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篇一

教学目标：

1、体会景物描写中的感情。

2、学习由里到外、由山到水的写景顺序和生动准确的语言。

学习方法：朗读、交流讨论

课时计划：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阅读序幕

二、阅读主场

(一)学习小组集体利用工具书，消除文字障碍(正音、释词)，
熟悉课文内容。

(二)在学习小组内尝试朗读。

边朗读边议论：本文该怎样朗读?

在老师指导下提出朗读建议：语速要稍慢，语调要柔和，语
气要亲切，要读出喜爱的感情。



(三)听课文录音，按上面的要求进行朗读训练。

(四)合作学习课文。

1、学习第一段。引导学习小组就下面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分别与北平、伦敦、热带对比。说明济南是个宝地，突出它
冬天“温晴”的特点。“温晴”是贯穿全文的主线。

2、学习第二段。引导学习小组就下面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有山有水”/“晒”“睡”“醒”“小摇篮”“安静不
动”“低声”“含笑”

3、学习第三段。引导学习小组就下面问题进行交流，再在班
上发言。

“妙”/“小”/山上——山尖——山坡——山腰

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

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

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

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
肤。

那点薄雪好像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篇二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是老舍先生在
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时写成的。作者首先以自己的亲身感受，
通过对比突出济南冬天“温情”的特点。接着作者描写了济



南冬天的山景、水色。从阳光朗照下的小山，薄雪覆盖下的
山，到城外远山，对济南冬天的山景进行了描写。文章通过
生动而真切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的赞美之情。

1、正确认读本课要求会认的3个生字，掌握5个要求会书写的
生字。理解“响晴、温情、安适、贮蓄、澄清”等词语的意
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领会作者抓住主要景物的特征进行细致描绘以及情景交融
的写法。

1、体会文中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在写景中的作用，学习形
象生动的描写景物的方法。

2、采用配乐朗读、教师范读、学生齐读、自由读等多种形式
感知、感悟文章内容。

3、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拓展
学生的思维和想象。

1、体会作者对济南暖阳下的山水、古城、村庄所寄托的浓浓
爱意。

2、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引导他们培养审美能力。

·体会情景交融的境界是需要通过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感
受揣摩才能达成的。

·引导学生反复朗读，感悟作者抓住主要景物的特征进行细
致描绘的写法，体会文中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法的妙处。

多媒体课件。



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篇三

知识与能力：

1.带领学生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引导学生揣摩词句含义，品读文章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
方法在写景中的作用，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

3.培养学生在整体感悟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理清思路，了解
济南冬天的特点。

过程与方法：

1.导读导议。

2.学生小组合作探究，班级读、评、讲、议。

3.课文解读和情境营造结合。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对济南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激发自身对祖国自然景
色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品味揣摩语句。

2.理清思路，了解济南冬天的特点。

教学难点：



品读文章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在写景中的作用，提高
语言运用的能力。

三、教学策略

本课主要采用朗读法、赏读评议法、活动法等教学方法，此
外与多媒体结合，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1.学生对课文的感知是通过朗读来完成的。

2.自主学习，将自学中遇到的难词、难句摘下来质疑问难，
通过生生、师生之间的交流加以解决，教师在点拨时授以学
法指导。

3.在课文解读中设置好问题角度，激发学生多向思维。引导
鼓励学生大胆交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

4.让学生查找作者的一些经历、创作，加强对作者和作品的
理解。

四、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课件展示图片和板书标题、作者。

?设计意图】带着疑问学习课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感知学习

教师播放背景音乐读书，并设计相关问题：

1.师生同读：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多音字、形似字。



教师出示整理好的本课生字词和易读错的词语。

2.生生自读讨论：作者如何概括赞誉济南的，济南冬天的总
特征是什么？

3.分组讨论：围绕着总特点是如何安排文章结构的？

教师引导学生：说清楚文章结构脉络。

赞誉了“济南真得算个宝地”；最能概括济南冬天的气候特
点的词语是“温晴”。

第一部分（1段）总写济南冬天的天气特点。

第二部分（2～6段）具体描绘济南冬天的美景。

?设计意图】营造情境和引导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明确作者的
写作思路。好的诗文当以朗读为主，尤其是写景、抒情散文
的朗读，师生读，生生读，在朗读中让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朗读文本中理解、解决问题。

（三）内容探究

教师出示设计好的问题，引导小组内、班级内讨论。

1.文章开头，作者采用什么方法来突出济南冬天温晴的特点？

2.感知作者的情感，互相交流预习中查找到的资料。

3.第二部分具体抓住了济南冬天的哪些自然景象来描写，各
突出了什么特点。

师生共同总结如下：

1.把济南和北平、伦敦、热带地方进行了对比的方法：北平



的寒，济南的暖；伦敦的暗，济南的明；热带的热，济南的
温；抒发了作者对济南冬天的喜爱之情。

2.教师点拨：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戏剧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誉为人民艺术家。著
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
等，其中话剧《茶馆》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作者之所以用北平、伦敦、热带地方来对比，与他的生活经
历有密切关系。

老舍25岁以前生活在北京，某年去英国，生活了6年，回国途
中在新加坡生活了半年，所以领教过北京风、伦敦雾、热带
毒日头的厉害，一回国便到山东齐鲁大学任教，定居济南。
在济南温晴宜人的冬季里，老舍感到惊异陶醉，不仅发自肺
腑的抒情道：“济南真得算个宝地。”从中我们可以深深地
体会到：作文时一定要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要有真情实
感，这样才能感染人。

3.全文抓住了济南冬天“响晴”的特点，描写了济南的山、
水、城、雪等景物。

文章从自己感受的角度总写“响晴”特点，然后具体描绘了
济南暖冬的几个画面：阳光朗照下的山、薄雪覆盖下的山，
城外远山，济南冬天的水。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更清晰地把握文章的内容，抓住重点，
培养学生相互交流查找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
学会运用精练的词语来概括景物的特点。

（四）语言运用与品味

1.教师导入并设计问题，请学生展示朗读，带着同学们再品
析课文，思考问题。



语言是情感思想的载体。细细地品味语言，才能更好领会文
章的内容。要善于抓住关键句子，再细细体会句中词语的意
味。

（1）文中描绘了山、水、城、雪等多幅画图，你最喜欢哪一
幅？为什么？

（2）我认为（）是最精彩传神的词语或句子，它妙在（）。

2.教师在全班讨论的基础上总结。

（1）语言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生动贴切。

举例：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
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
准保暖和。”这个句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形象地写出
了济南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同时，将小山写得像慈母般温
存、可爱、慈善，生动而巧妙地突出了济南的冬天温晴的特
点；“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
山的肌肤。”以动写静，写出动人的形态；“那点薄雪好像
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把薄雪比喻成害羞的少女，
写出雪的情态。

重点分析：被风儿吹动；害了羞。

（2）词语选用上十分讲究。

举例：用“卧”字传神地写出了村庄和雪的情态，表达了一
种安适平静的气氛，与文章基调相调谐，有一字传神之效。
和前文“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
安适地睡着”相呼应。

?设计意图】



1.通过品味语言，培养阅读分析能力，了解品赏语言的角度。

2.通过评析语言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在思考和感悟文章的
过程中，品词析句，感情朗读，深刻领悟作者对济南冬天的
热爱。

（五）活动学习

教师布置围绕下列问题展开活动。（根据课堂实际选择合适
的活动）

1.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物，仿照自己喜欢的语句或段落，进行
仿写。

2.说说自己家乡冬天的特征，恰当地运用各种修辞方法。

3.《济南的冬天》在写法上与朱自清先生的《春》有些什么
相同的地方？你更喜欢哪一篇？说出理由。

?设计意图】实现课内外迁移，体现大语文教学观。实现能力
迁移和情感内化。

（六）布置作业

1.摘录比喻、拟人句，体会表达效果。

2.小写作《校园的冬天》，400字左右，恰当地使用修辞方法。

?设计意图】

1.让学生感受语言表达效果。

2.课堂知识的学以致用。



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篇四

(一)紧紧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来写，使全文基调一致，色彩
和谐。

(二)景物的层次，安排得当，使眼前景物纷至沓来，而又井
然有序。

(三)取景远近大细各得其宜，使景物或则尺幅百里，或则纤
毫毕现。

(四)写景映衬得法，使景物在互相映衬中形象更为鲜明。

(五)写景虚实手法同时并用，使景物形似神传。

(六)适当点题，使景物自身蕴含的意义更加显豁。

济南的冬天教案设计详案篇五

整体感知

1、读课文

2、提到冬天，你会有什么感觉？会想到些什么？

3、但是济南呢？“

4、那谁说说济南冬天最大的特点？

5、能说一下为什么会“温晴”吗？理由是什么？

与北平相比无风声，与伦敦相比无重雾，与热带相比无毒日

6、这是写作方法：对照比较法。



7、我想请个同学来读一读第一段，那位同学勇敢站起来呢？

师：很好，声音很洪亮。

生：山、雪、水

生：阳光、村庄。

生：还有“银边” “草色”

师：很好！这些词语色彩鲜明艳丽，修辞有吗？

生：比喻、拟人

生：“日本看护妇”， “露出肌肤”

师：在第3自然段，文章按怎样的顺序描写雪后的山景？

9、以前我告诉大家，写景的方法大家还记得有哪些？

生：从远到近

生：寓情于景

生：借景抒情，还有移步换景

生：“绿”就一个字。

生：视觉角度。

师：我们这个单元是有关于四季的文章，写景其实有很多共
同之处，例如，朱自清？

生：《春》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
开满了花赶趟儿。”



师：同学们分析的都很好。阳光也很有特色，老舍先生是结
合什么来写的？

生：山。

师：主要采用了什么方法呢？

生：比喻和拟人。

生：老师，我认为最重要是要抓住特点；二要运用修辞手法。

生：老师，我觉得一定要流露感情。

生：感官

师：非常好！方法要有，也不能少了寓情于景。有感情地朗
读你所喜欢的语段。

四、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