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篇一

1、掌握《史记》一书的体例、别名、作者。

2、掌握本课出现的词类活用、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
字、特殊句式等。

3、掌握翻译文言句子的一些方法，能准确概括文章的故事情
节。

4、了解作者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描写的方法刻画人物的
特点。

【教学重点】

1.学习古汉语的常用词语和特殊句式。

2.正确分析认识项羽、刘邦两人物的性格特点。

【课时安排】四课时

鸿门宴

一、导入：

下面四副对联哪一幅是写司马迁的?



1)志洁行廉，爱国忠君真气节;

辞微旨远，经天纬地大诗篇。

2)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

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3)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人间疾苦，笔底波澜。

4)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

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屈原、欧阳修、杜甫、司马迁

二、作者及背景

司马迁(约前145-前80或前135-前93)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
西韩城南)人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元封三年任太史令，?
后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
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
记》，对后代史学有深远的影响。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叙述，?
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
列传、十表、八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叙述了上起黄帝，
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约30的历史;是我国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史记》是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
本纪：叙述历代帝王的历史;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
传：历代诸侯之外名官名人的事迹;表：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
大事记;书：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作者基本上站在同情
被压迫者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嘲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



鞭挞了贪官酷吏和土豪劣绅，同情并歌颂了农民起义的领袖
和当时被社会所贱视的小人物;他写的一些人物传纪，不仅表
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大部份有很动人的艺术力量。人物
塑造形象鲜明，文笔简练朴素。其中也有许多思想性和艺术
性高度结合的作品。

鲁迅赞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即它既是史
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

时代背景

?秦末，“天下苦秦久矣”，公元前2陈胜吴广起义，刘邦、
项羽也起兵江东。项梁拥立老楚怀王之孙为“楚怀王”，召
集诸将结成反秦联盟，命主力军刘、项分南北两部，合力西
击秦军，并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

刘邦率先入关破咸阳，退驻霸上。后项羽率军西来屯军新丰
鸿门，扬言同刘邦交战。公元前212月，在新丰鸿门举行宴会，
课文以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是否安然逃席为主要矛盾展
开。

那么“鸿门宴”到底是怎样的一次宴会?项羽和刘邦又在宴会
上显示了怎样的英雄本色?

请看《史记?项羽本纪》之《鸿门宴》

三、课文讲解

听完了课文录音，大家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宴会么?

这绝对不是一次愉快的宴会，项羽和刘邦在宴会上剑拔弩张，
勾心斗角，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以
刘邦胜出为结局。后来“鸿门宴”也成为了一个特定的词语，
用来比喻那些“不怀好意，设计陷害别人的宴会”。



第一段

课文第一段记叙了哪几件事?这些事件对情节展开起了什么作
用?

[点拨]：第一件事“曹无伤告密：欲王关中”。曹无伤是沛
公的左司马，他的告密当然不同于一般流言蜚语，于是，项
羽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矛盾挑开，故
事“开端”。第二件事“范增进言”，范增是项羽的主要谋
土，他对形势的判断十分正确，对刘邦的用心了如指
掌，“急击勿失”的主张非常英明。矛盾进一步激化，推波
助澜，情节迅速发展。

[点拨]：就矛盾的焦点而言，天下虽大，“王”只有一个，
就力量对比而言，项羽占有绝对优势，何况秦军主力是项羽
消灭的，又是楚王后裔，一个“市井小人”居然“欲王关
中”，项羽岂能容忍?再说个性特征，此时此刻，项羽如若
不“怒”，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那个项羽了，他本来就是一
个率真、火爆的汉子!

第二段

1、课文第二段写了哪几件事?对故事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点拨]：第一件事，项伯夜访，“毋从俱死”。项伯给张良
通风报信，目的在于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却被张良利用，使
一触即发的矛盾出现了转机。第二件事，张良献策，“不敢
倍德”。张良要刘邦“往见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
刘邦则一点就通。第三件事，会见项伯，巧于逢迎，不
但“兄事之”，“更奉酒为寿，约为婚姻”，竭力奉承，拼
命拉拢，由“联络感情”进而自我辩解，终于使项伯受其蒙
蔽，夜归说服项羽。第四件事，导致项羽上当。“张良献
策”是情节变化的关键，刘邦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项羽终于
“放虎归山”，以致范增之谋难以实施等等，莫不由此而生。



[点拨]：“战”必败，“逃”必溃，兵力悬殊，土气不同。
张良过人之处在于确信项伯可以利用。他从项伯的通风报信
中看出这个人十分重“义”，有恩必报;他也了解项伯与项羽
的关系，通过由项伯必能获得理想的效果;尤其是他看准了项
羽的致命弱点，深信“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一句话就能解决
双方矛盾。此处轻描淡写更显出张良的沉稳机警，处变不惊。
(也与刘邦大惊失色束手无策形成对照。)

三四段

1、学习课文三、四两段：指名用自己的语言讲述“鸿门宴”
上的斗争，说说记叙了几件事。

[点拨]：第一件事“刘邦谢罪，项王留饮”;第二件事范增举
玦，“默然不应”;第三件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第四
件事樊哙闯帐，“死且不避”。

板书：

刘邦谢罪，项王留饮，

范增举玦，“默然不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闯帐，“死且不避”

2、刘邦谢罪是否诚心，何以见得?

[点拨]：并不诚心。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而且，言辞虽恭，
以“将军”称项羽而以“臣”自称，更强调自己“先入关破
秦”，“得复见将军”都出于“不自愿”，侥幸而已，但却
绝不认错，更把责任推给“小人”!(这“小人”分明指曹无
伤却故意不予道破，装出一副全然无知的样子。)



[点拨]：不能认为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项羽在刘邦来之前以
“许诺”项伯“因善遇之”。因而在范增一再暗示他下令除
掉刘邦时，项羽却总是“默然不应”，可见并未经过策划。
这一变故是范增一手导演的，虽然阴狠，却并不示明，由于
没有得到项羽的支持，而项伯又出面援救，终于不了了之。

4、“项庄舞剑”在情节展开上有什么作用?这一事件给后人
留下了哪一个成语?

[点拨]：“项王留沛公与饮”，情节已趋缓和，“舞剑”事
件发生，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从而引出了“樊哙闯帐”，故
事推向高潮。

成语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思是人们表面上做某事
心中却另有所图。

5、司马迁为什么要详写鸿门宴上的座次?

[点拨]：

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
之间相对，则为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则长者东向，
幼者西向。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
为北向，西向侍坐。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是最
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
从座位可看出双方力量悬殊与项羽的自高自大。

6、“樊哙闯帐”是故事的高潮。课文从哪几方面刻画樊哙这
一人物?写“樊哙闯帐”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喧宾夺
主”?)

[点拨]：课文对樊哙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浓墨重彩，形神兼
备。



语言描写：“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语句短促急迫，
紧张的形势，急迫的心态，忠勇的性格跃然纸上。

行动描写：“带剑拥盾入军门”，“侧其盾以撞，卫士仆
地”，“立而饮之”，“拔剑切而啖之”，无所顾忌，无所
畏惧，何等英武。

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篇二

1、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了解科学、认识科学，体会科学的
精神。

2、引导学生以“教育历程”为重点，探讨其中表现的思想内
涵。

能力目标：在课堂中能够让学生学到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
习惯，培养筛选整合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学会用结构分析
法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旨。

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科学家在探求真理中所表现的人格
魅力，激发学生探求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
性格品质。

学情简析本节课是科普文单元的最后一课，学生对科普文有
一定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这类文章的阅读方法，在此基础
上引导学生自学本文比较容易，所以在教学中可以大胆放手，
让学生自己阅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以“教育历程”为重点，探讨其中表现的
思想内涵，引导学生体会科学精神。

教学难点培养筛选整合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用结构分析法
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旨。



课前准备学生提前了解有关作者加来道雄的作品及其为人，
了解课文涉及到的一些宏观宇宙学的理论，了解一点相关的
理论物理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活动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故事导入

又一次，爱因斯坦要把墙上的一幅旧画取下来，就搬来了一
架梯子，一步一步爬上去。突然他又想起了一个问题，沉思
起来，忘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猛地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
到地上之后他顾不上疼痛，马上想到：人为什么会笔直的掉
下来？看来物体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线路运动的。他想到这
里，马上站立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前，提笔把自己的
这个想法记了下来。

了解作者

加来道雄，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
城市学院理论物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超越爱因斯坦》
（与特雷纳合著）《量子场论》《超弦导论》。

研究探讨课文内容，完成重难点的学习：

2、速读全文回答下面问题，感受结构内容

3、【提问】“鲤鱼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是怎样的？

4、【提问】作者想通过“鲤鱼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说明什
么？

（四)研究探讨：(开放型题目）



（五）总结

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的成长历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大胆
的想象、怀疑和猜测，不要固步自封；兴趣在人的成长过程
中是不可或缺的，但要达到成功的彼岸离不了坚定的信念、
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或许是作者要告诉我们后辈的，希望大
家能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取得进步。

学生作好笔记，识记基本的文学常识。

学生讨论回答：这里的教育不是受教育或者教育别人，而是
自主教育，自主发展。

学生回答：鲤鱼世界的幻想

爱因斯坦故事

建立实验室

主要有以下几点：(1)“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
”(2)“它们为睡莲自己能够运动而困惑不解”——它们以神
秘的“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3)“鲤鱼科学家”的“消
失”和“重现”——它们认为是“奇迹”，是“可怖的事
情”，而不肯去探究原因。(4)“鲤鱼科学”的“传奇故事”，
真实地证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它们却认为“胡说八道”，
荒谬绝伦，违背它们的“自然规律”。

学生回答：

说明“自以为是”的人类和“鲤鱼科学家”有相似之处。(1)
人类“一生就在我们自己的‘池子’里度过”，只要“超出
我们的理解力”的自然存在，他们就“拒绝承认”。(2)“科
学家发明像力这样一些概念……”，是因为他们只愿意承
认“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不肯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



(3)“不能在实验室里便利地验证”的理论，他们就加以“鄙
视”，表现出思想上的保守和固执。

学生回答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是抽象、枯燥的，受实验条件的限制，
自己的学说很难得到实验的证明，甚至可能到死也得不到成
就。这样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必须有奉献精神。“在所不
辞”意味着“理论物理学家”道路的艰辛。

学生回答：(1)想像力：科学是需要想像力的，想像力能带来
创造力。作者正是从对鲤鱼世界的想像中，认识到人类观察
空间的局限性，间接感悟到高维空间存在的可能。(2)乐趣：
科学不应该是枯燥的，而是应该充满乐趣的。

学生回答

作者进行艰苦枯燥的工作，体现了他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踏实
的性格，显露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潜能：人要想有所成就仅
仅空想是不行的，要有严谨、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从基
础做起，重在实践。

应具备下列品质：奇特的想象力；探究的精神；实验的精神；
自主创新精神；奉献精神；要耐得住寂寞；不要固步自封；
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的努力。例如华罗庚、爱因斯坦、钱
学森、牛顿、瓦特、居里夫人等。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初步明了课文内容。

引导学生抓住课文标志性语句，梳理课文结构，引导学生从
结构上去把握文章内容。



通过探讨研讨，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把握
文章的主旨。

感受科学家在探求真理中所表现的人格魅力，激发学生探求
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性格品质。

联系实际生活谈收获。

板书设计童年青年成年

鲤鱼世界的幻想（想像）

建立实验室（实践）理论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故事（兴趣）

科学精神：想像力乐趣实验精神

作业设计

作者关于“鲤鱼科学家”的幻想十分有趣，如果我们以动物
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假如有一位动物
（狗、猫、鸡、燕子等）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类的某些行为，
他写了一篇“科普文”：人类行为之谜。你替这位“动物科
学家”做一回代笔人怎样？（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换相思维）

教学思路这是一篇自传性质的科普文，课文是以“教育历
程”为重点来谈的。教学过程是从分析文章结构入手的，把
握文章主要内容及谋篇布局的特点，探讨“教育历程”的思
想内涵，引导学生体会科学精神，最后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学
习生活，了解科学，认识要成为一位科学家，实现自己的理
想，必须具备哪些品质。

教学反思



本文不象其它的科普文章向我们介绍大量的科学知识，而是
通过对童年的两件对自己启发很大的事情的追溯，告诉了我
们走上科学的道路的一些必备的因素（敢于质疑、对事物充
满兴趣、做事有毅力），思路很清晰，主要围绕两件事展开，
所以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结构上去把握文章内容，期盼在课
堂中能够让学生学到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学生通过
本文应该学会用结构分析法来快速阅读文章和梳理文章的主
旨。

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篇三

一、单元课文特点

1．本单元课文一篇选自《左传》、一篇选自《国语》、两篇
选自《战国策》，它们都属于先秦历史散文，记事全面翔实，
写人生动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本单元这些历史散文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生活作了广
泛而又具体的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
度上的重大变革。但由于时代的隔阂，文中所记载的文化习
俗、典章制度，现在的人们大都不熟悉，特别是有些文言词
语音义变化很大，学习时会有一些困难。

3．本单元课文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如：在国难当头
的时候不计个人得失与安危，顾全大局、无私无畏的精神；
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二、单元教学目标

1．了解《左传》、《国语》、《战国策》的作者(编者)情况、
写作背景、文体特点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等有关
常识。

2。了解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地理形势以及当时的风俗习惯、



礼仪、典章制度、官职称谓、人物身份等有关知识。

3．借助工具书与课文注释准确地掌握本单元中常见文言实词
虚词的音形义，能结合上下文揣摩某些词语的含义，能联系
学过的课文，归纳多义词的义项。

4．了解并掌握本单元出现的四种文言句式的特点，掌握判断
句、疑问句及宾语前置句的某种规律。

5．区别疑问句中设问与反问两种修辞方式的不同特点；了解
比喻和委婉语的用法。

6．通过反复朗读，加强理解，背诵其中重点段落。

7．能够根据课文中的情节与对话，分析主要人物形象并归纳
其性格特征。

8．能够较准确地分析文章结构层次并能简要归纳各层大意，
理解各层之间内在联系。

9．能够较正确地将某些文言句译成现代汉语。

10．能够学习古人，联系现实，古为今用，写出作文。

三、单元教学重难点

1．在初中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易文言
文的能力。要注意积累文言文字词句的知识。语言材料方面
古今变化较大，有些文词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不再
使用了，比如古代一些典章制度及官职人称等，这些比较冷
僻的词语学习对参照课文注释明白其意思即可，不必花费很
大精力去记忆，有些词语意义虽未消失，但在现代汉语中已
经很少使用或者已经换成另一个词语来表述，如《邹忌讽齐
王纳谏》中的.“修(长)”、“服(穿、戴)”“谓(说、



对……说)”以及“公”、“君”等尊称。这类文言常用词是
学习积累的重点。还有些词语古今意义没有多大变化，而现
代汉语常作复音词语或成语中的一个成分，如“形”――形
体、“容”――容颜、“衣”――衣服、“妻”――妻
子、“朝”――朝三暮四等。要注意积累时应举一反三。

2．随时注意积累总结特殊文言现象：通假字、一词多义，要
善于总结一般语法规律，从而掌握一些特殊文言句式。比如，
文言文中的判断句、疑问句与现代汉语有何不同?在什么情况
下文言句中的宾语常置于谓语动词前边?要摸索出一般规律，
上升到理性认识。

四、单元教学设计

1．本单元选人的课文，语言比较浅显，内容生动有趣，篇幅
也不长，可以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与课文注释，自己串讲课
文，教师只做重点、难点的点拨。

2．《烛之武退秦师》、《勾践灭吴》是教读课文，要求在掌
握字词句的基础上熟读成诵，以培养阅读能力。《邹忌讽齐
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是白读课文，要求学生在熟读
的基础上，背诵个别段落。

3．比较阅读本单元的几篇课文，体会这几部历史著作在结构
层次安排、人物形象刻画等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4．如条件允许，可尝试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引进课堂。如利用
计算机网络发送对课文学习中重点难点内容的总结知识，发
送要求进行比较阅读的典型文章，这样可大大提高课堂容量；
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阅读后的网上作文，教师可进行单独
指导，也可与其他同学进行网上交流，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针
对性；也可把板书设计成幻灯片、实物投影，增强课堂教学
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篇四

三维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掌握相关文言实词、虚词、句式，
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语感。

2.学习本文的论证结构和比喻的论证方法。

与资源整合 整合学测相关文言文考点。 主要学法

与教法 讲授法、讨论法、竞赛法、小组展示 课前准备 ppt
音频 教学实施过程(含评价) 导入：

以《三字经》中所提到的“性本善”衍生到荀子所提出
的“性本恶”，从而引出《劝学》这篇文章。

二、课堂检测(小组比拼)：

1.通假字：輮、有、知、暴、生。

2. 其他易写错读错字：中、砺、参、省、跂、臾、楫、跬、
螯等。

3 古今异义：博学、爪牙、跪等

4本文的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

三、学习本文的论证结构和比喻论证的方法。

采用教师引导，学生模仿老师进行讲解的方法。

结构：分别论述学习的意义、作用、方法和态度。

主要论证方法：比喻论证、正反对比论证。

四、拓展训练



高中语文教资教案篇目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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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