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上语文苏州园林 八年级语文上教
案人教版(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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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一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导入新课

作者简介

整体感知课文

分析课文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同学们，生活中吸引我们的常常是那些散发光芒的人物，领
导，富豪，明星等等，他们的出现往往招来羡慕和赞扬的目
光，其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凡普通的，他们有的在平
淡中咀嚼幸福，有的也许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如果我们
能够去关注这些平凡的人，那么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真
谛，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关注一个名叫“老王”的不幸
的人，看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钱中



书之妻。著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散文集，译作
《堂吉诃德》。

1、速读课文，思考：文中写了老王的哪些事情？概括出来。

2、前4段和后面部分分别表现老王的什么？

教师总结：老王的苦和善

1、老王的“苦”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2、老王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3、“苦”与“善”有什么关系？

（苦中有善，善中有苦。写老王的苦，恰能说明他善的可贵。
）

4、作者一家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5、这些琐碎的材料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作者与老王的交
往为线索）

6、文中哪个片段最能打动你？

（老王去世前给“我”送鸡蛋和油）

文章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往为线索，记叙了“我”与老
王之间的四件事，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我”和老王都是普
通的人，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尤其老王，在卑微的身份
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抄写词语，熟读课文倾听

交流资料

思考回答

思考回答

思考交流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教学过渡

分析8------16段

深入研讨

语言品位

拓展延伸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上一节课，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了文章，知道了文章记叙的
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交往的几个生活片断。也知道课文详写
的是第四件事：老王在临死前送鸡蛋和油给“我”。这节课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这一部分。

1、指名读。（注意读出感情）



（a、对老王的形神描写语句进行分析及“镶嵌”、“强
笑”“攥”“直僵僵”等主要字词的理解；b、体现作者感情的
字词）

1、善良老实的具有金子般心灵的老王就这么去了，在他生前
经常照顾他的杨絳有什么样的感受？（愧怍。）“我”对老
王挺好的，为什么我又觉得“愧怍”呢？（作者回想起来，
觉得当时对老王的关爱还不够，所以感到“愧怍”。可见在
作者的思想中，她真的是平等地对待老王，把他当作一个心
地善良、人格高尚的人去对待——无关乎职业，无关乎收入！
而“我”身处不幸，还能关心别人，体察别人，尽量帮助别
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精神的核
心是爱，爱使苍凉的人生有了温暖、光明的慰藉。）

2、“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的含
义应如何理解？（见教参）

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结合课后练习二进行）

在这个世界，人只有身份不同，谋生方式不同，但每个人的
人格是平等的，并且在一些普通人的身上，还有许多值得我
们学习的优秀品质。因此人只有幸运者和不幸者之分，而幸
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社会
需要爱，社会呼唤爱，我们要尽可能关心周围的人，特别是
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和处境艰难的人。我们应当用善良体察
善良，用爱心浇灌世界。

学生听读，并思考

小组交流

讨论回答

思考回答



结合自身经历回答

八、板书

职业——蹬三轮

苦生理缺陷-——一只眼与

居住条件——塌败小屋老老实厚道

王心地善良

带送冰，车费减半的知恩必报

善帮送医院，不要钱交

改装三轮车??

去世前送香油和鸡蛋

九、教学反思：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二

style="color:#125b86">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

1.理解游记的特点，理清文章的脉络。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感受各拉丹冬雪山的壮美，
感悟长江源头的神异不凡。

3.抓住关键句，品味文章的语言魅力，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

4.领会文章蕴含着的深刻意义——自然的伟力，民族精神的
源头。



第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观看纪录片《再说长江》第二集《重上江源》。“你从雪山
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听着这熟悉的旋律，令人浮想联
翩，歌词中的“雪山”就是长江的源头——各拉丹冬雪山，
它位于东经91度07分，北纬33度29分。现在请同学们结合观
看的纪录片，说一说各拉丹冬为什么会成为长江的源头呢。

今天我们学习马丽华的游记散文《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
揭开各拉丹冬神秘的面纱，感受雪域高原的壮美景色，体会
作者表达的细腻而丰富的情感。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整理内容，理清文章脉络

请同学通读全文，从文中找出关于时间推移、地点转换的词
语。

明确：“我”游览的是东南阳坡。从第3自然段“在各拉丹冬
以东几公里处有牛粪可捡的草坝子上”可知游览的是东南阳
坡。

2.本文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组织材料的?找出第一天游览中体现
这一顺序的词语。

明确：按照时间的推移、地点的转换来组织材料(也是
以“我”的游踪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叙述了“我”游览各拉
丹冬雪山的所见所感。词语有：草坝子——冰河砾石堆
上——走下砾石堆，接近冰山——此地海拔已超过六千米。



目标导学二：品读课文，感受雪山壮美

请同学们品读第5—6自然段。

明确：远处全景：晶莹连绵的冰峰;平坦辽阔的冰河;远方白
色金字塔的各拉丹冬统领着冰雪劲旅。近景(沿冰河接近冰
山)：冰山像屏风，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冰塔林就由许多冰
的庄园冰的院落组成。作者是按由远至近的顺序来描绘的。
感受：天地间浩浩苍苍;这一派奇美令人眩晕。

请同学们品读第10—11自然段。

2.思考作者是从什么角度描写哪些景物，抓住了景物什么特
点，从中感受到了雪山怎样的特点。

明确：触觉：写冰窟。特点：温暖。

让学生反复有感情地朗读句子，通过反复朗读加深对句子的
理解及对作者的情感的把握。听觉：写风。特点：声音大(呼
啸);不停息(川流不息);威力大(扫荡)。

视觉：冰体。特点：晶莹洁白;漂亮，千姿百态(挺拔的，敦
实的，奇形怪状的，蜿蜒而立的。那些冰塔、冰柱、冰洞、
冰廊、冰壁上徐徐垂挂冰的流苏，像长发披肩);熠熠烁烁，
光彩夺目。

感受：是琼瑶仙境;这波纹是否就是年轮。

明确：第5—6自然段是从低处观赏描写，第10—11自然段是
从高处观赏描写，这样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各拉丹冬雪山的神
韵。两次写观赏雪山的感受，表现了作者对雪山认识逐渐加
深，对雪山的情感步步增强。也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请同学们品读第12—14自然段。



4.这几段描写的重点是什么?作者从中感悟到了雪山怎样的特
点?

明确：描写了砾石堆和坚冰之下的流水。感悟：一刻不停，
开始演绎长江的故事。

第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感受了各拉丹冬雪山的神异壮美，
我们也感受到了造物主的伟力，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篇文
章语言的魅力，以及作者面对如此的美景，内心所生发出的
怎样的情感震撼。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赏析句子，感受语言魅力

联系上下文，品味下面的语句的妙处。

(1)阳光使这位身披白色披风的巨人变化多端：融雪处裸露出
大山黧黑的骨骼，有如刀削一般，棱角与层次毕现，富有雕
塑感。

明确：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将白雪覆盖下的各拉丹冬雪山
比作“身披白色披风的巨人”，赋予雪山以生命，“变化多
端”一词，又写出了这里自然环境严酷，天气恶劣。

(2)频频小震酝酿着某一两次大地震：手背生起冻疮，肩背脖
颈疼痛得不敢活动，连夜高烧，不思饮食，……活动时只能
以极轻极慢动作进行，犹如霹雳舞的“太空步”。



明确：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把身体不适应高山气候比
作“地震”，“手背生起冻疮，肩背脖颈疼痛”比作小
震，“连夜高烧”比作大震;把“动作的缓慢”比作“太空
步”，写出了各拉丹冬雪山海拔高，气候条件的严酷。

(3)我双手合十，面向各拉丹冬威严的雪峰行了跪拜大礼。

明确：“行了跪拜大礼”这一动作描写，传神地写出
了“我”的虔诚及对各拉丹冬雪山的崇敬。

(4)远方白色金字塔的各拉丹冬统领着冰雪劲旅，天地间浩浩
苍苍。

明确：“白色金字塔”，暗示雪山犹如帝王一般，“统领”
一词又赋予雪山以帝王的行为，表现了各拉丹冬雪山的高大
威严，令人敬畏。

目标导学二：品味写景，体会作者情感

作者在写景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想想象，让学生品读课
文，标画联想想象的句子。

1.作者在观赏雪山时，产生了哪些联想和想象?

明确：(1)这一派奇美令人眩晕，造物主在这里尽情卖弄着它
的无所不能的创造力。

(2)端详着冰山上纵横的裂纹，环绕冰山的波状皱褶，想象着
在漫长的时光里，冰川的前进和后退，冰山的高低消长，这
波纹是否就是年轮。

(3)那是坚冰之下的流水之声，它一刻不停，从这千山之巅、
万水之源的藏北高原流出，开始演绎长江的故事。

2.这些联想和想象中分别蕴含着作者怎样的情感?



明确：第(1)句，“眩晕”的意思是“感到本身或周围的东西
旋转”，这里是被眼前的奇伟的景象所折服。赞美造物主的
伟大神奇的创造力，长江源头的各拉丹冬雪山就是大自然的
杰作。

第(2)句，由冰山的裂纹和波状皱褶联想到树的年轮，赋予各
拉丹冬雪山以生命，赞颂雪山的神奇，历史久远，如同中华
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

第(3)句，“演绎”是“铺陈，发挥”的意思，这里是说坚冰
之下的流水，是圣洁的，是长江的生命源头，从这里开启了
长江的生命之旅，长江从此开启了孕育生命，造福人类之旅，
这流水，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同长
江一样源远流长。

小结：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写景，抓住景物特点，运用比喻、
拟人的修辞方法，描绘了长江源头各拉丹冬雪山的神奇美丽，
并赋予雪山以生命，写景中蕴含着作者对雪山的崇敬和赞美
之情。作者又通过联想和想象，抒发了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的赞美。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三

1.学习作者用真正的北京口语(京白)介绍回荡在京城胡同小
巷中的叫卖声。

2.结合课文介绍的北京吆喝声，引导学生感受京城特色的民
风民俗。

教学重点、难点

1.生动幽默的语言。

2.结构安排独特。



教学时数：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预习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招徕(1ai2)铁铉(xuan4)囿于(you4)

隔阂(he2)饽饽(bo1)秫秸(shu2jie1)

商贩(fan4)吹嘘(xu1)吆喝(yao1·he)

小钹(bo1)荸荠(bi2qi2)

2.解释下列词语。

招徕：招揽。

饽饽：馒头或其他面食，也指用杂粮面制成的块状食物。

秫秸：去掉穗的高粱秆。

随机应变：跟着情况的变化，掌握时机，灵活应付。

合辙押韵：这里指押韵。

油嘴滑舌：形容说话油滑。

囿于：局限于;拘泥于。

隔阂：彼此情意不通，思想有距离。



吹嘘：夸大地或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或别人的优点;夸张地宣扬。

吆喝：大声喊叫(多指叫卖东西、赶牲口、呼唤等)。

二、导人

如果时光倒流几十年，在旧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经常可
以听到商贩叫卖的各种吆喝声。如今，这些清脆的叫卖声大
多已经淹没在都市的喧嚣中，但听一听萧乾的吆喝，依旧能
引发我们无尽的遐思。

教师借助录音、录像等媒体播放一些街头叫卖的吆喝声，增
加学生的听觉、视觉方面对“吆喝”的了解。

作者简介：

萧乾(1910～1999)原名萧丙乾，蒙古族。北京人。作家、记
者、翻译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大公报》编辑、
记者，伦敦大学讲师，《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6年回国
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辑，
《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央文史馆馆长。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在作者看来，北京小贩货郎的叫卖声简直就是一种“戏剧
性”的艺术。作者介绍了从白天的叫卖声到夜晚的叫卖声，
从卖吃食的、放留声机的，到乞讨的，还有富有四季特色的
叫卖声等等，从中流露出作者对北京的吆喝声怀有一种特殊
的感情，那就是愉悦和怀想。

(二)理清文章思路。



明确：

全文共14自然段。可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至3段)，总写旧北京城街头商贩为招徕顾客而
发出的种种音响。

第二部分(第4至10段)，具体从两个方面入手写“吆喝”：一是
“从早到晚”，一是“一年四季”。

第三部分(第11至14段)，介绍了各种吆喝的主要内容，声调
变化、音韵节奏。

四、学习课文

(一)学习第一部分。

学生朗读课文第1至3段。

提问：文章开头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重点写什么内容?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文章开头在写法上可以说是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方法。作品先将旧北京走街串巷的小贩为招徕顾客而做出的
种种音响分作两种：“器乐”和“声乐”，然后重点写“声
乐”——各种小贩那醉人的叫卖。

写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突出了叫卖者的本事：他们气
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
子快，能随机应变。正因为叫卖者的这些种种特点，很自然
地引出下文介绍的各种吆喝声。



(二)学习第二部分。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第一层次(4～9)，写从早到晚的吆喝声。

第二层次(10)，写一年四季的吆喝声。

文章这里从两个方面写“吆喝”，作者按时间顺序展开，一
天中按从早到晚，一年中按春夏秋冬，条理层次清晰。

提问：

作者写从早到晚的吆喝声，具体写了哪些叫卖声?重点又写了
什么?‘

学生阅读课文，找出相关的语句。

明确：

作者从早写到晚。写早晨吆喝卖早点的：大米粥、油炸果的;
和新鲜蔬菜的：卖青菜和卖花儿的。写白天卖日用百货和修
理各种家具的，这就更热闹了。

然而重点是写晚上。北京胡同的晚上好不热闹：卖夜宵的，
唱话匣子的，用凄厉动人的叫喊讨饭的，真是应有尽有。这
一层作者重在写出北京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持续时间之长，
种类之多。

五、小结

主要理解北京胡同里小贩们在夜晚发出的各种吆喝，感受京
城民俗风情。



六、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二。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

听写词语：招徕、隔阂、吆喝、吹嘘、随机应变、油嘴滑舌。

二、继续学习课文

(一)阅读文章第十自然段。思考：这一段结构有何特点?找出
本段的中心句。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本段的中心句“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本段的结构
可以说是总分式。这一段写吆喝声按从春到冬的顺序展开。
春天一到，万物复萌，小贩们走街串巷卖春鲜儿。夏天卖西
瓜和雪花糕，秋天卖“喝了蜜的大柿子”。到了冬天，热乎
乎的烤白薯和一串串糖葫芦，经小贩们一叫卖，也颇为诱人。

(二)阅读课文第三部分。

提问：这一部分所写内容与前文有何不同?试具体说说。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文章第三部分从叫卖作为一种口头广告的角度来写。这里写
叫卖的文化内涵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有的叫卖说明
商品制作的工艺过程。如：“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
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其二，有的叫卖
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如卖山楂的喊：“就剩两挂啦。”其实
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来的紫红色的果子。其三，叫卖的
语言十分丰富，极富表现力。有的善用比喻，如“栗子味儿
的白薯”、“萝卜赛过梨”等;有的合辙押韵，颇为动听，
如“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

文章介绍了各种吆喝的主要内容、声调变化、音韵节奏，使
读者对吆喝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三、品味语言.

提问：是用地道的京白(北京口语)来写的，特别是描写吆喝
的语句，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试找出几例，仔细读一读，
体会其中的意味。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介绍夜晚的吆喝，如“馄饨喂——开锅!”“剃头的挑子，一
头热”“硬面——饽饽”。

介绍夜里乞丐的叫声，如“行妤的——老爷——太(哎)
太”“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

介绍吆喝作为一种口头广告，举例如“卤煮喂，炸豆腐
哟”“葫芦儿——冰塔儿”，“冰棍儿——三分嘞”等等。

这些对吆喝的描写，极富特色，从这些“戏剧性”的艺术中，
读者聆



听到那些奇妙无比、特色鲜明的“声乐艺术”，欣赏到富有
京城特色的民俗风情。

四、探究活动

1.让有特长的学生模仿课文中的叫卖声，学生从中体验吆喝
的民俗内涵。

2.吆喝其实是一种广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广告在逐渐
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应该注意
抢救。你不妨把家乡的吆喝，或者类似吆喝的口头文化遗产
记录下来，为抢救工作做点贡献。

学生讨论，交流自己所熟悉的吆喝，谈自己的体会。教师引
导学生更多地关注民俗，了解民生和民间文化。

五、小结

以平易而又不乏生动幽默的语言介绍了旧北京街市上动人的
一景，缓缓的追忆语调中流露出的是愉悦和怀想，让人不由
自主地品味到生活中蕴涵的浓郁的情趣。此外，文章在结构
的安排上也颇有独到之处。

六、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三。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四

老师：今天我们来学习《说“屏”》(板书课题)，有没有预
习过。(全体学生说预习过了)现在，请大家打开课本，把课
文读一遍。请大家个人自己默默地读。(学生读完)



师：这单元前面的几篇课文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给它分一
下类的话，这篇课文它应该属于那一类文体。

全体学生：说明文。

师：那么本文说明什么呢?

部分学生：说明一样事物。

师：说明什么事物。

全体学生：屏。

全体学生：看到过。

师：在哪里?

全体学生：(学校)食堂餐厅。

师：有什么用啊。

学生：把学生和教师吃饭的地方搁开来。

师：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屏风”是一种什么样东西。现
在我们就着重来学习《说“屏”》这篇文章。(停顿一会儿)
大家有没有读懂，如果你读懂了，举一下手。(学生低头看课
文，个别同学小声议论，好长时间没有人举手)

师：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较，这篇文章是容易懂呢，还是更
难懂。

部分学生：容易懂。

【分析】



多大的学生?以上开场是不是有点多余?一些问题也太浅白
了(那就可以不用问了)那范围太大了，主题没好好突现出来，
只是在最后的几分钟简单带过，初二学生潜意识里也知
道“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了吧，不如一开课就直接问文章
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或者先做个“从几个方面来讲”
的基本交待与铺垫，也许有一点反应。

后面的环节则要加板书或课件强调吧。我觉得，说到第二句，
学生就会丢掉前一句的;象这样推理下来，能有多少人跟着走
呢?学生或者信手由缰，横冲直撞，大多仍处于只知其一的状
态，的确需要文章思维形式入手的逻辑性培训!

不过，长期进行文章思维形式入手的逻辑性阅读教学，学生
一定大有收获!

怎么能老是老师提问题呢?(未免有点公式化了吧)可以让学生
提问题，别的学生回答，带动一下学生多参与。

就说理性“说明文”而言，从文章思维形式入手的逻辑性阅
读，也许更为适合。而逻辑性阅读的方式，一直被有意无意
漠视了。学生如果都有看待和分析事物用“从几个方面来讲
的”意识，语文教材就好处理了。考教材，就用教材;不考教
材，老师则可以用自己编的教材引导学生学习“从几个方面
来讲”。省得让学生往教参上套了还稀里糊涂或者一无所知。
把阅读文学作品和阅读文章区别开来，而这是我们现在绝大
部分教师没有意识到的。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五

《信客》是实验课本八年级下册二单元的自读课文，是当代
文化名人余秋雨的文章，他以质朴典雅的言辞，将一个一辈
子默默奉献的信客的故事娓娓道来，意义深远耐人寻味，感
情深沉蕴藉。对于刚刚进入初二的学生来说，要准确理解文
章的主旨还有一定难度，如何教呢?既不能“满堂灌”，也不能



“满堂问”，把现成的结论塞给他们。斟酌再三，我决定让
学生自读自说;又将教学目标定位于：创设富有人文营养的语
文环境，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走近普通人，了解信客，品味
语言，品读课文;感悟社会人生，激发学生把握正确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

上课铃响了，我走进教室，向学生出示了几张明星彩照，学
生一下子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学生的兴趣给调动
了。我不失时机地说：“世界上并不是每个职业者都像明星
那样引人关注，那样闪耀夺目。《信客》写了一个历经沧桑
而又默默无闻、矢志不渝、甘为他人作嫁衣的送信人——信
客。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铺垫了我们社会的基石，他们是
社会的财富。你可曾注意过这些人的辛酸、苦与乐吗?今天，
我们角色互换，让同学们也来当老师，来说说信客的故
事。”

看见学生们踊跃回答，我不禁感叹，他们说得真好!课文主要
内容的“点”已经出来，现在应该以“点”连“线”了。于
是我趁热打铁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说得真精彩!这篇文章
的内容很丰富，那么全文的脉络是什么呢?”问题一出，学生
们又开始议论起来。几分钟后，几个角落先后有人站起来，
看来是他们推出的代表。“是信客，他贯穿全文。”“贯穿
全文的是线索，就像《背影》中的背影一样，而不是全文的
脉络。”一个学生赶紧纠正。“应该是他为什么做信客，为
什么又不做信客的。”“我还有补充，他是怎样做信客
的”“他为什么可以当一个好老师好校
长。”······问题愈争愈明，理解愈来愈深，我顺手
在黑板上板书了全文的脉络;再看学生，有些同学脸上露出了
得意的笑容，有的迅速做下笔记，还有的似乎在思考。

“老师，我想说作者在写信客之前，为什么还要写一个老信
客呀，这样的话，全文的脉络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呢?”一石
激起千层浪，刚才对全文脉络有疑问的学生似乎一下子找到
了支持者，也同意这一观点。我没有立刻作答，只是问了一句



“真是这样吗?”就把问题又抛给了学生。课堂中一时沉寂，
学生陷入了思考。“全文脉络可以不变，因为文章重点写年
轻信客，有主次之分。”一个学生打破了沉寂。“写老信客
是为了给年轻信客做铺垫。”又有学生补充。 “老信客因为
裁下一条窄窄的红绸而栽了跟头，而年轻信客尽职尽责，以
前者衬托后者。”我对发言同学一一表示赞同，又因势利导：
“老信客详尽地告诉年轻信客通邮线路，又以自己的教训来
提醒年轻人，请同学们说说这门职业的特点。”“这说明信
客得终年跋涉，非常劳苦。”“以老信客惨痛的教训，来强
调信客的职业道德‘就在一个信字’。”“这两位同学答得
非常好”我接过话茬说，“看来，特殊的职业有特殊的地方，
那么这又造就了信客哪些不同于常人的品格和素质呢?请同学
们用一句话或一个成语来概括信客的品格，并写在黑板
上。”我把讨论引向对信客这一人物形象性格品质的思考。

课堂上安静了一会儿，便又热闹了。一个学生飞快地在黑板
上写下了“恪尽职守”，看来信客的尽职尽责在他脑海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学生写下了大大的“宽容忍让”四个字，
还有学生居然用了对联形式“做事任劳任怨，待人诚信无
私”，多好的概括，既简洁又生动还对称呢!只要激发了学生
的兴趣，他们的创造力就能被挖掘出来，语文能力素养也就
得到了提高!还有学生在不断地写，诸如“眼界开阔，阅历丰
富”等等，看着学生大胆地表现，我心中的担心困惑消失得
无影无踪，教师适当放手，把讲台让给学生，既能解放老师，
又能提高学生表达分析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信客》出自学者之手，学者散文风格比较典雅;本文写信客，
题材的特点又决定了语言特点，质朴的人物要用质朴的语言
来描述。我让学生再次精读，仔细品味，然后用“我喜欢这
句话，因为它”的格式从文章的词汇、语体色彩、语言修辞、
语言的造型力等等角度进行赏析，品出语言的美点。任务完
成了，一节课也很快过去了，我感到无比的轻松。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回顾深思。



教学前，我设计了这么几个步骤：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快速
阅读，分述故事;讨论合作，深入理解;启发联想，感悟人生。
我想，创设明星光彩照人再转到普通人虽然卑微却也令人肃
然起敬的场景，能积极调动学生的情绪，“兴趣是一切成功
的前提”。而且新课标在“教学建议”中也强调“语文教学
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
境”。快速阅读，则训练学生对教材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
判断的能力，增强思考力;进而复述故事片断，培养他们的口
头表达能力和整体感知内容的能力。讨论探究合作，使学生
深入体会文章语言，把握文章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注重
张扬学生的个性;启发联想，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更深层次
地感悟文章的意境和内涵，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创新能
力。

课堂上，我尽量少讲，学生多看多说，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
学生，让学生自己了解文本、解读文本，讨论探究;然后引导
学生由“感”而“悟”，感悟作品字里行间蕴含的世间万象、
人情事理、思想精神，感悟人物的人情人性美，感悟文章的
语言美，从而了解社会生活，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记得课程改革专家组核心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巢宗祺在
南山区语文研讨会上就语文教育的特点概括为：语文课程具
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语文学习重
在感性把握。由于《信客》这篇文章本身具有很高的人文价
值，学生喜欢，加上适时引导学生感悟，整堂课气氛比较轻
松活跃。《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
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不忘工具性，关注人
文性，我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使学生逐渐感受掌握
的同时，受到文化、文学、思想、情感的熏陶。

这堂课我处理好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关系。教学中，我
的主导作用首先在于引导学生阅读方向，指导阅读方法，让
学生跳读精读，提纲挈领，找出重要事件了解人物;引导学生



思维思考方向，分清主次，抓住重点分析人物品质;既理解课
文内容，又探讨写作手法，进而体会作者创作意图。其次组
织多种多样的学生活动：复述故事，漫谈感悟，充分理解文
章的人文精神思想要旨;品读佳句，赏析语言，深入体会文章
语言的质朴而典雅、精辟而又畅达;迁移拓展，驰骋思维，联
系现实，点评生活，领悟人生真谛······训练、点拨、
诱导，真正做到主导。

而学生则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体。如果说刚上课时让学生说
故事，他们还处于被动的状态，那么主动提问则是自主意识
的反映，到后来分析人物性格、探讨写作意图时，学生就完
全是勇于大胆表现了。由“让我说”到“我来说”到“我想
说”“我要说”的过程，既注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又充分
体现了学生自我意识地觉醒，自主意识地加强，彰显个性地
需求，这又能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地形成，促进学生地全面发
展。整个教学过程中，我用心倾听他们的观点，平等地和他
们对话交流，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回答;让学生的观点、学生的
声音、学生的活动贯穿整个课堂，充分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使他们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我发现适当角色
互换，把教材交给学生，把讲台让给学生，未尝不是一种好
方法，看来我应多多转变观念，正如新课标的“教学建议”
所说“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灵活
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

这样，也就实现了新课标指出的“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
话的过程中进行”“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
者”“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也就完成了新课标要求的
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整
合，实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信客》的教学，让我深切体会到：处理教材，应不忘工具
性，关注人文性;运用教材，应转变观念，以灵活变通;教学
过程，遵循主体主动原则，倡导自主合作探究。



《信客》的教学，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文章篇幅较长，内容
较多，置于一个课时之内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说也许有一定难
度，因而在教材的处理上，还需要更精细些，在教学环节的
安排上，还需要强调预习，等等。

八上语文苏州园林篇六

为方便教师更好的教学，今天，语文网小编给大家推荐海燕
教学反思。《海燕》又称《海燕之歌》，是高尔基1901年3月
写的一篇带有象征意义的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的末尾一
章。通过海燕教学反思，教师可以尽早发现一些教学不足，
比如说教学设计上出现哪些问题、课堂交流和启迪是否得当、
课后训练是否到位等等，从而为自身教学水平的提高累计经
验。一起来看下吧!

海燕教学反思由查字典语文网小编整理，仅供参考：

这学期我试讲的第一篇课文是高尔基的《海燕》，上初中的
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散文诗。喜欢它高昂、充满激情的语
言。每次读完后，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海燕的勇敢坚强、
无所畏惧、敏捷智慧总能萦绕心间，令人振奋。

试讲前我就准备了海燕的讲课稿，我想学习这篇文章就要做
到：让它在学生的心扉留下些许难忘的东西。我告诉学生要
用心去倾听海燕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能让
海燕走进你的心扉。首先，我以学生喜欢的动植物为话题与
学生进行交谈，整个氛围是活跃了，但是却无法把文中所要
渲染的那种凝重的气氛表现出来，白白浪费了一些时间，而
且也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导入的不恰当使试讲的开头有点
不足。幸好，我的手机里有《命运交响曲》这首曲子，我灵
机一动，把这首曲子播放出来。顿时，那铿锵的乐声调动了
学生敏感的神经，整个课堂笼罩着凝重的气氛。在解读作品
时让学生们多次朗读作品，指导学生在倾听海燕的呼唤时，
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再现海燕翱翔在大海上的情景。



让学生充分感受着海燕那战斗的英姿，适时点拨学生，我们
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海燕，我们从海燕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想一想，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或者读了这篇课文
后有什么感悟。我根据学生所说的内容给予了及时地评价和
指导。有一个学生联系自己平时的表现来说，指出自己平时
的不良行为，并说会努力做一只战胜自我的“海燕”。我表
扬他能立足实际，对海燕的精神领悟深刻。接着，我又针对
他所说的较繁琐、议论欠深刻的地方，给出了我的意见。有
了这样的示范后，我让他们课下互相倾听类似的事件，发表
意见。

在教学过程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好的一点是反复进行朗读训
练，《海燕》是一首散文诗，兼有散文和诗歌的特点，所以
朗诵环节是很重要的。我主要通过让学生听读﹑试读﹑品读﹑
老师范读这几个朗读教学过程，让学生把握散文诗的节奏﹑
重音、停顿和感情。其中，我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过程，
就是用音频范读。我可以在网上找一个比较好的朗读音频，
然后在课堂上播放，力求准确。通过多读，学生能更好的理
解课文，同时学生能初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比老师单
一的去讲要好的多。

在让学生人找出课文中的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并加以分析
时，学生们能够准确地找出并加以分析，对海燕坚强乐观的
形象以及海燕等的象征意义也有了准确地把握，但由于我们
试讲的时间有限，没有拓展延伸，让学生在课堂上多加练习，
及时巩固。因为时间有限，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根据我之前
备课的顺序讲，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有点被动了，按照
教学目标等一直在赶时间。当时我应该截取其中的某一个点
来展开就好，现在就不会觉得处处都是重点，又都不是重点。

试讲结束后，我认为基本达到了教学任务。从学生朗读的热
情和朗读的效果看也很不错。尤其是在讲完课文后我的最大
的一个感受就是基本上做到了心里只有学生和我讲的教学内
容。当在教学中出现了与自己的教学思路不同或所提出的问



题学生出现涩滞的情况时，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乱了手脚，而
是随机应变。虽然这次试讲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我相信，
我会试讲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