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 七年级
语文马教学设计(精选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一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感悟徐悲鸿专心致志，刻苦努力的。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认识双线格内的11个生字；学习偏旁部首“石”，学写田
字格中的10个生字。

教学重难点：

1、感受和学习徐悲鸿专心致志，刻苦努力的。

2、会写10个生字。

教具：教学挂图、生字卡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

你们喜欢欣赏绘画作品吗？你喜欢那位画家的画呢？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画家，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徐悲鸿。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主读书。

（1）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生字和长句子多读几遍，读通课文。

（2）分段轮流读课文：纠正字音，指导朗读。

（3）读后交流：通过读文，你读懂了什么，有哪些不懂的地
方。

2、再读课文，读中感悟。

（1）自由读课文看看那些地方让你感动，画上标记并在空白
处写写自己的.感悟。

（2）小组合作交流，分享读书的快乐。

（3）指好课文2、3、4自然段。采取自由读、范读、指名读
等方式，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徐悲鸿刻苦努力的品质。

3、看图想象，发展积累语言。

引导学生看书上的奔马图，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这匹马的样子，
想象它们在什么地方奔跑。

4、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第4自然段。

第二课时



教学流程：

一、回顾课文

1、指名读课文。

2、指名背诵课文第四自然段。

二、积累内化

1、自选词语，给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

2、照样子积累词语：

反反复复：

“一”字开头的成语：

3、完成课后“练”活动。

4、迁移练习：

（1）通过互读、互考、小组比赛的方式认识要求认的11个生
字。

（2）学习新的偏旁。

（3）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住生字。

（4）指导书写

重点指导书写的字：肉破态珍

三、实践活动



1、欣赏徐悲鸿的画作。

2、仿照课文第2自然段写一个人认真做事的情景。

七年级语文《马》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二

教学目标：

1．能比较流利地熟练地朗读课文

2．能对照注释掌握一些实词，读懂文章的意思

3．能创造性地复述故事

4．能从文中认识狼贪婪、凶残和狡诈的本性，懂得对待象狼
一样的恶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教学重点：目标1、3



教学难点：目标3

教学媒体：录音机、投影胶片、小黑板

教时安排：一教时

教学流程：

一．提问导入，揭发兴趣：

简介作者及作品（出示投影）

二．听读示范，训练朗读

1．提出听读要求，听课文范读录音。

要求：听准字音，注意停顿，词义句义不懂处做记号。

2．（出示投影）检查听读效果

（1）读准下列字音

（2）下列两个句子该怎样处理停顿？

3．请几位同学分别朗读课文，学生对朗读情况作评价。

4．学生齐读课文，做到不掉字、不倒字、不多字，有节奏

三．质疑求助，掌握字词

1．学生就不懂的字词质疑，其他同学帮助解决。

2．检查同学字词句掌握情况。（出示投影）

四．概括情节，体悟形象：（用小黑板出示问题，先笔写发



言提纲，然后交流。）

1．故事中的狼是是怎样一个形象？请试加说明。

2.故事中的屠夫是怎样一个形象？请试加以说明。

3．读了这个故事你有哪些启发？

四．揣摩广思，自由讨论：

故事中的'主体是人还是狼？为什么？

注：让学生各抒己见，有道理的均需肯定。教师最后只能提
自己的想法，不强加。

五．观察分析，复述故事：

1．（出示投影）让学生观察五幅图画，想一想可以用文中的
那些句子对应。

2．（出示投影）根据图画，结合文章内容，复述故事

六．课堂小结，揭示目标。

学习目标：

1．能比较流利地熟练地朗读课文

2．能对照注释掌握一些实词，读懂文章的大意

3．能进行创造性地复述故事

4．能从文中认识狼贪婪、凶残和狡诈的本性，懂得对待象狼
一样的恶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一、说出加线字的意思

1、止有剩骨一狼得骨止

2、缀行甚远3、恐前后受其敌

4、一狼仍从5、择其善者而从之

6、顾野有麦场7、弛担持刀

8、一狼径去9、狼亦黠矣

10、屠自后断其股

二．用现代汉语解释下列语句

1、并驱如故。

2、其一犬坐于前。

3、目似瞑，意暇甚。

4、一狼洞其中。

5、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三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进一步培养文言语感。

2、掌握重点文言词汇，把握文章内容。

3、通过对狼和屠户的形象分析，把握课文主旨。

4、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要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



掌握重点文言词汇，把握课文主旨。

一、故事导入

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吗？（生讲述）

你怎么评价故事里的蛇和农夫呢？

这节课我们将走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去认识两条狼和
一位屠户，看看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板书：狼）

二、检查预习

检查文中重要字音、字形。

三、理解课文内容

（一）学习一二段

请各位自由地大声朗读课文一二自然段，注意不仅要读通句
子，更要边读边想句子的意思。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并从
课文中找到相关依据。

出示幻灯片：1、屠户当天生意好不好？

2、两条狼是远远地跟着屠户吗？

3、从这两段来看，这两条狼贪婪吗？

（生大声自由读一二段，回答问题）

（二）学习第三段

师：看来同学们对一二段的内容掌握的很好，现在请自由地
大声朗读第三自然段，然后我会为你们翻译，其中穿插有几



处错误，需要你们找出错误并在文中找到依据。所以在朗读
的过程中，不仅要读通顺，更要边读边疏通段落内容。

（生自由大声诵读第三段，师出示第三段翻译，生指出）

（板书：遇---惧---御）

师：屠户遇到了狼，把担子里仅剩的骨头都扔给了饿狼，可
两狼之并驱如故，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屠户看见了一堆柴草
堆，奔过去拿出刀与狼眈眈相向。现在让我们分角色读一读
这三段，注意读出紧张的气氛。

（分两组分别读叙述狼和人的句子）

（三）学习第四段

师：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故事将如何发展呢？请仔细听老
师朗读第四段，听读完后老师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我
绘制了两幅杀狼图，图中有多处与情节不符，请仔细观察指
出错误并在文中找到依据。所以，仍然要提醒你们，边听读
边思考、梳理文段内容。

（仔细听师朗读第四段，找出图中的错误。）

（师提醒：在一二段我们说狼很贪婪，请问这段里面有没有
体现出狼的贪婪和狡诈？）

师：现在大家对整个故事情节比较熟悉了，让我们再次分角
色朗读这一部分，力求在朗读中再现当时的情景。

（分角色朗读第四段）

这部分讲的是屠户......（板书：杀狼）

（四）主旨探究



1、分析形象

（生评价屠户和狼的形象）（师点拨提示屠户的糊涂一
时——妥协，以及他的占据有利地势，抓住战斗时机，保持
高度的警惕，最终用智慧和勇敢战胜了贪婪狡猾的狼。）

2、学习第五段

狼是如此贪婪，狡猾，不过再狡猾的狼在人类的勇敢和智慧
面前也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我不禁要为屠户的勇敢和智慧拍
手叫好。难怪蒲松龄说（出示：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
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齐读。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
蒲松龄对狼的态度如何？（板书：笑狼）

3、探究主旨

面对邪恶势力，只要我们运用智慧勇敢斗争，邪恶必将会像
文中的狼一样顷刻两毙。让我们再次为屠户的勇敢和智慧喝
彩，也让我们再次对那些跳梁小丑般的狼们嘲讽一番，齐读
最后一段。

四、课堂小结

回顾重点文言词汇

五、课后作业

展开想象，把本文改写成一片白话文，注意环境、神态、动
作、心理描写。

六、板书设计

狼

遇----惧----御----杀----议



（画骨） 智 （画刀）

妥协 慧 斗争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四

一、朗读课文，读出重音和勾连。掌握课后生字词及课下注
解，并能运用。重点理解比拟手法及作用，兼顾品味运用对
比、反复、设问、排比的语句。能够区分实写与虚写的语句。
会写200字的家乡冬景，写出景物的特征。

二、借助解读富有感情色彩的关键词或关键句，理解蕴含句
中的美好情感。借助想象读懂文中的诗情画意的具体体现。

三、课前预习，课堂自主合作探究问题，教师点拨，课后阅
读四季写景文。

【教学安排】两教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第一教时

【教学要点】

一、检查预习作业：

1、学生诵读，能读出重音和勾连。

2、出示抄写本，备查。检查关注学生的书写和标音。教师点
拨字形、字音和字意如何辨认并识记。

二、作者简介（略）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检查预习作业：

1、学生诵读，能读出重音和勾连。

2、出示抄写本，备查。检查时关注学生的书写和标音。教师
点拨字形、字音和字意如何辨认并识记。

3、从文中找出运用比拟的句子，并说说它们对写景和抒情起
到怎样的作用。（教读过程中回答）

二、作者简介（略）

三、解读课文

1、诵读全文，注意读出重音和勾连。（完成积累拓展四）

2、课文主要写了哪几种景物，反映了济南的冬天什么特点？
（完成思考探究一）

3、文中运用比拟等多种修辞手法，对描写景物和表达作者思
想感情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4、“理想的境界”蕴含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说冬天的济南
是理想的境界。（完成思考探究二）

5、借鉴课文写家乡冬天的景物，不少于200字。（完成积累
拓展五）

四、布置作业

1、完成校本作业

2、阅读辅助资料

3、预习新课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五

知识与技能：有感情的朗读；对歌词会作简单的赏析；了解
与课文相关的部分知识。

过程与方法：能通过听音乐、读歌词把握感情基调；敢于发
表自己的看法和与他人交流。

情感与态度：激发学生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
振兴中华民族的豪情。

有感情的朗读。

一、情景导入

播放《黄河颂》音乐片，学生谈自己的视听印象。

二、朗读课文

1、了解《黄河颂》的创作背景以及《黄河大合唱》的其他乐
章。

2、结合视听感受和背景读课文，体会怎样把这首诗读好。
（师生交流）

3、教师提出朗读的参考意见，范读课文。

4、学生再体会，自由朗读；指名读，师生共同评价；齐读。

三、赏析质疑

1、学生自学、小组交流：文章那些地方值得欣赏，为什么；
哪些地方不懂，提出自己的疑问。小组长将组内有价值的赏
析推荐到全班交流，将小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交全班讨论。



2、学生讨论充分后，教师补充发表看法。（如先“望”
后“颂”，情由景生；如“啊！黄河！”三次反复的作用；
对比喻的理解；文章大气豪迈的风格等）

3、再齐读课文。

四、类文欣赏

欣赏配乐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

五、拓展积累

1、唱《黄河颂》。

2、欣赏《黄河大合唱》的其他乐章。

3、欣赏《长江之歌》，摘录歌词，并写一篇赏析文字。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六

1．在朗读的基础上理解文意。

2．引导学生从文字中感受三峡优美风光。

引导学生寻找三峡景物特点，并扩充景物画面。

：一课时

（一）导入

同学们，有一个地方被多次地写入到唐诗宋词中，它承载了
中华几千年厚重的文化情怀。这个地方就是长江三峡。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郦道元的《三峡》，从文字中领略三峡的
独特风景。



（二）识文

1、请同学们结合书下注释自由朗读课文，不懂的字音举手问
老师。

2、一个一个地读，其他同学听字音是否正确，全班齐读，要
求读准字音。

3、再次结合注释看课文，勾画重点字词，不懂的举手问老师。

4、全班齐读，要求理解文意。

（三）寻景

1、教师背读课文，请同学在听的过程中默读全文，寻找文中
三峡之景。

2、文章哪句话写到了三峡的山水风光？这景物带给你怎样的
感受？（引导学生从句子里找答案）教师点评学生回答。

3、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这句话？请同学示范。

4、带领全班采用师生互答的方式齐读课文，再次体会三峡景
物的特点。

（四）绘峡

1、请同学们用优美的语言，将文中最喜欢的句子扩写成一段
散文式的语言。

2、教师点评并展示。

3、总结本课所学，若还有时间就让学生在配乐声中带着对景
物的感受齐读课文。



（五）作业

背诵全文。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七

1.通过知识回顾、样例分析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完整、
清楚的方法。

2.通过写作练习、交流总结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
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教学重点：

1.通过知识回顾、样例分析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完整、
清楚的方法。

2.通过写作练习、交流总结等方式，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
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教学难点：

掌握将事件叙述得生动具体的方法，写好事情的经过。

本课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启发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并
与直观形象的多媒体结合，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1.本节课会运用任务驱动的方式，讲练结合，帮助学生掌握
将事件叙述清楚明白、生动具体的方法。

2.写作部分相对独立，又要与阅读教学相互配合，本课充分
利用课内、外教学资源，所选材料立足教材及课外名著，促
进阅读与写作的结合。



3.写作素材为电视剧《西游记》中剧情，一方面学生较为熟
悉，方便写作;另一方面，写作内容有意思，能激发他们的写
作兴趣。

4.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自主思考、写作、交
流，教师适当点拨，授之以法。

(一)设计活动，话语导入

同学们，你们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吗?这节课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将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
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用文字呈现出来。

【设计意图】明确本课学习目标，创设情境，设计活动，引
入新课。

(二)观看剧情，列情节思路

1.学生观看86版电视剧《西游记》第3集中孙悟空被派看守蟠
桃园，偷吃仙桃的情节(时长：5分33秒)。看完后，请同学们
先列出写作的情节思路。

注：

本集主要内容为“大圣闹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之命前往
花果山招安孙悟空，封他作齐天大圣。玉帝担心孙悟空闲游
生事，便派他看守蟠桃园。王母娘娘蟠桃会没有邀请孙悟空，
惹怒了他。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天兵天将与之展开激战，但
无法降伏他。最后太上老君将悟空带回，投入八卦炉中，用
三味真火烧炼。不料猴王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盛怒之下，打
上灵霄宝殿。

学生观看的视频是截取的本集中一个较完整的情节：玉帝被
告知孙悟空整日闲游，与众仙称兄道弟，怕他惹是生非，便



派他去看守蟠桃园(时长：33秒);入园后，土地神为孙悟空介
绍仙桃的神奇功效(时长：3分13秒);孙悟空忍不住偷吃仙
桃(时长：2分05秒);吃完仙桃悟空变成一个仙桃睡去(时
长：17秒)。

【设计意图】确定写作的情节思路，将事件讲完整，将经过
讲清楚。

2.通过展示、交流，发现所呈现的问题。

3.通过回顾六要素知识，及分析《散步》情节作为样例，使
学生能列出理想的情节思路。

(1)知识回顾。

我们在记叙事件时，最基本的一点是把事情讲清楚，这就要
求下笔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并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来。

写清楚是记事的基本要求，一般要写出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

首先，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时空内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发生的事情，其意义和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往往
有交代的必要;其次，事件的“起因”(事件是怎样引起的)如
不交代清楚，就会令人产生疑惑，不明就里;再者，“经过”
是事件的主体，是叙述的重心，要重点写，写详细些;最
后，“结果”是事件自然而然的收束，没有它整个故事就是
不完整的。当然，贯穿故事过程的主人公必不可少。

(2)分析课文样例。

《散步》情节

4.再次列出情节思路。



学生再次列出故事的情节思路，并互相交流、完善。

教师预设：

(其中有些还可细分，如：偷吃仙桃时，孙悟空先在树下摘吃，
后来又脱掉冠服跳上树吃。)

5.教师小结：我们在记事时，为了它的完整性，就要思考事
件的要素。同时，也要想想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主要阶段，并
将这些材料按一定顺序组织起来，这样，我们的叙事才能清
楚明白。

【设计意图】通过两种方式提示学生记事要以清楚、明白为
基础，并为写作任务搭起框架，绘出“主干”。

6.完成写作：请同学们依据所列情节思路，完成故事的写作。

(三)探究方法，实现“具体、生动”

1.通过交流、展示，发现学生写作中出现的叙事过于概括，
难以吸引读者的问题。指出：叙事过程中，仅仅是能够把事
情讲明白还远远不够，如果想让故事吸引人，使人爱读，则
需要展开重要情节，详述事情经过。

2.探讨方法。

预设：为事件的主干“添枝加叶”：将桃的样子、悟空垂涎
欲滴的样子、偷桃时的不安心理、吃桃时的贪婪模样等细节，
做细致刻画。要多角度全方位关注所写对象的信息：颜色、
姿态、质地、容貌、神情、服饰、地点、种类等，一定程度
而言，我们传递的信息越丰富，表达就越具体。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己寻找方法，初步做到具体生动。

3.修改作品。



请同学们再次观看一遍视频，然后，对所写作品加以修改，
使之生动、具体。写完后请同学们互相交流探讨。

【设计意图】运用方法，加以实践。

4.总结方法。

教师巡视，查看同学们的写作情况，将精彩的地方记录下来，
作为后面方法讲解的示例，并结合《西游记》原著中的精彩
细节描写来总结方法。

预设：(1)恰当的修饰语(如：“熟透了的”大桃;大圣“一个
翻身”跃上树)

(2)具体可感的词语(如：孙悟空“摘”下一个桃子，不如孙
悟空“拽”下一个桃子具体可感)

(3)修辞手法(如：原著中作者写到：“果压枝头垂锦弹，花
盈树上簇胭脂”，“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
皮”，“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这就用生动
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桃林之美、仙桃的诱人刻画得如
在目前。)

(4)侧面描写(如：“看着硕大的桃子，听着土地公公讲桃子
的神奇功效，孙悟空馋得要命”，不如“看着硕大的桃子，
听着土地公公讲桃子的神奇功效，孙悟空两眼放光、口水直
流，手不自觉地直往桃子上伸。”后一句从侧面呈现出孙悟
空馋的模样，生动具体。)

【设计意图】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并加以实践的基础上，
补充方法，让学生进一步做到叙事生动、具体。

(四)课堂总结



初一阶段，我们要培养自己记事的能力，今天我们通过完成
写作任务，主要学习了两点：首先要做到叙事完整、条理清
晰、讲述明白。第二，在叙事过程中要做到具体生动、引人
入胜。希望同学们将今天所学内化为能力，运用到今后的写
作中去。

(五)布置作业

1.用本课所总结的方法将自己的课堂习作做出修改，使之完
善，并完成故事的写作。(注意：叙述完整清楚、条理清晰、
具体生动。字数：不少于500字)

2.做课本第二单元的写作实践练习一。

下面这段文字记事过于简单，读起来让人兴味索然，请你帮
作者“添枝加叶”，把它写得丰满、生动一些。

那天放学回家，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手受了伤，校服也磕破
了。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很心疼，嘱咐我
以后走路要小心。

3.在自己的观察笔记中选择一篇记事的文章加以修改，要求
同作业一。

(注：作业一必做，作业二和作业三可任选其一)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八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进一步培养文言语感。

2、掌握重点文言词汇，把握文章内容。



3、通过对狼和屠户的形象分析，把握课文主旨。

4、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要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

教学重难点：

掌握重点文言词汇，把握课文主旨。

教学流程：

一、故事导入

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吗？（生讲述）

你怎么评价故事里的蛇和农夫呢？

这节课我们将走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去认识两条狼和
一位屠户，看看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板书：狼）

二、检查预习

检查文中重要字音、字形。

三、理解课文内容

（一）学习一二段

请各位自由地大声朗读课文一二自然段，注意不仅要读通句
子，更要边读边想句子的意思。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并从
课文中找到相关依据。

出示幻灯片：1、屠户当天生意好不好？

2、两条狼是远远地跟着屠户吗？



3、从这两段来看，这两条狼贪婪吗？

（生大声自由读一二段，回答问题）

（二）学习第三段

师：看来同学们对一二段的内容掌握的很好，现在请自由地
大声朗读第三自然段，然后我会为你们翻译，其中穿插有几
处错误，需要你们找出错误并在文中找到依据。所以在朗读
的过程中，不仅要读通顺，更要边读边疏通段落内容。

（生自由大声诵读第三段，师出示第三段翻译，生指出）

（板书：遇---惧---御）

师：屠户遇到了狼，把担子里仅剩的骨头都扔给了饿狼，可
两狼之并驱如故，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屠户看见了一堆柴草
堆，奔过去拿出刀与狼眈眈相向。现在让我们分角色读一读
这三段，注意读出紧张的气氛。

（分两组分别读叙述狼和人的句子）

（三）学习第四段

师：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故事将如何发展呢？请仔细听老
师朗读第四段，听读完后老师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我
绘制了两幅杀狼图，图中有多处与情节不符，请仔细观察指
出错误并在文中找到依据。所以，仍然要提醒你们，边听读
边思考、梳理文段内容。

（仔细听师朗读第四段，找出图中的错误。）

（师提醒：在一二段我们说狼很贪婪，请问这段里面有没有
体现出狼的贪婪和狡诈？）



师：现在大家对整个故事情节比较熟悉了，让我们再次分角
色朗读这一部分，力求在朗读中再现当时的情景。

（分角色朗读第四段）

这部分讲的是屠户......（板书：杀狼）

（四）主旨探究

1、分析形象

（生评价屠户和狼的形象）（师点拨提示屠户的糊涂一
时——妥协，以及他的占据有利地势，抓住战斗时机，保持
高度的警惕，最终用智慧和勇敢战胜了贪婪狡猾的狼。）

2、学习第五段

狼是如此贪婪，狡猾，不过再狡猾的狼在人类的勇敢和智慧
面前也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我不禁要为屠户的勇敢和智慧拍
手叫好。难怪蒲松龄说（出示：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
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齐读。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
蒲松龄对狼的态度如何？（板书：笑狼）

3、探究主旨

面对邪恶势力，只要我们运用智慧勇敢斗争，邪恶必将会像
文中的狼一样顷刻两毙。让我们再次为屠户的勇敢和智慧喝
彩，也让我们再次对那些跳梁小丑般的狼们嘲讽一番，齐读
最后一段。

四、课堂小结

回顾重点文言词汇

五、课后作业



展开想象，把本文改写成一片白话文，注意环境、神态、动
作、心理描写。

六、板书设计

狼

遇----惧----御----杀----议

（画骨）智（画刀）

妥协慧斗争

初一语文窃读记教学视频篇九

单元教学目标：

一、能熟练朗读课文，了解文中介绍的一些科学知识。

二、能通过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在学习与生活中初步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

三、能指出文中运用主要的表达方式：记叙和描写相结合，
议论和说明，并能说说它们在文中的作用。

四、能写简单的说明文——简单地介绍一个小制作。

五、组成合作小组展开采访、调查等实践活动，了解身边的
科技发明情况，举办一次口头新闻发布会。

六、查阅和搜集有关“狼”的资料，并进行小组合作，说说对
“狼”的认识，进而学会辨证地分析和看待问题。

单元课时安排：（共计14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1课时

《斜塔上的实验》2课时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1课时

《宇宙里有些什么》1课时

《梦溪笔谈》二则2课时

诵读欣赏《论语》八则1课时

写作3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1课时

《狼》专题2课时

教材分析：

本单元的主题词是“关注科学”。文学和科学是相通的。在
学语文中学科学，在学科学中学语文。在本单元中，我们可
以倾听科学家矢志探索的心律和足音，品味那石破天惊的创
造宣言和奇思妙想，领略到别样的情味与风光。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发展阶段，对自然界对科学充满
了好奇和幻想，学习本单元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因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斜塔上的实验》：这是一篇写伽利略生平的人物传记的节
选。叙事生动形象，文字比较浅显。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
自主阅读，提出疑问，也可以由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就文中
涉及的两个实验，可以设计“摆”的实验和斜塔上的实验的
课件，使教学形象化，视听化。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这是一篇议论文。全文紧紧
围绕“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这个论题，论述了怎样才
能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在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本文
论证结构的严密性，更主要的是要帮助学生确立科学思想、
树立创新意识。要注意指导学生弄清确立“事物的正确答案
不止一个”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性思想、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宇宙里有些什么》：这是一篇介绍宇宙的有关知识的科学
小品。宇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广漠神奇的世界。在教学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畅谈自己所了解的、所想象的宇宙，同时可
用多媒体展示有关宇宙的音像资料，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
的兴趣，引入课文的学习。

《梦溪笔谈》二则表现两篇古代科学成就的文言文，要指导
学生仔细阅读课文，利用工具书，了解课文大意。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了解本单元的学习内容；组建学习小组，制定活动方案。

学习步骤：

一、导入语：

在上一单元中，我们领略了四季的风光，品味了精致的语言。
在本单元中，我们可以倾听科学家矢志探索的心律和足音，
学习他们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二、教师出示本单元的学习任务。

三、了解单元大概内容。

教师引导学生浏览目录和课文。



四、学生活动：

说说自己阅读本单元的感受和最感兴趣的内容。

五、组建学习小组，制定活动方案。

1．通过采访、调查、网上查找资料等方式了解身边的科技发
明情况。

2．和自己有相同兴趣的同学组建合作小组，展开一次科技新
闻发布会。

第二课时：

《斜塔上的实验》（一）

学习目标：

1、学习伽利略不畏权威、勇于创新的精神。

2．整体感知课文，演示实验过程。

课前学习：在家准备文中所提到的两个实验。

教学步骤：

一、导入语：

学生介绍伽利略的`生平和在科学史上的贡献。教师可作补充，
指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是伽利略一生最自豪的实验。

二、创设情境：学生活动，做实验。

1、按文中所介绍的条件，学生上台模拟演示比萨斜塔上的实
验过程。



2、教师可以变换文中所介绍的条件，要求学生再做一个实验。

（如利用学生现有的学习用具做实验：一张纸和一本书）

要求学生观察实验结果。

三、学生讨论：

1、你认为伽利略的实验结论是否正确？

2、就上述的第二个实验的结果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假如当时伽利略用“鸡毛和铁球”做这个实验，结果会如
何？

四、教师展示实验过程：

1、可以设计斜塔上的实验的课件，使教学形象化、视听化。

2、和物理老师共同完成“毛钱管”实验。

五、学生说说观看实验后的体会。

六、文中还介绍了伽利略做的另一个实验——“摆”的实验，
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展示实验过程。

七、课后学习：

给伽利略写一段50字左右的评论。

第三课时：

《斜塔上的实验》（二）

学习目标：



1、能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2、能够展开合理想象，进行小组合作表演。

教学步骤：

一、学生交流对伽利略作的评语。

二、研读课文，创设问题情境：

2、课文最后一部分写观者队伍的盛大和观众的“兴高采烈”
有什么作用？

4、课文所写的两个发现，实际上就是知识创新，你能不能从
伽利略的事迹中总结出几条关于知识创新的经验，并用恰当
的语句表述出来。

（如：不轻易相信权威；要能大胆想象；勤于思考；不断实
验等）

三、学生畅谈：在你的生活和学习中有无大胆创新的例子？

四、学生活动：发挥想象力，小组合作表演。

表演内容：就文中第17、18小节，伽利略做实验前后观者的
表现的迥然不同，学生展开想象，表现出人物的动作、语言、
神态。

五、在此基础上，学生选择实验前或实验后的一个场景，运
用记叙和描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写一段200字左右的文章。

六、小组交流、评议、修改。

七、课后学习：



进一步修改课堂所写小作。

第四课时：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学习目标：能够通过一些思维训练，初步培养自己的创造精
神。

学习步骤：

一、创设情境：学生上台画常州“新世纪商城”的标志图
（也可以教师出示）。

师问：这幅标志图的含义是什么？答案越多越好。

二、学生讨论图标含义，由此导入新课“事物的正确答案不
止一个”。

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课文。

思考：文章向我们提出了哪几个问题？

（1、创造性思维有哪些必需的要求呢？）

（2、创造性思维是否任何人都具备呢？）

（3、是否存在富有创造力和缺乏创造力的区别呢？）

四、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讨论上述问题。

五、创设情境：进行思维训练。

1、说一说：



请学生看两个图形：圆形和三角形。

要求；展开想象，写一段话。

示例：“看到圆，我就想到了太阳；看到三角形，我就想到
了冰淇淋；圆与三角形的结合，使我想到了如果太阳一出来，
冰淇淋就化了。”

2、想一想：

10—1=？

（要求说出理由）

3、做一做：

3个回形针，一张卡通纸，可以做什么？

六、集体朗读最后一小节，。总结：怎样成为一个具有创造
力的人。

七、课后学习：完成练习册。

第五课时：

《宇宙里有些什么》

学习目标：

1、通过本文的学习，能说出宇宙的物质组成及特征，培养探
索宇宙奥秘、热爱

自然、热爱科学的兴趣。

2、能理清课文由近及远、由已知到未知的说明顺序。



3、能了解说明文中多种说明方法的作用并能在写作中运用这
些说明方法。

课前学习：让学生去图书馆或上网搜集有关宇宙的资料。

学习步骤：

一、根据搜集的资料，学生课上畅谈自己所知道的、所想象
的宇宙。

二、教师可用多媒体展示有关宇宙的音像资料。教师总结：
宇宙深邃而又辽阔，

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在闪烁的星星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

起来解读宇宙的秘密吧！

三、整体感知课文。创设问题情境。

1、宇宙里有些什么？

2、无数颗恒星怎样分布在辽阔的宇宙空间，这说明了什么？

3、恒星在宇宙中都处于什么状态呢？

三、创新阅读，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本文由近及远介绍了宇宙里有些什么，请同学们跳读课文，
按由远及近的顺

序对课文进行简要地说明。

四、品读本文的语言。可联系探究练习三。



五、品味阅读，在美的熏陶中升华感情。

回忆巴金的《繁星》，朗读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说说
学习本文，你感受

到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六、拓展延伸，培养创造性思维。

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宇宙的了解越来越多，越
来越具体，今天

人们已经在关心地球以外有没有生命存在。请你模仿课文的
某些写法，以“其他

星球中有生命存在吗”为题，写一段话阐述这一观点。

七、课后学习：阅读卞毓麟等著的《不知道的世界》。

第六课时：

《梦溪笔谈》二则（一）

学习目标：1、能熟练朗读课文。

2．能对照页下注释，利用工具书，翻译两篇文章。

课前学习：读准字音，初步疏通文意。

学习步骤：

一．导入新课：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许多伟人光辉的身影，其中就
有北宋时期著



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他撰写了一本标志中国科学史上
的里程碑《梦溪笔

谈》，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其中的两篇代表作品。

二．学生活动：自由朗读课文。

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全文。

三．在此基础上，全班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朗读比赛，评选
朗读优胜小组。

评选标准：1、能读准字音

2．朗读熟练

3．停顿自然

四．学生活动：利用页下注释和工具书，自己疏通文意，不
懂的地方作好记录。

五．小小组合作，解决在疏通文章时遇到的困惑，如小小组
不能解决，可由师生

共同讨论解答。

六．再读课文，尝试背诵。

八、课后学习：

a）能正确解释文中重要的字词。

b）熟练背诵全文。

c）积累有关我国古代科学、艺术等成就的材料，准备课上交



流。

第七课时：

《梦溪笔谈》二则（二）

学习目标：1、能运用联想和想象进行小组表演，丰富课文内
容。

2．课上交流收集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艺术成就的材料。

学习步骤：

一．检查上堂课学习效果。

二．《以虫治虫》反映的是农业生产上的生物防治。这种防
治方法就是利用某

些农作物害虫的天敌消灭虫害。

学生讨论：你还能想到生物防治方面的其它例子吗？

三．揣摩人物心理，展开丰富想象，小组合作表演。

表演情节：匠师密派其妻问塔动之因。

四．小组表演，师生共同点评。

四．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卓越，在世界史都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学生交流收集的展现我国古代科学、艺术等方面成就的材料。
（可以不拘形式）

九、课后学习：



整理交流的资料。出一期以此为专题的黑板报。

第八课时：

诵读欣赏：《论语》八则

学习目标：

1、能熟练背诵全文。

2．会理解文章大意。

3．掌握文中介绍的学习方法，并能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实

践中去。

课前学习：

1、了解孔子生平。

2．读准字音。

学习步骤：

一．学生利用收集的信息，介绍孔子其人及《论语》其书。

二．学生自由朗读。要求读准字音，停顿自然。

三．学生自己利用页下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意。不懂之处作
好记号，小组合作解疑。

四．《论语》八则主要讲的是学习的方法和态度，请学生任
选一条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谈谈自己的感受。

五．能谈谈除此之外古人谈学习的成语和名言警句。



六．课后学习：

积累文中的成语和名言警句。

第九、十、十一课时：

写作

学习目标：能写简单的说明文

写作（一）

一．任选一个熟悉的事物进行口头说明。

如：校园、教室、自己的卧室或书房、动物等。

二．师生共同点评（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点评）。

1．说明的顺序是否清晰

2．说明的语言是否准确、生动

3．说明的对象其特征是否明显

二．教师出示两篇说明同一事物的例文（一优一劣）。

学生根据上述条件再展开评论。从而理清说明文写作要领。

写作（二）

一．教师出示写作题目和写作要求。

1．简单说明一件小制作：尽量用比喻说出这个小制作的结构
和特点。



2．简单说明一件小工艺品。

二．学生写作。

三．学生自己修改文章。

写作（三）

一．教师出示评分标准。

二．以小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内的互改、评议、打分。并
推荐小组内优秀作品。

三．优秀作品全班交流，师生共同评议打分。

三．课后继续修改。

第十二课时：综合实践活动－模拟科技新闻发布会

一．活动目的：

1．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新闻知识。

2．培养学生通过各种渠道途径获取并筛选信息的能力。

二．活动前的准备：

1．教师介绍新闻的有关知识，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让学
生对此有所了解。

2．学生收集国内最新的科技成果。

3．做一次小实验。

4．如有自己的小发明、小创造，可以整理成文。



5．分工模拟会议主持人、专家、发布人、记者和听众。

三．活动过程：

1．小组筛选

在各自分头准备后，各小组先作交流，而后推选出两人到发
布会展示。

要求发布人写好新闻稿。

2．发布新闻

各发布人介绍科技信息，或发明人讲解、演示自己的成果。
其间，记

者、其他听众可提问，发布人简要作答。

3．“专家”评价

请与会“专家”就本次科技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价值、意义
作出评价，或者就其中某些成果的开发利用前景作出预测。

第十三课时：

《狼》（一）

学习目标：能引导学生辨正地看待事物。

课前学习：收集一些关于狼的词语、成语、谚语，谈谈有关
狼的故事。

学习步骤：

一．学生交流讨论有关狼的词语、成语、谚语。



二．由此总结：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狼的形象代表了什么？

（贪婪、凶残、狡猾）

三．阅读蒲松龄的《狼》。看到狼贪婪、凶残、狡猾的一面。

四．讨论：狼的形象是否仅限于此？

五．阅读毕淑敏的《母狼的智慧》。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狼善
良、智慧的一面。

六．学生讲述有关狼的故事。客观的评价狼，深入的认识狼。
同时教师也可讲

述几则有关狼的故事，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性。

第十四课时：

《狼》（二）

一、收集有关狼的资料，在课堂上展开一次辩论会。

辩题：是猎杀还是保护？

二、课后作业：任选一个角度，写一篇关于“狼”的小论文。

题目示例：

1．从成语等材料看对狼的认识的差异

2．谈谈狼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