形成宏伟奇崛的特点。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
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
称为韩柳.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
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
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
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
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
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
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
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
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
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
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
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
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
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
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2、背景知识补充：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的传播
也盛极一时，法门寺是史书所载中国境内珍藏佛骨的四大名



刹之一(或称十九座寺院之一)，自然成为唐代皇室所敬重的
佛法圣地。从唐贞观年间开始，一共举行了7次迎送佛骨的活
动，第六次迎佛骨的时候，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
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这是他在南行途中所作。左迁，
古代贵右贱左，故将贬官称为左迁。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
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韩愈当时悲歌当哭，
慷慨激昂地写了这首名篇送给韩湘，抒写忠而获罪的愤慨、
为国除弊的决心和眷恋朝廷的心情。

三、鉴赏诗歌

1、诵读全诗，理解大意：

早晨向朝廷呈上一封奏章，傍晚就贬往八千里外的潮州。

一心想替皇上消除国事中弊政，哪里肯因为老病而顾惜残年
余命。

阴云遮蔽秦岭，不见家乡何处;大雪阻塞蓝关，征马不愿前行。

我知你远道而来的心意，好为我收尸于瘴气弥漫的岭南水滨。

2、整体感知

首联：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

颔联：书“除弊事”表刚直不阿之态。

颈联：就景抒情，情悲且壮。

尾联：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3、讨论交流

(1)诗中直接抒情的是哪一句?表明了什么?(“肯将衰朽惜残



年”，表明自己凛然无悔、刚直不阿的品格。)

(2)仔细体会“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两句诗。
诗人是怎样融情于景，抒写途中的感受的?(这两句借景语言
情思。诗人忠而获罪，远贬潮阳，抛妻别子而南行，心中是
极其伤痛的。这两句诗就是通过景物描写委婉地表达这种情
感。云横秦岭、雪拥蓝关语意双关，明写天气寒冷，暗写政
治气候恶劣。上一句是回顾，诗人不独系念家人，亦伤怀国
事。下一句是前瞻，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
危，因而徘徊不前。“马不前”其实是人不前，三字中流露
出英雄失落之悲。)

四、拓展延伸：

比较柳宗元与韩愈的贬谪诗在思想感情上的差异

明确：

韩、柳这两首诗歌，虽然都是贬谪诗，但在思想情感上却存
在比较大的差异。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作于诗人初到柳州的
时候，这一次的岭南之贬，比十年前的永州之贬更加使诗人
感到前途渺茫，因此，诗人面对自己在仕途上的再次挫折
和“百越文身地”的恶劣环境，其情感基调是愁思弥漫、凄
苦无比的，但同时也有对恶势力的控诉。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韩愈在离京去贬所，到达蓝田县
时写的，此时诗人的怨愤尚有余息。此前，韩愈已是刑部侍
郎，经过多年的历练，其仕途正是通达之时，而且是抱
定“为圣明除弊事”的政治理想，力辟佛教：但皇帝不察忠
心，几至杀身。故此，诗歌中充满了不平之气。“不平则
呜”，所以诗虽出以凄切之语，却不衰飒，有一种“忠犯人
主之怒”的豪气充斥在诗歌中。



五、作业布置：背熟《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板书设计：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

韩愈——文以载道 古文运动 宏伟奇崛

首联：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

颔联：书“除弊事”表刚直不阿之态。

颈联：就景抒情，情悲且壮。

尾联：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差异：

柳：情感基调是愁思弥漫、凄苦无比，也有对恶势力的控诉

韩：“为圣明除弊事”的政治理想，力辟佛教，充满了不平
之气

“不平则呜”，“忠犯人主之怒”

赏析：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宪
宗“迎佛骨人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
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
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



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
地写下这首名篇。

首联直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地说，这
个“罪”是自己主动招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
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且一贬就是八千里。但是既
本着“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论佛
骨表》)的精神，则虽遭获严谴亦无怨悔。

三、四句直书“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
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真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
大祸，他还是“肯将衰朽惜残年”，且老而弥坚，使人如见
到他的刚直不阿之态。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韩愈
在一首哭女之作中写道：“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
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知他当日仓
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若何。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泪。

此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
亦不见长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
诗)，何况天子更在“九重”之上，岂能体恤下情?他此时不
独系念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马不前”用古乐
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意。他立马蓝关，大雪寒
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三字，露出英雄失路之
悲。

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
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用其意，向侄
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
的激愤之情。

从思想上看，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
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就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佳作。其特点诚如何焯所
评“沉郁顿挫”，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
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的高妙：笔势纵横，开合
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
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
“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整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
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写景抒情，“云横雪拥”，境
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皆下得极有力。
故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
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但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
诗的特点。律诗有谨严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
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
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
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
六一联，于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
情的抒发上。全诗叙事、写景、抒情融合为一，诗味浓郁，
诗意盎然。

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三

认真学习“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把“生活教育”的理
念渗入到新课程中。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激发兴趣，培养他们终身体育的意识。
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位同学受
益。

二、学生现状分析

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健康理论知识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
差别，认知水平低，但是，可塑性强，这就要求在内容安排
上要多多兼顾。初三年级的学生年龄在15——16岁之间，处



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期，身体发育较快。女生趋于文静，不好
活动，男生则喜欢运动生龙活虎。但是，他们对于体育与健
康理论知识较薄弱，对锻炼方法模糊，不知如何合理的进行
体育锻炼。因此，这学期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选择多
样的教学内容，多通过集体游戏来提高凝聚力，满足学生参
与活动和学习的需要。因此要因势利导，培养女生积极参与
体育锻炼。

三、教材分析

1、从青少年需要出发，不受运动技术系统的制约。即以学生
为主，进行游戏和发展基本活动能力为主的锻炼活动。

2、教材内容活泼化，生活化，更好地贴近生活，让学生积极
地参与。如模仿兔跳、蛙跳等，更多的采纳游戏教学。

3、整本教材以发展学生基本素质，即跑、跳、投的能力为宗
旨，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他们的灵敏、应、协调能力。

4、借助很多游戏让学生感受到集体和个人的区别，能与同伴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四、目的任务

1、培养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掌握简单锻炼方法。

2、发展身体基本素质跑、跳、投，提高运动能力。

3、掌握简单技术动作，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4、养成上体育课的良好习惯，提高自我约束力。

5、体验到集体活动的乐趣，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五、教学思路与措施



1、正确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进行教学

2、备好每一堂课，营造一个宽松生动的课堂气氛来;在课前
和课后进行思。

3、采取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如分组教学(异质分组、随机
分组等)，分段教学等。

4、在课间多展开授课内容的评比、竞赛，调动家的积极性，
在竞争的气氛中更好的掌握动作技巧。

5、积极培养体育骨干，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突
出他们的主体地位。

6、将游戏贯穿于整个课堂中，并尽量做到与学生玩在一起，
在娱乐同时学到知识，加强与集体的联系。

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篇四

学习目标

1、感知《乡愁》创造的意境及表达的情感

2、初步掌握鉴赏现代诗的方法

3、培养学生利用联想和发散思维领悟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点

1、结合音画效果，让学生进入乡愁世界

2、让学生在发散联想中领悟诗歌情感

教学过程



一、导语

二、知识梳理

1、走进作者

作者

余光中

评价

代表作

三、研读《乡愁》

1、请学生默读，熟悉诗歌内容。

《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地抒发了游子思乡的殷切感
情，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赏。他的诗，兼取中国古典文学
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
写精神深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咏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
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被尊为中国台湾诗坛祭酒。他的
诗论文章，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强调作家
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
自成一家。

2、学生小声试读，体会诗作的意境和感情。并尝试划分诗的
节奏和重音。

《乡愁》诗的形式美很突出：一是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节
与节、句与句比较整齐对称，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
调节，整齐中有参差;二是音乐上营造出一种回旋往复、一唱
三叹的美的旋律，同一位置上词的重复和叠词的运用，使全
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数量词的运用，也加强了全诗的音



韵美。这首诗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
海外游子深情的恋歌。

乡 愁

小时候 后来啊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这头 我/在外头

母亲/在那头 母亲/在里头

长大后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大陆/在那头

思考：

诗人巧妙地将“乡愁”这种情感进行了物化，也就是找到了
它的对应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乡愁”分别寄托在
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等具体可感的对象上。这种技法.通
常称之为“移情”，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3、合作研讨：

诗人所抒写的“乡愁”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升华
的?

“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



四个对象，分别是人生四个阶段“乡愁”的对应物。这四个
阶段分别是：小时候一长大后一后来一现在。

小时候，诗人少小离家，与母亲书信往来，乡愁寄托在小小
的邮票上。长大后，为生活而奔波，与爱人聚聚离离，船票
成了寄托乡愁的媒介。到后来，-方矮矮的坟墓，将“我”与
母亲永远分开了!而现在，一湾浅浅的海峡将“我”与祖国大
陆隔开。个人的故乡之思上升到了代表一群人的家国之思。
全诗在此戛然而止，留下长长的余味。

“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四个数量词和“小小
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四个形容词都以一种
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把乡愁浓缩于四个面积小程度轻的对
象之上，恰恰反衬出诗人内心深处浓烈的思乡情感。

诗歌的第四节对诗意的拓展有怎样的重要作用?

如果去掉第四节，充其量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思念故乡的诗;
有了第四节，前三节就成了铺垫，这一节又画龙点睛，乡愁
的诗意升华为国愁和民愁了。

二、课堂小结

同学们，“乡愁”是我国传统文学历久常新的主题，像唐代
诗人李白的名作《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湾《次北固山下》：“乡书何
处达?归雁洛阳边。”崔颢《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余光中的首这《乡愁》诗，无论是内容
还是形式，都映射着中国古典诗词的神韵和魅力。吟诵这深
情的恋歌，我们掂量出了诗人思想中中国意识的分量。

三、课文图解

乡愁学案



四、主题归纳

1.《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以“假如”领起，用“嘶哑”形容
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
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
形象，直抒胸臆，托出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

2.《乡愁》是一篇怀念祖国、渴望回归大陆的爱国诗章，它
以民谣的歌调深沉而忧郁地倾诉了诗人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
望。

五、写作借鉴

托物寄情的手法;形式上的格律美和音韵美。

六、课外积累

思念故乡的诗句

1、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

2、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 (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
行》)

3、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两汉乐府.《悲歌》)

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
经·小雅·采薇》)

5、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游子吟》)

6、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唐.王维《杂诗三首》)



九年级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五

九年级的化学教材为新教材，今年9月份开始使用新课标新教
材，分为上下两册，其中上册为本期的教学内容，它由七个
单元组成：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化学是一
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
象将学生带入化学的殿堂，从而很自然地接受这门新的课程，
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首先从学生最熟悉的物质空气着
手，研究了空气的组成，学习了空气中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的
一种气体——氧气，并探究了氧气的实验与工业制法。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这一单元抽象地向学生介绍了物质的微观构成，使学生学会
去理解物质是怎样构成的，为今后的探究打下基础。

第四单元 自然界的水 从爱护水资源，水的净化，再到水的
组成，为使书本知识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对元素化学
式和化合价进行了分析。

新教材内容将原先的第四单元物质构成的奥秘和第三单元自
然界的水的部分内容作了一个调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先学习元素的知识，再接触水的组成内容，学生比较容易接
受元素的概念。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 这一单元让学生学习质量守恒定律，
学会写化学方程式，并初步引入了化学计算。

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 从学生比较熟悉的碳元素组成的
一些物质着手，对形成物质最多的一种元素进行学习，并探



究了二氧化碳的制取。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 从燃烧的现象开始，去探究燃烧的
条件，同时得出灭火的方法。让学生从身边去发现化学知识，
了解燃料的种类以及燃烧对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