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语文优化设计电子版 八年级语文
课文雪的教学设计(精选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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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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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江南和北方的雪的音像资料。

学生准备：

1、查找有关“雪”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

2、搜集鲁迅《野草》中的描写自然景致的诗篇，感受自然描
写中写实与象征的不同。

3、搜集有关散文诗的资料，初步了解散文诗。

4、先自主学习课文，划出疑难字、词、句，查字词典扫清语
音、语义

障碍。再与同学合作，解决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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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故事大意。

2. 分析愚公这一艺术形象，领悟其思想意义。

3. 拓展思维空间，结合自身生活体验，进行多角度的阅读。



重点难点

1、掌握文中难解词句，疏通全文，熟读背诵。辨析古汉语中
的一词多义现象。

2、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及愚公形象的现实意义。

学习过程

一、交流感知

1、文学常识

列子其人：

二、研读共品

反复朗读，解决问题。

1.读准字音：

2、字词理解：

(1)通假字

始一反焉

甚矣，汝之不惠

河曲智叟亡以应

(2)一词多义：

3、重要句子(翻译并判断句式)：



甚矣，汝之不惠。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何苦而不平?

帝感其诚。

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4、试着翻译课文，会复述即可。

三、互助释疑

四、巩固拓展

五、总结提高

作业：字音、字词解释熟练把握。

第二课时

一、交流感知

回顾文学常识、字词解释。

二、研读共品

1、愚公移山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2、分析愚公形象

3、作者为什么在这两人的名字中将“智”和“愚”反过来使



用呢?有何用意?

4、本文采用神话结尾，有什么作用?

5、主旨：

三、互助释疑

四、巩固拓展

五、总结提高

六、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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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朗读的基础上感知海燕的形象。

3、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象征意义，理解环境描写及对比手法的
作用。

4、学习海燕不惧怕困难，敢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赏析海燕形象。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对比、衬托、象征等手法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
用。



教学设想：

《海燕》既是一首色彩鲜明的抒情诗，又是一幅富有音乐节
奏和流动感的油画，具备诗的音乐美和绘画美，给人以很强
的艺术感染力。在引导学生解读这首诗时，我根据散文诗的
特点，加强朗读，于诵读中展现海燕的活动空间，紧紧围绕
三幅画面引导学生感知海燕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从中体验并
学习这种精神，且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
“暴风雨”。

教学模式

朗读——赏析——探究——拓展

教学步骤：

一导入 ：大海给了它坚硬的翅膀，为的是能够搏击风浪，当
鸟儿们都去躲避风浪时，它却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
猛烈些吧!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海燕》这首充满激情的时
代奏曲，去感受高乐基给我们带来的生命之最强音。

二、走近作家作品。

1、师：请同学们展示一下你们在预习中收集到的作家作品知
识。

2、生交流

3、师出示幻灯

4、小结：伟大的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亲身感受到
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学
生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



恶嘴脸，写了《海燕》这篇散文诗。

三、 整体感知

听课文范读录音，区分活动场景。

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春天的旋律》的尾章，听课
文范读录音。

生：(全文给我们展示了三幅不同的画面，海燕在这三幅典型
环境中活动，其形象逐步完整、鲜明：第一幅，风卷云集，
暴风雨将要来临，海燕高翔，渴望着暴风雨的到来;第二幅，
暴风雨迫近，海燕博风击浪，迎接暴风雨的到来;第三幅，暴
风雨即临，海燕以胜利的预言家的姿态呼唤暴风雨。这三幅
场景以时间为序，以暴风雨渐次逼近为线索，按海面景象的
发展变化逐步展开。)

师：打开书找找海面景象在哪几个段变化?

生：(回答后点出幻灯片)

四、 赏析艺术形象。

1、师：既然你们了解了暴风雨有个渐次逼近的过程，那么朗
读时应该注意什么?

生：我认为，朗读时，语气应该有所变化。

生：应由低沉、缓慢，逐渐过渡到热烈激昂，这可以表现暴
风雨从酝酿到逼近到即将爆发的过程和气势。

生：好!

师：分组朗读，一大组第一幅画面，二大组第二幅画面，最
后一部分全班一起读。



生：(有感情地朗读)

教师个别指导：示例一：“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在飞
翔。”中“高傲”要重读，语速要快一些。示例二：“――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要带着满腔激情来读，“更猛
烈”要重读。(指导后可以让学生再读第一段和最后一部分)

生：示例一：“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
高傲地飞翔。”

(以比喻的手法，从行动角度写，表现了海燕矫健、勇猛的雄
姿和藐视恶劣环境的英勇气概。)

师：很好。读得不错，还从修辞的角度分析了海燕的形象。

生：示例二：第二、三段。

(第2段先承前面的“飞翔”而来，以瞬息交替的动作，写海
燕的勇敢低飞，又迅疾高翔的矫健雄姿。而第三自然段从声
音角度写海燕对暴风雨的渴望。)

生：示例三：第九、十段。

(作者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海燕在海浪与云空拚搏的背景
里，“叫喊”“大笑”“号叫”，显示其欢快、豪状;海燕
从“飞翔”到“飞舞”，从“直冲”到“穿过”，从“碰
着”到“掠起”更显出其敏捷、勇猛。)

师：太好了!有分析还有比较。和哪些自然段的在作比较?

生齐：一二自然段里的词

师：对!写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

生：和海燕形成对比。



生：示例三：文章的最后三段。

(写海燕的呼喊，写它的两次大声疾呼，表达了海燕作为报讯
者的欢快之情，作为胜利预言家的豪迈情怀。)

师：非常好，在俄文中，“海燕”本来就有“暴风雨的报信
者”或“暴风雨来临前的预言者”的意思。

师生共同归纳海燕形象。(完成板书)

(全诗通过对海燕在暴风雨来临时勇敢、乐观、大声疾呼形象
的描写，再现了一个勇猛坚强、乐观自信，渴望战斗并且勇
于献身的战斗者的形象)

五、 探讨象征意义。

1. 师：结合时代背景，想想文章写的仅仅是海燕吗?

生齐：不是

生：俄国大革命前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

师：很好。说明这个同学预习的时候查阅了资料。

生：象征。

生：大海象征革命高潮时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生：乌云、闪电、雷声、狂风这一组意象群象征反革命的黑
暗势力，写它们的猖狂是为了点明海燕所处的险恶的环境。

师：很好。说了象征意义，还说到了环境对海燕形象起的烘
托作用。

生：本文还两次写到大海与风、云、雷、电展开了殊死搏斗，



反映了1905年革命前夕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日益激化;大海最
终战胜乌云、闪电，象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前途。

师：非常好。这个同学还说到了文中事情的象征意义，看来
你下来查阅背景一定下了功夫。请继续努力。

师小结：同学们对象征意义的理解都非常准确，除了大家预
习很认真外，还有个原因：本文象征的主客体(象征体和被象
征体)之间可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我们无需借助更多的
想象，就能透过这些客观事物的描写发现作者隐藏于纸背的
真实意图。这就是我们写作时应该学习的地方。

六：课外拓展

人生，并非只意味着阳光与鲜花，有时也会遇到坎坷，甚至
面临各种各样的“暴风雨”，面临生活中的暴风雨，你该怎
么做呢?试就这个话题，与同学交流自己的想法。(方法：先
三分钟课内练笔，后小组交流，最后班上展示几个好的)

小结：人们常说：温室里长不出擎天大树，暴雨里才显出雄
鹰的羽翼。是啊，生活中有和煦的爱的阳光，但更多的是狂
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而生活的暴风雨，只能将我们摔
打得更结实、更睿智、更坚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
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七、课后作业(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功，就是更好的走近高尔基，
请继续阅读)

阅读高尔基的作品《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
间》《我的大学》。(虽说一年级名著导读中已经要求，肯定
还有没读完的。)

总结：我们在美的享受中解读了作品，感受到作者抑恶扬善、
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干渠到海燕那穿越时空的壮美。作品



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使全诗集诗情、画意、诗理为一体，成
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产生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意义是巨大的。同学们，让我们在生活的暴风雨中也做那
勇敢飞翔、搏击长空的海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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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承天寺夜游》和《答谢中书书》安排在第三单元第十课
的短文两篇中。预习提示提示了两个重点：

1、面对风景，只有拥有发现美的眼光和感受美的心情，才能
真正领会到其中的美。默读课文，展开联想与想象，体会两
位作者发现的美和寄寓的情。

2、朗读课文，体会两篇文章不同的语言风格。

概括的说，就是景，情和语言。就两篇文章而言，《答谢中
书书》理解起来比《记承天寺夜游》要容易一些。

《记承天寺夜游》写景就一句话，而且就写了一种景__月亮，
空明，似乎还带着凄清。明月千里，情思万种，谁解其中滋
味?千年之前的那个灵魂在这个有月的夜晚到底思想了什么?
这是对学生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那怎样才能十几岁的让孩子领会作者寄寓其中的情呢?经再三
思考，我决定采用对比阅读的方法来教学。

通过对比，也许能让学生更容易走进作者的内心。

二、教学目标

1、反复朗读，能够借助课下注释理解文章内容。

2、比较阅读，感受景物描写和语言节奏传达的情感。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朗读 感知文本

1、教师示范读 学生自由读 学生个读 小组赛读

2、读讲结合，同桌互讲，借助课下注释，梳理文章内容

3、小组讨论，解决疑问

文言积累

念，想到

盖，句首语气词，这里可以译为“原来是”。

但，只。

耳：语气词, 相当于“而已”意思是“罢了”。

翻译：

1、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译：庭院中充满着月光，像积水充满院落，清澈透明，水中
的水藻、荇菜交横错杂，原来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啊。

2、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译：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三)、变读 理清层次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
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反复朗读，说说这样变的理由

叙事—写景—议论抒情

(四)、比读 体会情感

比较两段写景的文字：

1、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
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从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两段文字所写景物有什么不同?

2、两段文字句式有何不同?

(五)、背景 知人论世

出示背景资料，体会景中所寓的情感

作者：氤氲兰香

链接：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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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分析文中描写的景、事、物，体会昆明雨季的特点。

2、品味鉴赏平淡自然的语言。

3、把握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情。

教学重点：指导学生在阅读中品味关键词，逐步提高赏读文
本的能力。

教学难点：作者借助景、事、物抒发的感情。

教学方法：朗读鉴赏品味赏析讨论交流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雨，点点滴滴的雨，淅淅沥沥的雨，飘飘洒洒的雨，充盈着
诗人的内心，也撩拨着我们的情愫。请说出写雨的古诗句。
学生自由发言。

春夜喜雨，天街小雨，杏花春雨，巴山夜雨，连江寒雨，渭
城朝雨，当然，还有昆明的绵绵细雨。

出示文后的诗句，导入新课，简介作者。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二、读一读

朗读诗句，说说诗中写了昆明雨季的哪些景象。

引导学生抓住“行人”“苔痕”“浊酒”“沉沉”，归纳
出“雨中景”“雨中人”“雨中事”“雨中情”。

三、画一画

(一)朗读课文，圈点勾画出文中写了昆明雨季的哪些景?哪些
人?哪些事?哪些情?分小组完成，组内交流，班级展示。

1、雨中景：仙人掌、菌子、杨梅、缅桂花、木棉。

找出具体描写的句子，分析作者如何鲜活、立体地描写景物
的，赏析景物美，滋味美。

这些特有的景物装点着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清新，自然，
美好，和谐，让我们产生一种“我想去昆明”的冲动。想不
想去，想去，那就随着汪曾祺文字畅游一番吧。

2、雨中人：苗族女孩、房东母女、我和德熙。

分析作者如何进行人物描写的，写出了人物怎样的特征。

3、雨中事：卖杨梅、送缅桂花、酒店小酌。

赏析人情美，氛围美。

四、想一想



这些景、这些人、这些事，让这个温婉的季节充满温情。跳
读课文，锁定最能概括雨季特点的句子。

引导学生找出“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

五、议一议

小组讨论，为什么说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
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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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把握课文内容，理解老王的“苦”与“善”

2、能力目标整体把握课文，体察人物思想感情。

3、德育目标以善良体察善良，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

教学重点：学生理解作者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的思想感情，
激发爱心。

教学难点：体会老王与作者夫妇之间的相互关爱，体察作者
的爱心，理解本文的主旨

教学过程与方法

一、导入新课

听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

1、了解作者



2、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3、解释下列词语

4、、本文中老王的职业（身份）是什么？三轮车夫

三、整体感知，走进老王

1、作者是怀着怎样的感情来为这个车夫撰文的？愧怍

2、为什么说老王是不幸的呢？你从文中读出了老王的哪些不
幸？

单干户、有眼疾、蹬三轮、居破屋、无依靠.......

3、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你从文中哪些
地方读出来的？

善良：半价送冰、免费送人、病中送物（老实厚道、心地善
良、为他人着想，知恩图报.....）

四、合作探究，品味老王

学生自由找语句赏析，品味老王的善

四、深入探究，突破重难点

1、杨绛一家究竟做了什么，竟让老王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来
关心回报他们？

2、作者一家对老王如此照顾，为什么老王去世后，会产生愧
怍之情呢？

作者觉得对老王关心不够



3、在社会生活中，应愧怍的仅是作者吗?这反映了作者什么
样的呼声？关爱、善待不幸者

八年级语文优化设计电子版篇七

《组歌》选自《泪与笑》，作者纪伯伦，黎巴嫩诗人、画家
著有散文诗集《泪与笑》《先知》《沙与沫》等组歌共包括
五首散文诗，即《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花之歌》
和《幸福之歌》《浪之歌》用海浪自述的口吻，写了海浪对
海岸的爱情、对身边事物的友爱，表现了作者对纯真爱情和
博爱精神的赞美，也曲折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
和炎热的衷肠。

《雨之歌》用拟人手法，以雨的自述的形式，描述了雨滴在
大自然中的运行、变化过程，颂扬了雨滴带给自然界的种种
好处，歌颂了雨滴无私的奉献精神及博大的胸怀表现了一种
生活的美，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的炽热感情，蕴含着作者热
爱祖国、愿为祖国奉献终生的精神。

《敬畏自然》是一篇议论性的散文，选自《大自然的智慧》，
作者严春友全文运用了层层推进、水到渠成的论述方法从否定
“征服自然”的口号开头，运用总括与具体展开相结合，巧
妙运用对比的手法使立论充分，最手作出“敬畏自然”的结
论告诉人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再也不宣称什么“征服
自然”，应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因为人类“只是大自然
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人类和大自然中的其他事物是兄弟
关系。

《罗布泊，消失的仙湖》节选自《善待家园——中国地质灾
害忧思录》，作者吴岗本文是一篇报告文学，通过罗布泊今
昔对比，揭示罗布泊由一个美丽的湖泊消失，是生态环境遭
受人为破坏的悲剧将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的理念渗透课文，以强烈的呼声，警醒世人，要树立全民环
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



《旅鼠之迷》作者位梦华，这是一篇很别致的科学小品，文
章采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识从三个方面
介绍北极旅鼠有三大奥秘，即，繁殖能力惊人，为动物世界
之最;旅鼠的繁殖并非年年如此，一旦繁殖过多，就有种种奇
怪地自杀行为，或停止进食，或在天敌面前主动挑衅，或改
变毛色，吸引天敌;死亡大迁移，数百万旅鼠汇成浩浩荡荡的
队伍，奔向大海，葬身大海旅鼠的奇异行为给我们一个启示：
人类也不应该毫无节制地繁衍下去。

《大雁归来》节选自《沙乡年鉴》(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
集，被称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圣书”)，作者利奥波德，
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文章用拟人的手法介绍了大雁迁徙的特
性、规律及与人类的关系，认为大雁是人类的伙伴，动物使
寺球充满生机，充满诗意，充满乐趣;人类应该珍爱有益无损
的动物，和谐共处，不应该凭借自己的优势去伤害它们，一个
“爱”字贯穿全文很显然，“保护野生动物，珍爱野生动
物”就是全文的主旨在写法上，形象性、知识性和抒情性的
完美结合，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