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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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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明

摘要：教学上，我们应该更在乎学生的具体实践学习。尝试
教学法通常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自己去
尝试学习；教师只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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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革新，教师的教育观念也应该不断去改变。教师
不应该代替学生进行实际的语文学习，而是由学生自行积极
主动地来学习语文。通过自主尝试学习来培养自己切身的语
文思维、熏陶自己的语文情操。教师在尝试教学法中要特别
重视学生的独特的感受和精神体验，鼓励学生自己多尝试寻
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语文的学习重点是观察、感受、
分析、判断、模仿和创造，语文老师在执行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怎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呢？尝试教学法就是优化我们
语文教学的一种方法。

一、尝试教学法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是学生在尝试教学法中的准备阶段。对于语文教学方
面的准备工作，就是老师布置好课前预习，让学生对新课程
的学习有充分的准备。一般说来，旧的知识是在新的知识层
面上发展起来的，准备阶段就是我们进行尝试性学习的导入
工作。

第二步是语文教师提出尝试教学的范围。因为学生的尝试学
习是有一定的盲目性的，这就需要语文教师提出一定的教学
任务，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学生的实际尝试学习才会有一
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第三步是学生自己学习语文课本。语文课本其实是我们学习
的主要教材资料，所有的主干知识都在其中的。学生依据这
个学习纲要来进行学习，在进行尝试学习的时候，学生会有
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愿望，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来做引导性的
学习了。

第四步，尝试练习是尝试学习的目的。通过练习，尽可能掌
握语文阅读要点，以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当然，语文
学科和其他的学科不一样，它是一门极具代表性的文科课程。
由于语文课本所涵盖的知识面较宽，且知识点蕴含其中，理
解上有困难，学生要学会用自己的思考模式去解决问题，教
师在这个阶段要适时给予指引。

第五步，将学生分组进行课题讨论。尝试练习中会出现不同
答案，学生会产生疑问，这时引导学生讨论，不同看法可以
争论。在语文这门课程里面很多东西是没有固定的思维和答
案的，很多学术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学生在此
过程中开始尝试分析课文，理清课文内容，把握课文要点，
教师也要及时鼓励，表扬优秀，鼓励上进纠正偏差。

第六步是语文教师讲解。这一步是为了确保学生系统地掌握
知识。毕竟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和知识面会比学生广阔得多，
学生在自己尝试学习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盲区。有些学生会



做尝试题，但可能是按照例题依样画葫芦，并没有真正懂得
道理，这就需要教师的讲解。讲解不是什么都要从头讲起，
教师只要针对学生感到困难的地方和教材的关键之处重点讲
解即可。

二、用尝试教学法来进行阅读教学

语文教师在用尝试法进行教学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
掌控：

首先，在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的制造出民主和谐的教学氛
围，突出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学生如果在一个宽松的环境
下学习会更加灵活，思维也会更加的活跃。无可置疑，民主
和谐的教学氛围能使教师上课上得宽心，学生学得尽兴。

第二，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调动起学生的
学习兴趣，对驾驭课堂教学，把握学生的学习情绪是很关键
的。如果我们还是依照老规矩去教导学生，老师在讲台上面
讲，学生坐在下面学，那样学生真的会感到很枯燥。因为所
有的教学设计都是教师以自己的经验来设计的，学生没有参
与权。学生没有自己的学习体验，这样是很难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的。在尝试教学法中，教师应该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能
力，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条理性，注重自主学习，极大地激
发学生的潜能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定能收到很
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语文教师还应有全新的教学理念，民主开放的教风。
在尝试教学法中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真正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体，放手让学生在课堂上大胆质疑，充分发表
自己的意见，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的学习方式应该多重尝
试多尝试多种的途径，自主学习未目标，让学生有自主选择
学习模式的权利。

第四，教师在平时要注意开展学生的课外阅读，积累一定的



语文基础知识，以达到尝试教学法的要求，这样才会宽阔自
己的视野。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那么，语文老师如何去指
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呢？首先，要按学生的素质高低适当布
置定量的阅读作品进行阅读训练；其次，要指导学生写阅读
心得，把阅读感受到的各种情况有效消化、吸收；再次，让
学生讨论并畅谈阅读心得，使学生共同享受阅读成果。通过
尝试阅读训练，定能有效指导课外阅读教学。

第五，教师要善于利用教学器具来刺激学生感观。我们可以
以现下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较多的课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方式
为例。从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新鲜的教学组织形式
会在学生接触到的第一时间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为了长时
间维持学生的注意力，教师会从这种不同于固定教室教学的
环境中，提取有利于组织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的方法，吸收
各种因素来给学生造成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例如，在多媒
体教学过程中，利用色彩鲜艳的图片和带色彩的文字来刺激
学生学习的感观，学生的注意力被这些生动形象的内容吸引，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密切联系生活，
重视生活的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达到尝试教
学的要求。

以上六个方面，对应用尝试教学法进行指导阅读教学，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应该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三、结束语

总之，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使用尝试教学法是非常实用的。学
生通过各种方式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有利于提高他
们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学生也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拓自己的语文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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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１．疏通文字，理解文意，把握文章内容。

２．感知本文所体现的庄子的哲学思想和形象化说理风格。
能力目标：

１．训练学生理清文章思路、把握主旨的能力。

２．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文学鉴赏。情意目标：

能一分为二地恰当评价庄子的思想，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
度。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１．疏通文字，理解文意，把握课文内容。

２．训练学生理清文章思路、把握主旨的能力。教学过程：

一、导入

战国时期，我国有一位大家写了一篇奇文，说鲲鹏之大，鲲
鹏展翅之时，两翼蔽日，扶摇而上可达九万里；写事物之小，
说连一根小草也能做成船。这些夸张令人惊奇，感觉新鲜，
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位大家就是庄子，这篇奇文就是
《逍遥游》。



二、整体把握课文

１．学生自读课文，读准字音，不读破句。

２．教师范读，生听读解决自读时的问题。

３．师朗读指导

４．生再读、或齐读

５．反馈：用自己的话概述本文的内容或提出疑问。

三、疏通文意，把握内容

１．借助注释、借助小组的力量理解课文疑难词语，粗通文
意。

（要点提示：通假字，重点实
词“怒”“志”“抟”“息”“负”“覆”“培”“角”“枪”“控”“适”“念”“修”“绝”“已”“正”“海
运”“野马”“扶摇”“坳堂”“夭阙”“莽苍”“果
然”“泠然”“数数然”等等）

２．以练习一（第3问的后一问暂不考虑）为线，继续研读课
文

（１）全班讨论明确

要求：逐题朗读，逐题作答，要求尽量用原文作答，并直译。

四、小结：（参见板书）

第一段文意上有三个要点。第一个从文章开始至“南冥者，
天池也”，写鹏鸟遨游于九万里，有待“海运”。第二个
从“《齐谐》者”至“而后乃今将图南”引齐谐的话，证明
大鹏徙于南冥是凭借风力，再进而说明鹏和“野马”“尘



埃”同样是“有所待”。第三个从“蜩与学鸠笑之曰”至第
一段完说明蝉和斑鸠这两个小动物也是“有所待”。

第二段文章为了说明小与大的区别，小与大思想境界和见识
的悬殊，在鲲鹏与蜩、学鸠的故事中，插入了一系列的比喻，
如朝菌、蟪蛄与冥灵、大椿的比喻，长寿者的彭祖与众人之
比等等，有的浅显，有的神奇，有的夸张，极大增强了文章
的艺术情趣。

五、作业

熟读课文，思考练习一第3问和练习二。

思考课文怎样从“有所待”和“小大之辩”推出三“无”的
结论的。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１．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初步感知本文所体现的庄子的哲
学思想和形象化说理风格。

２．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文学鉴赏。

３．帮助学生能一分为二地恰当评价庄子的思想，培养学生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诵读课文，投影上节课板书内容，复习旧课导入。

二、新课

讨论明确

１．课文怎样从“有所待”和“小大之辩”推出三“无”的
结论的。



第一段，阐明世间万物（大至鲲鹏，小至尘埃、小草）的活
动都“有所待”，都是不自由的。

第二段，说明万物在“有所待”的范围内，存在着“小大之
辩”。这一段是对上文的归纳、补充、印证。

第三段，由对万物的泛论转入对社会中人的论述，阐明逍遥
游的境界，点名全文主题。

要点：构思宏伟，思路开阔。（鲲鹏鸟的雄伟，大椿树的长
寿，都令人叹为观止，又将这些庞然大物与芥、蜩、朝菌之
类细微、短命者对比，献出事物、境界用意的奇特。）借用
寓言说理；想象奇特丰富；句法多变，节奏明快。（详见
《教师用书》）

三、小结

本文采用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法，运用对比与想象由物
及人，最后推出结论，其是阔大而思路严谨，夸张虚幻的描
述中隐藏着炽烈的感情。

四、齐读课文，再体会。讨论明确：你对庄子提出的境界有
什么看法？（追求小要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他认为：
在到了这样的境界，就能与天地浑然一体，遨游在绝对自由
之中。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摆脱外在世界的束缚。这当
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但也间接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
社会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使得一些人渴望逃离社会。）

五、布置作业

背诵第一段。

写一段文字，谈谈你对庄子“无为”思想的看法。



有兴趣者可查找关于庄子的资料，利用早读时间与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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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能够积累相关的歌咏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诗词，
并能有感情地朗读。

过程与方法：听读、默读相结合，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

情感体验价值观：使学生了解到“多读书，读好书，能丰富
知识，增添智慧，成为一个志趣高尚的人”。培养学生对文
学作品的热爱。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每个人都有一个金色的少年时代，每个童年都有令人难忘的
岁月，同学们的童年有哪些乐趣，能与我们分享吗？[生发
言]今天，我们要跟随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回忆她童年
的“依依往事”,去一同感受童年的人、童年的事、童年的一
切。

二、整体感知

1、听读课文。思考：文章记述了哪几件“依依往事”？

小时侯：看图画：（1）小屋里的山水画

（2）《水浒传》中的一幅幅插图

学生时代：读石印本《千家诗》



听讲课：（1）听两位国文老师讲课：听教辛弃疾词《南乡子》

听教田汉新诗《南归》

2、这几件事有什么共同点？

都与读书有关。

看画《水浒》：如临其境、津津有味——单纯而朴素的童真
童趣

读书《千家诗》：给我以广阔的天地，编织我美丽的生活花
环——使我贴近生活热爱生活。

听课：培养了我课外阅读的兴趣

学生朗读。

学生读、讲；教师点评。

***积累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四字短语用得恰到好处；

***化用古人诗句，对称呼应，韵味十足。

2、齐读诗句春夏秋冬

同学们也读了很多诗歌，其中有描写四季风光的吗？

说说、背背[学生齐背]

3、学生如说不出***化用古人诗句，就补充。

原文如下：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希望课后能够背诵。

五、培根说：“读书使人充实”，同学们有过哪些阅读的体



会？哪些文学作品将你的精神摆渡到了更高的境界？学生发
言。

——抓紧时间，珍惜光阴，多读书，读好书。

好，我就用这句话结束这节课，愿与同学们共勉：珍惜光阴，
多读书，读好书吧！课后请同学们制订本学期的读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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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我记得1989年1月的一天，一艘航行在太平洋的小客轮
触礁沉没。20岁的瓦努阿图居民罗斯琳在海上漂流，突然她
发现不远处有两条水鲨鱼朝她游来，她吓的尖叫起来，但鲨
鱼并没有伤害她，其中一条在她身边游来游去，另一条则潜
入水中捕捉来一条鲜鱼供她吃，直到救援飞机飞临上空时，
鲨鱼才离去。

生2：1993年5月的一天，西班牙中西部的阿维拉山有一家四
口人因野营迷失在大山深处，走出森林时已是第8天，他们饿
得瘫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正在绝望之际，却发现两头大黑熊
个叼着一只大口袋放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里边有烤肉、面
包、西红柿等食品，这些很可能就是黑熊从别处偷来的。这
样每到晚上，两只大黑熊便把各种新鲜食物送来，然后悄悄
离去。直到第23天，他们被救走为止。熊本是吃人的猛兽，
为什么会一改本性，做出救人的义举，令人费解。

生3：曾经有一个大学生，他毕业之后放弃本来应有的优越条
件，毅然进了丹顶鹤保护区，在一次营救丹顶鹤的过程中，
他不怕危险，毅然跨进了沼泽地。

师：这三位同学用简要而流畅的语言讲述了动物与人的故事，
看来要和动物做朋友并不难，关键在于用心去感受，用爱去
交流。只有这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舒乙先生的《都市精灵》，共同来探讨



一下人和动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二、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本课课题"都市精灵"中的"精灵"二字，在有的神话传说中，
是指反抗上天统治的"恶魔"。读了文章以后，你对此是否有
新的认识呢？请大家带着这一问题，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
课文。（学生各自朗读课文）师：（同学纷纷举手）好，同
学们读得很快，谁来说说看？生4。师：生4分析具体细腻，
其他同学有没有类似或不同的看法呢？（纷纷举手，跃跃欲
试）

师：你们对生5的回答有什么看法吗？

生6：我觉得不太全面，不太深入。文中提到很多精灵，如松
鼠、乌鸦、海鸟等，这些动物对人们很友好，是人们的朋友，
由此呼吁人们保护动物和动物共同建设地球这么一个家园。
师：抓住特点，突出稀少，可见都市里的精灵日趋减少的现
状，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很好，坐下。

生8：从"精灵"这个词上来看，精灵是指可爱的动物，但从文
中来看，我认为精灵不一定指可爱的动物，像乌鸦，其他兽
类就不一定可爱，文章的意思是只要人们与动物友好相处，
再凶猛的动物也能成为人类的朋友。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涵。

（学生读课文，并练习讲述，几分钟后纷纷举手。）

生9：我是一只灰喜鹊，我跟我的同伴成双成对来到参天的大
树上，我们非常地快乐，常常在高枝上跳来跳去，飞来飞去，
非常地活跃，给这座大庭院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师：好，灰
喜鹊说得怎样呢？（哄堂大笑）



生10：我觉得生9说的并没有抓住给都市生活带来的好处，好
处体现不深。

生9：我觉得我是抓住了给这座大庭院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就
是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这个好处。

生11：老师，我觉得灰喜鹊并不是成双成对的，生9用的"成
双成对"这个词不恰当。（大家小声议论都表示认可）

生13：比如说可以增加一些当别人观赏时，我内心自豪喜悦
的描写，或者我当时的神态等，这样才能反映出大鹈鹕与人
类的和谐美。

生14：我也有和生13相同的感觉，因为我们文章表达了的是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思想，而这一个和谐应该是相互的，所
以讲述时应该突出两方面，体现和谐共处。

生15：因为这样就没有重点了，就没有了详略。

生16：我认为生12的讲述侧重于别人的观赏，字里行间也能
体现出我作为大鹈鹕的自豪和喜悦，也就是体现了和谐的相
互性了。

（下面有一些学生在说）

师：正如大家所说，缺少了形象的描写。生17：是这样的。

生18：我是一只乌鸦，几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伴常常展翅飞
翔，每到一处天空常常是黑压压的一片，几乎达到遮天避日
的地步。清晨我们结着伴成群地飞向城外，在乡下觅食；黄
昏，我们又结伴成群地飞回城里过夜。人们每天按我们飞进
飞出的钟点劳作休息，我感到很高兴自豪。

师：对生18的讲述，你们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生19：遮天避日。形容了乌鸦之多，给天空增添了一景。师：
生19抓住了观点和用词进行了简洁明了的分析。

生20：我觉得他的描写比较成功，比如展翅飞翔、黑压压、
遮天避日、结着伴等这些词用得很形象，给人以一幅图画的
感觉，像结着伴，还有拟人的色彩，这样乌鸦的形象就活了。
师：语言的描写比较成功，在这方面比刚才的讲述略胜一筹。

生21：因为现在的乌鸦非常寂寞惨淡，这样可以与以前的热
闹景象对比，可以体现出一种对现状的悲哀。从而呼吁人们
去保护乌鸦和其他的动物，与他们和谐相处。（同学们纷纷
点头。）

（大家读课文，思考。几分钟后许多人举手。）

生22：我找的一幅图景是几十年前，北京城成百上千的乌鸦"
遮天蔽地"，飞来飞去，"成群结队""叫着闹着"的热闹景象,
另外一幅是现在城市里的乌鸦大白天蹲在那里无所事事，而
且也不大叫了这个悲惨景象。我给它们拟的题目分别是"群鸦
图"和"孤鸦图"。主要是想通过"群"和"孤"突出两幅图景的特
点。

生24：因为书上的文字是说我的大院里有两只呆鸟，而不是
一只，所以不能用"孤"。

生22：首先我认为两只或者再多几只相对于几十年前，已经
少得多了，再说，我用"孤"也是一种夸张，极力说这种景象
的悲惨。（很多同学议论纷纷）

师：生24，你对生22的解释理解吗？（点头，有学生举手）
师：生25。



初中语文教学设计完整版篇五

初中语文《爱莲说》教案

一、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能够疏通文意，有感情朗读、背诵课文。

【过程与方法】通过阅读文章，学习本文托物言志的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莲花高洁的品质，培养“出淤泥
而不染”的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习本文托物言志的手法。

【教学难点】理解文章的主旨，品味文章语言，提高文学鉴
赏能力。

三、教学方法

朗读法、自主合作与探究法、四、教学手段

ppt展示

五、教学过程

(一)生活导入，激发兴趣

导入语：同学们喜欢花草吗?你最喜欢哪一种花草?请说出理
由。

结合学生回答，引出莲花



过渡语：莲花，也是我国历代文人墨客的钟爱之物。“荷风
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水中仙子并红腮，一点芳心两处开”等等，这些诗
句可谓写尽了六月莲花盛开之态。而今天，我们要接触的这
位宋代文人周敦颐，更是对莲花情有独钟!在夏秋之交，莲花
盛开之际，微风吹过，朵朵鲜花颔首，田田荷叶轻摇，阵阵
清香悠远，作者触景生情，爱莲之洁白，感宦海之混沌，写
下这篇千古佳作——《爱莲说》。今天，我们就来品读这篇
文章。

(二)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介绍本文的作者、写作背景及体裁。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哲学家。任职南康郡时，
曾率属下在府署东侧开辟莲池，池中建“赏莲亭”，南北曲
桥连岸。夏秋之交，莲花盛开，清香扑鼻。作者触景生情，
写下《爱莲说》，借花述志。“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属
议论文的范畴，可以直接说明事物或论述道理,也可以借人借
事或借物的记载来论述道理。

2.朗读课文

(1)读准字音，根据注解疏通文意;

(2)教师范读;

(3)学生齐读，感情充沛，声音响亮，精神饱满;

(三)研读课文，深入体会

(1)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莲花的?作者把莲花比作什么?并赋予
了莲花哪些品格?



师总结：从生长环境、体态、香气、风度描写莲花的。他把
莲花比做君子，赋予了莲高洁、质朴(洁身自好)、品行端
正(正直、通情达理)、美名远扬、端庄令人敬重(仪态庄重)
等品格。

师总结：菊是隐逸者，就像那些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离群
索居、隐遁山林的逸民高士。牡丹是富贵者，贪图享乐。它
雍容华贵，绚丽多姿，就像达官显贵和攀附富贵的庸碌之辈。
以“菊、牡丹、莲”喻三种人，以三种爱象征三种生活态度。
既婉曲地批判当时趋炎附势、追求富贵的世风。又通过菊的
正面衬托和牡丹的反面衬托突出自己在污浊的社会洁身自好，
保持正直坚贞节操的生活态度。

(3)文章的主旨句是哪一句?说说这篇短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
思想感情?

“莲，花之君子者也”

作者把莲比作花中的君子，他是要赞美君子形象，这句话是
全文的核心。借赞花来赞人，这种写法就叫借物喻人或托物
言志。

归纳主题：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慕
名利的高尚品格，批判了当时趋炎附势、追逐富贵的世风。

(4)本文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方法?

师总结：对偶，排比，比喻，拟人。

(四)迁移拓展

(1)请欣赏几幅莲花的图片。学生再读课文，同学们，我们学
完了课文后有哪些收获呢?在写法上，《爱莲说》具有“说”
这一文体的共同特点，即托物言志。文章从“出淤泥而不



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寄予了作
者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也反射出作者鄙弃贪图富贵、
追名逐利的世态的心理和其追求洁身自好的美好情操。在写
作中可以运用这样的写作手法，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或刻
划，间接表现出作者的志向、意愿。采用托物言志，关键是
志与物要有某种相同点或相似点，使物能达意而志为物核。

(2)积累古诗文中描写莲花的诗句，尝试背诵课文。

(五)作业小结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作业：任选一种自己喜爱植物，采用多种修辞方法，写一
篇托物言志的散文。

六、板书设计

七、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