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
五网(通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五网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分析“我”的变和三叔的“怪”来把握人物形象；

2、品味文中含义深刻的语句；

3、学习本文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教学重难点

1、了解作者的童年生活，认识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学习的意
义。

2、学习文章描写景物和细腻刻画人物的写法。

3、学习把握含蓄语言的含义。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大屏幕打出这样两句话——“这也是太阳？这也是太阳！”

请同学思考该以怎样的语气来读（前一句读出疑问，第二句
读出感叹）？

但在一篇文章中，光读出它的语气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思
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标点，它在特定语境下的有怎样的含义。

二、细读文章

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请同学们迅速找出这句话并思考这里的
“这”指的是什么？（允许学生有多元解读，但要对学生生
成的理解留疑，并承诺本节课会给学生解答）

问：这句话是三叔对我说的，这大家没异议吧？要真正弄明
白这两句话的含义，我们得先要把握这两个人物的形象。

从这两方面来走进人物，说说我的“变”和捕捉三叔
的“怪”（打出ppt）

（一）说说“我”的“变”

再读课文，找出“我”变化的心路历程。

上学前上学后遇见三叔得到豆后

（二）捕捉三叔的“怪”

找出三叔怪异行为的地方，并批注你读出了三叔怎样的内心



世界。

三叔的'怪，怪在，我读出这是的三叔。

怪在语言：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太迟了，太迟了……
话语怪异，声音怪异等对生命的留恋，对自己的悔恨）

怪在对我的态度（好像没看见我忽然回过头喊我忽然转过头
问我等等。对孩子的关爱，对我的期望）

怪在他画得画和画下的三个0（三叔回首他的一生，对自己一
生的总结的总结等对曾经浪费时间，知难而退，一事无成的
后悔、懊恼）

怪在举动（对植物看得仔细，想要抓住太阳等）

……

小结：三叔怪异行为背后的内心世界。

三、拓展延伸

由分析三叔怪异行为自然过渡到对文中三叔和“我”对太阳
对话的理解。

1、阅读太阳的语段（48——54）解决课前的问题明确“这也
是太阳？这也是太阳！”的含义。（为什么用问号，为什么
用感叹号。）

请学生依据对“这也是太阳？这也是太阳！”含义的理解，
在两句话之间加上三叔的内心所想（再次理解人物形象，明
确由疑问到感慨的原因）。

明确：枸杞豆已不仅仅是个自然的物，更是一种象征。



四、总结

文中的枸杞豆、太阳都不仅仅是个自然物，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场合，它们都可能被寄予特殊的含义。同学们，你们
有属于你们自己的枸杞豆吗，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一定也有
一些人或事让你思考，促你改变。

请在“这也是？这也是！”这两句话后添加某个象征物，并
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五、作者

请将你与我们分享或还未分享的故事，借鉴本文的写法，写
一篇写人记事的文章。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五网篇二

1、领悟文章的语言，理解其深刻含义。

2、通过课文的学习，明白要珍惜时光，把握金色年华。

教学重难点：

领悟文章的语言，理解其深刻含义。

教学方法：

自读感悟，合作探究。

教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播放歌曲《童年》，导入新课。



1、课前5分钟播放歌曲《童年》。

2、师讲述：

一首《童年》将我们带回了如诗如画的岁月。童年是美好的，
是有趣的，是懵懵懂懂的。而程海笔下“我”的童年是什么
样子呢?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三颗枸杞豆》这篇课文。

(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出示学习目标。

(学生作答)

2、三叔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悟出了什么?“我”从与三叔的
交往、从三叔的话语里又悟出了什么?这节课通过《三颗枸杞
豆》的学习，要探究完成以下两个目标。

(出示学习目标)

1、领悟文章的语言，理解其深刻含义。

2、通过课文的学习，明白要珍惜时光，把握金色年华。

三、介绍读书方法，分点感知主体。

1、教者介绍读书方法——跳读。

今天，老师将教给大家一种新的读书方法，这就是跳读。

(出示投影)

跳读是专门寻找所需材料的阅读方法。跳读不要求对文章必
须从头至尾的通读，只要抓住文章的主要部分，选读某些章
节就可以。跳读时要眼脑并用，精神高度集中，迅速扫描，



寻找所需材料。

2、齐读读书方法，教者强调跳读的方式。

3、教者出示读书目的，学生跳读课文。

读一读，议一议(一)：

请同学们用跳读的方法，读一读“我”和三叔的两次对话，
划出对话中不理解的语句，并提出来，讨论交流。

指名说，师及时予以鼓励。

注：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

a：三叔为什么说“谁又不是这样呢”?

b：我呆呆立了一会儿，忽然感到很乏味”，这是为什么?

c：三叔三幅画的含义是什么?

d：“野豆角花，谁不认识!”这里为什么用“!”而不用“?”。

e：三叔为什么“狡猾“地一笑?

f：三叔为什么说“仔细看看，仔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
了!”

g：三叔的眼睛为什么会闪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辉，瘦瘦的脸颊
为什么会升起两朵红晕?

h：“这是我一生的成绩：三个o”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i：50节、52节、53节这三节是全文的重点所在，学生提出来



的可能性最大，应着重引导。

孔子曾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请同学们以小组的形式，合作、探究你们这一
组在初读课文阶段遇到的问题。有疑难之处可以和老师交流。
刚才同学们讨论时，充分体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预习时，
要养成小组交流的习惯。这样简单的问题课前就可解决，课
内我们重点讨论比较难的问题。

(学生作答)

2、教者小结。

通过跳读，同学们在学习课文时，要抓一些重点词句如“这
也是太阳，这也是太阳”等。还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理
解句子的含义。有时课文的写作背景对我们更好地把握课文
也有帮助。希望同学们能将这种学习习惯保持下来。

四、深化感知，全面掌握。

1、教师投影出示以下问题：

读一读，议一议(二)：

三叔先后给我留下了五个谜语，分别是：

(1)三幅画儿，一幅是歪歪斜斜的塔，一座是一堆松松散散的
书，一幅是一株弯弯扭扭的树。这是三个谜语。

(2)画儿下面还有三个圆圆的“0”。

(3)三叔托父亲交给”我“的三颗枸杞豆。

你能猜出谜底吗?2、指名读题。



3、小组讨论、交流，师巡视指导。

4、生回答，教师点评，及时鼓励。

5、师小结。

三叔一生屡立志向，但都因为没有持之以恒，而最终一事无
成。为了不使三叔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必须把握时
间，珍爱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

(教师板书)

五、升华主题，畅谈感想。

1、教者出示投影。

悟一悟，写一写：

请同学们用精练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写出你对时间、对生命
的感悟。

2、学生拿出纸和笔，将自己所想到的写下来。

3、指名读，师及时予以鼓励。

六、总结全文。

《三颗枸杞豆》知识点积累

八、《三颗枸杞豆》

1、百草园和我的小树林有什么区别和相同?

2、三幅画和三颗豆是什么意思?



3、三叔为什么把手伸向空中，手里捏着豌豆花?

【一个临死之人对生命的留恋，对生活的渴望、不舍，对未
完成愿望的遗憾，悲伤。】

4、三叔仿佛没看见我，后面说，三叔已经看见我，是矛盾
么?

【不是，说明三叔此时眼中无物，生命即将终止的绝望，也
对身外一切事物的冷漠。】

6、三叔流泪为什么?

【遇难而退，一生一事无成，没有补救机会，无限悔恨。】

7、为什么把太阳比作红色的车轮?

【1、颜色，外形相似2、车轮滚滚向前代表时间、生命不会
为人而停止，我们不可以浪费时间和生命。

8、抓住太阳烫手、费点力气什么意思?金盘子和五彩宝石指
什么?

9、如何理解“这也是太阳?这也是太阳。”

10、文中把三叔比作夸父，其实不是很妥当，为什么?

九、《我们家的男子汉》

1、“历史真是螺旋形上升”这句话如何理解?

2、哪些细节说明他贪吃?

3、“他小心得问”的小心如何理解?



4、为什么帮妈妈又崇拜父亲?

5、“他忽然嗫嚅着说”这句话反映他什么心理?

【偶像被打败后的内心沮丧，心虚，失望，有很强的挫折感，
说话吞吞吐吐。】

6、文中哪些地方写他对独立的要求?【

1、不喜欢人家搀他的手2、自己买山楂不成后的沮丧3、狂热
的买汽水。】

7、如何理解“潦草”?

8、为什么说眼泪反而看出他的坚强?

9、上幼儿园和回安徽两件事情的含义。

10、他真诚的着急起来的“真诚”如何理解?

11、“他抓住一双最得力的手”如何理解?

【有主见，不服输，坚强，理智，可以直接面对生活的挑战
了。】

12、最后一段的2个这如何理解?

【第一个：指上文对男子汉的种种描绘;第二个这：前一句话。
】

13、2个文学，2个艺术如何理解》

【前一个指本意，后一个意思：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生
活化、奇妙、真实。】



14、“让男子汉们自己好好儿长吧”如何解读?

《三颗枸杞豆》教学反思

今天进行了《三颗枸杞豆》的自学成果展示课，效果并不十
分理想，以至于课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什么地方存在问题，
该如何解决，怎样上会更有成效，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困扰着
我。

上课伊始，先让学生确定了一下本课研究的重点——赏析人
物描写玉环境描写，在学生短暂的组内交流后开始了全班的
展示，开始几名同学赏析的都是关于文中“三叔”的描写，
因此我就决定因势利导的操控一下学生赏析的方向——先进
行对人的积极性一下子少了一半、一问才得知，赏析对人物
各种描写的并不多、但我做了一下鼓励学生马上就开始了对
人物描写的赏析、人物描写的方法无外乎、外貌、动作、神
态、语言等、学生找的较快、但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赏
析理由说的非常差，也许是因为事先准备的不充分，但对这
也说明了学生并未真正走近人物、只看到了表面，而且表达
能力很差，“语塞”的学生较多，学生在表达时能强烈的感
受到他们思维的混乱，语无伦次，干着急说不出，作为老师，
为了完成本节任务，我又做出了不少越组代庖的事，所以本
节下来我说的较多。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五网篇三

教学目标：

1.感知父亲形象，尤其是“背影”的形象。

2.通过探究讨论理解深厚的父爱，把握作者的情感变化过程。

3.学习文章通过细节描写和朴实深情的语言表现主题的方法。



教学重点：结合文章具体内容，抓住“背影”体会别样父爱。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问题导入，直入主题

提问：我们形容成熟的男性的美，通常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词
语?

学生回答。

老师提示：我们在《背影》一文中将会看到与大家期待的不
一样的中年男人。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朗读课文(或者听读课文)，思考：《背影》是一篇
写_________的散文。(屏显)

学生自由回答。

三、读“父”

(屏显)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
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
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
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学生深情朗读。

(二)咬文嚼字感受别样的“父爱”。



聚焦父亲的穿着、父亲的动作以及文章中随处可见的细节
如“拣定靠车门的一张椅子”、“紫毛大衣”、“嘱我路上
小心”、“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等，来体会父亲对“我”
竭尽全力的甚至有点狼狈的爱。

(三)教师小结。

(屏显，学生朗读)

父亲的爱是那再三的再三的叮嘱唠叨一千遍一万遍还是不放
心

父亲的爱是那靠门的座位千挑万捡啊一路上都牵扯着父亲的
视线

父亲的爱是那蹒跚的脚步是辛苦地走努力地爬衰老笨拙迟缓
一点儿不矫健

父亲的爱是那堆朱红的橘子像跳在冬天里的一堆小小火焰

(设计意图及教学建议：本环节意在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时
摒弃“贴标签”，笼统大概分析，而要“沉入此词语里”，
关注细节，贴着语言去分析感悟文本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父
亲形象以及别样的父爱。)

四、读“子”

(一)提问：父亲的爱，作为儿子的朱自清理解吗?接受吗?

学生自由回答，老师小结。

(二)研读品味：你从这些文字中读出了作者怎样的情绪?

(屏显)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
紧的了。

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
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教师指导朗读，学生回答。(明确：不理解、厌烦、瞧不
起……)

(三)合作探究：文章第四段开头交代“我”的行程的句段可
以删去吗?

(屏显)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
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学生读书，思考，交流，讨论。

学生各抒己见。

(1)多余，可以删去。

(2)不可删去。“我”的清闲与后文“父亲因为事忙”形成鲜
明的对比。

(设计意图及教学建议：本环节意在引导学生通过质疑探究的
方式体会文中“我”的形象，尤其是“我”对“父爱”的情
绪，与常规的分析“四次流泪”的方式不同，为下一环节
读“父与子”以及体会父爱的深刻内涵蓄势。)

第二课时

一、设疑思考



提问：《背影》难道只是在叙述一件“父爱亲情”或者“父
子情深”的往事吗?

学生自由回答。

二、聚焦结尾，重点理解。

(一)指名朗读结尾段第一句。

(屏显)近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
如一日。

(二)尝试给这句话加上一组关联词，再读，齐读体会父亲的
沧桑。

学生回答：“近几年来，父亲和我虽然都是东奔西走，但是，
家中光景还是一日不如一日。

教师点拨：如果靠着自己的智慧、阅历、勤奋都不能改变生
活现状的话，那也许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
会的问题了。确实，当时不仅是季节的冬天，整个中国也正
在冬天，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自
清父亲面对的，不仅是家中老人离世的悲哀，自己失业的悲
哀，也是当时那个社会的悲哀!可是，这一切，当年20岁的朱
自清全然不理解，他只能暗笑父亲的“迂”。

三、默读、细读“父亲的信”，琢磨其不同寻常之处。

(屏显)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
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
不远矣。”

学生交流。

四、资料助读，进一步理解《背影》之爱。



(屏显)《背影》的背后……

1915年，朱自清父亲包办朱自清婚姻，朱自清有怨言。父子
生隙。

1916年，朱自清上北大后自作主张改“朱自华”为“朱自
清”，父亲很生气。

1917年，父亲失业，祖母去世，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朱自清
二弟几乎失学。《背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

1921年，朱自清北大毕业参加工作，父亲为了缓解家庭经济
紧张私自扣留了朱自清工资。父子发生剧烈矛盾。朱自清离
家出走。

1922年，朱自清带儿子回家，父亲不准他进门，只能怅然离
开。

1922年，朱自清再次回家，父亲不搭理他。父子开始长达多
年的冷战。

1925年，朱自清父亲写信给儿子：“大约大去之期不远
矣。”朱自清在泪水中完成了《背影》。

1928年，朱自清父亲读到《背影》。父子冷战解冻。

1945年，朱自清父亲去世。

学生交流。教师点拨追问：如何理解开头段的“不相见”?

明确：“不相见”，其实是“不愿相见”、“不敢相
见”……三个字蕴含者太多的欲说还休与无可奈何。进一步
理解“我”的情感态度变化。

本环节旨在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背影》的主题，分析结尾



段父亲的来信和展示有关朱自清父子矛盾的资料，是解读
《背影》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单纯谈父爱的传统教
学定位，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背影》之爱。

五、评价小结，升华主题。

(一)学生交流：从《背影》中，我还读出了________。

(二)教师谈感悟，总结。

《背影》一文，很浅，也很深，经历越多，懂得越多。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五网篇四

核心提示：1、在对精彩语言的感悟进行交流时，当学生的发
言触及课文重点，处理完此重点应再让学生散开继续谈感悟，
或者是我把精彩之处提示一下让大家一起感悟。2、当学生提
出不懂的问题，其他学生在解决的过程中难以到位时...

1、在对精彩语言的感悟进行交流时，当学生的发言触及课文
重点，处理完此重点应再让学生散开继续谈感悟，或者是我
把精彩之处提示一下让大家一起感悟。

2、当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其他学生在解决的过程中难以到
位时，教师应谈谈自己对那一问题的.看法，否则，在课堂有
限的时间内难以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3、对三叔捉住太阳与否的结局的分析，因为没有完全放开让
学生去解答，学生没有动脑思考的时间，教师也未及时提示
回扣课本或者是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致使此环节的教学非常
拖沓.



八年级语文课时提优计划作业本答案零五网篇五

教学重难点：

领悟文章的语言，理解其深刻含义。

教学方法：

自读感悟，合作探究。

教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播放歌曲《童年》，导入新课。

1、课前5分钟播放歌曲《童年》。

2、师讲述：

一首《童年》将我们带回了如诗如画的岁月。童年是美好的，
是有趣的，是懵懵懂懂的。而程海笔下“我”的童年是什么
样子呢?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三颗枸杞豆》这篇课文。

(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出示学习目标。

(学生作答)

2、三叔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悟出了什么?“我”从与三叔的
交往、从三叔的话语里又悟出了什么?这节课通过《三颗枸杞
豆》的学习，要探究完成以下两个目标。

(出示学习目标)



1、领悟文章的语言，理解其深刻含义。

2、通过课文的学习，明白要珍惜时光，把握金色年华。

三、介绍读书方法，分点感知主体。

1、教者介绍读书方法、跳读。

今天，老师将教给大家一种新的读书方法，这就是跳读。

(出示投影)

跳读是专门寻找所需材料的阅读方法。跳读不要求对文章必
须从头至尾的通读，只要抓住文章的主要部分，选读某些章
节就可以。跳读时要眼脑并用，精神高度集中，迅速扫描，
寻找所需材料。

2、齐读读书方法，教者强调跳读的方式。

3、教者出示读书目的，学生跳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