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篇一

提到散文，我们自然就会联想起优美的意境、生动的语言、
丰富的情感和灵动的想象。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散文以
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摄人心魄而独占一隅，散文教
学在不知不觉中引领着我们师生走向美的艺术殿堂。我们感
受着美、享受着美、追求着美。作为语文教师，提高学生的
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高尚而健康的审美情趣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散文教学的
效果和我们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最起码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和
我心之所想有极大差别。

首先，忽略文本的重要性。散文的语言是美的体现，教师往
往会把语言放在首要位置，重点研读语言之美，而忽视了散
文的“形”和“神”， 不愿在散文教学上浪费太多的精力，
导致学生“随波逐流”。

再次，学生无法理解散文的神韵。散文的特点就是“形散而
神不散”，在学生看来却是不知所以，乱成一片。因此教师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及其重要。

最后，教师没有恰当的引导，学生无法掌握学习技巧。如语
言的内涵、意境的体会、情感的挖掘写作的方法等等。特别
是多媒体的滥用，更让学生只会看热闹而无所适从。

针对散文教学出现的这些弊端，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做才



能力挽狂澜。

首先教师本人要对教材引起足够的重视，被选入初中课本的
散文都是名家的作品，它渗透着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精华，
也代表着作者的写作技巧。我们语文教师应利用好现有的资
源，不应把文质兼美的作品如同“弃儿”一般另眼相看，这
样既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在无形中助长了学生歪曲的
学习风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反复读，反复体会，反复引导
来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

有人说“散文的真面目是以情感人”。从这一点来看，作者
所展现出来的情和我们师生所感悟到的情是我们学习散文的
关键所在。学生在阅历、思想、精神、知识等方面存在着不
同的特点，对文本的认识也会不尽相同，那么情感的体验自
然就会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因此我们教师要善于将学生引
入散文的意境，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整个身心融入到
作品当中来，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和真挚的情感传导给学生，
学生的情绪被感化了，才会由“形”体会到“神”、由景体
会到情。师生同入意境，共同赏析美、感悟美、享受美。

散文形散，会给学生造成一种错觉：没有脉络，没有头绪，
思路不清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题，无论它怎样“散”，
它的“神”却是“聚”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要把握文章的
构思焦点，即关键词或关键句或文眼。只有抓住文章的核心
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研读解析，深入浅出地理解文章的主旨
思想，从而顺理成章地使学生理清了思路，把握了脉络，掌
握了文章的构思。

语言美，是散文的一大亮点。挖掘语言内涵及其重要，它不
仅会带动学生的情感，也会使学生在写作上受益匪浅。小处
从字词分析，大处从句段入手，模仿文中的各种描写方法，
揣摩文中的情感变化，领会文中的表达技巧，学习文中的精
巧构思，进而真正体会作家遣词造句的妙处。



让学生回归生活，是学习散文的前提条件，散文虽然是作者
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但并不是学生对生活的体会，我们不能
让学生的思维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可以适当设计一些
贴近学生生活的作业或引导学生感悟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使学生用心与文本对话，这样会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文章的内
涵。

       学生只有反复地朗读，才能逐渐走进作品的意境
中去，品味作品的韵味，才能感受作者的深情告白。同时也
会增进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的文化内涵。

散文是美的，散文教学就应该是美的享受，散文教学课堂更
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如何改进教法，如何改进学法，是我们
每位教师都应及其关注的问题。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篇二

本学期我担任六(2)班的语文教学，并兼任班主任工作。回眸
半学期的语文教学，真是浮想联翩，历历在目，更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亲一轮课程改革强劲的东风，催生了本册教材所具
有的代表性，逻辑性，完整性。它体现了"以人为本，教书育
人"的原则。现将本学期第一单元《山中访友》的教学做个反
思: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为了让学生走入文本，课前我认真备课，精心
设计教学方案，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方式。如课文说作者:带着满怀的好情绪"走进山林，探
访"山中的好朋友"与"朋友"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
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在叙述方式上，
本文独具匠心。题目《山中访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作者到
山中寻访一位朋友，但读到文章第三段时，读者便才恍然大
悟，原先作者要访的是石桥，树木，山泉，小溪|………。是
一些自然界的朋友。通篇以这样的方式叙述，使读者也进到



画面中，进到作者的心境中，仿佛这些自然界的朋友不但是
作者的，也是我们每一位读者的，于是更加感到亲切。作者
根据表达的需要，还恰当地变换叙述人称，对山中的"朋友"，
作者有时用第三人称叙述，有时感情强烈了又以第二人称称
呼，从而使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

本文想象丰富，新奇，充满童心童趣，有浪漫色彩。如"我闭
上眼睛，我真的变成了一株树，脚长出根须，深深扎进泥土
和岩层，呼吸地层深处的元气，我的头发长成树冠，我的手
变成树枝，我的思想变成树汁，在年轮里旋转流淌，最后长
出树粒，被鸟儿衔向远山远水。"作者把自我想象为一株树，
使树与"我"融为一体。可见。想象使景物栩栩如生，灵气飞
扬，也使文笔生动活泼。如:溪水畅流，不时激起美丽的浪花。
读这篇文章绝不会呆板，陈腐的感觉，你会时时为作者的童
心所打动，时时为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激qing所感染。真的，
如果用你的心去感受作者的心，透过语言文字，看看那充满
诗意的画面，你就会进入作者所描绘的"童话的世界"。

我设计的练习充分体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朗读课文，想像课文中的情境，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回答
问题:

作者在山中访问了哪些"朋友"

作者为什么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朗读课文，展示想像，进入课文所描述的
情境。第一问主要是让学生抓住作者所描述的景点，理清思
路;第二问主要是引导学生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体会写作技
巧。关于第一问要引导学生透过抓关键词来回答。作者在山
中拜访的"朋友"是自然界的各种景物，如:石桥，树木，山泉，
小溪，白云，瀑布等;关于第二问的回答，参见"教学参考"有
关的资料。



总之，教学有喜有忧，有花有果，有香有色;但也有不足之处，
我将继续加强学习，丰富自我，把握新的教学理念，让自我
所教的学科更上一层楼!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篇三

所得：

一、学生观：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高中新课改的学生观——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1、教学环节及时间分配：5分钟全班齐读，10分钟个体阅读，
5分钟交流展示，10分钟分组命题，5分钟师生讨论解题，5分
钟教师归纳考点及解题思路。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

2、学生参与面：朗读环节，全班学生参与；阅读环节，学生
人人参与；交流环节，4人展示；分组命题环节，学生人人参
与；讨论环节，学生与老师共同参与。人人参与课堂活动。

3、主动性：学生发言均为主动举手，积极争着上讲台展示成
果，学习积极性高，主动性强。

4、师生关系：学生主体性突出，教师起到主导作用。师生关
系和谐，课堂气氛轻松。

二、教学观：

1、教学目标：复习的出发点不是老师，而是学生，复习的最
终目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能力。

2、教学模式：打破了专题复习的一般模式“由教师解析高考
的考纲、考点—由教师演示高考例题—让学生训练高考模拟
题—再由教师归纳”，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先
强化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方法，然后让学生自行命题，学会主



动质疑，学会自行解疑，再回归高考考点、考题，从而培养
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

3、教学环节：整体阅读部分——先朗读，再默读，再交流，
再归纳。重点阅读部分——先命题，再对照高考命题，然后
讨论答案，再对照高考答案，最后归纳不同题型的解题思路。
教学设计的层次分明，逐层递进，学生知识的获得“先行后
知”。

4、教学手段及形式：用投影仪让学生展示阅读笔记，交流阅
读心得，效果真实、直观；分组命题，形成探究学习的方式，
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的态度。总的.感觉是，学生突出，
课堂有亮点。

所失：

1、教学目标有偏离，应试性太强。教学重点、教学环节等都
紧扣“高考”这唯一的指针，容易使语文教学误入“功利”
歧途，失去语文学科的“语文味”。重技能培养，不重内涵
熏陶的教学方向是危险的。

2、对文本的品读，引导不够。对语言文字进行咀嚼，才品得
出语文的“味道”；对思想内涵反复揣摩，才悟得到语文
的“精髓”。这点做得不够，很遗憾。

3、教学内容上，关于整体阅读“写了什么？怎么写？为什么
写？”，没能引导学生去追究。对于这三个能迅速理解文本
的基本问题，没有明确提出（准确说是没有归纳），很遗憾。

4、时间的安排前松后紧，以致于后面的教学环节过于匆
促。“解题”环节，未能逐题展开讨论，“解题思路”点拨
环节，没有讲8个考点逐一完成。容量贪大求全，一课时未能
完成，很遗憾。



5、板书写得过于随便，未能体现语文教师的书写基本功。

6、朗读占用了眼保健操的时间，违反学校管理规定。

总的来说，目标有偏差，深度不够，容量过大。

感悟：一次公开课=课前思考 课堂完成 课后反思 未来改进。

一、课堂教学目标的落实。一堂课有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情感目标，三维目标的落实是检验一节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
准。

二、学生课堂的表现。要总结自己一堂课的成败，学生是检
验官。在课堂上学生的反应，说明了你课堂知识结构安排是
否合理，组织课堂活动能力是否有效。

三、课后学生作业情况。教师一般会选择与本节课内容重点
紧密联系的习题让学生完成作业，作业的正确率直接反映了
本节课的知识是否落实。

四、教师自己的情绪。如果一节课下来，教师自己很快乐，
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那一定是一节很不错的课。如果下
课铃声响后，教学任务没完成，教师还有点生气，那就得调
整课堂的教学活动了。

五、同事的评价。教学反思的书写，离不开教师群体的智慧，
你可以通过别人的鉴赏，了解到自己这节课的得与失。

六、学生学情反馈调查问卷。教学反思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
己的教学，那么做一份学情调查问卷是不错的选择。让学生
对自己教学作一个真实的评价，从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篇四

教学要求：

1.认识“钥、匙”等11个生字。会写“盒、丰”等13个字。
能读写“清凉、留意、扇子”等16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背诵自己喜爱的部分。

3.喜欢秋天，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对秋雨的喜爱。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教学难点：

1.能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2.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特点。

课前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让学生在父母的带领下到户外去感受秋天，还可查阅
资料从文字图片上去感受秋天。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欣赏秋色，育情导学。

2.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教师一一出示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或
展示课件。

3.唤起情感：你觉得这样的景色美吗？你喜欢秋天吗？为什
么？

4.学生交流看法和感受。

5.想象导学：

a.请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说说是谁把美好的秋色带到我
们的眼前？

二、听读课文，感知内容。

1.播放朗读录音或配乐范读课文。要求：边听边想象画面。

2.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引导学生初步体悟本文语言文字
的美。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读通句子，
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多读几遍。

4.把自己认为美的语句和段落读给同桌听听。

5.快速阅读课文，看看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秋天的雨的？

三、品读课文，想象动情。

1.品读第一自然段。



(1)营造气氛，引导学生反复品读，谈谈自己对本段的看法。

(2)在品读时，注意读好“清凉和温柔”、“轻轻地”、“留
意”，其中“留意”一词需引导学生理解。

(3)想象画面：秋天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2.品读第二自然段。

(1)引导学生朗读：秋天的大门打开后，作者首先看到的是什
么？

(2)指名学生朗读后并回答。

(3)采取赛读的方式让学生欣赏性地朗读课文，喜欢哪一句就
读哪一句，并把那一句所描写的景物简单地画一画。

(4)品析文字：你觉得这一段中哪一句说得格外有趣？

四、变读为述，积累语言。

1.师引：假如是在诗歌朗诵会上，你打算用怎样的方式把这
两段内容朗诵给大家听？

2.让学生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朗诵练
习。

3.指名学生上台进行表演性朗诵并点评。

五、识字写字。

1.学习生字，交流学法。

注：注意区别“飘、漂、票”



3.练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听写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2.秋天的雨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有着一盒五彩缤纷的颜
料，她把秋天的田野染得格外美丽，引读第二自然段。

3.引导学生背诵第二自然段。

二、交流感悟，丰富想象。

1.品悟、想象第3自然段内容。

a.教师引导：谁能说说你从第3自然段里，看到了秋天的雨里
还藏着什么？

b.学生交流后，再围绕“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让学生想象：
秋天的雨里还藏着哪些香味。

e.让学生带着这种美好的情感再读第3自然段，可让学生评赏
谁读得好，以评促读。

2.品悟、想象第4自然段。

d.语言训练：出示说话卡片：“它告诉大家，____________。
小喜鹊____________，小松鼠____________，小青
蛙____________，松柏____________，杨柳树
叶____________，大家都在准备过冬了。”先让学生说说其
它动植物是怎样过冬的，然后讨论交流这些话如果放在文中，
放在哪里最合适。



三、总结拓展。

1.出示课文第1—4自然段的开头句，让学生背诵课文，学生
愿意背哪部分就背哪部分。

秋天的雨，是一
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有一
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藏
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秋天的雨，吹
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活动：美丽而又丰收的秋天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身边，学了这篇课文后，此时同学们最想做的又是什
么事？(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余组织指导学生开
展观察活动，为语文园地的教学活动作铺垫。

板书设计：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是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带来冬天的消息丰收　欢乐

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感受散文中优美及巧妙比喻的意境，我



以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带着思考导入主题，给他们逐一看课
件和故事，让他们找一找秋天有些什么景色，并边进行提问：
把什么比喻成了什么？视频中小朋友们为什么喜欢秋天？引
发学生学习并回答：作者把秋天的雨比做一把钥匙，秋天有
很多的水果，也有很多非常漂亮景色。

但是由于准备不是很充足，缺少了单张图片展示，因此，学
生在理解秋天的颜色，秋天的气味的方面都不是很顺利。尤
其是“把黄颜色和红颜色给了谁？(银杏、枫树)没有孩子能
回答出来，说明孩子们的知识经验还不是很丰富，以后在活
动之前，我都应该考虑到前期经验的灌输，使活动能很好地
开展。比如说，秋天的气味方面，我可以让他们先闻一下橘
子的香味，菠萝的香味……这样，他们就能充分的体验到秋
天的好多气味。

综合本次欣赏活动，我在教学中运用了多种方法，让学生在
视频中学习到比喻手法和欣赏观看的讨论形式，使学生充分
感受到秋天的美。

《秋天的雨》是部编本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一篇课文。作
者抓住秋天的特点，从秋天的到来写起，写了秋天缤纷的色
彩，秋天丰收的景象，还有深秋各种动物、植物准备过冬的
情景。学习本课重点放在让学生以各种形式的读来感受和想
象秋天的美。

一、注重朗读的指导

《秋天的雨》是一篇抒情写景散文,指导学生美美地读课文是
教学本文的重点。在这节课中，把“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引导学生通过自由读、指名读、配乐读、师生合作读
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充分感悟课文的语言美、情感美。特别
是在学习第二自然段的时候，通过简短的小诗与课文内容的
比较学习后，指导学生逐句朗读，然后配上优美的音乐和背
景，让学生朗读第二自然段，在有感情地朗读中，想象画面，



潜移默化中体会了课文写具体形象的好处。

二、注重语言文字训练

第二自然段有这样两个重点句子：“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
扇子，扇呀扇呀，扇走了夏天的炎热。”、“红红的枫叶像
一枚枚邮票，飘呀飘呀，邮来了秋天的凉爽。”在引导学生
欣赏优美句子的同时，让学生发挥想象，并让学生在读中观
察比较这两个句子的共同点，然后再入情朗读，体会句子的
韵味美。为了让学生掌握并运用这个句式，在学完第三句后，
出现这样一个句式训练：“它把金黄色给了田野，像，(摇)啊
(摇)啊，(摇)来了。”让学生活学活用。在学生充分朗读、
体会的基础上，然后再给出水果和植物的的图片，让学生看
图仿说。由扶到放，给学生一把拐杖，降低了说的难度，学
生愿说，乐说。

三、注重关键词的学习

在让学生感受秋天色彩美时，我这样说：“孩子们，看看，
秋雨过后，银杏的黄、果子的红、田野的金黄、菊花的紫红、
淡黄、雪白……大自然有这么多的颜色，老师数也数不完，
难怪说秋天的雨有一盒的颜料，便水到渠成地理解了“五彩
缤纷”的意思，最后让学生配乐朗读第二段，在音乐中想象
秋天的美。

不足：学生读书的时候，在朗读的指导上体现的不够，指导
朗读太少，学生朗读缺乏感情，没有把喜爱之情读够。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还要多寻找方法，多请教他人，争取上好每
一堂课。

先秦历史散文教案篇五

文字绘出的图画--雷雨前《现代散文选读》(苏教版教学案
例)



课题文字绘出的图画

--雷雨前课时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1、了解时代背景,理解课文内涵

2、探究文中出现的事物的象征意义

3、教育同学们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涵，探究文中出现的事物的象征意义

教学难点探究文中出现的事物的象征意义

教学设计

自主合作探究

预习要求

教师活动内容、方式学生活动方式备注

一、导入：

二、作者和背景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人。
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五四”新文学
运动先驱之一。“茅盾”是192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
时用的笔名。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林家铺子》、《腐
蚀》等；散文集有《茅盾散文集》、《话匣子》、《野蔷
薇》、《见闻杂记》等。现有《茅盾全集》行世。

本文写于1934年，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军
事“围剿”，对白区进行文化“围剿”，全国处于一片白色



恐怖之中。作品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黑暗统
治，表达了革命者奋力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昂扬斗志，对
革命充满胜利的信心。《雷雨前》是茅盾散文写作第二阶段
的代表作。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怀着极其苦闷的心情，远走
日本两年。这两年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一阶段，以《雾》为代
表作。1930年4月回国后加入“左联”，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
开始了他散文创作的第二阶段。

三、走进课文

1、浏览全文启发思考：

文中哪一句话点明了全文的主旨？

明确:“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2、精读课文，思考下面的问题：‘

作者希望“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那么，雷雨前究竟
是怎样一个世界呢?请同学们就“干净清凉”这个词寻找两个
反义词。

明确:“雷雨前是个肮脏闷热、龌龊窒息的罪恶世界。”

提问：既然“雷雨前是个肮脏闷热、龌龊窒息的罪恶世
界。”

那么作者是如何描绘这一画面的?

提示:文章是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来描绘的,,

找出文中表示时间推移的词语,并分析在这一时间段内作者所
描绘的景物及其特征。

提示：写“清早”的氛围：闷热、无风，露宿的人、灰白的



幔，河干、土硬还像在“吐”“热气”。这都是从视觉、触
觉得来的实际感受。

写“这一天上午”的氛围：幔外也许有风而幔纹丝不动所造
成的“热辣辣的一股闷”，汗腻胶着皮肤像结成了一层壳，
真实地再现了随时间推移，热闷增强、压抑郁闷的气氛也随
之增浓的真切情景。

这一幅幅关于天气景象的图画，表现了郁闷窒息、密云不雨
的天气景象，因此作者渴望“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
世界!”

明确：表达了人们要求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信念。对
大雷雨的渴望，对大雷雨来临的喜悦，充满了对光明前途的
向往，是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提问：由此可见这篇文章作者采用了什么样的写作手法？

明确：象征，教师讲解象征的写法。

3、合作探究研读课文

文中“灰色的'幔；苍蝇、蚊子、蝉儿；风雷闪电；执刀巨人；
大雷雨”各象征了什么？

提示：灰色的幔：国民党统治和一切反革命力量

苍蝇、蚊子、蝉儿：反动官僚、帮闲文人

风雷闪电：一切革命力量

执刀巨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大雷雨：革命高潮，推翻反革命统治的的大决战



4、讨论主题：

茅盾以自身的感受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
面的痛苦生活和打碎旧世界、建立新天地的强烈愿望。

四、考考你：

1.《雷雨前》写于（1934）年，作者是现代作家（茅盾）。
是一篇（抒情）散文，采用了(象征)的写作手法,它描写了
（郁闷窒息）和（密云不雨）的天气景象，结尾句表达了作者
(要求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信念.

五、作业设计

仿照范例，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和联想，写一首小诗。

例a：粉笔

白色的犁

耕耘在黑色的沃土

例b：橡皮橡皮

一心盯着别人的错误为了纠正别人的错误

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六、小结全文

七、板书：

雷雨前茅盾

闷热的天气----社会环境



苍蝇、蚊子----反动派及帮凶

蝉儿----------口头革命者

雷电风暴------革命

比喻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挽回。

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