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语文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1.学习本文抓住事物特点，从整体到局部的多方面说明事物
特点的方法，把握苏州园林“图画美”的总体特点。

2.引导学生把握本文段首中心句的作用，学习作者文心周密，
层次清晰的说明结构。

3.领会园林设计者和建造的独特的审美意趣，理解作者对他
们的赞叹之情，激发学生对园林文化的兴趣。

1.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征，并条理清晰地突出特征的写作思
路。

2.领会园林设计者和建造的独特的审美意趣，激发学生对园
林文化的兴趣，初步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力。

情境教学法

自主、合作、探究

苏州园林文化寻访微课

一、激趣导入说园林：由学生假期文化寻访说起，播放吴昱
林微课。学生说自己的感受。

(设计意图：从学生视角去看苏州园林，迅速拉近学生的距离，



激发学生的兴趣。)

叶圣陶先生也有一篇文章来写他眼中的苏州园林。今天我们
一起来看看在这位大家的眼中，苏州园林是怎样的。

二、自主学习读园林(一读明特征，二读知结构)

1.默读课文，整体感知。明确：

苏州园林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明确：1.苏州园林是我国各
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

作者看来，苏州园林有什么特点?(明确：务必使游览者无论
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作者认为，苏州园林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四个“讲究”)

2.跳读课文，抓住关键信息缩写课文。

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
苏州园林的影响。她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一个点上，眼
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整体上讲
究亭台轩榭的自然之趣，讲究假山池沼的自然之美，讲究花
草树木映衬的图画美，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美。他们还在细
节上注重每个角落的图画美，注重门窗的图案美，颜色搭配
上的闲适美。

方法总结：抓住第二段中的四个讲究和3-9段中每段中的总起
句，基本上就可以抓住全文的主要脉络。

明确《苏州园林》在结构上的'特点：总分结构。先总写苏州
园林“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
的图画”的特点，然后从四个主要方面和三个细节上说明特
点。



三、合作学习品园林之美

问题一：作者说，苏州园林的特点是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
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以下问题：

你们可以从苏州园林中找到几幅画?

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幅图或者哪几幅图?

这些图画的美有不同之处?用一个词语准确概括出来(可以是
文中的词语，也可自己概括)。

示例：亭台轩榭图——自然之美

假山池沼图——灵动之美(变化之美)

花草树木图——活力之美

花墙廊子图——层次之美

阶旁墙上图——图画之美

门窗——图案之美(简朴精细之美)

色彩——安闲之美

共同之处：以江南的自然为模范。体现了自然灵动之美，小
巧精致之美，朴素安适之美。

故宫博物院：规模宏大，对称结构，红墙金瓦，色彩浓艳。
皇家威严。

颐和园：规模宏大，建筑、山、湖都是巨制



四、探究发现悟园林

1.赞园?赞人?

作者从一个鉴赏者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
他仅仅是为了表达对苏州园林的喜爱之情吗?——对园林设计
者和匠师的赞叹。

从哪里看出来的?

“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
然各个不同。”

“……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直追求的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他们唯愿游览者……”

“……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月里，胸中有丘
壑……”

2.何人?何缘?

苏州园林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究竟是什么人，你们好奇吗?我们
一起来看两则材料。

材料一：

沧浪亭，初建于北宋中期杰出的爱国者和文学家苏舜钦之手。
苏舜钦状貌魁伟，慷慨有大志，欧阳修认为他有宰辅之才。
政治上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因此深为朝内保守派所
忌，后遭弹劾，削职为民，闲居苏州。于是买水石作亭，
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命名为“沧浪亭”，为读书会友之所，时发愤懑于歌诗，
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诗文名满天下，
被誉为开有宋一代诗风者。



材料二：

拙政园是嘉靖时的御史王献臣和挚友文徵明共同设计营构的。
借《闲居赋》“拙者之为政”句意取名为“拙政园”。

王献臣，字敬止，号槐雨，为人疏朗峻洁，博学能诗文。为
官古直，不阿法，敢于抗中贵，时有“奇士”之称。因受东
厂特务的诬陷连遭贬谪，愤而弃官回归故乡苏州。

文徵明是诗文、书、画“三绝”的巨匠。自明中叶到清代，
文徵明成为文人画家普遍敬仰的宗师。他的书法清劲秀美，
洒脱而有韵度，工行草书，尤精小楷。诗歌风格清新妍雅，有
《甫田集》，收其700余首古、今体诗。文徵明不仅才艺冠代，
而且人品峻洁。他和王献臣志趣相投，绘制了拙政园31景图，
每个景点都配有诗一首，并亲撰了《王氏拙政园记》一文。

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播放歌曲《爱的奉献》

毕生为消除人类的贫穷和疾病而努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
蕾莎修女曾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
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正象歌词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那怎样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
呢?今天我们就随我国当代女作家杨绛一起去回忆一位车
夫——老王，体会一下：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用伟大的爱去
做小事的。翻开课本76页(板书课题)(看题目可知，文章的主
人公是谁?明确：老王。)

杨绛，生于1911年，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她的
丈夫就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
饮茶》等，译有《堂·吉诃德》。

(一)、检查预习(1分钟)



伛攥惶恐滞笨塌败荒僻骷髅愧怍

(二)听录音朗读后，思考以下问题。

a、了解主人公------老王(10分钟)

1、课文介绍了老王的哪些情况?并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生活。

学生回答：职业——蹬三轮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

身体——残疾(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也有病)

居住条件——差(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
屋)

可见老王生活之“苦”

教师引导学生回答：也“苦”，“孤独、无亲，受恶意攻击、
被人瞧不起”。

饱经沧桑、吃尽人间疾苦、凄凉、痛苦等。

3、本文记叙了与老王交往过程中的哪几件事?通过这些叙述
和描写，你认为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请你用一个字来概括老
王的性格。

学生回答：记叙了老王为作者送冰，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
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表示感
谢。

学生回答：老王是一个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的人。他
卑微的身份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善良”。

b、了解文中另一个人物------作者(3分钟)



1、你认为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学生回答：“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具体表现在：照顾老
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
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让他白送;关心老王的生活。

1、老王为什么在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这件事体现
了老王怎样的性格特点?这件事是详写还是略写?为什么要详
写?(5分钟)

学生回答：因为老王要报答作者一家对他的关心。知恩图报、
心地善良。详写。因为这件事更能表现老王的善良和他身上
知恩图报的高尚品质。(教师解释：在自己非常痛苦的情况下，
还惦记着别人，还关心着别人，这最能表现他卑微的身份下，
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所以要详写。)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启发?

要写某个人物，有许多事可以写，如果每件事都花一样的笔
墨来写，那文章可能就会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但如果每件事又都一笔带过，那人物的形象就不会丰满生动。
所以写人，要通过记事，而记事就一定要有详写有略写，最
能表现文章中心的事件要详写，其它的可以略写，这样就做
到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老王临死前给“我”送香油、鸡蛋，那作者从哪几方面来描
写此时的老王?(5分钟)

学生回答：文章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去描写老王。
(教师解释：除了正面对老王进行描写外，作者还写了自己见
到老王时心里的想法《见80页》，通过作者的表现来写老王，
这种描写方法是什么描写方法呢?------侧面描写。作者的心
理活动描写从侧面烘托出老王行动的艰难。)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帮助?

方法指引2：写人可以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入手，
除了这些正面描写外，还可以对他进行侧面描写，这样正面
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就使人物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如
在眼前了。

3、老王说“我不是要钱”，为什么最后还收了钱?你觉得这
又体现了他的什么品质?(2分钟)

学生回答：老王怕“我”真的托人给他送钱，平白给“我”
添麻烦。体现了老王的朴实善良。

4、作者一家对老王非常关心、爱护，你觉得除了性格善良之
外，还要有怎样的精神才能做到尊重和关心像老王那样的不
幸者?(4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主要是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提问:看到作者如此关心一个有残疾的车夫,你有什么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
不要觉得你是城里人，你就可以瞧不起乡下人;你不要觉得你
家里比较富有，你就可以看不起穷人。个人由于境遇不同，
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但一个幸运者只有
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作者做到了这
一点，我们做到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观念和
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尊重那些卑微的人那些不幸的人!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多关心弱势群体。

5、对课文结尾一句话，应该怎样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感到惭
愧呢?)(2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
者有责任关爱那些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帮助改善他们
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
到惭愧。

你知道你的周围有哪些不幸者吗，你是平时怎样对待的?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瞎眼的乞丐向诗人雨果乞讨，他
便在乞丐面前的纸牌上写了一句话：“春天就要来了，可我
看不见她!”于是，被感动的路人纷纷把钱放入乞丐的铁
罐......。

我们都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把毕生的精
力都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需要像圣人一样的境界，
这很难做到。可是我们可以和雨果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去做一些触手可及的事情，让有人在无助的时候可以抓住
我们有力的手。

1、这篇课文叙述的事情较多，作者是怎样组织的?文章的线
索是什么?

2、本文表达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

3、揣摩本文的语言，完成课后习题第二题。

4、完成课后习题第三题(要突出老王的心理描写)。

老王

物质生活“苦”

苦

老王精神生活”苦“



善老实厚道关心别人

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1、通过学习新闻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意识，提
升对社会的观察能力，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2、了解采访和选择新闻的基本知识。

3、进行采访实践。

教学重点：了解采访和选择新闻的基本知识。

教学难点：进行采访实践。

（资料链接）（平板推送课前预习）

1、新闻采访基本概念把握：

新闻采访记者

2、普利策奖（pulitzerprize）

（课堂合作学习）

主问题一：怎样选择新闻？

1、选择新闻的'标准是怎样？

选择新闻的标准就是新闻价值。必须是新发生的事实或新发
现的事实：这个事实必须带有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能引
起人们的普遍兴趣。

2、如何进行新闻采访写作？



（1）熟悉实际情况：新闻是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但
是，寻找新闻却不能一开始就把眼睛盯在新的事实上，而必
须首先熟悉旧的事实，熟悉了实际情况，就等于在脑子里画
出了一条清晰的地平线。

（2）要时刻处于采访状态。

（3）要求记者具有新闻敏感。

主问题二：如何获得采访线索？

新闻线索是新闻事实的苗头或信号。有了新闻线索，有编辑
部获得，然后指定记者去采访。但大多数新闻线索却要靠记
者去扑捉。

1、耳朵和眼睛的功力。

2、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

3、切身体验或身边消息传闻等。

主问题三：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采访的理解，进行小组讨论，然后展
示，各组相互补充。）

参考：

1、对采访的题目的基本情况要了解。

2、相关的资料准备：资料准备的内容非常广阔，不仅要有科
技知识，还有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复杂的社会生活意识。

3、研究采访对象：



采访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只能作为提供他人或事实材料的消
息来源，另一类本身就是报道对象，即新闻人物。

4、问题准备：记者提出的问题，最好在采访准备好时就设计
好，特别是初当记者的，应在本子上记上几个、十几个最重
要的问题，做到心中有底。

5、物质准备：照片，相关数据等资料。

6、发稿准备。

（课堂活动）

1、小记者分组模拟采访

教师提出参考主题（例如采访最近考试成绩优异的同学，采
访食堂或小卖部工作人员，采访班上参加体训的同学等），
学生分组进行模拟采访。

2、自我总结模拟采访。

八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1.初步了解议论文的特点，学习阅读议论文和写作议论文的
方法。

2.获取文化营养，丰富思想，发展思维能力，培养思辨的习
惯，享受思辨的乐趣。

3.培养阅读欣赏议论文的兴趣和习惯。

4.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所带来的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于记叙
文写作的立意、选材也具有重要意义。



1.本文的论点未直接提出，可组织学生讨论，以提高分析课
文和组织语言的能力。

2.“七月流火”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弄巧可能成拙。但此例的
直接意义却在于读书不能望文生义。教学中可借此例引导学
生认真读书。“最好水平”，作者说在书面语中不能用，在
口语中勉强可用，因为本文是在谈论书面语。其实，用在口
语中也是错误的，也不可取，口语也要规范。

1.大雅似俗的风格

王力先生的《谈语言》是一个谈话记录，因此与一般的文章
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表面看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然而所说的内容却是一位语言学家所深思熟虑的
关于语言运用的基本原则，而且脉络清晰。因而，这篇课文
实在是大雅似俗。

2.关于课文的论点

本文谈论的是书面语的使用问题，其论点是“书面语应当是
口语的规范化”。它有两个分论点。第一个分论点是“书面
语不能脱离口语”。第二个分论点是“书面语应当是规范
的”。课文的论点并没有直接提出，而是化解为两个分论点。
分论点也没有直接提出，而是隐含在或者说渗透在具体的论
述中。这种情况在文章中比较少见，但在谈话中也并非绝无
仅有。因为谈话必须平易，而直接说出论点可能过于庄重。
而且谈话中，句子与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不能生硬。
同时，谈话常常是开始的时候想到了最重要的内容，然后又
想到其他方面，逐步把思想表达完整。

“口语的加工，既要考虑规范化，又要考虑大众化”。能不
能认为文章的论点是“书面语应当口语化，规范化”？这样
也不行。因为“书面语口语化”的说法不通，所谓“化”是
向某个方面某种性质转变的意思，但口语在前，书面语在后，



怎么能把后来的转变为原有的呢？“书面语规范化”的说法
也不通，因为并不是先有了一种不规范的书面语再使之规范，
作者的意思是对口语进行加工，进行规范化。那么，说文章
的论点是“文章要口语化，规范化”如何？那也不行。因
为“文章规范化”会使人误认为是文章形式本身的规范化。
这是不是说文章的论点只有一种表述形式呢？那倒不是，比
如本文的论点就可以表述为“书面语应当是经过加工的口
语”。其实，“经过加工的`口语”，就是“口语的规范化”。

3.课文中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

因为是谈话，所以本文的语言和一般的议论文相比，多用短
句，多用单句，句子结构也比较简单。但既然是议论文，与
记叙文相比，句子还是长一些，结构复杂一些，复句中的关
联词语多一些。这里只分析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他们不
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就不可能
是准确、鲜明、生动的。”该句是第二部分的核心句。从结
构上说，这只是一个单句。问题在于，“不懂得”的宾语是
由一个复句结构充当的。有的语言学家把这样的单句叫做超
句，而且这个复句结构又是一个多重复句，总体上是假设复
句，前一个分句本身又是一个并列复句。作者为什么要用这
样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呢？答案只能是：表达思想的需要。
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正是第一个分论点“书面语不能
脱离口语”。但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中，作者不能把这个分论
点写上去，如果那样，必然会前言不搭后语。因为这里是在
批评反面现象，所以说“脱离了口语”。为了表意更加充分，
更加饱满，也为了句式更加流畅，作者又换个角度说“脱离
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对这种反面现象的最好批评，莫过于
指出其结果：“不可能是准确、鲜明、生动的”。于是就形
成了一个多重复句：“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
语言，就不可能是准确、鲜明、生动的。”而这个复句所阐
明的道理与上文所批评的某些人的华而不实，弄巧成拙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那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作者
就把这个复句结构作“不懂得”的宾语，形成了有人称之为



超句的复杂的单句：“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
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就不可能是准确、鲜明、生动的。”

课文可分成三部分。全文的结构提纲如下：

（一）（1自然段）爱好写作的人应当爱语言，掌握好语言。

（二）（2——5自然段）书面语不能脱离口语。

（1）（2自然段）某些人华而不实，弄巧成拙。

（2）（3——4自然段）例证某些人的华而不实，弄巧成拙。

（3）（5自然段）朱自清的文章做作的不好，朴实的好。

（三）（6——12自然段）书面语应当是规范的。

（1）（6、7自然段）书面语应当是规范的。

（2）（8、9自然段）例证某些用语的不规范。

（3）（10自然段）既要规范，又要大众化。

（4）（11自然段）不应以“约定俗成”反对规范化。

（5）（12自然段）规范的标准是发展的。

八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1、整体阅读，以语言训练为主是上这节课的指导思想，在教
学方法的选用上主要体现这一点，在处理教材时，先让学生
通过听读、朗读等方式从整体上进行充分的感知，并对重要
的字词进行训练；再对文章的大致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
之上，进行重点文段的阅读训练，着重训练词语的运用和关
键语句的理解。最后对中心与段落的关系进行领会与分析。



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圈点批注、朗读、讨
论、质疑、课堂练习等方式使学生动脑动手。

2、为增大课堂教学的容量和提高效率，采用投影，播放录音
等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