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精选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标：

说明本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二)教学重难点：

说明本课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学习时易产生困难和障
碍的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点。

(三)教学过程设计

1.导入新课

(1)温故而知新，提问复习上节内容

(2)设计新颖活泼，精当概括。

(3)怎样进行，复习哪些内容?

(4)提问哪些学生，需用多少时间等。

2.讲授新课

(1)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2)怎样提出问题，如何逐步启发、诱导?

(3)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详细步骤安排，需用时间。

3.巩固练习

(1)练习设计精巧，有层次、有坡度、有密度。

(2)怎样进行，谁上黑板板演?

(3)需要多少时间?

4.归纳小结

(1)怎样进行，是教师还是学生归纳?

(2)需用多少时间?

5.作业布置

(1)布置哪些作业内容，要考虑到课本知识巩固积累和运用，
兼顾知识的拓展性和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

(2)教师要注意：需不需要给学生以解题提示、点拨或必要的
解释。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二

《琵琶行》写音乐，意不在写音乐而在写人，在慨叹琵琶女
身世的凄凉和抒发自己的不满。

教学目标：

1、欣赏并学习本诗运用形象比喻描写音乐的语言艺术和侧面
烘托的表现手法。



2、培养学明确整体感知课文的能力，培养学明确立足文本运
用想象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3、培养学明确的艺术感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感受悲剧美，鉴赏音乐描写是重点;

2、通过描写音乐艺术沟通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是理解诗
意的难点。

教学方法：

诵读法结合学明确的自主探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古筝《渔舟唱晚》琵琶《琵琶语》二胡《二泉映月》洞箫
《乱红》)

可能大家的想象与语言还不足以表现音乐的高妙境界。但我
们的先人却通过诗歌，把音乐的美妙用文字表现了出来。我
们今天要一起品读的便是被清人方扶南推许为“摹写声音至
文”的白居易的《琵琶行》。

二、整体感受。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穿越《诗经》



的河流，走过了30的曲折岁月。一提起唐代，人们首先想到
的恐怕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才子佳人，在唐朝就有这样一位
皇帝，也许他的名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可是他为一位诗人
写的悼亡诗却永久的流传了下来，而这位诗人就是唐朝的一
张名片，千百年来，不断地接受一代又一代的诗歌朝圣者。
这位皇帝是谁呢?他就是唐宣宗李忱，他写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
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
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提问明确共同朗读上述诗歌)

很显然这位诗人是白居易。那么，白居易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琵琶行》?

明确：这首诗说的是元和十年，诗人被贬到九江郡，第二年
送客湓浦口，听到琵琶女弹琵琶，勾起了心中没落的情感，
他听了琵琶女的弹奏并为他作了一首诗。

提问：这首诗讲述的就是诗人白居易和琵琶女之间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明确：琵琶女弹了琵琶曲之后，诗人白居易为她翻作《琵琶
行》。

提问：在这首长诗当中，诗人一共塑造了几个形象?

明确：两个。琵琶女、诗人。

明确：琵琶声是两人情感的媒介。因为有了琵琶声，才
会‘主人忘归客不发’;因为有了琵琶声，白居易才会‘移船
相近邀相见’。音乐是沟通诗人与琵琶女情感的桥梁。这可
能也是大家看过的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里常用的一个桥段，
佳人在不远处弹奏乐器，悠扬婉转，才子听得如痴如醉，于
是便寻声而去，于是就有了之后的柔情蜜意。而乐天与这位
琵琶女在浔阳江上相遇，一曲琵琶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身世，



共同的话题。我们且看这曲琵琶是怎样的。

三、品味琵琶。

提问：全诗写琵琶写了几个回合?最生动的是第几回合?

明确：三个回合：一闻琵琶(第一节)邀相见，再闻琵琶(第二
节)诉沦落，三闻琵琶(第五段)青衫湿。第二回合。

(学明确诵读第二回合。)

提问：哪些地方应该怎么读，才能准确的传达诗人的情感?

提问：“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表现了一个什
么样的场景?

明确：说明了诗人迫切的想知道答案，却又怕惊扰了琵琶女
的雅兴，断了琴弦，他想一听为快。但这是琵琶声却中止了，
作者想分辨却无从而得了，因此这里应该读出这种疑惑的味
道。

明确：江南小调所表达的是一种欢快的、流畅的感情。若是
如此白居易大可不必哭得稀里哗啦的。琵琶女当时弹的应是
《霓裳》和《六幺》，诗人在京城过惯了宫廷明确活，在宫
廷经常听到这样的曲子。琵琶女所弹的(曲子)容易勾起他对
往日明确活的思念。因此，他听到《霓裳》和《六幺》才会
比较感伤一些。而这首琵琶曲所表达的是琵琶女晚年落泊的
情感，这种心情正符合白居易当时的心情，二者产明确了共
鸣。因此对这首曲子很有感情。

提问：琵琶女所演奏的《霓裳》《六幺》是唐代宫廷名曲，
易引起诗人的许多联想。那么，大家认为最能刺激他敏感的
神经，拨动他那脆弱的心弦的是什么?是因为地域的东西，还
是因为音乐本身所代表的什么?从小序中找最能反映诗人受音



乐影响而导致情感波动的句子。

明确：铮铮然有京都声。

明确：诗人有着抱负和理想，而诗人被贬之后，开始不适应
那种落魄的生活，但是他觉得可以慢慢适应，但是琵琶女所
演奏的京都声又勾起了他对往日奢华生活的回忆，让他想起
了以前在京城施展自己的才华，被皇帝重用，被群臣所仰慕
的生活，又让他有了一种在江湖间落魄飘零的感觉。琵琶女
正是用一首曲子释放了自己隐藏在心头的深深的抑郁。

明确：“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声音)写的音
乐有一种质感，如裂帛，不仅说琵琶女的心碎，而且说诗人
被贬九江之后，他的伟大抱负都被撕裂了。四弦一声如裂帛，
岂止是帛裂，简直是心裂。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写得非常好，因为诗
人是从这里开始描写音乐的，音乐的魅力在其能抒发感情，
琵琶女是一个演奏的高手，他通过自己的演奏诉说自己的哀
愁，而白居易则是一个听曲的能手，他通过听琵琶女的演奏，
从而由琵琶女的遭遇联想到自己遭贬，心情十分低落，既漂
泊流浪之恨，又有高山流水之慰。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造成了一种视觉和
听觉的美感，虽然说音乐已经停息，浔阳江上微波荡漾，水
面落花慢慢流，琵琶女的演奏已经停息了，但是，东船西舫
却悄然无声，觥筹交错，饮酒作乐的场面已经不再了，而美
妙绝伦的琵琶声引人入胜，引发了每一个人内心的郁闷和苦
痛，令人感慨万千，在茫茫的江水上，只看到江水中倒映得
又圆又亮的月亮，像一只盛满忧愁的银盘，轻轻一碰就会溢
出来，而这个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照亮了
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琵琶声(并没有直接抒发)将人
们引入一个凄清和悲凉的意境。人们首先是沉浸在琵琶女的
悲凉中，后来，人们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的悲凉中。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拔当心画，四
弦一声如裂帛”这几句。这里可以读出一种生命搏发的气息，
那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一种搏发，“铁骑突出刀枪鸣”让
人想起了项羽在垓下突围的一个场景。那是对明确命的最后
一个寄托，至少他是一个英雄。然后呢?“曲终收拔当心画”
就好像项羽在乌江自刎的一个场面，一代英雄跟乌江向远方
长流，而且流到现在，还会一直流下去。生命就是一种凤凰
涅磐。

“别有幽愁暗恨明确，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可以有两个
理解，一是音乐，此前说“凝绝不通声暂歇”，“无声”是对
“声暂歇”的高度赞赏，这就说明诗人白居易能理解琵琶女
的那种遭遇。还有就是从感情方面，“无声”，“于无声处
听惊雷”说明这时诗人和琵琶女的感情都处在一种激昂澎湃
的时刻，而且它后边说“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
鸣”，说明这也是一个基点，他们的感情也必须从这个基点
才能喷泄出来，“无声”处应该是他们的一种思考，笛卡尔说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经历了一个高峰，一个低谷，他们
一定有满腔的愁绪，所以“无声”处就能表现出这里面的感
情。

明确：“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可能想到那婉
转流利的琵琶声从琵琶女纤细而微微颤抖的指间滑过，像花
朵的露珠，光滑透明，一颗颗从叶面滑过，从叶间滴下，滴
入听者的心中，激起阵阵的涟漪，又像黄莺(在)花下的啼鸣，
唱着轻快婉转的歌曲，精致而优美。渐渐地，弦声缓慢，仿
佛眼前的小溪不再快乐，它被冰阻塞着，发出冷涩的低泣，
诉说着琵琶女心中难以言表的苦楚。舒婷说过“音乐把我卷
走，在它明亮的激流中”，我觉得是音乐把白居易和我们卷
走，在他善感而优美的韵律之中。

明确：诗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
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人把音乐的音高、节奏、旋
律都能用比喻，用画面形象地写出来，给人以无限的联想;第



二个就是其中用“嘈嘈切切”叠字，还有“幽咽”，有双关
的意思的词就能把音乐的韵律和节奏表现出来。其三是对比，
动静结合的方法就如诗中有声与无声的对比。其四，衬托。
最后一句，用秋月衬托琵琶声。

四、小结。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无边的秋月与清风伴着白居易聆听
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歌女的琵琶。于是一首《琵琶行》让人们
吟诵至今。今天我们了解了诗人如何化无形为有形，下节课，
我们再来走入这两位陌路之人的内心世界。

五、布置作业。

1、背诵前两段。

第二课时

一、导入。

自古以来关于音乐的故事，关于知音的故事不胜枚举，每每
留为佳话。《诗经》中就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句子，
后世更有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美谈，再往后便
是嵇康悲奏《广陵散》。似乎每一个时代，都会流传下一个
与音乐有关的动人故事，而唐代，《琵琶行》当之无愧是第
一。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三

一、自我介绍：

三、主要内容分析：

从前，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一个敢于离开山谷的漫游者从



山的那边回来后，想带领大家去美好的世界，却遭受审判，
守旧老人煽动人们杀死了漫游者，之后山谷大旱，为了活命，
人们沿着漫游者开辟的道路找到了绿色牧场，认识到以前的
错误，并立碑纪念漫游者。

那么，谁能说一说文章主要写了哪些人物？——守旧老人、
漫游者、村民们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同学们寻找答案：我们
就按照性别分成两组，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男生a、女生b。
要有理有据，看那组同学找的最仔细，分析的最恰当。

a先看男同学的，用什么词形容？ 从哪些句子看出来的？ 我
们一起来归纳一下

守旧老人：是无知山谷里律法的执行者，是权威。他们顽固、
守旧、欺骗、残忍，是杀害漫游者的罪魁祸首。他们阻碍人
们获得美好生活，结果如何呢？必将遭到谴责。2漫游者：他
敢于怀疑祖先铁定的律法，并向它提出挑战，不畏艰险的探
索、追求。而且他勇敢无私，不惜牺牲生命，最终赢得尊崇，
受到纪念！

b环境描写：找出句子读一下——主要涉及三种景物：山谷、
山脉、小溪

好在，小溪虽小，可还有一定的活力；流动缓慢，可它毕竟
还在流淌。无知的山谷唯有它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

这是一个无知、愚昧、闭塞的环境。

统治者顽固不化；人们的视野狭窄、知识浅薄，却满足现状。

更可悲的是他们盲目的依从“守旧老人”，依从所谓的律法。
后，使人们拒绝新知，并且走向极端，把先驱者打死。

四、小结：



以上这些景物、人物在文中都有特殊的含义，现在我们来明
确一下——如果说，山谷是无知的领域，小溪是知识的源泉，
那么“山的那边”是指什么呢？——新的世界，具有新生力
量的美好生活。漫游者就是——先驱者，追求新生力量的探
险者。守旧老人就成了——反动守旧的势力的代表。

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很多启示：从漫游者
身上学到什么？——但是不要忘了这篇文章是一则序言，我
们不得不联系这本书的思想内容，来理解本文的主旨，那就
是：提倡思想自由，提倡宽容，反对以愚昧无知、顽固凶残
的态度扼杀真理。

可见在房龙先生的笔下，宽容不仅仅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
相处之道更是人们对新生事物、新的思想必须采取的态
度，“宽容”一词涵盖了我们常说的自由、民主、理性，这
个故事的结局也告诉我们，人们追求真理人们追求真理的努
力是不可阻挡的，我们要容许真理的发展，让实践来检验它，
只有这样，真社会才能迅速进步。

《内蒙访古》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 商鞅变法被车裂，王安石
变法遭贬谪，谭嗣同变法被杀头，布鲁诺捍卫真理被烧死，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遭嘲笑，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论被一致反
对，马克思的学说和革命活动遭到敌人的嫉恨。

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放眼当今世界，人们对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一切。思想的
束缚、战争的暴虐、种族的歧视等等，使我们更加呼唤理解，
渴望宽容。

所以，在文章末尾，房龙先生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
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
生。”看来，实现这个愿望还需要每个人不懈的努力啊。



五、写作特点

本文的体裁是序言——本文属于哪一种呢？——自序

联想，联想是由一个事物想到另一个事物的心理现象。《包
身工》作者由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行为，联想到小时候船户饲
养墨鸭捕鱼的故事，深化了中心。想象，想象是人们对头脑
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那瑰丽奇异的梦境，陶渊明笔下那宁
静幽美的世外桃源，都是作者驰骋想象的结晶。

这篇文章里守旧老人、愚昧村民和漫游者的形象，也都是作
者创造性想象所结出的硕果，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其实不光是在写作上，日常生活中，联想和想象可以说是无
处不在，比如说：——幸福

怎么样，我的联想和想象也挺丰富吧。

可以模仿以上类型，也可以创新

什么时候都要一味地宽容吗？对什么不能宽容？

纵观中国历史，对旧制度的冲击决不能抱以宽容的态度。历
史证明：积极的革新、革命，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的不
宽容。从这一点看，只要人类社会在发展，宽容与不宽容是
同时存在的。

同学们都说得很好。

今天的作业：——

1、围绕“宽容”一词，写一段话。作为作文材料积累起来。

2、是需要大家用心去体会，去做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对



自己很宽容，却很难宽容别人。让我们学会宽容，享受宽容！

最后，我把汪国真的一首诗送给大家，与大家共勉，一起来
读一下，好吗？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四

一提起旗袍，第一个冲进人脑子里的就应该是“美人”了吧？
就好似一对永远不能够分开的联体儿一样，旗袍和美人一直
是联在一起的。旗袍，美人；美人，旗袍。旗袍成就了美人，
美人亦成就了旗袍。尽管这样的密不可分，到底旗袍有惟一
的感觉，因为美人除了旗袍还有其他的衣服可以选择的，不
过能够一直顶着一个“美”字并从不过时的只怕惟有旗袍了，
女人，尤其美女人，对旗袍的渴望一直都在那里的，套用那
一句流传甚广的诗：“你穿，或者不穿，我就在这里，美丽、
诱惑。”

旗袍，中国女人心底里最美丽的诱惑。

旗袍，或者因了它的起源，初兴之时并不能将女子妙曼的体
态展示出来，张爱玲就这样说过：“初兴的旗袍是言冷方正
的，具有清教徒的风。”张爱玲，众所周知，一个极具审美
与观察的女子，极爱标新立异，常常自己设计了衣服样子，
将自己弄的“惊世骇俗”的。或者，张爱玲所以一度曾经
是“衣服狂”跟她的生母继母有关（她的生母是其父亲不满
而幼年爱玲艳羡万分的“衣裳架子”；而她的继母则经常将
自己的旧衣裳打扮青春期的张爱玲，这一正一反的刺激，就
将张爱玲改变了，纵然，原本的她并非一个热衷穿着打扮的
女子）。张爱玲对旗袍极为喜爱，且常常将自己弄的与众不
同，她同时期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经写道：“她穿旗袍，会
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
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大噱头，
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当然，由此，我们至少
可以知道张爱玲对于旗袍的热爱，而古老的`旗袍也与特立独



行的张爱玲相映成辉，彼此成就了彼此，即便有一张“天然
妙目、正大仙容”的大脸的爱玲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美人，亦
是美人了。

常常能够听见这样的话：“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衣服，
果然能够将一个人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儿成了另外一个人，
或者，这就是衣服最妙所在？只一层或薄或厚的布就将人改
变了，倒也印证了那一句：“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的俗
语了。

旗袍，也果真容易就会改变了一个女人，而女人，即便怎样
活泼好动的“野丫头”，一旦穿了旗袍也果真就会变了一个
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同了，瞬间就变作了矜持含蓄的“窈
窕淑女”了，再如果偶尔的一个“不胜清凉”的低头浅笑，
那么一个动人心魄的美人儿就会驻在了看的人心里了，成就
一段佳话也未可知。

旗袍，果然具有足够的力量。

现在的旗袍与曾经的旗袍又有不同了。民国，是旗袍的黄金
年代，那个年代，旗袍是作为中国的国服的，每一个女子都
拥有至少一件旗袍。民国期间的旗袍，以上海的“海派旗
袍”为其标准，将中国传统的“旗女之袍”与西方的one-
piecedress完美的结合在了一体，而旗袍因为其特点更是将
女性体态曲线的细微变化展现的完美无缺，任何一种女装形
式都无法与其抗衡，旗袍对女性身体曲线的展现是无与伦比
的。

旗袍的背影更比正面来得美丽诱惑，尤其是一个妙曼到了极
致的身影，摇摇曳曳的渐行渐远，真的让看的人如醉如痴，
只恨不能够一睹其芳容，惆怅萦绕之余又生出多少的幻想出
来，美人就这样容易就生出来了。

旗袍，就这样美丽着、诱惑着，尽管时过境迁，此旗袍早就



非彼旗袍了，到底还是旗袍，到底于中国的女子有着极大的
诱惑，毕竟，“对于一个身材较好的女子而言，不能穿旗袍
实在是一大损失！”，曾经一位知名人士就这样讲，我想，
这位人士果然是审美的高手。旗袍，给予女子的到底是一种
悠闲、舒适的淑女味道，而这样的味道于男人又是如此的诱
惑与欢喜，男人总欢喜身畔的女子是温润如玉的，而这又正
是穿了旗袍的女子的特点之一。

我想，这样摇曳的身姿总是美丽到了极致的吧？亦是致命的
美的诱惑，无论男女。

我喜爱旗袍，我喜爱穿了旗袍的女子，我亦喜爱那一个妙曼
的旗袍的背影。

旗袍，美人；美人，旗袍……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五

“不抱怨，靠自己。”我觉得生命里没有哪句话比这一句更
让人深刻了，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磨难与不如意，但是，若生
命没有了光和希望，那该是多么痛苦和灰暗。

如今我是大学的一个新生，从前，我想象心中最理想的大学，
我不断地追求更好的。但是，我来到了离家最远的一座城市，
我的心情像行驶在戈壁沙漠的火车一样晃晃悠悠发着咯咯的
声音。追求的一切完美最终不得不变成将就。很荣幸，我成
了旗袍先生崔万志的校友，和如今如此优秀成功的崔万志同
处一片土地。生在农村，天生残疾的他，经历了多少的磨难，
无人能体会那种悲痛。生活的不便，他人的奚落与嘲讽，无
论再怎么努力别人也不会看见，更不会肯定。我不知道他怀
着怎样的心情来到了石河子这个同样离他的家最远的城市念
书，一个人坚强地努力地活下去。所有人不是生来就光鲜亮
丽，如今成功的崔万志是靠多少磨难垒砌的成功之路。痛苦
是什么?是天生的残缺，是世人的冷漠，是上百封石沉大海的



简历，是摆地摊夜里的凉风，是书店的大火。这一切，都不
会是生命的磨难。“不抱怨，靠自己。”是的，抱怨没有用，
没有人会替你心疼你的悲伤，一切靠自己。他没有放弃，他
抓住了每一个机遇，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会影响他的初心。

而初心，什么是初心呢?是心中种下的一棵树，是希望，你给
它浇浇水施施肥它就会长大长壮。若人生只剩抱怨与不满，
哪还有什么希望?我不会再抱怨，不会再消沉，生命里没有什
么真正的苦难，一切的苦难只不过是我不愿意去改变它的一
种借口。身临绝境只不过是你以为的那样，换一个角度处处
绝处逢生。

初中语文备课教案篇六

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个旗袍梦，妈妈也不例外。这个暑假的某
个晚上，妈妈带回条粉红色、绸缎的旗袍。这条旗袍做工精
致，领口袖口都滚着金边，旗袍右下角还绣着朵大大的牡丹
花呢。

回到家，妈妈立刻冲进卧室。不会儿，妈妈穿着旗袍从卧室
走了出来。她边走，边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样？”我上下
打量了会，毫不客气地指出：“腰粗了点儿。”我的评价，
显然让妈妈失望。因此，妈妈制定了套减腰计划。

唉，接下来的日子我可惨啊！早上天刚朦朦亮，陪妈妈去体
育中心跑步；晚上妈妈在运动机上锻炼，我在旁帮她数着。
最惨的是，这段时间我很少吃到肉。俗话说的好，功夫不负
有心人。段时间，妈妈的腰果然小了很多。当她再次穿上那
件旗袍，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反正就是两个字“好看”。
假如，你在街上遇到位挺着腰板儿昂着头，身穿件幽雅的旗
袍的女人，她，有可能就是我的妈妈。

通过这次妈妈的减腰运动，我深深明白了“苦心人，天不
负”的道理。是呀，只要我们全力去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