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石潭记教案部编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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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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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潭记教案部编版篇一

《与朱元思书》，《小石潭记》是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五
（六）单元中的第一篇文言文。下面是课文教学设计和设计
理念。

一、教材分析：

本单元是文言文教学单元，所选的课文都是历来传诵的名家
名篇，其中《与朱元思书》是一篇描写山水景物的精品，对
学生欣赏写景类古诗文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尤其对学习本
册教材的第六单元中的几篇描写山水类的美文更具有指导的
作用，吴均的这篇经典骈文，不仅让我们体味到作者高雅的
志趣，同时还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美的享受。

都是描写山水类的佳作，其中《小石潭记》是柳宗元的著名
山水游记“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上承《与朱元思书》下转
《岳阳楼记》等文，新教材入选次文，意在继续学习名家描
绘山水景物的名篇，继续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继续欣
赏山水游记的优美意境，继续提高审美情趣，提高鉴赏能力。

二、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的设定：

根据新课标指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
点”和阅读文言文的要求，以及结合本课的内容和地位、学
生的认知实际，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以下几点：



1、了解吴均（柳宗元）的作家作品常识，能正确有感情朗读、
诵读课文，能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疏通文意，进一步提高阅读
文言文的能力。

2、体会文中多层次多角度描绘景物的特点和骈散结合的写法。
（学习对景物入微的观察，并抓住特点写景，借景抒情的写
法）

3、体会作者追求自由的情怀和把握文章的主旨。（理解作者
贬居生活中孤独悲凉的心境和把握文章的主旨）

4、品味优美的写景语言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大好河山的热爱，
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

本文是一篇山水小品文（游记），又加之本文对第六单元学
习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需重点介绍多层次、多角度描写景
物的写法（入微的观察，抓住景物的特点写景、借景抒情的
写法，熟读成诵感受文中优美的意境确立为教学重点。

由于本文语言表达含蓄，寓意深刻，对八年级的学生来说，
理解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确立理解作者追求自由的
情怀把握课文的主旨为教学难点，同时也是教学重点。

三、教学方法和学法指导

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有效的完成教学目标，依据
新课标提出的“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要求，结合八年级学生的
心理特征以及学生以有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我采用的教学
方法有：朗读、诵读教学法、资料收集信息整合法、师生立
体交流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

又依据新课标提出的“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的理念，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和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



我十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学习，指导学生自主探究，自主质疑，
自主合作，发挥想象，养成自主勾画圈点批注的学习习惯。

四、教学手段

借助多媒体等电教手段，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弥补
传统教学设备的不足，达到快速信息整合。

五、教学过程

1、情境导入：

伴随着一曲〈高山流水〉，以多媒体展示一幅杭州富春江//
一组充满大自然魅力的山间图片，让学生就图片谈感受，初
步审美之后设计如下导语进入：富春江的美景堪称“奇山异
水，天下独绝”南朝吴均早有鉴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阅览
吴均写给朱元思的信。这竹林茂密、小溪潺潺、潭水清澈、
鱼儿游欢的景致哪里寻？让我们一同随着柳宗元走进那扑朔
迷离的小石潭。

2、熟读课文，整体感知文意

首先，教师范读指导。然后学生反复朗读，达成诵读的效果
之后，再让学生以四人为一小组自主参照注释和借助工具书
疏通文意，互相监督补充。然后归结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交
到课堂，师生再共同讨论解决。这一设计实现师生平等对话。

3、研读赏析，解决重点

作以引导，让学生自主探究，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理解，只
要理由切近就加以肯定，重在让学生掌握作者是如何通过动
静结合、声色融合、详略得当、远近互补来写景的。进一步
感受小石潭的幽静凄美的意境。进而解决了教学重点。



4、通过质疑，突破难点

我设计这样的问题：作者写给朱元思信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情感变化的过程是怎样的？（乐——忧）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情感波动呢？

引导学生辨疑，说出自己的体验，这既训练学生对课前收集
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整合，又需要学生抓住文中的重点语句进
行深入挖掘赏析，经过讨论，教师点拨，最终达成学生深入
理解了文章的志趣之美（主旨），得到了情感教育，突破了
难点。

5、课堂随机问答检测可以是词句释义，也可以是背诵课文。

6、师生共同总结本课内容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作引导：这堂课你学到了哪些内容和掌
握了哪些知识？

重在让学生自我评价，自我总结，以反馈教学目标的达成情
况，然后再教师强调重点。

7、布置作业

以“给朱元思的一封信”为题，用现代书信的格式完成一篇
习作。

让学生在文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处景观设计一段导游词。

（这样的设计意在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双语表达
能力，进一步欣赏山水写景的特点，一举多得。）

六、板书设计：



与朱元思书

吴均

奇山高雅

美景情怀

异水自由

小石潭记教案部编版篇二

【古今异义】

1、乃记之而去(去,古义：离开。今义：往。)

2、崔氏二小生(小生,古义：青年,后生。今义：戏曲艺术中
的一种角色。)

3、闻水声(闻,古义：听到。今义：用鼻子嗅气味。)

4、不可久居(居,古义：停留。今义：住。)

5、潭中鱼可百许头(可,古义：大约。今义：副词。)

6不可久居(居,古义：停留。今义:居住。)

【一词多义】

1、乐(1)心乐之(以。为乐)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2)似与游者相乐(逗乐)

2、可(1)潭中鱼可百许头(大约)



(2)不可久居(能)

3、清(1)水尤清冽(清澈)

(2)以其境过清(感到凄凉)

4、从(1)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自)

(2)隶而从者(跟从)

5、以(1)以其境过清(因为)

(2)卷石底以出(相当于而,不译,连接两个动词的.词)

(3)全石以为底(用来)

6、而(1)记之而去(不译,连接两个动词的词)

(2)隶而从者(不译,表并列关系)

(3)潭西南而望(不译,作停顿词)

7、差(1)参差披拂(长短不一)

(2)其岸势犬牙差互(交错)

8、见(1)下见小潭(发现)

(2)明灭可见(看见)

9、游(1)皆若空游无所依(游动)

(2)同游者(游览)

10、环(1)鸣佩环(玉环)



(2)竹树环合(环绕)

11、为(1)全石以为底(做为)

(2)为岩(成为)

【词类活用】

1、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名词作状语西：向西

2、下见小潭。名词作状语下：向下

3、皆若空游无所依。名词作状语空：在空中

4、日光下澈。名词作状语下：向下

5、俶尔远逝。名词作状语远：向远处

6、潭西南而望。名词作状语西南：向西南

7、斗折蛇行。名词作状语斗：像北斗七星一样

名词作状语蛇：像蛇(爬行)那样

8、其岸势犬牙差互。名词作状语犬牙：像狗的牙齿一样。

9、凄神寒骨。使动用法形容词作动词凄：使…凄凉

使动用法寒：使…感到寒冷

10、如鸣佩环。使动用法鸣：使…发出声音

11、心乐之。意动用法形容词作动词乐：以…为乐

12、近岸。形容词作动词近：靠近



13、隶而从者。名词作动词隶：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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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内容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
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
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
曰恕己，曰奉壹。

二、文学常识

1、柳宗元，唐代文学家，散文八大家之一，本文是《永州人
记》中的一篇。

三、语音

四、通假字

1、下见小潭见通现，出现



五、古今异义词

六、词类活用

七、一词多义

1、蛇：永州之野产异蛇（）斗折蛇行（）

2、伐：伐竹取道（）齐师伐我（）

3、明：明灭可见（）庭下如积水空明（）

八、重点词语解释

1、清洌：清凉

2、可百许兴：大约有一百来条。可，约。许，表示对数量的
估计。

3、佁然不动：呆呆的一动不动。佁然，愣住的样子。

4、俶尔远逝：忽然。

5、斗折蛇行：斗折，像北斗星那样曲折。蛇行，像蛇爬行那
样弯曲。

6、悄怆：寂静得使人感到忧伤。

7、邃：深8、寂寥：寂静寥落。

9、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坻：水中高地屿：小岛嵁：不平
的岩石

10、明灭可见明灭：或现或隐11、以其境过清清：凄清，冷
清清



九、特殊句式

十、朗读节奏

十一、理解性默写

1、描写游鱼静态的句子：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
石上，佁然不动；

2、描写游鱼动态的句子：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
乐。

3、描写潭上多姿的树蔓的语句：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

十二、重点语句翻译

1、皆若空游无所依：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凭借也没有。

2、日光下澈，影布石上：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映在石
上。

3、斗折蛇行：（泉水）曲曲折折，（望过去）一段看得见，
一段又看不见。

4、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感到心神凄凉，寒气透骨，寂静极
了，幽深极了。

5、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

靠近岸的地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过来露出水面，成为坻、
屿、堪，岩各种不同的形状。

6、其岸势犬牙差互那石岸的形状像狗的牙齿那样相互交错。



7、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覆盖着，缠绕着，摇动着，连缀着，
参差不齐，随风飘荡。

8、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隔着竹林，（就能）听到流水声，好像人身上佩带的珮环相
碰击发出的声音，心中为之一乐。

9、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向潭的西南（方向）望去，看到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
蛇那样蜿蜒前行，时隐时现。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

十三、课文内容理解

1、本文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抒发了作者抑郁忧伤之情。

2、文中对潭中鱼的描写，栩栩如生，动静结合，字面上写鱼，
实则写潭水的清澈。

3、段落归纳

（一）发现小石潭

（二）描写潭水和游鱼

（三）探究小石潭的水源及潭上景物

（四）写出了作者对小石潭总的印象和感受

4、作者描写潭的总体感受是什么？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5、下列对选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c）



a.本文渲染了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气氛，抒发
作者悲凉凄怆的心绪。

b.第一段作者围绕着石来写，在移动变换中引导我们去领略
不同的景致。

c.第二段写了游鱼、阳光和影子，动静结合，展现生动的画
面，目的是表现鱼的活跃、可爱。

d.柳宗元被贬失意，心情抑郁，所以认为小石潭不可久居。
其实作者笔下的小石潭风景如画，如果我们能跨越时空到此
一游，或许会流连忘返。

十四、开放性试题

1、柳宗元借小石潭的景色表达了被贬之后的苦闷抑郁之情。
像这种借景抒情表达心志的文言名篇有很多。请联系《醉翁
亭记》、《岳阳楼记》和《桃花源记》等篇章中的.一篇，以
小石潭凄寒幽静为上句，写出下句使之成为一组对偶句。（2
分）

小石潭凄寒幽静，

上句：

可摘引原文，可自行创作。（共2分，内容与篇章不符或有错
别字各扣1分）

例（1）琅琊（王牙）山蔚然深秀例（2）岳阳楼壮美雄奇例
（3）桃花源和平宁静2、文章运用骈散结合的语句描绘出优
美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选出其中你最喜欢的一句，并做
简单的分析，语言表达力求简洁。

句子：



分析：

理解文意，谈出语句特点即可。

3、如果你能经时空隧道返回到唐朝，并与柳宗元在小石潭相
见，听他倾诉内心的郁闷悲怆之情后，说几句劝慰的话。其
中要恰当引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或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中的相关名句。（限在40字以内）

所写的句子含有劝勉安慰之意给1分，能将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等名句中的其中一句恰当地融合于
内容之中，给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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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全文。

2、整体感知并理解作者在贬居生活中孤凄悲凉的心境。

3、通过对精彩语段的品读，感受大自然的美，提升对美的鉴
赏能力。

1、体会本文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艺术特色。

2、树、石、水、鱼特点及对它们的准确描写。

作者的忧乐情怀

诵读合作探究

一课时

一、导入



二、作者、文体简介出示图片

三、整体感知课文

1、教师领读课文。

2、学生熟读课文。

3、学生熟读课文注脚、理解句意。

三、精读赏析，出示问题，学生思考：

1、课文一共几个自然段?每一个自然段重点写了哪些景物?景
物有何特点?

1、四人一组讨论：作者在小石潭欣赏时的心情如何?并找出
原文有关句子加以说明。(乐——忧)

2、作者为何而乐呢?请结合文中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1)水声美、好奇心。

(2)景美而乐。请学生说说作者是如何来描写景物的?

石：奇特树：茂盛水：透明(侧面描写)鱼：欢快(动静结合)

3、作者为何而忧呢?(环境：幽深冷寂身世：被贬)

4、全文写乐与忧有什么关系呢?全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在游玩山水中的.欢乐一经凄凉环境的影响，被贬官后的郁闷
之情又立刻涌上心头。(抒发了作者在寂寞处境中的悲凉凄苦
的情感。)

四、体验反思



你学生了这篇文章后有什么收获?(写景的写作方法)

1、借景抒情。

2、动静结合。

3、侧面描写。

4、抓住景物特点。

五、布置作业;背诵全文

文档为doc格式

小石潭记教案部编版篇五

原文：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
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
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
曰恕己，曰奉壹。



译文

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多步，隔着竹林，可以听到水声，就
像人身上佩带的佩环相碰击发出的声音，（我）心里感到高
兴。砍倒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走过去），沿路走下去看
见一个小潭，潭水格外清凉。小潭以整块石头为底，靠近岸
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过来露出水面。成为了水中高地、小
岛、不平的岩石和石岩等各种不同的形状。青翠的树木，翠
绿的藤蔓，遮掩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靠都
没有。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映在石上，呆呆地
（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了，来来
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和游玩的人互相取乐。

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看到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水流
像蛇那样蜿蜒前行，一段明的看得见，一段暗的看不见。两
岸的地势像狗的牙齿那样相互交错，不能知道溪水的源头。

我坐在潭边，四面环绕合抱着竹林和树林，寂静寥落，空无
一人。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入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
伤的'气息。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凄清，不可长久停留，于是记
下了这里的情景就离开了。

一起去游玩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跟着同去
的有姓崔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做恕己，一个叫做奉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