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要求：

1、通过阅读例文，知道写参观或游记一要按照顺序，二要抓
住重点写出特色，三要写出自己的感想。

2、学习例文的写法，自定题目，写一篇参观记或游记。

教学重点：指导学生按参观或游览的顺序，有选择地进行介
绍和描写，有详有略，重点突出。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习作准备

在本次习作之前，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名人游记，并从内容和
思路上做适当的记录和摘抄。

阅读要求：

1、把你觉得作家描写最传神、最细致的部分反复朗读，并摘



抄。

2、选择其中的两篇，就文章的思路做一个提纲式的记录。

二、赏析部分作品

1、同学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与阅读了不少的名人游记，有
哪些收获呀？

2、请同学们从自己所读的作品中选择一篇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1）在小组里交流。

（2）大组汇报、交流，教师相机指导、点拨。

3、师生共同阅读习作例文。

提供学生思考的问题：

（1）、文章是围绕哪句话展开描写的？号称“中华一绝”的
龟山汉墓，就开凿在这只“大乌龟”的肚子里。

（2）、读了文章，你感觉到了“绝”么？为什么？

（3）、小作者重点写了哪些部分？文章是怎样抓住一
个“绝”字来介绍和描写的呢？

三、指导练笔

1、同学们，你参观、游览过哪些地方？请学习例文的写法，
写一篇参观记或游记。老师相信在我们如此丰富的积累的基
础上，同学们的习作也一定是精彩纷呈的。

2、指导学生写提纲。



提纲要求：（1）列出写作的顺序。

(2)在提纲中反映出重点部分

(3)一些精彩语言。

3、交流习作提纲。

4、学生练习写作

第二课时

学生课堂进行习作，教师相机点评。

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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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乐多”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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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某石灰广告——白手起家

某化装品广告——趁早下“斑”，请勿“痘”留

耐克——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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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篇三

教材是学生们最熟悉的，却又是最易遭忽视甚至是冷遇的书。

1、为了让学生们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在课前准备了一些高
考优秀作文的片断，让学生们知道我们手中的课文是可以用
作素材写进作文的。

2、让学生回忆学过的课文，并说说其中印象深刻的作家、作
品或文学人物。

3、教学活动——学生挑战老师：学生给老师出若干话题，老
师以一则选自课文的'素材（如莫伯桑的《项链》）构思学生
的话题。

4、教师出一个话题——“空间”，让学生选用已学的课文素
材构思作文，然后说说其构思。

5、教师出15个左右的话题，让学生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
运用课本素材，快速构思，写一个片断。

二、教学过程



1、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怕写作吗？”

学生有的说“怕”，有的说“不怕”，也有的不以为意。

教师：怕写作文，究竟怕什么呢？

（生答，教师随机总结出发言要点）

教师：构思平淡、语言贫乏、素材平凡……如同学们所说的，
确实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了我们在写作时文思枯竭，言语乏
味。因此，常听到有同学感叹“作文难，难于上青天”。问
题有很多，今天我们来解决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素
材的挖掘、运用（板书）”。

有人说从小到大写了那么多作文，写到最后都无话可说，无
材可用。可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想想看，我们从小学开
始，到现在，读了多少书，看了多少影视剧，听过多少故事，
有过多少亲身经历，又滋生过多少关于人生的感慨，写作的
材料会少吗？我觉得恰恰是太多了，所谓“乱花渐欲迷人
眼”啊。材料太多，看得你眼花缭乱，竟不知如何取舍，如
何运用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可谓是：“捧着金碗去讨饭，
躺在金山上哭穷”。

为了证明我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先来读一个高考满分作文片
段

（幻灯片）：

唯有风，可以穿越荆棘。纵然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
依然要相信：“浅草‘也’能没马蹄”（用幻灯打出课题）

……（生答，教师随声附和，点头表示赞许或赞同）

我听同学们说起课本内容，都是如数家珍啊。原来课文素材，



就是我们唾手可得的一瓢清泉。

我把课文素材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学形象、名人名家、
经典作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同学们建立自己的素材库提供
一个范例。如果平时同学们能有意识地把材料分门别类，对
材料进行多角度的开发和思考，写作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

3、挑战擂主

课本，就是被我们踩在脚下的一座金矿。那么它的含金量究
竟如何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挑战擂主”的游戏。在
这个游戏中我是“擂主”，你们是挑战者。怎么挑战呢？很
简单，我选用一则材料（如：莫伯桑的《项链》），大家给
我出作文题目，看看我能否最大限度地将材料运用到话题中
去。

当堂练习。

4、牛刀小试

（幻灯片：空间）

（学生发言，教师点评）

5、大显身手

看来，我们的课本，确实是一座宝藏，是一座含金量很高的
金矿。而话题则如满天的繁星，仅同学们平时写过的作文话
题，就相当多。还记得你们写过哪些话题吗？（学生发言）

同学们的发言都很精彩，由此看来，我们的课本，不仅是一
瓢清泉，一座金山，更是一把利刃，是倚天剑屠龙刀，握着
它，就增添了无穷威力。在武艺高强的人手里，更是可以冲
开话题作文的团团迷雾，种种束缚，游刃有余。我希望大家



都能成为一个写作高手。我们的口号是——大家一起
来——“把有限的素材运用到无限的话题中去！”

三、教后反思

作文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头戏，而学生又感觉到写
作文的困难比较多。写作文时，无话可说，无材可用，这是
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的一个显著问题。教师该如何面对这种
情况呢？学生们需要一眼“清泉”，那么，教师就必须带领
学生去挖掘“源头活水”，教学生最大限度的去开发和利用
已学的知识。作文的素材是无比丰富的，也可以说是无穷无
尽的，大到地球、宇宙的运动变化，小到一花一木，甚至一
只虫子、一粒尘土，都可以写入作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的，我们的学生不是缺少作
文素材，而是缺少发现作文素材的眼睛。实际上，除了课本
的素材之外，还有影视、文学作品，亲身经历，所见所闻，
历史名人等，教师可以有系统的进行教学，让学生在写作文
时不再陷入“巧妇难于无米之炊”的困境。

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篇四

1.联系生活实际认识“讨论”这种口头交际活动在学习、工
作、生活中的意义及作用。

2.借助情境理解“讨论”这一语文活动中应培养的主要的语
文能力。

3.通过讨论演练体会“讨论”中的角色任务，练习有效地讨
论。

4.在讨论活动中，提升对生活的认识，促进德能共长。

教学重点



1.认识“讨论”的意义在于交流、分享信息，达成共识，建
构新意，提高认识。

2.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善于倾听，敏捷应对”是语文学习
的重点。

3.能否把握“讨论”的基本要求，善于倾听，在交流中捕捉
重要的信息，有针对性地表达自己地观点，提高合作意识，是
“讨论”学习的评价标准。

教学思路

“讨论”的理性认识——“讨论”的策略把握——“讨论”
的能力训练

主要教学方法

以实践为主，以动态的语文活动为主，在讨论中学会讨论，
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展理性的、智慧得、策略的讨论，让学
生通过一堂课的学习，提高对这一语言活动的理性认识和操
作能力。

教学资源

教材“讨论”专题短文

剪辑央视关于“读书讨论”的录像片

设计讨论话题：1)关于校园评比班花、班草的校园话题;2)关
于语文教材大换血的社会话题。

教学过程预设(分课时写)

课时环节



教师活动

(教学内容的呈现)

学生活动

(学习活动的设计)

设计意图共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以名家语录导入课题：

友以成德也，人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德不能成矣。

——《论语》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交流使人清醒。

——富兰克林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一个苹
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两种
思想。

——萧伯纳

谈谈自己对“讨论”的认识

1.引发对课题的兴趣。

2.回顾对“讨论”这一交流方式的已有认知。

二、“讨论”的理性认知



提出问题，组织讨论，明确答案：

1)“讨论”的特点：共同话题——集中性;各自发表意见——
多元性;平等交流——互动性。

阅读教材短文，思考交流：何为讨论?其意义何在?

在原有的认知水平上，加强对“讨论”的理性认识。

思考——

1)讨论的意义

2)讨论的特点

三、“讨论”的策略把握

2)“讨论”的规则：遵守话题——明确目的——履行职
责——体现素养

3)作为一名讨论的“参与者”，应具备哪些素养?

归纳：事先准备，善于倾听，积极发言，文明得体

4)其中应具备的语文核心能力是什么?

归纳：“倾听能抓住对方发言的要点”，“发言要观点鲜明、
条理清楚、论据充分”还要不离话题，有针对性，敏捷应对。

看央视录像片段思考：

1)录像中三人围绕什么讨论?两位嘉宾观点、理由分别是什
么?

2)录像中三人分担怎样不同的职责?共同表现出怎样的素养?



3)作为一名讨论的“参与者”，应具备哪些素养?

了解——

3)讨论的规则

4)讨论应具备的素养

5)讨论所应具备的语文能力

四、讨论”的实战演练(在讨论中学会讨论)：

【演练一】

组织活动，评价学生表现。明确答案。

讨论的职责：组织者——及时归纳，巧妙引导

参与者——用心倾听，坦诚交流

记录者——用心倾听，记录梗概

汇报者——归纳要点，择要陈述

1)任选一小组展开讨论，其余同学观看;

2)学生评价各成员体验角色的表现。

理性地参与、评价“讨论”活动，在讨论中提高口头交际能
力和对事物的辨析能力。

【演练二】

组织讨论活动，评价学生表现。



1)全班学生分组讨论;

2)小组陈述讨论概况。

理性地参与、评价“讨论”活动，在讨论中提高口头交际能
力和对事物的辨析能力。

五、交流分享

以抽签的方式，选择讨论话题。

各小组向全班汇报讨论结果。

交流分享学习成果

六、“讨论”的总结评价

组织评奖，

依据本堂讨论课同学们的表现设立一个奖项，提出获奖者并
说明理由。

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实现学习的自我评价。

自我反思

主要特色与创新之处：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高中语文万能教学设计篇五

【知识与能力】分析项羽的性格特征，欣赏本文的写人艺术。

【过程与方法】通过分析项羽的性格特征，提高分析人物形



象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对于历史人物的兴趣。

【重点】分析项羽的人物形象。

【难点】欣赏本文的写人艺术。

朗读法、小组讨论法、圈点勾画法、情境教学法。

(一)新课导入

(二)学习新课

分析项羽形象

1、生默读全文，勾画出描写项羽的句子，自主思考项羽的性
格特征。【板书：项羽】

明确：

(3)不善用人。对项伯不辨亲疏，对范增置若罔闻。【板书：
不善用人】

2、老师用多媒体展示历代名人对项羽的评价，并适当补充课
外知识帮助学生理解这些评价语。

陈平：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
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刘邦：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朱元璋：项羽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
然，承以柔逊，济以宽仁，卒以胜之。



相信大家看完了历代名人对项羽的评价之后，对项羽的认识
也更加深刻、全面了。

(三)深入研读

分析写人手法。

1、《鸿门宴》这篇课文选自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
更被鲁迅先生评价为“无韵之离骚”，说明它在文学艺术上
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在了解项羽的人物形象之后，我们再来
看看司马迁又是如何塑造项羽的人物形象的呢?请同学们思考
一下作者在塑造项羽形象时，手法上有何高妙之处?生默读全
文，自主思考，之后进行小组讨论。

明确：

(1)抓住典型细节对人物进行刻画，如曹无伤告密后，项羽的
表现是“大怒”，表现了项羽的暴躁易怒。

(2)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形象。文章在“项羽是否发动
进攻，刘邦是否安然逃席”的矛盾中展开情节，尖锐的冲突
中，项羽、刘邦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2、联系自己看过的小说和电影，思考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
形象有何好处?学生独立思考作答，老师可以给予适当提示。

明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最为鲜
明。面对美味佳肴时，大家的表现是一致的，但在面对危险
时，则表现迥异。有人惊慌失措，有人沉着冷静;有人损人利
己，有人舍己为人。可见，在矛盾冲突面前，人的表现也各
不相同。

(四)巩固提高



正方观点：是因为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刘邦是当时唯一可
以和项羽匹敌的人，杀掉刘邦，项羽便可一统天下。

反方观点：是由于自身的性格原因，即便项羽在鸿门宴上杀
掉刘邦，但由于自身的性格原因，也难以战胜其他各路豪强，
其内部也会四分五裂。

(五)小结作业

本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鸿门宴》这篇课文，认识了真实历
史中的项羽，大家对项羽最后为何败于刘邦也有了自己的看
法，那咱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课下请同学们继续分析刘
邦、樊哙的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