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模板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一

1.立足语言，走进人物内心，感悟深沉父爱。

2.抓住细节，品味真情，让学生树立“微生活、大情感”的
写作理念。

3.关注阅读，学会“着眼全局、突破重点”的学习方法。

【教学设想】

可以安排两课时。在学生熟读文章，理清字词的基础上，首
先充分交流预习所得，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情感与主旨。然后明确阅读方向，引领学生以第六自然段为
突破口，立足语言，走进人物内心，感悟父爱。最后，诗意
表达，迁移生活，指导写作实践。

【教学过程】

一、交流预习所得：整体把握文章，初步感知父爱

1.合上书本，凭借记忆，用下列词语(2个以上)复述文章有关
内容。

[幻灯片]交卸;奔丧;狼藉;蹒跚;踌躇;栅栏;颓唐;琐屑

2.将以上词语现场规范抄写两遍。



3.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学生明确：父爱。体现在哪些具体事情
上?(要求结合具体内容，概括并简要分析)。

列举如下：踌躇再三，决定亲自送我;照看行李;和脚夫谈价;
挑选座位铺好大衣;嘱托茶房;翻越站台买橘子;惦记我和我的
孩子。

简要分析：父亲事忙，本无暇送我，但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决定亲自相送，唯有此才能让他自己放心。

和脚夫谈价，挑选座位铺好大衣，嘱托茶房。这些生活小事，
出行细节，父亲都亲自一一包揽。不是孩子幼小(当时我已二
十岁，在北京读大学)，缺乏独立能力，而是在父亲的心里孩
子永远是需要呵护的，他习惯了这样呵护着自己的孩子。

坚决不让孩子去，一定要自己穿过铁道，爬上站台，满身泥
土地为孩子买来橘子。这是一种父爱的惯性，更是离别时的
一种不舍和祝福。

即使老境颓唐、心境不佳，但还是无法控制对我和我孩子的
思念，总是惦记着。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生命不息，
思念不止。

二、引领深入：赏析精彩语段，深刻感悟父爱

1.学生自我朗读第六自然段。

提醒学生思考：应该用怎样的情感基调朗读。

交流明确：叙述的语气、悲伤的基调。

2.配乐教师范读(背景音乐：杰奎琳的《觞》)。

3.自由交流阅读感受：这段文字中，你感触最深的或是对你
触动最大是哪一点?请结合具体语句说说你的感想或体验(调



动学生个性的生活体验)。

示例1：父亲的话语。“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
走动。”当时我已二十岁，已在北京读大学。可在父亲的话
语中，我似乎就是个会走失会迷路的孩子。在父亲的心中，
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他总要保护着孩子，这是他的生活惯
性。这就是父爱的本能、天性。

示例2：父亲的细节。“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
吧，里面没人。”几步、回头、叮嘱，无比的不舍与眷恋。
回首之际、叮嘱之间，我读懂了父爱的深沉与柔情。

示例3：父亲的细节。“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
的。”为孩子买来了橘子，即使历尽艰辛，即使满身尘土，
那也是一种快乐与满足。这就是父亲，一个为了孩子的快乐
自己吃苦受累反而感到满足的人。

示例4：父亲的动作。“我看见……攀……缩……倾……”。
这些动词尽情地表现了父亲行动之艰难。如此之艰难，却快
乐地坚持地做着，这便是父亲，这就是父爱的力量。

示例5：我的眼泪。“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
地流下来了。”在这之前我还暗笑父亲的迂，而此刻却泪眼
阑珊。这就凸现出父爱的感人力量。泪水里有感动，有心
酸(那是一个刚失去母亲还穿着黑色孝服的男人)，有愧疚(之
前还暗笑过父亲的迂)。

……

4.改变人称，配乐齐诵，感动父爱。

将文段中的第三人称“他”改为第三人称“你”，配乐齐
诵(背景音乐：杰奎琳的《觞》)。



5.诗意表达，吟颂父爱。

父亲是这样的伟大，父爱是这样的感人。我们应该写一首小
诗来吟颂他，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教师首先示范一
句，让学生沿着思路共同完成。

根据文段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写(教师示范)：

父爱，是你离开时对我的叮嘱：你就在此地，千万不要走动。

……

师生互动，形成一首完整的小诗。参考如下(幻灯片)：

父爱，是你离开时对我的嘱咐：你就在此地，千万不要走动。

父爱，是你攀爬站台时艰难的动作和黑色的背影。

父爱，是你抱回橘子时飞扬的尘土和轻松的表情。

父爱，是你分别后不舍的回头和温暖的叮咛。

父爱，是你消失在来来往往人群时，我的潸然泪雨。

……

三、迁移生活，抒写父爱

1.由文中的父亲，我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也一
样在为我们做着一切他能做的甚至没能力做的事情，从小到
大，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时刻相随。让我们模仿幻灯片中
的小诗写一首诗献给我们自己的父亲，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
心。

2.小诗展示，教师点评。



四、作业：树立“微生活——大情感”的写作理念

一次买橘，一场离别，尽显父爱，感人至深。作者正是抓住
生活中的细节，透过生活的微观发现情感的伟大，从而写出
如此动人的美文。这就是“微生活——大情感”。

指导：以你写的小诗为基础，一句话就是一件事。确定一件
事为详写，选两件为略写，抒写自己对父亲的感恩之情。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二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
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避邪的。辟
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
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
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
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悉，这些道理直到现
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
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
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
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
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
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
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
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
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
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
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
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就没有这
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
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
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



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
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
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
和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
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
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用些
蓍草，那是不难得到。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
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
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
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到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
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
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
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
——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
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
用得着它。我们现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
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
的一笔帐;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子，
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象(01)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
筮法可以说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一”是一;断画一
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三。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
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
列，也许是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简单了，
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
组合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
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
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
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当
知识的权威，参加创卦和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
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时候，



还有“筮短龟长”的话(02)。那些时代，大概小事才用筮，
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的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
十体，每一体都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03)。这些是现
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的灼出来的，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
二十体里去便得另造新辞。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当于一
百二十体的兆象。那断定吉凶的辞，原叫作繇辞，“繇”是
抽出来的意思。《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作一爻——
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属于卦的总体的，有
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是
卜筮官的占筮纪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
周初叶的纪录，纪录里好些是不联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
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卦、爻辞按着卦、爻的
顺序编辑起来的，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
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本来呢，卦数既
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辞又是一定的，检查起来，引申推
论起来，自然就“简易”了。不过这只在当时的卜筮官如此。
他们熟习当时的背景，卦、爻辞虽“简”，他们却觉
得“易”。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传，有些卦、爻
辞简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

《周易》现在已经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
还没有注意这部书。孔子是不讲怪、力、乱、神的。《论语》
里虽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另一个本子
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04);所以这句话是很可
疑的。孔子只教学生读《诗》、《书》和《春秋》，确没有
教读《周易》。《孟子》称引《诗》、《书》，也没说到
《周易》。《周易》变成儒家的经典，是在战国末期。那时
候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爱了他们的影响，才研究起
这部书来。那时候道家的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
家。儒家就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



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
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
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的《易传》。

《易传》中间较有系统的是彖辞和象辞。彖辞断定一卦的涵
义——“彖”是“断”的意思。象辞推演卦和爻的象，这
个“象”字相当于现在所谓“观念”。这个字后来成为解释
《周易》的专门名词。但彖辞断定的函义，象辞推演的观念，
其实不是真正的从卦、爻里探究出来的;那些只是作传的人傅
会在卦、爻上面的。这里面包含着多量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
治哲学;象辞的话更有许多和《论语》相近的。但说到“天”
的时候，不当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当作自然的道，却是道
家的色彩了。这两种传似乎是编纂起来的，并非一人所作。
此外有《文言》和《系辞》。《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系辞》
发挥宇宙观、人生观众，偶然也有分别解释卦、爻的话。这
些似乎都是抱残守阙，汇集众说而成。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
《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说卦》推演卦象，
说明某卦的观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乾
卦象征着天，又象征着父之类。《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
先后的道理。《杂卦》比较各卦意义的同异之处。这三种传
据说是河内一个女子在什么地方找着的，后来称为《逸易》;
其实也许就是汉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
“一”是奇数，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
数，偶数是阴数，阴阳的观念是从男女来的。有天地，不能
没有万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处一样，所以三画才能成一卦。
卦是表示阴阳变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变化的意
思。为什么要八个卦呢?这原是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但
这时候却想着是万象的分类。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
等;震是雷，是长子等;巽是风，是长女等;坎是水，是心病
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
这样，八卦便象征着也支配着整个的大自然，整个的人间世
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卦是复合的，卦象也是复合的，作



用便是复杂、更具体了。据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
班圣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种种道理，这才制造了器
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东西，“日中为市”等
等制度，都是他们从六十四卦推演出来的。

这个观象制器的故事，见于《系辞》。《系辞》是最重要的
一部《易传》。这传里借着八卦和卦、爻辞发挥着的融合儒、
道的哲学，和观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的增加了《周易》的
价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关于它的
传说也就多了。《系辞》里只说伏羲作八卦;后来的传说却将
重卦的，作卦、爻辞的，作《易传》的人，都补出来了。但
这些传说都比较晚，所以有些参差，不尽能像“伏羲画卦
说”那样成为定论。重卦的人，有说是伏羲的，有说是神农
的，有说是文王的。卦、爻辞有说全是文王作的，有说爻辞
是周公作的;有说全是孔子作的。《易传》却都说是孔子作的。
这些都是圣人。《周易》的经传都出自于圣人之手，所以和
儒家所谓道统，关系特别深切;这成了他们一部传道的书。所
以到了汉代，便已跳到六经之首了(05)。但另一面阴阳八卦
与五行结合起来，三位一体的演变出后来医卜、星相种种迷
信，种种花样，支配着一般民众，势力也非常雄厚。这里面
儒家的影响却很少了，大部分还是《周易》原来的卜筮传统
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
巫术的本来面目。

注释：

(01)二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仪是天地，
四象是日月星辰。

(02)《左传》僖公四年。

(03)《周礼?春官?太卜》。

(04)《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



(05)《庄子?天运篇》和《天下篇》所说六经的次序是：
《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
《汉书?艺文志》，便成了《易》、《书》、《诗》、《礼》、
《乐》、《春秋》了。

【参考资料】顾颉刚《周易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辩〉第三
册上)。李镜池《易传探原》(同上)。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
代及其作者》(同上)。

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中华书局,.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三

〈一〉器重乐趣，激活学生的求知欲。

任何一堂课导入很紧张，间接影响着一节课的效率。在《春》
这堂课上器重激发学生练习，采用古诗导入法，让学生发掘
自身的潜层认识中相关“春”的古诗句，极具有召唤力，且
同龄阳世相互感染，黄山汤口镇地图。相互吸纳，学生的思
想也经常会获得最大水平的激活，更多的体现了新课标
的“自动.自愿”的练习。

《春》是初一教科书所选的一篇精美的散文，但初一学生对
写景抒情散文阅读力不很强，短缺深切的体会，在整体感知
中互助了一些春风杨柳、春花烂漫、春雨润物、春光彩媚等
图片来擢升对课文的品析角度，运动手脚了课堂气氛，你看
《春》教学反思。每一位学生擦拳磨掌显显露极大的求知欲。

〈二〉阅读为本，让学生与作品间接对话。

一篇精美的散文，对比一下反思。总是很讲求词藻的，细细
品味能力真正领会其美。《春》这堂课上，器重了阅读教学，
作育成就学生具有感受.明白.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有速读，
整体独揽课;细读，深入作者感情;精读，品味发言百味。看



着黄山奇石图片及名称。正所谓“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因
形体味”，也唯有在阅读中注入一共的生命情感，融入一共
的人格和心灵自动地参与并进入文章的情感范围和艺术世界，
相比看黄山迎客松旅游网。便会蓦然发现作家正向我们走来，
和我们倾心交谈。

阅读的重点是赏玩，是阅读审美的最高地步，真正的阅读是
擅长在文章中逾越文字的畛域，发现作者的心思微妙，领略
作品艺术地步的无穷风景。在《春》中创办了一个协调的气
氛：黄山的名茶。“读自身喜欢的，析自身明白的”，怂恿
学生大胆地，看着黄山市怎么样。有创意地去和作者对话，
发挥他们的创办潜力，怂恿他们别开生面，打垮抱残守缺的
框架式教学，让学生思想之花在课堂上绽放。

〈三〉课内涵伸，黄山奇石天狗望月。启发学生自主研商。

无论是一部书还是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思想的结晶，别人之
思一定尽同于自我之见，黄山市屯溪区地图。相互思绪不能
重合之处，都是值得研究的住址。再说对文章内在的明白也
有一个接续生成，接续深入的经过，对于2012黄山旅游攻略。
一篇课文读完往往不是阅读的结果，杭州到苏州二日游。而
是新一轮阅读的起头。这堂课由“春”“春草图”“春风
图”“春花图”“春雨图”能够引发“秋”的联想“秋”的
探讨，谈一谈，议一议，写一写，会在发言的独揽上有更深
切的体会。

当然，非论你是若干好多年教龄的教授，也非论你这堂课讲
了若干好多次每每事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憾，对于教学。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无尽头”吧!这堂课缺少了字词的堆
集，俗话说“万丈高楼高山起”，根蒂根基的东西不应丢，
应在朗诵中拔出字词。还有一点不敷之处，在拓展延迟处若
能让学生绘制一些关于“秋”的图片拿进去议论、相易，怂
恿其大胆创新。对于《春》教学反思。这也会体现新课标理
念，教授不单仅存眷学科的学问形式，同时把眼光眼神投向



其他相关学科，从个别操走向团体创作。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我则以为“教而不思也罔”，教
学深思有益于及时的把教与学的成效作总结与反应，是教育
事业者的一把砺剑。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四

1、知识目标：

(1)反复诵读，品味文章清新优美的语言，感受春天的“新、
美、力”。

(2)学习作者细致观察，抓住特征多角度地描写景物的方法。

2、能力目标：

(1)品味作者用诗一般的抒情笔调、优美的语言描绘春天。

(2)学习比喻、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

(3)朗读课文，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作者情感。

3、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的美。培养学生热爱自然，
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

1、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把握作者的感情。

2、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表现景物的特征及细致观察景
物，抓住特点描写的方法。

在景物描写中抒情。



1、通过反复诵读，引导学生品味作者描绘自然风景时那诗一
般的抒情笔调，优美的语言，从中得到美的熏陶。诵读中注
重个性化朗读。

2、小组讨论理清文章的脉络，学习细致观察景物，领会写景
的各种方法。

3、课堂延伸：查阅资料，找出有关描写春的诗句或片断描写，
在课堂上讨论、分析。

1、反复诵读课文，体会作者的语言特色。

2、查阅资料，找出有关描写春的诗句或片断描写，摘抄并准
备在课堂上讨论、分析。

3、把自己认为最美、最精彩的句子画出来，体会美在哪里，
精彩在哪里。

教学目标：

1、诵读课文，体会作者的语言特色，感受春的活力。

2、赏析课内外有关描写春的诗句或片断描写。

教学步骤：

一、盼春天：

2.欣赏音乐《春天在哪里》

二、找春天：

3.问：春天在哪里呢？在这里，在我们身边。在古诗词句中，
下面请同学们从所学过的古诗词中去找春天。(生回答出诗
句——：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问：“能不能告诉老师诗句写的是春天的什么景物呢？”
例：上面的例句写的是小草。

5.问：“写草(或花、雨、风)怎么样？”例：“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写出了草旺盛的生命力。

三、读春天：

6.(我们找到了春天，那么的美丽，那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作
家朱自清笔下的春天，一起来感受一下那美丽的春景)放配乐
朗诵，领会作者朱自清的感情基调。(引导朗读课文应该用什
么样的感情)

7.分小组诵读课文。

8.正音正字。

9.师点拨：本文写了春天的哪些景物？(春草、春花、春风、
春雨、迎春)

四、诵春天：

10.全体齐诵读课文，

要求：

(1)加深对文中形象而生动的句子理解；

(2)用明快的节奏，读出作者热爱赞美的感情。

11.课外延伸：仿照课文结尾句子

春天还像什么呢？

例：春天是插花能手，用巧手装扮人生；春天是一位伟大的



画家，用画笔绘出五彩的世界。

12.作业布置：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并背诵课文及相关的诗词句。

(2)把课文中自己认为最美、最精彩的句子画出来，体会美在
哪里，精彩在哪里。并说说理由。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五

1、品味文中精彩、生动的语言

2、培养学生热爱春天的思想感情

（一）情景导课

春天令人神往，春天充满了生机，春天如诗情画意，今天让
我们一起走进朱自清《春》，走进那美丽的春光中，让我们
的心灵得到美的净化。

（二）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要求

（1）大声朗读课文。

（2）在读的过程中把不会读或读不准的字音圈出来，不明白
意思的词语划下来。

（3）划出文中用的好的词语或优美的句子或优美的段落。

2、检查自学情况

3、老师总结



（三）概括文章的主题

（四）自学指导

第一步：读、析（读析的过程也就是品味文章中的优美的语
言的过程）

要求：

1、细心的品读文章，把你认为好的词语或美的句子好在哪里，
美在哪里读出来，要读的抑扬顿挫，读的声情并茂，读出感
情来。例如：春花图，尽管景不在这里，但要读出来，让同
学们感觉到花儿盛开的样子。

2、析即分析，分析的要透彻，要有一定的深度。在分析时可
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准确生动的词语、修辞方法、表达方式、
写作方法、文章的主旨句、内容……）

3、品味语言：

（1）四人一小组合作把你认为比较好的词语，句子、段落找
出来写在笔记本上，并进行分析。

（2）最好用这种方式：（我认为这句写的比较好，它运用了
怎样的修辞方法或表达方法或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写出了什
么）当然也可以不用。

例如：

（1）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悬”字用的
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天上星星的状况。

（2）海上的夜是柔和的、静寂的、是梦幻的。我认为这句写
的比较好，它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方法，渲染了海上之夜的柔
美，静谧和奇妙。



（3）几十年过去，不少事情已经模糊，有的搜索枯肠而不可
得，但有几件事历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这句写的
比较好，它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不少”“有的”
与“几件”对比，“已经模糊”“搜索枯肠而不可得”
与“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这几
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之大。

（4）多读书，读好书，能丰富知识，增添智慧，成为一个志
趣高尚的人。我认为这句写的比较好，因为它是本文的主旨
句，这句话是作者的座右铭，也是今天每个青年学生得以成
才必由之路。

第二步：悟

悟即感悟（学生才艺展示的过程，学生即兴自我创作的过程，
也就是围绕文章的中心，文章的主旨，由课内知识向课外知
识拓展的过程）

本文作者描写的对象是“春”，表达了对春的热爱赞美之请，
与春有关的知识，与课文有关的内容你都可以用你手中的笔
把它写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作品。

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几点方面进行创作：
（仅供参考）

1、描写春天的词语。

2、描写春天的诗句。

3、与春有关的俗语、名言、警句。

4、如果你的歌唱的比较好，唱一首赞美或描写春天的歌。

5、本文语言生动，意境优美，文中有诗，诗中有画，作者抓



住春的特征，依次描绘了五幅图画，张开你想像的翅膀，画
出其中的一幅或几幅从画面中感受文字的魅力。

6、朱自清在《春》中详细地描绘了春草、春花、春风、春雨
户外全景图，而对有些景物如：山、水、太阳采用简笔勾勒，
这留给了我们极大的想像的空间，请同学们展开想像的翅膀，
创造性，补白式描绘春山、春水、春日。（扩写）

例如：写春水，春水永远是绿色的，春水的绿是原始而纯洁
的，有如帝王皇冠、勇士宝剑上的祖母绿。黄金虽贵，也比
不上那一丝的绿色。掬一捧春水，绿遍人间；撒万点春绿，
洗尽尘俗，真可谓是黄金有价绿无价。

7、作者用心灵去感受春天的景物，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其中，
表现出向往春天，热爱春天，充满希望的真情实感，读着朱
自清《春》，面对这大好春色，你的感受又如何呢？请大胆
说出你的体验。（谈感受）

例如：春天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季节，春风拥吻着枝头
的绿叶，踏着轻快的舞步，得意得飘向那广阔的原野，调皮
的掠过人们那春意盎然的面孔。呵！这俏皮可爱的春风。

8、本文的结尾写的很美，你能仿写一段或用另一种表达方式
写一个结尾吗？（仿写和改写）

9、你能把整篇文章用短语的形式连起来吗？

10、你能自己写一首赞美春天的诗或者文章吗？

12、春风“轻悄悄的”本身没有什么声响，但作者写了春天
里特有的几种声响：清脆、婉转的鸟的歌声，轻风的声音，
流水的声音，牛背上牧童嘹亮的短笛声，这四种声音交织在
一起，组成一支动听的春天交响曲，把这四种声音具体描绘
一下。



（五）学生进行创作

第三步：获

获即收获、体会（可以谈你对这节课的认识，语文学习的心
得，文中的某个部分给你留下印象，从同学的发言中你得到
的启示）

写作训练：

有个作家说：“春天来临，风和日丽，气象迷人。如果在这
个季节里不出门看一看春天的丰姿，与天地同享欢乐，那简
直是对春天的伤害和不敬。”在内心里，我慢慢有了一个主
意，那就是明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出游一次，你和春天有约吗？
请以《我和春天有约》为题写一篇短文。400字左右。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六

1、积累生字词，了解作者。

2、有感情流利的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3、通过品味佳词妙句体会写作方法。

4、培养热爱大自然，珍惜青春的情感。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品味文章语言。

〔教学难点〕

通过妙词、佳句的品析，学习写作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考考你”——谜语1：等得三日人方归，二人有缘终相会。
谜语2：一日来三人，只有一个大。——（打一二字名词）

这两个词语的谜底都是春天。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一个
生机勃勃的季节。无数文人墨客都写下了赞美春天的诗句。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朱自清先生，走进他的散文《春》。在
享受诗情画意的同时，探访他如何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
绘这江南春景。

二、了解作者。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现代
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民主战士。他“一身重病，宁肯饿死
也不吃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
散文主要以描写个人、家庭生活和自然景物为主。写得最出
色的有《背影》、《绿》、《春》、《匆匆》《桨声灯影里
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以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
情实感。

三、“识记《春》之词语”

指名读——齐读——学生书写词语。

四、感受春之气息

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那就请同学们带着你对春天的喜
爱之情大声朗读课文。

课文朗读完了，请你用一个词语说出你对朱自清笔下春天的
感受。



五、点评《春》之景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喜欢春天，喜欢春天的景物。你最
喜欢朱自清笔下的哪一种景物？用一句话说说你喜欢的理由。

(“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我们都喜欢带给我们无限快乐
的春草；

这个同学喜欢春天的百花争艳；这个同学喜欢春天的和风拂
面：这个同学喜欢春天贵如油的春雨；这个同学喜欢春
天……)

六、品味《春》之语言

我们喜欢朱自清笔下的花草风雨，也喜欢朱自清的语言。朱
自清的语言朴素清丽，意境优美，用词准确，善于运用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也善于运用叠词，富有音韵美。下面请同
学们再次速读课文，找出你喜欢的一句话或一个词语，读一
读，拼一拼，说说它好在哪里。

七、刚才我们在品味语言的同时，找到了朱自清教给我们
的“写作金钥匙”。下面请同学们运用本节课学到的写作方
法写一下秋天的果实——秋果（同学们可以自由书写，也可
以仿照“春花”一段来写。可以写一段文字，也可以写三言
两语）。

结束语：春天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季节。同学们正好处在人生
的春季。“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希望同学
们勤奋学习，把握好自己的黄金时期。

朱自清春教案课堂实录篇七

语文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学习语文的兴趣，养成学习
语文的良好习图画，学生在下面认真地作笔记，尽管学生把



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我想，这惯。教学朱自清先生的春这篇
诗意盎然、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
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授，机械地、繁琐地逐一分析五幅也无疑
是对新教材的一种背叛，是与新课标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结
果肯定收效甚微。

因此，我在第二课时将品位语言作为本课的学习重点，采
用“读一读、议一议、说一说”的方式，让学生对本课的优
美语言有真切的体会，加强思维与语言的训练。先给学生做
样子，就春草、春花描绘进行分析，明确写了些什么，从哪
些角度描绘的，哪个词或哪些词用得特别精当，描绘时主要
运用哪些方法。然后帮助同学自读课文，有条理的进行分析。
学生把理解、口述、朗读结合起来，学习的效果比较好。在
此基础上，组织学生自主实践，合作讨论，探究疑难的方式
学习后几部分的内容，使学生人人都在这节课中“动”了起
来。这样，既体现了新教材的理念，又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他们对学习语文的兴趣，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如为了赶课时，后面三部
分要挖掘的的内容也很多，可我只给了学生十五分钟时间就
进行填空验收，效果不太理想，后又给了节课讨论进行补漏，
完成教学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