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春教学教案 朱自清散文匆匆
教学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朱自清春教学教案篇一

回顾整节课，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从阅读品句中感悟寓意。从学生生活实际入手，结合自己的
生活和情感去体验感受作者多时间流逝的无奈，并说出自己
对时间的理解。

运用多媒体教学，联系课文利用学生生活实际绘制一幅时间
流逝图，使学生更直观的看到自己每天时间的流逝，体会时
间的稍纵即逝，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驱动学生灵动的心，
并让学生自己说一说当什么时候时间从哪里溜走，从而达到
积累与运用的有机结合。

本当然节课也有不足之处：在教学设计中用于阅读的时间过
长，这样显得后面学生根据实际去说的时间就显得更紧凑了，
有的学生甚至还没说够就下课了，针对这方面下次设计时要
注意可以把读和说相结合的更紧密一些，品读的同时就让学
生畅所欲言，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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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春教学教案篇二

这一节课，我认为较成功的地方在于把握学科特点，体现新
课程理念。

我先设计了“谈话激情，导入读书”的环节，这就给这节阅
读课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学生阅读情感上的基础。而后，在学
生读书过程中，设计了几个学科特点很突出的教与学
的“点”。

一是深入地读，富个性地悟，开放地谈。深入地读，是把心
放在文章内容里去读，体会这篇散文的优美和深刻;是结合自
己的人生体验去读，读得有情，有趣。有思考。富个性地悟，
是结合每个学生个人经历，调动这些读书个体的内心情感体
验去进行读书感悟;开放性地谈，是学生读书，感悟之后的阅
读互动和交流。可以说，学生在读书，感悟之后，各抒己见，
是很好的互学过程，学生的个人感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

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所说学生在阅读中揣摩，在阅读中体会，
领悟，在交流和讨论中说出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阅读教学方面要求，这节课上有好的体现。

二是注重读书中的积累与运用，培养学生语文实践能力。
《匆匆》这篇散文采取了多种修辞手段，用得精当。学生应
认识这些方法在表达上的好处，主动积累好词、好句、好段，
并学习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中有这方面的考虑。如学生边读
边圈、点、勾、画，品读自己喜欢的句子，当堂背诵部分句、
段以及运用所学知识的设计。

尤为突出的是学习、积累与运用的紧密结合。学生调用排比、
拟人等修辞法，学习作者的表达风格，结合自身对时光流逝，
时光宝贵的真实体验，进行大段的读后语言训练，效果好。

三是体现了语文课堂教学观的变化



学习语文，是学生接受语文课程人文性教育，同时提高他们
语文实践能力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必须树立让语文教学
由“小课堂”走向“大课堂”的新认识。语文教材是学生学
习语言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唯一资源。那么，课堂是学习的
重要渠道，但不是唯一渠道。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便积极适
当地扩展学生的读书深、广程度。一方面，抓住教学重点训
练项目施教，引导学生读文，从文中内容想开去，适当延伸;
另一方面，大胆扩展读书新领域。课前，教师引导学生广泛
查阅，了解朱自清这位现代著名作家的一些情况，课后，引
导学生走近作者，读读他的《荷塘月色》、《春》、《背影》
等文。教学设计中“延读”一部分想法是很好的。

课堂教学向课外阅读延伸，课内外阅读共同促进学生阅读能
力发展，体现了小语文教学观向大语文教学观发展的变化。

不足之处：

从整体看，教学过程设计部分对学生自读、自悟的学习过程
设计还不够充分。设计注意教师的引导，重视了学生读后谈
理解和感受过程，而学生自读会产生什么问题，自悟会有什
么困难，怎样适时机地指导、帮助他们考虑不多，前面
说“学习过程设计不够”就是这个意思。对学生读书过程和
读后发言，表达之间的轻重关系还需进一步认识。自读、自
悟是根本，是基础，读得好才有好的生生交流与互动。那么，
设计时要考虑学生读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并设
计适当的指导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这样的教学设计更
重视学生的学，就会更实用。

走进新课程、树立新理念、深入课改实践是我们的任务。我
们应从每一次教学设计，每一节课堂教学做起，把课改工作
逐步推向深入。

更多



朱自清春教学教案篇三

文章的标题是“背影”，父亲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背
影，在文中多次出现，可以视作贯穿文章的主线。“背影的
表现角度能集中反映出描写对象的内在精神”，分析课文时，
抓住背影，也就抓住了理解本文的关键。所以，我通过反复
朗读、圈划，欣赏歌曲，引导学生体会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爱，
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二)课外拓展、体会写法

“细微之处见真情，抓住人物的某一细节，多次展开描写”，
这是这篇散文最大的特色。我引导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选择
“背影”这样的角度来命题立意，并用它来组织材料呢?然后
小结：抓住细节描写能达到艺术视角的创新，可以给读者以
自由想象的广阔天地，并且最能体现父亲对儿子的爱。随后，
我发了一片课外阅读三毛的《背影》，此文与《背影》有异
曲同工之妙。它是抓住“母亲的背影”这一细节来体现母亲
对我的爱。在课堂中，我紧紧抓住细节描写这一主线，贯串
整个教学，课内学习、课外拓展，学习的容量增加了，所学
的知识也及时得到了巩固。

(三)连接生活、畅谈心声

不同的父亲，爱的方式各有不同。最后一环节，我让学生畅
谈心声，说说在自己的经历中，父亲的哪些细节令人难忘。
通过小组讨论，推选1-2人上台演讲，全班交流，预期使全课
达到高潮。但可惜，下课的铃声已响起，只能把这一精彩的
环节放在第二节课，继续讨论。最后，我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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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春教学教案篇四

朱自清和他的父亲分别用“眼泪”和“背影”演绎了人间亲
情，这不是演戏，但更感染人。本课聚集“背影”、“眼
泪”“父亲的语言”，引导学生体验和感受、理解和反思，
基本上做到了理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经验和体验的真实碰
撞，知识、价值、情感的高度统一。

教学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学生。八年级的学生年龄还小，社
会阅历太浅，大多数学生也没有经历过大喜大悲，课文所呈
现的情形离学生很遥远，因而学生不易进入角色。如何在课
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学生的心灵情感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使他们产生自己的体验并进行评价？这一节课，基本上解决
了这个难题。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学生的感情投入不很到位。

这节课的最大特点是紧抓“情感”主线，环节设计精巧。在
简练而深情的导入环节，用“研读”来体验课文“触目伤怀，
自然情不能自已”和“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的情感
基调，然后以“怎样的背影”和“几次写眼泪”为抓手，深
度体验和理解作者落泪的.表层和深层原因，中间适当地点一
下背景，一步步将学生的理解引向深入，情感引向高潮，直
到最后让学生完成“讨论、写作、交流”的课后作业第四题，
让学生积蓄已久的情感得以宣泄，水到渠成。难怪县教研室
主任汤继光评价说：“唐老师这堂语文课做到了步步铺设，
环环紧扣，层层深入。”专家组梁晓华先生说“整个设计既
符合新课程理念，又有教师的独特理解和创意；环节新颖，
内容厚实。”但是，我自己认为：对重点语段的表情朗读太
少了；思考、答问的时间过多了一点。

朱自清春教学教案篇五

回顾整节课，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从阅读品句中感悟寓意。从学生生活实际入手，结合自己的



生活和情感去体验感受作者多时间流逝的无奈，并说出自己
对时间的理解。

运用多媒体教学，联系课文利用学生生活实际绘制一幅时间
流逝图，使学生更直观的看到自己每天时间的流逝，体会时
间的稍纵即逝，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驱动学生灵动的心，
并让学生自己说一说当什么时候时间从哪里溜走，从而达到
积累与运用的有机结合。

本当然节课也有不足之处：在教学设计中用于阅读的时间过
长，这样显得后面学生根据实际去说的时间就显得更紧凑了，
有的学生甚至还没说够就下课了，针对这方面下次设计时要
注意可以把读和说相结合的更紧密一些，品读的同时就让学
生畅所欲言，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