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案高中语文 高中语文教案(优秀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教案高中语文篇一

【导言】

《祝福》是鲁迅先生一篇深刻揭示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短篇
名著。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
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
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
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
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
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本课试图以“对
祥林嫂的称呼”作为突破口，挖掘作品表现的时代观念。

【实录】

师：我有个小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和名，“祥林
嫂”叫什么名字？小说中有没有写到鲁镇的人们对她的称呼？
请把有关的句子找出来。

生（寻找片刻）：“大家都叫她祥林嫂”“大家仍然叫她祥
林嫂”“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

师：找得很好，看到这三句话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疑问吗？

生：为什么人们不叫她自己的名字呢？ 生：她没有名字，就叫



“祥林嫂”。

生：她的丈夫叫“祥林”，她就叫“祥林嫂”了。师：为什
么她的丈夫叫“祥林”，她就得叫“祥林嫂”？（课堂稍有
沉默。）

生：中国古代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出嫁从夫，自
然不能继续保留自己的名字。

生：旧时女子地位低下。

师：对，“祥林嫂”的称呼正揭示了旧时女子地位的低下。

关于“祥林嫂”的称呼，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疑问？ 生：既然
人们习惯按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女人，为什么“祥林嫂”第二
次到鲁镇的时候，大家还叫她“祥林嫂”呢？ 师：按习惯应
该叫什么了？ 生：贺六嫂。

师：是啊，第二次到鲁镇的时候，祥林嫂的生活已经和以前
大不相同了：再嫁，丧夫，亡子，被逐，经历了极为凄惨的
遭遇。然而鲁四老爷全家和鲁镇的人们却“仍然叫她祥林
嫂”，根本不按习惯改称她“贺六嫂”呢？ 生：可能是大家
叫习惯了，不愿改口吧？ 师：是吗？能不能从文章中找些可
能性出来呢？ 生：课文强调“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
嫂”，应该不是习惯叫“祥林嫂”这么简单。从下文不让她
沾手祭祀的事情看，应该是人们根本就不想承认她改嫁这个
事实，认为她改嫁是“败坏风俗”的，是“不干不净”的。

【后记】

鲁迅作品的语言一向为人所称道，《祝福》中祥林嫂两次到
鲁镇做工，前后身份有所不同，但小说中人们对她的称呼没
有发生变化，这不能不引起深思。无论是什么细节，往往都
有着时代的烙印，承载着时代的思想和态度。从细节入手，



容易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介入人物角色中。本片段善于寻
找巧妙的切入点，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使语
文课堂就有了活力和张力。

教案高中语文篇二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注意生活中的语文现象，认识语文与现实生活的
密切联系。

2、通过学生收集，口头交流，引导学生多角度观察生活，发
现语文世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写出自己对社会生活中语
文的运用的独特感受和体验。

3、引导学生收集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常见的、最新鲜的和最
活泼的语言现象，初步树立汉民族共同语言的规范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学生收集、口头交流，引导学生多角度观察生活，发现
语文世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写出自己对社会生活中语文
运用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

教学用具：

洗衣粉包装袋、胡豆简介、广告语、警示语等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故事：很久以前，有位教书先生，整天不物正业，就喜欢到
山上去找庙里的和尚喝酒。他每次临行前都给学生留下一道



作业：背诵圆周率。开始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苦不堪言。后
来，一位聪明的学生想出妙法，把圆周率的内容与眼前的情
景联系起来，编了一段顺口溜：

山颠一寺一壶酒(3、14159)

尔乐哭煞吾(26535)

把酒吃(897)

酒杀尔(932)

杀不死(384)

乐尔乐(626)

先生一回来，大家都会背诵了。

由此，可见语文学得好，对数学也大有帮助的。不单如此，
在生活当中，处处可见语文的影子。

二、收集，观察生活中的语文。

例如，电视、广告、校园横幅、对联。包括家里的一些食品
的简介等等都体现了语文知识。

对联：

苏轼和佛印的谑联：苏轼见一条狗在河边啃骨头，遂出：狗
啃河上(和尚)骨。佛印从容把写有苏轼诗句的扇子往河上一
扔，曰：水流东坡诗(尸)。

生活用品的名字和广告、食品简介和姓名等：

名字：自己家人对自己的期望。



飘柔、立白、美乐多、雪碧等熟悉的生活用品的名称和它们
的广告语。

横幅：学校挂的、街道写的等等。

但是，在现实中，这些广告语或者是横幅或者简介语等也有
出错的时候，字词用得不当，词语用得不好，句子不通顺，
这都关乎语文的知识问题。例如我曾见到有人将“公厕”写成
“公则”;有一则重庆出的胡豆简介有一段写到：

本品是以优质蚕豆、芝麻、川白糖、液体、葡萄糖、植物油、
辣椒、甜酱、精盐等多种天然香料精制而成，具有酥、脆、
香、甜、辣、咸鲜诸味融为一体，入口化渣，怪味无穷。

让学生修改这则简介。

三、交流介绍收集到的生活用的语文现象。

你们收集到生活中的语文现象，你们能举其他的在生活当中
遇到的语文现象吗?你可以说说你对这些现象的感悟和体验。
或者，你能说说语文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可以的。大家
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说一说。

四、布置作文。

范文讲解，写得好的地方，可以相互讨论。看到别人这么写，
自己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写继续收集资料，以“生活处处有语
文”为题，写一篇至少500字的作文。要求写出自己的感悟和
体验。

教案高中语文篇三

这首诗是一首感情真挚的抒情诗，但是作为抒情诗，里面的



人物形象却特别丰满。艾青特有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让这首诗
有了它与众不同之处，结构不是那么整齐，但是情感的流露
确实那么热烈、深厚。不过，因为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特殊，
所以，上课时一定要关联到相关背景，不然可能没有办法理
解的较为深刻。主要采取的方法是让学生自行朗读，找出自
己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引导学生解决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来感
受诗歌情感。

安排一课时。

[学习目标]

1.了解艾青及创作背景;

2.通过反复朗读理解情感，把握细节描写、对比手法、反复
手法和排比的特色;

3.结合时代背景感受艾青对于以大堰河为代表的广大贫苦劳
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

播放诗歌朗诵录音，直接导入。

我们今天共同学习一篇赞美特殊母爱的诗歌，1933年1月的一
个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外面是漫天
飞舞的雪花。他不由得因冷而神飞，睹雪而思人，想起了一
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农妇，他的保姆——大堰河，挥笔写
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蕴涵了浓浓深情的诗歌。
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二、介绍背景知识



作者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皈田蒋
村。他母亲生艾青时难产，48小时才把他生出来，他的父亲
非常迷信，认为这是一个不详之兆，并找来了一个算卦的先
生，说，他生下来就是克父母的。艾青一生下来就成了这个
家庭里的不受欢迎的人。因此，艾清被送到本村的一家寄养，
后来又被送到大堰河家，成为了他的乳儿，在保姆的怀里，
艾青生活了难忘了五年，艾青与劳苦大众血肉般的亲情，与
这段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那纯朴、善良、勤劳的品性和劳
动农民的情感与美德，都在艾青幼小的心田上留下深刻的烙
印。艾青常说，他在地主家庭里感受的只是“岐视与冷漠”，
“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

由于艾青积极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在1932年被捕入狱，1933
年1月14日早晨，天空飘着雪花，诗人站立在铁窗前，思绪波
动，不禁展开了广阔的联想，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
曾经给予过他母爱的农民保姆大堰河。由雪寒，联想到乳母
给予自己的温暖，由囚禁自己的铁窗，联想到死者长眠的墓
地。诗情汹涌，不能自己。于是，诗人借助从铁窗里反射进
来的雪光，头抵着墙壁，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
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三、设疑开始解读

在我自己备课过程中，我有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2.大堰河作为中心意象，文中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3.诗人想通过对大地母亲大堰河的描写，传达什么情感?

四、初读诗歌，走近大堰河

请同学们再读读诗歌，你来说一下大堰河是一个()的人。

可能出现种.种答案：身份卑微、悲苦凄凉、深爱乳儿、淳朴



善良、穷困勤俭、乐观坚韧等等。

五、分组探究，走进大堰河

从上面同学们给出的描述词中，每个小组选一个词语进行品
析，找出诗句，然后分析和朗读，10分钟，每个组派一个人
展示。(在分析过程中会顺势总结情感、分析写作特色)

第1部分：怀念与痛悼第2部分：眷恋与感激

第3部分：同情与控诉第4部分：讴歌与赞美

可用知识：

第1、2节为第一部分，写“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身不同，
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我是地主的儿子”，却“也是
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诗从一开始就
显示了它鲜明的叙事性质。而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河，是
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10节为第二部分。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追述大堰河勤劳善良、为生活奔忙而受
尽苦难的一生。

第3节，“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已
经故去，诗人描述了她的坟墓和家园的凄凉景象。

第4节，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
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你用你厚大的
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
个“在你……之后”的句式，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
劳操持家务的情景。在这些话语中，我们能感到大堰河勤苦
操劳、仁爱善良的行为在“我”心中投下了母爱的光辉。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虽然是简
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
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
进行对比。“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并与第4节
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
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为了生
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
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
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
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淳朴情感。她像对亲生儿子一
样，疼爱自己的乳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第9、10节，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带着遗憾，“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第11～13节为第三部分。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用
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
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直接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敬爱之
情。

-“紫色的灵魂”：一种看法，紫色是高贵、神圣的象
征，“紫气东来”、“紫禁城”。大堰河身份虽卑贱，但她
慈爱、善良、勤劳，集中了人之美德，她的灵魂贵、最伟大。

另一种看法，紫色是伤痕的颜色，是凝血的颜色，是因窒息
而死的人的颜色，代表了不幸、苦楚、伤痛和死亡，大堰河
苦难一生，结局悲惨，因而称之为“紫色的灵魂”。)



六、明确大堰河的形象

身份卑微、悲苦凄凉、穷困节俭、深爱乳儿、乐观坚韧、淳
朴善良

七、拓展提升——分析诗歌表现手法。

1.是抒情诗，但在叙事中抒发强烈的感情：如第4、7、8、11
小节的叙述，抒发了同情、怀念、赞美、爱戴的感情。(细节
描写)

2修辞手法：

b反复：表现特有的感情，使诗句一唱三叹，增强表达效果。

c排比：既使内容凝炼，形式整齐，也有助于表达强烈的感情。

3.诗歌风格

艾青的诗作在形式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奔放的诗体。
也有人把它称为“散文化”,艾青也曾尝试过各种形式，尝试
的结果证明，对于他来说，这种带有“散文化”的倾向的自
由诗体比较得心应手，他用这种形式写出了成功的诗作。他
的诗脱去了格律的外壳，不押严密的韵脚，但是并没有抛弃
诗的内核。在这首诗里，诗并没有因散而失去诗味，而是诗
意更浓，抒发的更自由，表达的更充分。用排比、反复来体
现格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量的排比，层层递进，不仅
展现了多种画面，增强了抒情气势，也增强了诗的内在旋律。

诗人鲁黎对艾青艺术风格的评价：

想到艾青的诗就想到散文美他的诗不胫而走不是依靠那整齐
的韵脚



他的诗轻柔似云一般的飞翔是以它内在的美作为翅膀

他的诗是绿野碧溪上的姑娘不是灯红酒绿里的贵妇

不需要金手镯或是珠玉项链需要的是清风和晨露……

七、布置作业

练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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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高中语文篇四

一、导入：(3分钟)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必修三第一单元的三篇小说。
小说是通过设置环境、安排情节、塑造人物来表现主题的一
种文学样式。根据以往关于小说的学习，我们知道，小说的
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的情节一般包括故事的开
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有的还在前后安排了序幕
和尾声;小说的人物分为三类，即主题人物、陪衬人物和线索



人物。在环境、情节、人物的三要素中，人物是核心，而环
境和情节都是根据人物塑造这个核心来设置安排的。

那么小说是如何来塑造人物的呢?这节课，我们试图通过学习
这个单元的《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三
篇小说来品赏小说人物，学习并掌握人物描写的有关手法。

二、品赏林黛玉的形象:(25分钟)

下面，我们先来共同研究《林黛玉进贾府》中林黛玉这一人
物。

1、直接的心理描写

请同学们齐读第一自然段。

黛玉从此便要开始她在贾府的新生活了，这时的黛玉的心里
都想了些什么呢?是欢呼雀跃，是充满期待，还是其它的什么
心理?请同学们用小说中的原话来回答。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
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多媒体打出)

黛玉这是到了自己的外祖母家啊，怎么会这么谨小慎微呢?

本文开篇的这段对林黛玉心理的直接描写，十分清晰地呈现
出了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下子就明了了
黛玉敏感、谨慎、自尊的性格特征。由此可见，好的心理描
写能够很好地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它也是人物塑造的
重要手段之一。

2、间接的心理描写

人物的内心世界除了通过直陈的方式表现之外，还可以通过
人物的语言、行动来间接地表现。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行



动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我们称之为“间接的心理描
写”。(媒体打出“人物的心理描写手法：直陈、间接(语言、
行动)”)

那么，林黛玉进贾府后的哪些语言、动作和行为具体表现了
她初进贾府时的内心世界?

请各小组派代表说说本组找到的相关描写。(点一二小组即
可)

3、外貌特征

那么，这样一个“细致缜密、聪慧机敏、自尊特立”的林黛
玉具有怎样的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呢?请同学们把小说中描写
林黛玉外貌的句子或段落找出来。

请同学们齐读这些描写林黛玉外貌的句子和段落。

从这些外貌描写我们能看出林黛玉这个人物到底具有怎样的
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呢?

——貌若天仙、行止高雅、体弱多病;眉目含情、聪慧机敏、
多愁善感。(多媒体打出)

同学们，这些有关林黛玉外貌的描写，是作者直接呈现给我
们的吗?

——显然不是，这些描写都是通过他人的观察和评说来完成
的。这种通过作品中其他人物的观察和评说来描写人物的手
法属于“人物侧面描写的手法”。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对
人物进行侧面描写，除了借助他人的观察和评说之外，还可
以借助人物来衬托、借助环境来烘托。(媒体打出“人物侧面
描写的手法：他人的观察与评说、人物衬托、环境烘托”)



作者借助作品中其他人物的观察和评说来描写林黛玉的外貌
有什么好处呢?

三、品赏祥林嫂的形象:(25分钟)

下面，我们再来共同研究《祝福》中祥林嫂这一人物。

1、外貌特征

《林黛玉进贾府》主要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表现林黛玉
的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那么，《祝福》的作者是怎样来描
绘祥林嫂的外貌特征的?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把小说中集
中描写祥林嫂肖像的三处地方找出来。(学生齐读)

请问，祥林嫂的外貌特征也是主要借助他人的观察和评说表
现出来的吗?

2、心理变化

从这三处描写中，我们看到祥林嫂的外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请小组讨论：祥林嫂外貌的变化折射出她怎样的心理变化?

再讨论：为什么祥林嫂的心理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不被允许参加祭祀就让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3、小结：由此看来，祥林嫂的三次外貌描写只是作者塑造人
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呈现祥林嫂
的内心世界及其在封建礼教重压之下一步步走向末路的心路
历程。祥林嫂的心理变化是通过她的外貌变化间接表现出来
的。这些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让这个悲剧人物的形象更加具
体、丰满、更具有感染力、冲击力和震撼力。(多媒体打出)

四、总结(2分钟)



通过我们对林黛玉和祥林嫂两个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人物的正面的外貌描写还是和侧面的
外貌描写，无论是直接的心理描写还是间接的心理描写，都
是小说描写人物、塑造人物极为有效的艺术手法。这也是我
们学习本单元的三篇小说所要达成的目标。(多媒体打出)

五、赏析老人的形象(25分钟)

1、请同学们根据我们刚刚所学到的赏析人物的方法，自读
《老人与海》，分组合作探究，完成导学案中所有的学习任
务。15分钟后各小组派代表汇报“导学案·合作探究”第1题
和第2题的结果。(15-20分钟)(多媒体打出)

2、(学生汇报后多媒体打出参考答案)

——老人在绝望和希望中挣扎，但每一次都是希望战胜了绝
望，他要和鲨鱼斗到底、斗到死。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它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

第2题：在老人身上，你看到了怎样的精神?老人在你心里是
怎样的形象?

——永不屈服、永不服输的精神。

——一个面临厄运甚至绝境，却自强自信、敢于挑战的、永
不屈服 永不放弃……的硬汉子

3、延展：你能根据你心里的老人形象描绘出老人的外貌特征
吗?(5分钟)(多媒体打出)

4、小结：通过合作探究，我们发现《老人与海》这篇小说主
要是通过对老人与鲨鱼进行搏斗的过程中的心理进行大量的



描写，来突出老人永不屈服、永不放弃的硬汉形象的。(多媒
体打出)

六、单元教学总结(7分钟)

其实，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正
面描写，也可以是侧面描写。那正面描写的手法有心理描写、
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外貌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有通过他人
的观察与评说来描写的、有通过人物来衬托的`、也有通过环
境来烘托的。

我们这一单元所学习的三篇小说在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上给
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希望同学们将我们在这一单元的三篇小说中所学到的有关塑
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运用到以后的记叙类文章的写作中去。

教案高中语文篇五

高中语文教案范文-高中语文教案范文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精
选多篇)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

课题名称：豪放派词的兴起发展，以及代表词人和作品

一：课程说明

：教学目标：

引导学生对豪放派词产生兴趣；了解豪放派词产生的背景与
形成过程；



：教材分析：对豪放派词的产生与发展有系统而具体的说明
与分析；

：学习者特征分析：

年级：高中一年级

优点：学习态度认真；好奇心强

缺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靠；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差；分析能
力较弱；解题思路不清晰；

：教学重点：

二：课前准备

：教学器材：教材，：时间分配：代表词作诵读及学生感受5
分钟；豪放派词基本引入介绍5分钟；时代背景介绍5分钟；
代表人物的生平介绍5分钟；学生自主思考豪放派词的特点并
简要表达5分钟；以某一代表作者及其词作为例，进行具体鉴
赏10分钟；引导学生总结豪放派词的鉴赏思路5分钟；学生自
主鉴赏练习10分钟；解题思路及知识运用总结5分钟；学生自
主总结课堂所学知识及感悟2分钟；教师总结3分钟。

()三：课程设计

：教师活动及学生活动：

学习的珍贵财富，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宋词的派别之一，
豪放派词。

豪放派词的词人中，苏轼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我们取
苏轼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请同学诵读，诵读时请注
意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生诵读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
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
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
梦，一尊还酹江月。

学生表达诵词时的感受及所理解的词人的思想感情。

教师对此进行简要评价并引入教学内容：好了，那么到底这
些词人在作词时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这与他们所处的时
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教师进行豪放派词基本介绍：众所

此词有词牌名，其实一个词牌名，就是一首曲子，因此字数
都是规定的。词最开始的时候大都是描写闺房春愁，伤春悲
秋的，如最开始的花间词，到五代南唐著名的词人，千古词
帝李煜。我们先看他在投降时写的一首词。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
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