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通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一）整体感受，理清记叙的顺序，把握课文记叙的主要内
容。

（二）通过多种朗读形式，品味文中富有感染力的语句，感
受作者“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的情感。

（三）领会“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意义，联系生活
实际，交流读书经验与体会。

理清记叙顺序，品味文中富有感染力的语句，感受作者“读
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的情感。

理解“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意义。

ppt，黑板、音频播放

（1）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古代北
宋诗人）

（经典的书籍不要怕麻烦，多读几遍，多次品味，你才能知
道其中蕴涵的真正意义。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表达过读诗，也就是读书后的不可言说的愉悦。他指出了读
书给人的愉悦享受、精神熏陶。



（3）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培根
（外国）

指出读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中国诗人，
著有《繁星》、《春水》两本现代诗集。现代作家，儿童文
学作家，散文家，著有《小桔灯》、《寄小读者》（书信），
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被称为“世纪老人”。

展示图片：暮年之际仍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在灯下看书的冰
心

字词梳理（个别读。齐读，注意字形）：悬念：笸箩：酷爱：
消遣：天罡：地煞：繁琐：堆砌：水浒传：津津有味：索然
无味：怒发冲冠：义愤填膺：为人处世：

根据意思猜成语：个别问，齐读

气愤填胸：形容愤怒之情充满胸中

怒发冲冠：愤怒得头发直竖，顶起帽子。比喻极度愤怒。

若有所失：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形容心神不定的样子，也形
容心里感到空虚。

无病呻吟：没病瞎哼哼。比喻没有值得忧伤的事情而叹息感
慨。也比喻文艺作品没有真实感情，装腔作势。

津津有味：津：唾液；味：兴趣。津津：兴趣浓厚的样子。
津津有味：形容趣味浓厚或有滋味的样子。

人情世故：人情：人之常情。世故：处世的经验。人情世故
是指为人处世的方法、道理和经验。



学生听录音，边听边整体感知

1、标段落序号（15个自然段）

2、提问：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的？在文
中圈画表明顺序的词语。个问

（时间顺序作者一生爱读书。表时间的词语：七岁时；同时；
到我十一岁时；在我十二三岁时；到了中年以后）

3、文中哪句话最能突出文章主题？怎样给文章划分层次？个
问，分析，学生答不上来时，可稍微分层次给他们，然后概
括段意。

主旨句：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第一部分（1）总说。突出作者读书体会的强烈

第二部分（2—11）回忆自己幼时读书的经历。读书好，多读
书。

第三部分（12—13）谈“读好书”

第四部分（14—15）点明文章主旨。

解题：文章题目是“忆读书”，那作者冰心在回忆自己的读
书经历时，读了哪些书？有什么样读书感受？（个问）

（2）《聊斋志异》：这对“我”的作文很有帮助。

（4）《精忠说岳》：“没什么印象”爱古典诗词，十分动人
的。

（5）《茶花女遗事》林译小说：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才尝到“满……一……”，“一个……的滋
味”（不同年龄读同一本书的前后感受的对比）

（5）《西游记》精彩（情节对比）《水浒传》人物栩栩如生
（人物对比）

《封神榜》烦琐《荡寇志》人物索然无味

现代文艺作品的比较：从脑中抹去；（语言风格对比）

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记得写副板书1

（6）第13自然段：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比较）

（7）文章末尾：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过渡语：看黑板，这里作者用了一个什么写作手法来表达作
者对一些书的评价？（对比）

情节对比、人物形象塑造的对比、语言风格的对比，表达作
者对书的好坏的评判。

过渡语：那怎样的书才是好书呢？

情节要精彩，人物形象塑造要如生，语言要质朴，饱含情
感——这也是作者评价好书的标准！

副板书2

探究：

（1）“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齐读）这九个字是冰
心老人指导儿童读书的话，结合课文，说说哪些话体现了这



九个字所表达的.一些意思。（合作探究，同桌讨论，发言）

读书是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得快乐

从读书中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学做人、
增知识

书看得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欣赏美

——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博览群书——择善从之，层层递进！箭头指向

（全班再把这句话齐读一遍，注意重音的把握）

说一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书是好书？（小组讨论，发言）

（齐读第11节）这段在文中结构上起什么作用？个问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对前文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与前文是一个总写与分写的关系。升华文章的主题。

（1）叙述的顺序是什么？

全文紧扣题目“忆”字，按时间顺序叙述，条理清晰。

（2）本文主要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

对比手法的运用，表达作者评判书好坏的标准，突出作者的
情感倾向。

（3）文章的主旨是什么？（老师指着板书，试着让学生
用“记叙了…表达了…希望…”总结。）

本文记叙了作者自己亲身的读书经历，表达了自己热爱读书、



以读书为乐的情感以及对读书的认识，希望我们少年儿童认
识到“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必修作业：积累词语，按格式抄写；翻阅词典了解成语的
含义。

2、选修作业：你读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哪本书？准备一段
内容简介，下节课与同学交流。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人们只看到辉煌的
结果，忽视了辉煌背后付出的艰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到彩虹。

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回
忆童年，像梦一样）

星星——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白
发苍苍依然要有一颗奋斗的心，要充满活力与生机。）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1、培养学生提炼概括、梳理知识的能力。

2、理解本文的读书观，激发学生读书热情，帮助学生建立良
好的读书习惯。

3、积累文中出现的精辟的句子。

1、课文中出现的名言警句的体会学习。

2、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等方法的运用。

本文论述的语言十分简练，在学习时体会其作用。



1课时

你读过那些书？读书的过程你有那些感悟？今天就让培根教
给我们更多更好的读书方法吧。

1、简介作者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出生贵族家庭。
《随笔》是其文学方面主要著作，开创英国随笔这特有体裁。

2、读一读，记一记：

怡情傅彩藻饰矫情诘难寻章摘句咀嚼狡黠伦理味同嚼蜡滞碍
睾阐证吹毛求疵

3、理解文章内容，说说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谈读书？

第一层：（从开头到“全凭观察得之”）阐述读书的正确目
的。

第二层：（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始能无知而显其有
知）阐述读书的方法。

第三层：（读史使人明智—结尾）阐述读书能塑造人的性格
和弥补精神上各种缺陷。

4、作者认为读书的目的有那些？

从正面说，读书有三种不同目的：怡情、傅彩和长才。

比喻论证；说明读书可以补天然的不足；使其文章更显生动
形象，通俗易懂。

6、读书的作用是什么？



读书能塑造人的性格和弥补精神上各种缺陷。

7、论述读书能塑造人的性格时使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归纳说理、举例论证。

类比论证、举例论证。

9、文中还使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正反对比论证。

本文主要为我们阐述了读书的正确目的，读书的方法以及读
书的作用。

在句式上多用排比，使说理论证更充分有力；用比喻论证是
论证更加形象透彻；语言精辟，句句经典。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1、学生掌握正确的读书笔记记录方法。

2、学生科学运用读书笔记。

3、在实践操作中，学生能用今天学习的读书笔记记录方法阅
读书本。

教学重点：

1、明确各种读书笔记记录方法的区别。

2、掌握卡片摘录的读书笔记记录方法。

教学过程：



一、引出

图书馆主要是通过文献的利用来传播知识，进行文化和知识
技能的教育。事实证明，同学们越是积极利用和善于利用图
书馆，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学习成绩就越好。

读书笔记是科学地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善于读书的人，
总是书笔不离，随时记录下书中的精华和自己的感想，从书
刊中大量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因此，写读书笔记，是积
累阅读成果，促进读写结合的一种好办法。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做好读书笔记》。

二、新授：

1、了解读书笔记的作用

（1）写读书笔记有助于理解阅读内容，不仅能帮助你加深领
会书中的精髓，还可以锻炼你的思考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做读书笔记时要求记下书中的要点、
难点，结论、应用范围、前提条件等对自己最有用的精华部
分。）

（2）经常写读书笔记能够加深印象，有利于记忆。（俗话
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口过千遍不如心过一遍，心过
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由于做读书笔记是在反复阅读、思考
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比单纯的阅读更能记住所学的
内容。）

（3）写读书笔记，有利于积累资料，丰富知识，是我们解答
问题或写文章时获取宝贵知识财富的重要途径。（对于广大
青少年读者来说，积累资料时日后开展工作和从事科学研究
的基础。积累资料是一件要长期坚持的`工作，要靠持之以恒
的点滴积累，不能搞突击，一蹴而就。积累资料的方法很多，



而做读书笔记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

2、读书笔记的做法——摘录笔记

（1）摘录是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积累资料的重要方法。

（2）摘录的内容可以使文章的要点，文中有意义的或精彩生
动的词语、佳句、警句、典故、段落，重要的史实，使用可
靠的资料、数据、公式、定理等，也可以使阅读中产生的疑
问之处。

（3）摘录的特点是以摘录原文为主，摘录是要求间断扼要，
选取关键的精彩的内容力求准确无误，并注明出处，以便日
后查对和利用。

（4）摘录形式有很多种，今天学习用卡片摘录。

每张卡片上只写一项内容，在卡片左上角表明分类项目；每
张卡片上要注明出处、作者等有关情况，写好后应分类存取，
以便检索。

3、出示读书笔记卡片

爱祖国

——苏霍姆林斯基

转引自《人民教师手册》，浙江教育出

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269页

1988年5月21日摘录

寓言



风筝

风筝疑惑地问：“我飞得比鹰还高了，人们为什么仍然管我
叫风筝而不肯称我为鸟呢？哪怕叫我麻雀也好啊！”

“因为你不是靠自己的翅膀搏击风云而是靠风的宠幸
而‘飞’上来的。”云直言不讳地回答。

——张峰《寓言二则》

摘自《中国校园文学》

1992年第5期，第36页

1992年6月2日摘

礼仪

孔融让梨

三国时期的大文学家孔融，在4岁的时候就知道谦让之礼。每
次给弟兄们分梨的时候，他总是先把大的梨分给哥哥和弟弟，
自己吃小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把最小的梨留给自己，孔融
说：“哥哥的年龄比我大，应该吃大的；弟弟的年龄比我小，
我应该让着他，他也应该吃大的。”孔融从小就知道兄弟之
间应该互相礼让，后人都把孔融作为榜样……（孙志民）

摘录自《北京教育报》第76期

1993年4月27日

三、学生实践：

学生看书并取出卡片进行摘录，教师巡视。



四、交流：

学生交流。

五、总结：

这节课同学们又学会一种读书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
学习生活是很有用处的，希望同学们能掌握并熟练运用，帮
助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

资料提供者：xinying777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ppt展示冰心图片，引入本课。

二、作者介绍

ppt展示，介绍冰心其人其作。介绍“爱的哲学”。介绍本文
写作背景。

三、研读课文

(一)预习检查

给字词注音及解释

(二)快速阅读并解题

1.从题目看，哪个字是行文的线索

2.记叙文的记叙方式有顺叙、插叙、倒叙三种，本文采用的
是哪一种你的依据是什么



3.哪几段是文章“忆”的部分

(三)找出主旨

冰心在文中想告诉我们什么(板书)

(四)以读带思

1.齐读课文，感受“冰心体”的语言魅力

2.划分文章层次，了解作者行文步骤

文章的结构是请你试着划分文章层次并归纳大意(提示：用简
单的语言)第一部分：总说(1节)

第二部分：多读书、读书好(2——11节)

第三部分：读好书(12——13节)

第四部分：概括全文：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14节)

3.分析这三点各自的侧重点：

读书好：侧重于读书的作用、价值

多读书：侧重于读书的数量

读好书：侧重于对书的选取

4.思维训练

(1)读书有什么好处呢(陶冶性情、增长知识、有助写作、提
高人的品德修养)

(2)冰心读过哪些书(在文中划出，回答后ppt展示，同时做文



学常识巩固练习)

(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在文中划出，注意比较)

(4)文中哪一句话集中抒发了作者对读书的喜爱(我永远感到
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5)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5.请用三个成语对这三个读书心得做一个注解

教师提示其一：读书好，能够说成是“开卷有益”，引导学
生说出之后的“多多益善”和“择善从之”。在此做阅读指
导，分析后二者。

(五)拓展迁移

1、“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是指哪三个人

2、《三国演义》中“三国”指哪三国

3、“岳母刺字”的故事你可能明白，你明白岳母在儿子背上
刺下了什么字

4、“哪吒闹海”出自哪部书

5、“倒拔垂杨柳”的好汉是谁他是哪部书中的人物

四、作业

1、请阅读一首冰心的诗歌并摘录你喜欢的诗句

2、请选取一部本文中提到的名著进行长期阅读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在主题“我要上小学”中带着孩子们在参观小学活动后，孩
子们都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很快成为一名背着书包的小学生，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纷纷交流和小学生们的交谈情况：上
学要考试，考试不好会被批评。学习好了可以作中队长……
孩子们对上小学既有向往又有些担心，所以我预设了歌
曲“读书郎”，通过历届歌曲内容，熟悉歌曲旋律，帮助孩
子们用不同的形式演唱歌曲。同时进一步地激发孩子们上小
学的强烈愿望。

1、在感受、理解歌曲的基础上学习演唱歌曲，尝试不同的`
形式演唱歌曲。

2、能较恰当地表现歌曲情感，产生入小学的愿望。

重难点：尝试用不同的形式演唱歌曲。

与歌词内容相关的图标，黑色记号笔

一、小儿郎上小学。

1、聊聊小学生上学路上的情景

2、出示“小儿郎”了解小儿郎的生活环境及要上学的愉快心
情。

3、他和你们一样吗？哪些地方不同？

4、今天的小儿郎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要去哪里？——引出歌
曲的首句并范唱。

二、上学路上——学习并演唱歌曲



1、教师范唱，幼儿倾听、理解歌词并初步跟唱。

2、唱好歌曲中的装饰词。

引导语：歌曲中有些有趣的字，我们来听听吧

3、教师引导幼儿倾听，作出标记并尝试演唱。

声音轻重有变化的演唱歌曲。

教师与幼儿用轮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激发上学愿望，引导幼儿谈谈上学的打算，并尝试编入歌曲
中。

三、我们都是小儿郎

l引导幼儿谈论：你觉得怎样才能做个好学生，学好本领？
（教师用简单图标记录）

根据选择的图标改变歌曲并演唱。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六

知识与本事目标：

1、积累词语及名言警句。

2、品析文中简练、警辟的语言。

3、学习文中运用比较、比喻、举例的论证方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

朗读、讨论、合作的学习方式。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认识读书的益处，培养学生热爱读书的完美情感。

【教学重点】

品析文中简练、精辟的语言。

【教学难点】

学习文中运用比较、比喻、举例的论证方法。

【教学方法】

讨论点拨法、品读感知法。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氛围，谈话导入

同学们是初三的学生了，十年寒窗苦读，即将迎来收获的季
节，在漫长的读书旅程中，你以往有过什么样的感悟呢?今日
我们一齐来学习英国作家培根的一篇随笔《谈读书》，去聆
听他精辟的见解，去感受他简练有力的语言!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生共读课文，校正字音。

2、师生共同合作学习，理解课文资料，理清文章思路。

三、再读课文，品析探究

1、找出喜欢的句子，交流阅读体会。

点拨示例：(1)选段：“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
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
使人善辩。”

评析：这句话列举的资料丰富翔实，使得出的“知识能塑造
人的性格”这个论断有说服力，令人信服。

(2)选段：“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
栽。”

评析：用“野生的花草”比喻“人的天性”，“修剪移栽”
比喻“求知学习”，用比喻为了论证“求知能够改善人的天
性”，使论述的道理通俗易懂，论述语言形象生动。

2、总结论证方法。

四、小结归纳，拓展延伸

1、小结《谈读书》一文中的资料和特点。

2、阅读培根其它随笔中的名言警句，并选取话题，谈谈自我
的看法。

五、课堂总结，升华情感

六、布置作业



围绕课堂上谈到的你所感兴趣的话题提取观点，试着给它配
上论据，并运用恰当的论证方法，写一篇议论文。

忆读书教案第一课时篇七

教学目标：

1．了解冰心及其代表作品。

2．品味文中富有感染力、印象深刻的语句，感受作者读书是
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的情感。

3．通过学习本文，使学生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引起读书的兴
趣，能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文中的主要观点。

2．了解文中提到的众多作品。

课前准备：

1、搜集有关冰心极其作品的资料。

2、摘录有关读书或书的名言。

教学流程：第一课时

一、名言导入：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纵览古今，横观中外，许多名人都和
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汪国真说过：最优秀的读者，不一
定是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家必定是最优秀的读者。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冰心的《忆读书》。



二、初步读文理解课文

（一）检查课前准备情况

1、有关书或读书的名言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人谈话歌德

2、作家作品介绍：

3．自由朗读课文，学习字词

（二）再读课文，回答问题

1、指名读文，思考冰心奶奶八十多年读书生涯的切身体会是
什么？可用文中哪句话概括？（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2、课文紧紧围绕着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一中心内容来
组材、选材的，请同学快速浏览课文在文中圈画作者回忆了
幼时、少时哪些读过的书。

3、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回忆幼时、少时读书经历的？请默课
文，在文中圈画表明顺序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检查上一节课的作业情况：

同学汇报：（1）按时间顺序介绍自己的读书书目，并能指出
每本书的主要优点或对自己的有益影响。

（2）向同学推荐自己喜欢的冰心作品。

二、导入新课。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冰心的《忆读书》，感受读书带给人的
美好。

三、深入读文，品味语言

读好书

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1）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能激起人的各种感情，
让人获得多种美的享受；

（2）读书能扩大知识面；

（3）读书对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4）读书有助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

2．读书有这么多好处，所以作者一谈到读书，话就多了！朗
读第1段，思考文中关联词一就的表达效果。

读好书

作者告诉我们，她从七岁开始读《三国演义》，直至晚年仍
在读万卷书。

读好书

作者说，她会挑选、比较。

3．文中还有一句能表达作者读书情感的句子？（我感到读书
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结合课文内容或自己的读书经历、感受，谈谈你对这句话的
理解和体会。



四、总结提升

读书，是人获得人生经验的不竭的源泉。所以，我们要：
（生齐读）多读书，读好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人生中从亲身经历获得的经验
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其他途径，用别人的、间接的
经验来弥补缺失，丰富心灵，完善自我。所以，我们要：
（生齐读）多读书，读好书。

只有：（生齐读）多读书，读好书，我们才能感受到（生齐
读）读书好。

附：板书设计

忆读书

冰心

能感染人、陶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