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语文八册第五单元教案(大
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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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练习背诵。

2、理解诗意，感悟村夜景物的特点和诗的意境，体会诗人情
感的变化。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理解诗意。

教学难点：

体会诗人的情感变化。

教学准备：

1、学生人手一份教学内容。

2、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30分钟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质疑。

1、由作者导入，你知道他写的哪些诗句?简介作者，揭题。

2、释题质疑。

二、初读诗句，整体感知

1、自读诗。带着上述问题自由读读这首诗，注意字音和停顿。
划出诗中描写的景物。

2、指名读诗，相机指导。

3、齐读诗。说说诗中写了哪些景物?

三、再读诗句，探究诗意诗情。

1、生自读诗。(回想学过的读懂古诗的方法，再参照大屏幕
上提示的学习方法读诗，看看你能读懂多少，在诗中批注，
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做上记号)

2、同桌讨论交流。

3、集体交流汇报。

(1)一、二句：

a、生交流诗意。

b、句中哪些字或词给你的感受最深呢?你能从中品出些什么
呢?引导学生抓住“苍苍”“ 切切”“绝”品析，相机指导
朗读，由景入情，感悟秋夜景物的特点，体会作者孤独寂寞
的情感。

c、音乐渲染，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这两句诗。



(2)三、四句：

a、这种孤独寂寞如何排遣?相机出示后两行诗，作者独自来到
前门，他看到了什么?

c、相机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月明荞麦花如雪”。

四、配乐诵读，深化感悟。

1、总结全文。

2、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诗。指名配乐读诗，读出作者情感的变
化。

2、全体诵读。

五、作业套餐：

1、背诵并默写《村夜》。

2、阅读白居易的其它诗词，体会诗人的情感。

3、选做：阅读朱淑真的《秋夜》，比较两首诗写法上的异同。

附板书设计：

村 夜

霜草 虫 (行人) 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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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3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
上，创设情境，演一演。

3.学习课文，使学生感悟到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
创造的。

教学重点：

1.认识3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创设情境，
演一演。

2.学习课文，树立环保意识，认识环境的重要。使学生感悟
到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3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学习课文，朗读感悟课文1——4自然段。

教学重点：



1.认识3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学习课文，朗读感悟课文1——4自然段。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指名复述22课的内容。

2.青蛙的泥塘到底卖出去没有呢?今天继续学习。

二、初读课文。

1.读课文，找出藏在文中的生字娃娃，借助生字表中的音节
多读几遍，把字音读准。如果还有不认识的字，做上记号，
可以问问老师和同学。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

(1)自由认读。

(2)请“小老师”来带读生字。

(3)出示生字卡片，学生齐读，打乱顺序分组读。

(4)去掉拼音，随机抽读。



3.记忆生字。

你记住了哪些字?是怎么记住的?(学生交流记字方法)

还没有记住的字，可以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继续识记。

4.再读课文，这次要把课文读得通顺、流利，标出自然段序
号。(6)

5.指名一个同学读课文，请他邀请几个小朋友与他合作读完
课文。

6.请读书的孩子上台来，台下的小朋友给他们提出“读”的
要求。(声音要响亮，不读错字，不添字掉字)。

7.读书的同学也给台下的小朋友提出听的要求(认真听，不说
话)。

8.读后评议：谁读得好?好在哪里?不足是什么?

三、学习课文1——4自然段。

1.再读课文，要求：读通顺、连贯，思考，有什么明白的。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2.学生质疑。

3.昨天野鸭告诉青蛙，泥塘里的水太少了，那么青蛙是怎么
做的?自由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想想青蛙是怎么引水的。

4.指名朗读，全班齐读。

5.小青蛙种了草，引来水，泥塘卖出去了吗?(板书)

小鸟说，这里缺点儿树。



蝴蝶说，这里缺点儿花。

小兔说，这里缺条路。

小猴说，这里应该盖所房子。

7.指名朗读第三自然段，全班齐读。拓展思维：小鸟为什么
说这里缺树?蝴蝶为什么说这里缺花?小兔为什么说则合理缺
路?小猴子为什么说这里缺房子?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8.小动物们提了这么多的建议，小青蛙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9.全班齐读第四自然段，补充板书，说说小青蛙是怎么做的。

10.小青蛙做了这么多，他的泥塘到底卖出去了没有?我们明
天接着学习。

四、学写生字。

1.观察，读记生字。

2.学生独自观察田字格中的字，看清楚字形，找出关键笔画。

3.范写“缺”。

4.学生临写，注意强调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

5.对比观察，品字。

要求学生写完后仔细端详，与田宇格中的字比较，有意识地
指导学生品味字的笔画美，结构美。

6.评析。

你的哪一个字写得?好在哪里?



五、作业设计。

熟读课文。

板书设计：

23.青蛙卖泥塘(下)

青蛙

老牛没有草种草

野鸭水太少引水

小鸟缺树栽树

蝴蝶缺花种花

小兔缺路修路

小猴缺房子盖房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3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创设情境，
演一演。

3.学习课文，使学生感悟到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
创造的。

教学重点：



1.复习巩固3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创设情境，
演一演。

2.学习课文，树立环保意识，认识环境的重要。使学生感悟
到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认读生字卡，交流认字方法。

2.字词游戏。

二、学习课文5、6自然段。

1.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下面吆喝起来了，自己试着读一
读青蛙这次是怎么吆喝的?

指名朗读第5段，其他的同学想一想：青蛙说这里多好啊!你
从哪些地方看出这儿多好，把这些句子画下来，自己读一读。

指名朗读，全班齐读。

2.看到现在的泥塘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是青蛙你会想些什



么?还卖吗?

3.指名读，齐读这一部分。

4.朗读全文。

5.思考课后习题二：青蛙为什么不再卖泥塘了?

6.学生发言，教师小结：

三、有感情朗读课文，演一演。

1.引导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贴图)。

2.有感情朗读课文。

3.小组分角色演一演，后上台表演。

四、扩展练习。

朗读课后习题三，指导感情朗读。

五、学写生字。

1.观察，读记生字。

2.学生独自观察田字格中的字，看清楚字形，找出关键笔画。

3.范写“修”。

4.学生临写，注意强调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

5.对比观察，品字。

要求学生写完后仔细端详，与田宇格中的字比较，有意识地



指导学生品味字的笔画美，结构美。

6.评析。

你的哪一个字写得?好在哪里?

六、作业设计。

1.熟读课文。

2.读课后习题三。

3.预习古诗。

板书设计：

23.青蛙卖泥塘(下)

这么好，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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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

知识目标

1、通读课文，结合课文注释积累本文中的生字词和优美语句。

2、查阅威尼斯的有关资料，了解威尼斯。

能力目标

欣赏课文优美的语言，学习并恰当使用修辞手法。

情感目标



了解威尼斯奇特、瑰丽的风光和文化艺术，感受威尼斯的美。

教学重、难点：

欣赏课文优美的语言，学习并恰当使用修辞手法。

教学方法：

品读欣赏。

教具准备：

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谈话导入新课，板书课题材，齐读课题。

2、读准字音，认识生字，把课文读通顺、读流畅。

3、整体感知课文，谈谈威尼斯这座城市留给你怎样的印象，
并提出不懂的问题。在学生自主阅读课文后，应给学生提供
充足的交流时间，交流各自的学习所得，质疑问难。

二、朗读、感受威尼斯的美

下面让我们跟从……同学的朗读，走进威尼斯，一起领略马
信德笔下的蓝蓝的威尼斯的美丽风光。

(举手点名朗读，要求其余学生边听边体会文章为我们展示了
威尼斯的哪些美丽风光)

1、朗读(配乐：萧邦小夜曲)



2、图片插入跟踪展示

三、讨论、体会威尼斯的美

文章向我们展示了威尼斯的哪些美丽风光?你最喜欢哪一处?
为什么?(有选择性的将学生所谈及的景观放映出来)

——水都美、建筑美、秋色美

——学生自由谈论，可结合所查阅到的有关威尼斯的资料进
行扩展。

师：威尼斯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文章通过精心的选材，
从

不同方位视角，用一副副色彩明快的画面，把威尼斯的迷人
风采——水都美、建筑美、秋色美展现出来，使人们如亲临
其境，陶醉其中，享受无穷。蓝天碧海、典雅繁华、和谐幸
福，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起构成了蓝蓝的威尼斯。

四、品味语言

美的威尼斯需要美的语言来描绘，课文中有许多比喻句，形
象生动地展现了威尼斯的水都美、建筑美和秋色美。请找出
这些比喻句，细细体会。(找出的同时，教师指点领会文章的
语言字词美，如“瑰宝”)

威尼斯如此的美——和谐、美丽、幸福，文章又以优美的语
言为它披上一件蓝蓝的云裳，更显其独特魅力，令人心驰神
往。(作者善于运用语言，我们的同学相比也不逊色……)

五、学习迁移

(同学们，蓝蓝的威尼斯美，我们的新海口美不美?我们有蓝
蓝的天、蓝蓝的海、洁白的沙滩、碧绿的揶树、新鲜的空气、



热情好客的市民，美丽和谐的建筑、以生态为指标的建设思
路……我们海口也是“蓝蓝”的)

(放映海口景观宣传图片)

活动：“ 请你当当小导游”

主题：《蓝蓝的海口》

要求：选择海口一处景观(图片)，以生动的语言并恰当运用
比

喻等修辞手法向“游客们”进行介绍。

工具：多媒体

六、回放海口景观，再次感受海口的美。

七、布置小练习。

水多 桥多 船多

板书设计：

威尼斯 圣·马可教堂 广场 风光独特

饮食文化-面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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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随诗句认识3个生字。

2.有感情的朗读古诗，努力读出诗的韵味，做到熟读成诵。



3.借助图大致了解诗的意思，体验诗的意境，积累情感。

教学重点：

1.随诗句认识3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学会积累诗词。

教学难点：

有感情的朗读古诗，努力读出诗的韵味，做到熟读成诵。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出示挂图)。

1.今天我们来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村夜》。板书课题，
指名朗读，全班齐读。

2.介绍诗人白居易。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每个字的字音。



(2)再读课文，边读边画出生字，并将生字读三遍。

(3)把课文连起来读一读，注意把句子读连贯。

(4)同桌互读课文。

2.检查自读。

(1)抽读生字卡(指名、开火车读、齐读)

(2)指名读课文，注意正音。

(3)教师示范读课文。

(4)齐读课文。

三、导读，初步理解诗意。

1.学习第一、二行。

(1)师范读。

(2)生自由读。说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3)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两行诗里描绘的景象。

(4)指名读、齐读。

2.学习第三、四行。

(1)指名读。

(2)生自由读。说说又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读懂?

(3)用自己的话说说挂图里描绘的景象。



3.分组读第三、四行诗。

4.指导朗读。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女生读。

(4)男生读。

(5)齐读。

四、指导背诵全诗。

(1)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试背。

(3)指名背。

(4)对不准确的地方教师进行指导。

(5)男女生背诵比赛。

(6)齐背。

五、作业设计。

背诵全诗。

板书设计：

村夜



白居易

霜草苍苍虫切切，

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门前望野田，

月明荞麦花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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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习步骤：

一、走近消息、通讯

1、每人从报纸上剪几篇消息、通讯

2、网上查找，了解新闻发展史及有关新闻知识(1课时)

3、运用新闻知识，分析自己的搜集材料(1课时)

4、课堂交流(老师指导)(1课时)

二、走进教材

1、整体浏览单元课文，各人选择其中一篇感兴趣的文章，体
会新闻、通讯语言生动、准确等特点，了解课文报导的重大
历史事件，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4课时)

2、单元语文活动--网上读写与交流，将自己从网上看到的新
闻，挑选一则你认为最有价值的，加以概括提炼和分析，
用e_mail发给同学、老师进行交流(2课时)

三、走进社会



1、学生自愿组成各个活动小组(7--8人)，到电台、电视台、
报社等地方参观新闻制作的整个流程。

2、我来当记者

(1)每小组拟订一个采访话题，分头进行采访，

如：常州外来民工子女教育情况--采访教育局长

常州教育发展前景--采访市长

学校教育主动发展构想--采访校长

等等。

(2)根据确定的话题，设计采访的问题

(3)分组采访

3、就采访的结果进行交流(2课时)

4、体验劳动(走上街头卖报)让学生体验到每份报纸中凝聚了
多少人的劳动

四、成果展示

1、每个小组编一张小报(1课时)

2、进入聊天室，把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与同学老师进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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