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教学设计(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新闻教学设计篇一

１、了解新闻的有关知识，培养阅读新闻的能力。

２、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体会新闻准确、简洁的语言。

３、认识中国革命来之不易，并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把握新闻的特点，抓住战争的主题，体会准确精练的语言。

体会新闻语言的特点。

两课时。

以模仿电台主持的形式，带出对自我的介绍，同时用新闻的
形式也是对后面的学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新学期 、新教改、 新创举

东绛、蠡园两所中学互派教师换岗。

一座沟通两校之间教学交流的新“蠡湖大桥”正在建成。

为了促进东绛、蠡园这两所滨湖区各具教学特色的中学之间
的教学交流，东绛、蠡园两所中学的校长在暑期合作商谈，
在一拍即合的融洽氛围中提出了“互派教师换岗”的新型教
学交流形式。



据悉，开学前几天，东绛、蠡园两所中学分别从教语文、物
理的两名青年教师便均已到对方学校报到。今天９月１日，
这四名青年教师在交换的岗位上已各就各位，正式开始教育
教学工作。

据两校校方称，此次“互派教师换岗”的交流形式将进行两
个月，这一“实验”若获得成功、效果明显，将在今后大范
围、长时间的推展下去。

由此，我们看到一座旁逸斜出的更能促进沟通交流的新“蠡
湖大桥”正在于东绛、蠡园两校间悄然建成。

１、由示例，引出学生对新闻的认识，帮助学生初步把握新
闻的结构、六要素。

２、由“新闻作为记叙文的一种，既有记叙文的一般特点，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那么与一般的记叙文比较，你觉得新闻
有什么特点？”

学生自由讨论，凭感觉和经验谈。

３、学生认识的模糊性，引出对今天新闻文体的零距离接触，
在学习中掌握新闻的特点。

４、自由朗读课文。

５、在抓住文章感情基调的基础上，齐读课文。

６、采取四人小组竞赛的形式，找出新闻的各个结构部分、
六要素，体会新闻语言的特点。

我来当一回报社编辑

以课堂上学到的新闻知识，写一则新闻，报道发生在自己身
边的新鲜事。



新闻教学设计篇二

教材分析：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报道了解放战争中渡江战
役的胜利战况。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观，千里江面上
万船齐发，人民解放军冒着炮火奋勇挺进，冲破敌阵，横渡
长江。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这则新闻，给全军战士和全国人民
以极大的鼓舞，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回肠荡气。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由南阳的解放说到一年多来中原地区
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反映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大好形势，
鼓舞了解放区军民乘胜前进的斗志。

(学习这两则新闻不仅要抓住战争的主题，也要抓住新闻的特
点)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把握课文中的人物、事件，认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并
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了解新闻特点，复习记叙文六要素知识。

综合运用默读的方法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让学生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珍惜革命成果，珍惜我
们现在的生活。

过程与方法:



教学重难点

从文体上抓住新闻的特点，

从题材上抓住战争的主题，

从遣词造句上体会准确精练的语言。

课时安排：一课时授课时间：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教师配乐朗诵毛主席所作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声情并茂地导入课文)这首诗是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而作，
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
胜利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今天，我们
学习的是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亲自撰写的
一篇新闻，题目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整体感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1．读课文，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我这则新闻分别讲了什么
事？（借机引导学生什么叫导语及其作用）

2．再读，找出记叙这件事的六要素。(指出记叙的六要素也
是新闻的要素)

3．具体说说新闻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报道渡江情况的?按什么
顺序报道，为什么?

精读讲析：

1．教师导学



要想迅速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就要看标题。要比较详细地
了解新闻的内容，就要看导语。要更为细致地了解新闻的内
容，就要看主体。新闻的要素也是记叙的要素，只要把记叙
的六个要素变成六个问题，阅读的时候注意这六点，养成留
意要素的习惯，再读其他叙事性作品也就容易把握内容了。

2．思考：《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导语是什么？
从几个方面总领全文？

它的主体部分分几层，是怎样衔接的？

合作探究

教师布置思考题：

1．阅读这则新闻后，你以为新闻具有怎样的特点?(教师引导
学生多角度思考)

学生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参与。

讨论后明确：

新闻的作用，报道国内外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新气象。

新闻的结构，一般包括标题、导语、主体、结语和背景五部
分。

新闻的写法，主要是叙述，有时兼有议论、描写。

新闻的特点，观点鲜明、内容真实、报道及时、语言简明准
确。

2．快速默读第二则新闻《中原我军解放南阳》，了解新闻内
容。再让学生运用前面所学的新闻知识学习第二则新闻，并
提出思考题。



3．默读第二则新闻，理清记叙的六要素。

运用所学的新闻知识具体分析第二则新闻，并说说两则新闻
在写法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品味赏析：

新闻的语言要求准确精炼，且这两则新闻记叙了我军排山倒
海的

，是语言铿锵有力，品味这两则新闻，找出你认为写得好的
词句，并谈谈你的理由。

学生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学生全班交
流，只要言之有理，教师就给予鼓励。

教师小结

《新闻两则》所报道的渡江战役和南阳解放，都是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具

有关键意义的胜利。学习这两则新闻，使我们了解了历史，
看到正义战争的威力，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两
则新闻气势磅礴，语言准确简明，感情色彩鲜明。给我们留
下很深刻的印象。希望同学们把今天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到今
后的生活中去，用心体验、感受、思考周围的世界，开阔视
野，提高认识水平。

布置作业

就现代战争的话题谈谈你的认识，并整理在练习本上。

课后记：



新闻教学设计篇三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使学生理解新闻写作中记者的感情蕴含其中的写法。

2。使学生记住历史惨痛的教训，珍惜和平，抵制暴力与罪恶。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会分析新闻中的记者的感情倾向

2。品味作品中的细节描写。

【教学方法】

1。直观教学法。展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图片，让学生有更直
观的感受。

2。讨论交流法，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导入

开启地狱之门，和作者一起到有“人间地狱”之称的奥斯维
辛作一次地狱之旅。

二、幻灯片展示一

游览过程：



1、看到“雏菊花在怒放”，你想到了什么？

一边是戕害生命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一边是生机勃勃的生命，
两种反差极大的事物摆在一起，运用了对比手法。表达了作
者对纳粹的讽刺：纳粹的残暴终归阻止不了生命的进程。同
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控诉：生命的绽放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对生命的戕害是最恶劣的罪行。

2、面对照片中注视着你的眼睛，面对女孩的微笑，你的感受
和理解是怎样的？

揭露了法西斯对美好的摧残以及作者的愤恨之情。

三、关键句理解

1）强烈反差，奠定基调；

2）首尾呼应，寄托提醒。

2、为什么作者多次说“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1）设置悬念，引导读者；

2）承上启下，巧妙过渡；

3）突出主题，回环照应。

3、是作者亲自参观这些地方吗？如果不是，记者的眼光又是
落在什么上面的？

众多的参观者（游客）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酷遗迹，从
而产生感受、反应；记者（罗森塔尔）观察他们的感受和反
应。

开始时――“默默地迈着步子”、想象成了现实――“步履



不由得慢了下来”

看见毒气室时――“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

看到成堆的头发和婴儿的鞋子、死囚牢房时――“不由自主
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

看到狭小的女牢房时――“惊惧万分，张大了嘴巴，他想叫，
但是叫不出来”

看见试验室时――庆幸“没有打开门进去”，否则会“羞红
了脸的”

参观纪念长廊时――沉思

参观执行绞刑的地下室时――“感到自己也在被窒息”

参观结束时――“参观者用恳求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然后
对解说员说：‘够了’。”

四、幻灯片展示二

直观感受参观者的表情

五、技巧探究

1、这篇新闻与一般注重时效性和客观性的.新闻有什么不同？

不同点一般报道《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时效性最新发生的事件时效性不强

报道内容客观事件个人感受

情感倾向客观个人情感浓厚



奥斯威辛作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杀人工厂”而为人们
熟悉，各国记者纷纷报道它的残酷、血腥。罗森塔尔本着记
者的良知独辟蹊径，突破了“客观报道”的框框，着眼细节，
以冷峻的视角深沉地描述了今天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
在恐怖与快乐、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反差中，它召唤
起人们对于灾难的记忆、关于生命的思考、关于人性的自省。
他的发表，充分地表现了一名新闻记者的使命感，更以迫人
的力量震撼生者的心，成为新闻史不朽的名篇。因此，我代
表普利策新闻奖评审组把本届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最佳消息奖
颁发给《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闻》的作者罗森塔尔。

六、拓展讨论：

幻灯片：在地狱之门的思想者（罗丹）

2、莫泰利的诗

七、结语

希望我们能够终结罪恶，开启幸福和平的天堂之门。

新闻教学设计篇四

《录音新闻》这则录音广播稿比较全面地报道了我国运载火
箭水下发射成功的情况，赞扬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
解放军指战员大力协作、团结奋战，为祖国科学事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歌颂了党的领导。教学中感知课文内容，了解录
音新闻的特点，模拟播音，真切地体会参试人员为祖国做贡
献的战斗精神。

本文是一篇录音新闻，学生对此比较陌生。因为录音新闻既
不同于一般广播稿，又不同于学生常见的电视新闻。为了让
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把握录音新闻的特点，可采用听录音



新闻或模拟播音的方法。

1．了解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情况，学习参试人员团
结协助、为国作贡献的精神。

2．了解录音新闻的特点，模拟播音，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3．体会本文的语言特色——口语和书面语自然结合。

了解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情况，学习参试人员团结
协助、为国作贡献的精神。

了解录音新闻的特点，模拟播音，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一、导入新课

随着科技的发展，火箭上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我们经常在
电视中看到火箭发射成功的盛况，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电视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火箭发射还很不容易，你想了解
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盛况吗？今天我们借助“录音
新闻”来回味一下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吧。

二、出示目标

1．了解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情况，学习参试人员团
结协助、为国作贡献的精神。

2．了解录音新闻的特点，模拟播音，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3．体会本文的语言特色——口语和书面语自然结合。

三、检查预习

同学交流积累的词语（给下列字注音）：



翱 硕大 悫 顷刻 停泊

新闻教学设计篇五

1、知识和能力：

了解新闻的记叙要素、结构和特点。

2、过程和方法：

以这则新闻为例，学习新闻的记叙要素、结构和特点；在阅
读中，学会运用假设比较的方法品味新闻语言。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从自己对新闻的认识出发，尝试着评价新闻。

【教学设计】

一、导入：说说你对新闻的印象

最近国内外有哪些重大新闻？从哪里可以得知新闻？我最喜
欢的新闻类节目是什么？

二、铺垫：有关的新闻知识

1、学生齐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2、介绍什么是新闻的六要素（结合课后练习一），然后请学
生就《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进行分析：

明确：

人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中、西、东三路军



时间：22日22时

地点：九江到江阴

事情起因：渡江作战

事情经过结果：中路军突破安庆渡至繁昌已渡过三十万人；
西路军渡过三分之二占领贵池等广大南岸阵地；东路军大部
渡过南岸，遇敌抵抗较顽强，最后歼敌控制江阴封锁长江。
切断无锡段铁路。

3、穿插：为什么不按东西中的顺序来介绍？

明确：按时间中路军最早发动进攻，西路军和中路军的战况
相似较易，按难度东路军的情况最复杂所以这样安排。（新
闻的真实性）

三、深入：了解新闻的结构

1、利用课后的练习二，掌握新闻的结构。

2、背景：你知道这则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吗？（引导学生通过
查阅资料来完成）

3、标题、导语和主体的掌握分别：

问题设计：你能试着用一句话介绍这则新闻的内容吗？

你能试着用几句话介绍这则新闻的内容吗？

你能试着用一段话介绍这则新闻的内容吗？

四、联系：关于新闻的特点

1、引用报纸上的明星的假新闻、过时的旧新闻来问学生，你



喜欢吗？为什么

2、明确：新闻的特点是内容真实（新闻的灵魂核心），及时
（新闻不是旧闻）。

课后实践：去报纸上找你喜欢的新闻，根据我们学到的`关于
新闻的相关知识，选取一个或几个角度对你读的新闻进行点
评。

五、模拟“普利策”

关于普利策奖：普利策奖由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创
立，主要分为新闻奖和文化艺术奖。普利策生前立下遗嘱，
将财产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普利策奖，奖励新闻界、
文学界、音乐界的卓越人士，该奖自1917年以来每年颁发一
次。

1、让学生在课堂上把自己找到的新闻投影给大家，可以从某
一个角度来分析点评。

2、组织同学互相评价，模拟普利策新闻奖给今天展示的新闻
颁奖：

具体奖项可以设：

最吸引眼球奖（标题出众）、最优美文字奖（文字准确）、
最及时奖（作用及时）等等。

六、新闻就在你的身边

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来写一则身边的新闻，
报道开学至今学校或班上某人、某事或某项活动。

【相关链接】



1、建议用动画演示解放战争的形式。

2、报纸假消息：比如说“罗家英暴死”“刘亦菲变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