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 人教版高一
语文教案(优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一

?荷塘月色》是一篇写景散文，也是一篇抒情散文，作者以朴
素、典雅、充满诗意的语言将描写荷塘与描写月色巧妙地结
合起来，突出优雅、朦胧、幽静的物境之美，在写景中抒发
出淡淡的忧愁和淡淡的喜悦之情。学生是容易入景的，但入
情即难，而且对语言和景物层次的精妙之处难以感悟，因此
在教学时先详细叙说文章写作的时代形势和作者的复杂心境，
让学生通过联想产生历史的想象，再紧扣作者情感的变化揣
摩语言的运用和意境的美。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二

教学目的

1.领会本文骈散兼行，音韵流畅的艺术风格。

2.理解本文详略适宜的写作特点。

3.体会本篇的铺排手法和代古讽今的作用，以及丰富的想象
和奇特的夸张。

4.理解并归纳“一、爱、取、族、焉、而、天”等词语的用
法。



5.背诵全文。

教学重点及难点

1.明确运用想象，夸张等多种手法具体描写阿房宫这一艺术
形象，描写为议论蓄势，议论使描写加强了深度的写作特色。

2.理解文章内容并背诵全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秦代时，秦始皇嫌都城咸阳人多，原来的宫廷狭小，就在谓
南营造新宫，面积庞大，隔离天日，到秦之都没有完工。直
到项羽带兵攻入咸阳，一把火将它烧毁，据说大火足足烧了
三个月不灭。这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现在只剩下夯工和台基，
它就是阿房宫。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杜牧的《阿房宫
赋》。

二、解题

1.文体

“赋”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中间
的一种体裁。《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
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是赋的内容;铺采摛文，指铺
的手法。

赋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描写事物时注重铺陈和夸
张;结尾多发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

赋体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多个



阶段。本文属于文赋。

2.背景

本文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此时的唐王朝已是大
厦将倾，风雨飘摇。唐敬宗李湛年少即位，好游猎，务声色，
大兴土木，不理朝政。杜牧此文意在借古讽今，通过描写阿
房宫的兴建及毁灭，总结秦王朝骄奢遥逸终政亡国的历史教
训，从而向唐朝统治者发出警告，希望唐朝统治者引以为戒，
不要重蹈覆辙。

三、整体把握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读，熟悉课文。

3.学生对照书下注释疏通例文，划出疑难。

四、指导学生自读1、2段

(一)第1段：

1.第一层：“六五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写了阿
房宫的背景。

重点词：

兀：形——动，被砍光。

一：名——动，统一。

学生背诵。

2.第二层：覆压三百余里。



写阿房宫的面积。

学生背诵。

3.第三层：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
溶，流入宫墙。写规模气势。

重点词;北构而西折：北、西名——状

直走咸阳：趋向。

学生背诵。

4.第四层;五步一楼……矗不知其几千万落。

写阿房宫的楼阁廊檐。

重点词：

钩心斗争：古今异义。

蜂房水涡：蜂房，水涡，名——状，像蜂房，像水涡。

学生背诵。

5.第五层：长桥卧波……不知西东。

写长桥复道。

重点词：

未云何龙：云、龙、名——动，出现之出现龙。

不霁何虹：虹名——动，出现彩虹。



学生背诵。

6.第六层：歌台暖响……而气候不齐。

写歌台和舞榭。

重点词：

气候：环境气氛。

学生背诵。

总结：本段从阿房宫的兴建背景，面积，规模，楼阁廊檐，
宫内的长桥复道，歌台舞榭等方面描写了阿房宫规模的壮丽。

(二)第2段

1.第1层：妃嫔媵嫱……为秦宫人。

写宫人的来历。

重点词：

辇名——历乘车。

学生背诵。

2.第二层：明星荧荧……焚椒兰也。

写宫女众多。

重点词：

绿云：绿即青，不用青，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



梳晓鬟也：晓梳鬟也。

学生背诵。

3.第三层：雷霆飞惊……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写宫人的命运。

重点词：

缦之：长久地。

而望幸焉：宠幸。

学生背诵。

4.第四层：燕赵之收藏……亦不其惜。

写宫内奢侈的生活。

重点词：

鼎铛玉石，金块缕砾：把宝鼎当作铁锅，把宝石当作石头，
把金子当作土块，把珍珠当作瓦砾。

学生背诵。

总结：本段从宫人的情况和宫人的生活来写阿房宫内奢侈的
生活。

五、布置作业

1.背诵1、2段。

2.预习3、4段。



第二课时

一、检查背诵

二、指导学生自读三、四段

1.重点词：

(1)秦爱纷奢：豪华

(2)直栏横槛：栏杆

(3)可怜焦土：可怜，可惜;焦土：名——动。变成焦土。

(4)族：灭族

(5)后人哀之而不鉴之：鉴，动——意动，以……为鉴。

2.段落大意：

第3段：写秦始皇的荒淫导致秦国灭亡。

第4段：总结历史教训，希望当世统治者引以为戒。

3.总结：

第3段用“嗟乎”紧承上两段的铺陈，转入对秦之历史教训的
议论，并领起后文一叹再叹的笔调。使用了六组“使……多
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揭露了秦王朝的奢侈给人民带
来的深重灾难。最后写民众的反抗，迅猛异常，摧枯拉朽。

第4段讽劝后人引以为戒，是前一段的扩展。作者连续慨叹，
情不自禁，“呜呼”之后提出论点，阐明兴亡自取的道
理;“嗟夫”以下申述论据，指出爱民与长治久安的息息相关。
最后用“后人”，委婉提醒唐朝统治者不要重蹈秦亡的覆辙。



三、借古讽今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借古讽今，借回领历史来向当地统治者进
行讽喻，希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提醒唐敬宗不要为自己享
乐而劳民伤财，最终落得亡秦的下场。

四、布置作业

1.背诵3、4段。

2.完成练习二、三、四。

附：板书设计

杜牧

一、解题：

1.赋

2.背景

二、分析

第1、2段：铺陈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三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新的一个学期又开始了，为了更好的
完成高一下册语文的教育教学工作，于是我制定了如下本学
期的教学工作计划：

一、学生情况分析：

本学期担任高一(1)班、高一(2)班两个班的语文任课教师。



一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从上课状态来说，理科1班男生多，
课堂气氛较好，但大部分学生并未真正跟着老师的学习步伐。
文科8班课堂气氛较差，学生思维不活跃，部分学生学习态度
不端正。总体来说，两个班的学生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不够，
学习习惯仍未完全养成，有些学生语文基础较薄弱，仍不会
或不愿预习，课堂上听、记不能协调，不会主动记笔记;大多
数学生虽能大致掌握教材内容，但整合、梳理能力欠缺，迁
移能力不够。另外，较少一部分学生在语文学习上缺少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依然停留在全盘接
受教师灌输的观念上，在认识和方法上只注重死记硬背，很
少深入理解分析。

二、教材分析

人教版必修三、必修四

必修三和必修四兼顾了文体和人为内涵。每册由四个单元组
成，学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必修三分别是：小说、唐诗、
古代议论文、说明文，形象性、思辨性和应用性兼顾。必修
四分别是戏曲、宋词、杂文、古代人物传记。小说和戏曲单
元不仅要让学生体会感悟中外名家的精妙之处，，还要让学
生把握这类文体额三要素——人物、情节、坏境，来把握人
物的性格特点。唐诗和宋词要求学生除了要加强背诵，更要
学会对古代诗歌的鉴赏方法。古代一文论和杂文结合本学期
的作文训练——议论文，应用文主要培养学生阅读说明文的
方法，激发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探索兴趣。人物传记单元是
高中文言文学习的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文言实词和文
言虚词、句式。

另外，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指导下的课外
阅读是培养自学能力的极好方法。所以，教师还要注意对学
生课外自读的指导和平时的积累。通过课内外的结合，使学
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握学习方法，养成自学习惯。



三、教学措施

1、重视议论文的写作教学，从周末的“七行本”作业中让学
生积累议论文的论据素材。

2.教学以精读课文为范文，以点带面，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
阅读方法和技巧。同时加强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结合，读
写结合，学以致用，语言学习的成效主要还是从能否准确、
流畅地运用母语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观点。

3.重视文言知识的积累，在熟读背诵的基础上把握文言实词、
虚词、句式、用法的相关知识和使用方法。

4.转变作业检查和辅导的重点，周末主要以积累作业为主，
每周一检查并评价。平时兼以练笔和背诵默写为主。平时的
练习册的作业以简单的预习和课内的加强和巩固为主，课外
阅读和语言表达的拓展题主要在晚自习完成并当堂讲解，提
高作业的质量。

5.课堂上鼓励学生思考，运用多媒体、讲故事等方式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培养学生阅读自学、积累的好习
惯。

6.每周坚持给学生印发一些与本周教学紧密相联的课外拓展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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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四

一、简介《国语》

?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没有定论，相传它和《左传》都是
出于左丘明之手。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
程，最初是左丘明传诵，然后是时人传习，最后经列国之瞽
史改编。润色而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初年。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共二十一卷，分《周语》《鲁
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
八部分，记叙由西周穆王二年起到东周贞定五十六年共538年
各国内政外交等事件，全书似乎是编辑各国旧存的史料而成，
采择有多有少，以《周语》的记载最祥备，其余各国所记，
都是侧重在某几个人物和事件上，由于《国语》在内容上比
较接近《左传》，又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所以《国语》又有
《春秋外传》之称。

?国语》的文字质朴简练，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但也是
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二、齐读课文两遍，正字正音。

三、请同学默读第一段，读后质疑。

师点拔“谤”“堪”“以”“道路以目”

四、齐读第二段。师生共同讨论。



1、请三位同学分别口译三层意思。

2、请其他同学纠正。

3、师点拔“障壅诀导”;讲解“瞽、史、师、螋、朦”

(师箴：教参与课本对“师”的解释不同)

辩析“亲戚”一词古今的异义

五、齐读最后一段，注意“流”字一词多义

六、布置作业：

完成课后练习一和练习二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五

1、师渡:是啊，老人的心里归牵挂的还是海鸥，海鸥们对老
人也是依依不舍，我想，他们一定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向彼
此倾诉，让我们一起来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想象写话：

2、生写，交流。

［设计意图］此环节的设计，意在引导学生在理解、感悟、
积累和运用语言文字过程中，渗透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体会
情感和人文价值，使语文课堂的“语文味”更浓些。引导学
生超越文本，升华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进一步深入理解
课文主旨，引导学生从课文中体会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的
情意，让学生读懂作品，领悟真谛，通过超越文本的读书让
学生变得智慧、变得美丽。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六

教学目标：

1、了解鲁迅先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

2、明确鲁迅先生为何要创作《呐喊》。

3、体会鲁迅先生思想脉络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设想

1.本文内容精深，理解有一定难度，教学时应突出重点，扣住
“好梦”的具体内容，领会作者思想发展过程。

2.教师指导自读应注意点拨，抓住实质性问题深入思考。

3.参阅鲁迅《自叙传略》，并在一教时内完成自读设计题。

教学步骤：

导入

同学们，提起鲁迅先生，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同学们在初
中时学过他的哪些小说?(《故乡》、《故乡》、《孔乙己》
等)大家知道这些小说选自哪一部小说集吗?(《呐喊》)《呐
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共收集短篇小说14
篇。1922年12月，鲁迅为自己的这个集子写了序，这就是我
们今天要学的〈〈〈呐喊〉自序〉〉。(板书)

鲁迅生平(照片)

1、 照片简介

2、 鲁迅年表



年 份 ::::事 件::::

1881 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

1893 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重病，家产中落。

1898 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902 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1906 与朱女士结婚，复赴日本，中止学医，研究文艺。

1909 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8~1936 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创作
源源不断。

1936 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于上海病逝。

课文解读(多媒体运用)

教师：无论是伟大的领袖还是平凡的百姓都有自己的梦想,那
么, 同学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有)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鲁迅的一首诗---《梦》。

1、鲁迅的《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梦》

说明：这里的“梦”是指一种憧憬、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在
“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各种各样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
“梦”。但这一个又一个的“梦”不是“黑如墨”，就
是“墨一般黑”，没有什么不同。身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
见，就象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身热头痛，快要被闷
死了。鲁迅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呢?鲁迅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梦
呢?好,下面我们来看鲁迅的好梦.

2、鲁迅的好梦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
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
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
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
分，到现在便成了《 呐喊》的来由。

(1)“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这里的梦有哪
些?

——洋务救国梦;学医救国梦;文艺救国梦。

(2)鲁迅曾经学过医，凭着鲁迅的聪慧与勤奋完全有可能成为
一个名医，可鲁迅为什么最终弃医从文了?(《滕野先生》：
看录象，)那当初又为什么去学文呢?(救治象他父亲那样的
人;日本明知维新促进了日本的发展)

(3)大家知道，梦想总是美好的，但如果你们的梦想在突然间
都破灭了，那么此时你的内心感觉如何呢?(痛苦、失望、寂



寞)

当然，我们的鲁迅先生也不例外，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
范大学的演讲中就曾说道：“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走。
”

3、鲁迅的寂寞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独叫喊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
应…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
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
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维新不成，学医不就，治文不遂，三大美梦的无情破灭，使
鲁迅空有一腔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陷入了无边的寂寞之中。

(1)、说说鲁迅在这里的寂寞具体是指什么?

鲁迅先生所说的寂寞是指奋斗者苦于找不到变革现实的途径
而产生的愤懑与彷徨，是战士们在精神上的孤独。

(2)、青年学生应如何对待自己人生旅途中可能存在的寂寞?

寂寞不是鲁迅的“专利”，古来圣贤皆寂寞。爱国诗人屈原有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寂寞，亡国之
君李煜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寂寞，
即便是豪放的李白，也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寂
寞。可以说，没有寂寞，李白成不了“诗仙”，李煜当不
是“词帝”，屈原留不下名传千古的《离骚》，鲁迅也写不
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由此可见，寂寞别具一番魅力，它可以教会我们正确认识自
我，调整自我，实现自我，最终超越自我。作为跨世纪的一



代青年学生，大家应该直面而不是回避寂寞，应该战胜寂寞
而不是被寂寞打败。

(3)鲁迅是怎样面对他的寂寞的?一蹶不振?还是?好，我们来
看他的两首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
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
冬夏与春秋。 《自嘲》

4、鲁迅的呐喊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
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
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
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

寂寞并非消极，鲁迅在美梦破灭之后，救国救民的志向并没
有泯灭，他坚信“希望在于将来”。

(1)、首先大家如何理解这段话中的“铁屋子”、“熟睡的人
们”、“大嚷起来”?

“铁屋子”用来比喻黑暗的、禁锢得极为严密的旧中国。

“熟睡的人们”用来比喻愚昧、麻木的国民。

“大嚷起来”用来比喻为唤醒广大民众而发出的“呐喊”。



(2)鲁迅看到了希望吗，如何理解这里的希望?

我们可以结合《故乡》里最后几句话来理解这种“希望”。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通过以上关于鲁迅先生好梦、寂寞、呐喊经历的分析，我们
不难发现，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一直都没有变，用他的《自题
小像》中的一句话可以鲜明地体现作者的思想：“我以我血
荐轩辕.”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七

以《深圳市普通中学高一年级语文学科调研考试说明》为指
导，以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和学部、语文教研组、高一备课组
的具体要求为行动指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注重积累，夯实基础，拓展思维，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能
力，扎实、稳步地推进高一语文新课程的实施。

（一）学情：

1、本学期本人带高一（1）班和高一（7）班，两班学生学习
基础相对较好，学习自觉性较强。

2、有少数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欠佳，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不
够，方法不当，阅读面狭窄，阅读量少，未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二）针对性策略：

1、语文教学以基础为主，稳扎稳打，适当拓展，不宜贪多求
快。



2、紧密联系考纲，适量地补充教学内容，注重迁移和拓展。

3、有针对性地进行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规范答题训练。

4、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努力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各种
良好习惯。鼓励学生大量阅读、积累，勤于写作。

（一）教情：

本人在内地高中连续带过三届毕业班，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
能力，对广东的高中教育也有一定的认识，但还需更深入地
吃透考纲、熟悉教材和高考情况。

（二）针对性策略：

1、积极虚心向老教师求教，多参加听、评课活动，融入集体
备课，精诚团结，提高自己。

2、努力整合教材，力争驾驭教材，做到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3、认真学习教纲、考纲，将教学和考纲要求相联系。

四、

1、以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根
本目标。

2、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写作
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3、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以及审美情趣的教育，提高文化品
位，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
究能力，为终身学习和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3、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



4、按时完成粤教版语文教材必修一和必修二的教学。

1、粤教版语文教材必修三和必修四

2、名著导学：《红楼梦》、《复活》

3、学校、学部和教研组、备课组布置的教学任务

根据新课程标准及本校实际情况安排：高一语文每周平均8节
（必修），全学期总时数120节。

第一周到第七周完成必修三，第十周期中考试，第八周到第
十四周完成必修四，第十五周开始期末复习，第二十周期末
考试。

按高一备课组制定的教学进度开展教学。

1、“文以载道”，把教学与育人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文本
熏陶学生，陶冶他们的情操。

2、学习新大纲，钻研新教材，探索新教法，提高备课质量，
体现知识和能力要求，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和优势，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系统地讲解相关基础知识，并通过相关训练
加以落实。

3、加强对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加强常规工作的落实和
检查，并有阶段性检查小结和整改措施。强化语文知识的积
累，督促学生多摘抄、多写读书笔记、多练笔并检查落实。

4、以“阅读”和“写作”教学为抓手，带动其它方面的教学
工作。作文教学：本学期主要训练记叙文，形成系列，穿插
在单元教学中进行。

5、运用各种方法，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拓展学
生语文学习空间，增加课外阅读量，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沪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篇八

粤教版

新编教材以实现不同能力层级目标而划分单元，根据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三个维度编排，注重语文素
养的整体提高。因此，使用教材时要注意教学单元的整体性、
能力性以及读写结合的系统性，还应注意阅读与写作、口语
交际的交替教学。

本着大纲“加强综合，突出重点，注意语言的感悟、积累和
运用，加强技能的培训，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
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正确把握语文教学特点，不断提
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重视积累、感悟、
熏陶和培养语感，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积极倡
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加强文言文阅读，夯实基
础，强化写作指导，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同时注意培养审美
情趣，思维品质和文化品位，发展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引
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2、加强探究性阅读教学和创造性作文教学的实践和总结，努
力研究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加强教学理
论研究并付诸课堂实践。

3、教学以精读课文为范文，以点带面，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
阅读方法和技巧。

4、注重诵读，培养语感，理解词句的着眼点在于更准确的把
握文义。

5、重视文言知识的积累，在熟读背诵的基础上把握文言实词、



虚词、句式、用法的相关知识和使用方法。

6、作业做到一课一练，及时反馈。

7、加强培优辅差工作，特别是对差生的辅导。

8、重视作文教学，努力提高语文学习的整体水平探求阅读与
写作的'关系，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重开发现实生活中的作
文资源。

9、安排二三次语文实践活动，锻炼学生采集、处理信息，综
合分析，表达交流，探究创新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促使
学生全面发展。

新编语文教材与传统语文教材有所不同，它以实现不同能力
层级目标而划分“单元”，着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与价值三个维度编排，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因此，
教师在使用新教材过程中，要注意教学单元的整体性、能力
性以及读写结合的“系统性”，还应注意“阅读”部分
与“写作、口语”部分的交替式(穿插)教学，避免单一的直
线式重复性教学。对必修一与必修二的教材处理是：

排序来进行。本期大作文要求写六篇，每两周一次大作文，
每一周要求学生写一篇周记。

同时每两周依据“阅读交流”每个知识点的不同特点，带领
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和自然。同时，要继续组织学生课
前3分钟演讲，并在本期举行背书比赛、朗诵比赛、辩论比赛
等，加强学生演讲与朗读的能力，让学生听说读写素质得到
全面发展。

(2)“阅读鉴赏”单元教学与“梳理探究、名著导读”单元教
学交叉进行。为了避免教学的单一性，也为了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在每上完一个阅读单元后就进行“梳理探究”



或“名著导读”单元教学。这样，学生能够充分地利用教材
而不断地扩充知识和提高能力。

(3)“梳理探究”与“名著导读”采用课内课外相结合，以点
带面的形式进行。“梳理探究”与“名著导读”部分采用课
内课外相结合的原则，以课内为点，课外为面，辐射开来，
扩充教学内容及增强学生的知识积累，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如“梳理探究”部分，就会依据教材，教师与学生一起搜集
编写知识资料，依据教材进行整体上的分析和探究，并进行
总结归纳，形成文字材料，统一印刷，让学生课外进行阅读
与背诵。

如名著导读中的《论语》《巴黎圣母院》这些文学名著，主
要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统一让学生观看影视资料，并写出影评，
基本上不占用课堂时间。

(4)精讲“教读课”，指导“自读课”，逐步形成探究式能力
课型。

每个单元精讲1—2篇“教读课”，以“课”为例，举一反三，
侧重能力的全程培养，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努力改变
教师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以达“教，
为了不教”之目的。“自读课”必以学生自学为主，强调自
学课型的内在特点和学法指导，不可将“自读”与“教读”
两课型作简单化“一刀切”的办法处理。

(5)以单元小测验形式检验学生知识水平与能力。

(6)推荐课外阅读书籍，扩大学生阅读量，不断提高语文积累
和素质。

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学生的课外阅读，必须安排一定
的课时，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提出具体的阅读意见，做到



有计划、有措施、有效果，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或点评或
自读或检测或讲座或串讲……因材施教，因“校”制宜，将
课外阅读教学落实到实处。本期推荐课外阅读书籍篇目有
《高老头》《威尼期商人》《水浒传》《谈美》等中外名著
及美学论著。

1—2周：必修一一单元写人事汉字简介。

3—4周：必修一二单元写景《论语》导读。

5—6周：必修一三单元写人对联简介。

7—8周：必修一四单元写事新词语与流行文化简介。

9周：朗读比赛《大卫科波菲尔导读。》

10周：期中复习知识梳理期中考试。

11—12周：必修二一单元描写成语简介。13—14周：必修二
二单元抒情修辞简介。

15—16周：必修二三单元选取记叙角度《家》导读。17—18
周：必修二四单元虚构姓氏简介。19周：演讲《巴黎圣母院》
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