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岳阳楼记初中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岳阳楼记初中教案篇一

1．朗读、背诵全文。

2．学习文章把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
写法。

3．理解作者所阐述的主要观点，领会文中警句的思想光彩。

4．学习和积累文言词汇，掌握文中的实词，了解文
中“以”“则”等虚词和“然则”“得无”的用法。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朗读和背诵全文。

(2)学习和积累文言词汇。

2．难点：

(1)学习文章把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
写法。

(2)理解作者所阐述的主要观点。



教学准备

1．岳阳楼、《洞庭晚秋图》的电脑展示图片。

2．将课文的知识整理成幻灯片。设计思路

1．本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不仅立意高远，而且文采斐然，
句式于整齐中见变化，尤其便于朗读。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引
导学生反复诵读、吟味，体会文章的特点，并让学生在思想
上受到教育。

2．倡导学生自读，教师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启发引导。

3．教学时间：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一、名楼导入

师：同学们，我国的很多名胜古迹，都留下了文人骚客的诗
词歌赋。比如我国古

岳阳楼楼址在湖南省岳阳市西北的巴丘山下，其前身是三国
时期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张说在
阅兵台旧址建造楼阁，取名“岳阳楼”，常与文士们登楼赋
诗。

1046年，范仲淹的挚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当
时，范仲淹亦被贬在邓州作官。滕子京请范仲淹为重修的岳
阳楼写记，并送去一本《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依据此图，
凭着丰富的想像，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表达了
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激励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
树立崇高的理想，拥有宽阔的胸怀。三、初步感知，自读疏



通文意。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朗读时应注意节奏。本文骈散结合。读骈旬，节奏必须整齐
划一，凡四字句皆两字一顿，如：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其余按意义划分，不要读破句。如：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相邻的两组骈句之间，要有稍长的停
顿。如：上t／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2．读懂文旬。

[4][5][6][7]

岳阳楼记初中教案篇二

一、读的习惯：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吟诗也会吟”。可见，阅读能力是语文学习能力的首要条
件。

(1)养成泛读的习惯——产生兴趣追求。

泛读，就是广泛阅读，有人戏称为“随手翻翻”，这样的阅
读有助于开拓视野。多读一些富有时代性、文学性、人文性
的美文，你的心灵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你会感悟到人生的哲
理，学会做人。

(2)养成精读的习惯——咀嚼书中精华。

浩瀚书海中，真正值得精读的书不在少数。一篇文章读一遍，
虽能读出大概，但还会有不少遗漏之处，如果多读几遍，就
能咀嚼出更多的东西。对一篇文章、一本书的精华部分，一
定要细读，反复读，字斟句酌，才能读出文章所要表达的深
刻含义。



(3)养成背诵的习惯——打下文学功底。

中学时代，是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如果能在此期间背诵上百
篇优秀的古文、现代文，就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背诵，应当自然成诵，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用
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
出于吾之心”。只有自然成诵，才能把书上的营养真正化为
自己的血肉，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自然成诵
的过程就是不断体验名家名篇思想感情的过程，不断领悟名
家名篇语言魅力的过程。自然成诵的名家名篇多了，你的思
想境界、语言能力也就自然提高了。

二、写的习惯：

(1)养成做笔记的习惯。

要学好语文，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是很难达到一个较高的
层次的。语文知识的积累，主要是语言的积累和词汇的积累，
对于中学生来说，做笔记是积累知识的重要手段。

(2)养成写随笔的习惯。

同学们平时要注意观察、感悟生活，有感而发地记随笔，和
同学、老师交流，这对提高我们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3)养成认真完成作业的习惯。

做作业时应先梳理课堂教学的重难点，然后再做作业。平时
不要过于依赖市场上良莠不齐的教辅书，放弃思考，抄袭答
案只会让你的语文学习能力下降。作业书写要清楚，如犯错
误一定要认真订正，切不可忽视。

三、说的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同学上课都不愿发言。上课积极发言，
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清楚、连贯地表述一个话题，这都有
助于提高自己的语文学习能力。当老师的问题提出之后，不
要急于回答，要独立思考或合作讨论之后，积极发表自己的
看法。

“语文的外延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到哪里，语文就到
哪里。我们应该热爱生活，这样才会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一
颗好奇的心去看世界的美妙与神奇。再然后，就用我们学习
的语文知识去展现那自然界的草长莺飞、宇宙间的斗转星移。

四、系统学习法

只有系统的学习才能打牢自己的知识根基，形成较为完整的
知识架构，形成联系紧密、调动迅速的知识网络，才能有在
此基础上的对知识的运用自如，才能有创造和创新。

我们现行的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在现时说来，就是一
套比较系统的教材。语文学习首先就要把这套教材学习好，
掌握好，利用好。这个完整的知识系统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老师的引导、同学的切磋，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掌握好。这
个系统的学习事我们整个语文学习最主要的内容。

其次，其他各科的教材也都自有它们完整的系统，对其他各
科知识系统的掌握其实也都是语文学习的内容。语文学习的
内容是无所不包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语
文学习的内容和整个学习的内容相等。

另外，你还可以系统地读一些书，以期对某一科、某一类有
完整的系统的了解。例如系统读一些历史的、哲学的等等方
面的书。

这样长期以来，你才能有深厚的语文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
阅读，洞明一切;写作，有思想，有文采。你首先有系统学习



的意识、意向，然后有系统学习的行动，才能达到理想的目
标。

五、零打碎敲法

语文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在生活中、学习中不
断的积累。因此，你可以利用生活中的零碎的时间去学习，
看一点，记一点;同时积累一些零碎的知识，在不经意中建造
自己知识的高塔。鲁迅先生就善于翻览，各门各类的书都翻
一下，随时随地积累自己有用的知识。“要知学问难，在乎
点滴勤”，“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微小的量的积累，会
带来质的飞跃。对于语文学科来说，只有知识的广博积累，
才有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只有学富五年，才能才高八斗。

做生活的有心人，做语文学习的有心人，用零打碎敲的学习
方法，可以把语文学习变成非常有趣味的事情。当人们很随
意地学习东西的时候，依着自己的兴趣学东西的时候，学习
的时候，学习从来都是乐事。

文档为doc格式

岳阳楼记初中教案篇三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登岳阳楼》译文

早就听说洞庭湖的盛名，今天终于等上了岳阳楼。



雄阔壮观的大湖，将吴楚分割在东南两域，日月星辰和大地
昼夜都浮于其上。

亲朋好友们音信全无，我年老多病，乘孤舟四处漂流。

北方边关战事又起，我倚窗远望泪流满面。

《登岳阳楼》的赏析

登临览胜之作，固然首先必须真切地描绘江山之壮、风光之
美与景物之奇，但是如果仅仅能做到这一点，尚不足以称高
格。除了表现自然景观之外，还需要融进诗人的胸襟气度，
写出特定的名胜所给予登临者的深切感受，使得奇情与壮采
一齐飞腾，达到情景合一的化景，这才可以称为名篇佳作。
老杜此诗，篇幅虽极短小而气魄非常雄大，它把湖山之胜与
诗人心中家国多难的悲哀结合起来抒写，造成了沉雄悲壮的
高超艺术境界，在古往今来多如牛毛的登临岳阳楼的诗篇中，
它几乎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绝唱。

诗为大历三年(768)杜甫携眷自夔州出峡后，暮冬流寓岳
州(今湖南岳阳市)时所作。首联二句，即揭示登楼的题旨，
写自己宿愿终偿的欣喜之情。“昔闻”、“今上”云云，用
时间概念联接两个描述诗人行动的句子，使得登临者兴高采
烈的情状溢于言表。颔联二句，极度夸张地写出登楼所见。
坼吴楚而浮乾坤，这是形容楼前浩渺无垠的洞庭湖的水势。
吴楚，指春秋战国时吴楚两国的旧地。大致说来，吴国在洞
庭湖东面，楚国在湖西及湖南一带，所以诗人说吴楚之地好
象被这个大湖分为两半。“乾坤”，指天地，包括日月。这
一句说，洞庭湖太阔大了，天地日月都象是在其中漂浮着，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这样来描写洞庭湖，有人以为过于夸大，
“于事理未当”，象是写大海而不是写湖(见喻守真《唐诗三
百首详析》)。实则此评未免拘泥。须知诗歌不同于科学论文，
是容许使用夸张来充分表现视觉{或听觉)形象，以畅快宣泄
作者的意兴与情绪的。如果不懂得文学的性质，要按学究的



尺度来较真，那么连海洋也不能说是“乾坤日夜浮”，因为
海洋纵然比湖大，也毕竟只是“乾坤”中之一物啊!更何况，
老杜大笔挥洒，虽因眼前洋洋大观引起，也有文学夸张的先
例可援，《水经注·湘水》不是明明说过：洞庭“湖水广圓
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吗!

以上四句，既已写出登临所见之景;后面四句，则写登临所生
之情。然而并非上四句只写景，与情不相关，下四句只写情，
与景不搭界。前后两部分的关系是情因景生，景以衬情，浑
然一体，组成有机的抒情感怀意境。颈联二句，因湖山之景
而触动身世之悲，写满腹的孤身漂泊之感与万里乡关之思。
衡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此首下批道，“亲朋”句承“吴
楚”句，“老病”句承“乾坤”句。这是有眼光的。当时老
杜从蜀中东下，在岳阳楼上必然想起吴楚的亲友，故“吴
楚”跟“亲朋”连接起来了。他出峡之后，长期在水上漂泊
流浪，所以看到“乾坤日夜浮”的泱泱大水，就跟自己“老
病孤舟”的凄惨晚景联系起来了。此处的哀情和上四句的阔
景就是如此有机结合的。中间这两联，上联侧重景，下联侧
重情，而又连为一体，以景物的阔大和孤身漂泊的痛苦互相
映衬，艺术效果极为佳妙。末联仍是登楼时所感，然已由身
家及于时事国运，，表现了诗人愈在个人不幸之时愈不忘政
局国情的高尚品格。当时吐蕃入侵，西北边疆不宁。不为个
人身世而哭，而是为国家的危难而哭，这样的结尾使得全篇
境界更高，格调更高了。全诗抒写的感情是孤苦沉郁的，但
描绘的景物却是壮阔无比的。从壮阔无比的景物中可以窥见
老杜胸次之高，决不因身世的漂泊就意气消沉。这就是“诗
圣”的可敬佩之处吧!

岳阳楼记初中教案篇四

教学重点；

同“教学目标 ”前两项。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步骤 ：

第一课时；

（一）导入  。

板书岳阳楼上的一副对联：

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

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

问：范希文是谁？“后乐先忧”是什么意思？以此引出本课。

（二）阅读理解。

1.学生试读课文（亦可教师范读）。

2.正音：

3.学生提问。

4.师生讨论，释疑。

5.学生朗读课文。

6.指导学生逐段阅读以至熟读全文。

7.限时背诵全文。

第二课时：



（一）检查学生朗读或背诵。

（二）学生质疑。

（三）教师归纳几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释疑。

1.怎样理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深刻含义？

2.上述警句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与文章中各段具体内
容是如何联系的？

3.本文的结构和语言有何特色？

（四）比较分析。

问：本文与杜甫诗《登岳阳楼》都是以岳阳楼为题材的，它
们的内容、结构有何异同？

（五）指导学生自己归纳本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写作特点。

（六）检查背诵全文。 

(《语文教学之友》)

岳阳楼记初中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正确理解名言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含义;欣赏本文的立意美、语言美、结构美;朗读并背诵全文。

教学重点;

同“教学目标”前两项。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步骤：

课前布置学习预习：(一)泛读课文及阅读提示与全部注
释。(二)阅读背诵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
岳阳楼……”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板书岳阳楼上的一副对联：

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

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

问：范希文是谁?“后乐先忧”是什么意思?以此引出本课。

(二)阅读理解。

1.学生试读课文(亦可教师范读)。

2.正音：

3.学生提问。

4.师生讨论，释疑。

5.学生朗读课文。

6.指导学生逐段阅读以至熟读全文。



7.限时背诵全文。

第二课时：

(一)检查学生朗读或背诵。

(二)学生质疑。

(三)教师归纳几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释疑。

1.怎样理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深刻含义?

2.上述警句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与文章中各段具体内容
是如何联系的?

3.本文的结构和语言有何特色?

(四)比较分析。

问：本文与杜甫诗《登岳阳楼》都是以岳阳楼为题材的，它
们的内容、结构有何异同?

提示：两篇都写了岳阳楼周围的景色，也都用了借景抒怀的
方法。两篇的开头都交代写作原因：《登》是慕名登临而作，
《记》是应约有感而发。两篇中间都是写景。《登》：“吴
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气魄宏大，意境广阔。《记》中的
“衔远山，吞长江”也有着同样的气势。不过《记》在写阴
雨、睛明景色时，情景相生;而《登》诗三联写自身经历“亲
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与次联写景没有直接联系，两篇最
后都抒怀，但《记》是在与前文的“悲”“喜”之情对比中
提出了“先忧后乐”的主张，显示了作者志趣的高远;《登》
诗是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吐蕃入境，边境不宁，百姓遭战乱
而流离。“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同样于“忧时伤乱”



中见其忧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可以说范
仲淹与杜甫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表现形式(诗、
文)，大致相同的结构(述因——写景——抒怀)，写同一对
象(岳阳楼)，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思想境界(与民同忧乐)。

(五)指导学生自己归纳本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写作特点。

(六)检查背诵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