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
思(精选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一

1.在朗读中加深理解，提高朗读水平。

2.揣摩《白兔和月亮》语言的精美和《落难的王子》构思的
奇妙。

3.学习从寓言的关键情节切入，探究并简要概括寓意，培养
发散思维的能力。

4.体会寓意，培养对财富和不幸的审美心态和坚韧意志。

重点：

1.了解寓言的特点。2.感受优美的语言，学习精美的表达。

难点：体会寓言的寓意，感悟文中的人生道理。

一、基础知识

1.了解寓言的基本常识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
的道理，言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寓言故事一
般是简短的，比喻性的，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事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
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
来，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讽刺性。寓言在创作常常运用夸张
和拟人等表现手法。

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诸子百家著作中都
有不少寓言故事流传下来。外国寓言作品，的有古代希腊的
《伊索寓言》，法国的《拉?封丹寓言》和俄国的《克雷洛夫
寓言》等。

2.给加点的字注音、解释划线的词语。

嬉戏()风韵()厄()运泯灭()

险象迭()生禀告()心旷神怡()

审美：得失之患：

二、理解探究

4.《白兔和月亮》、《落难的王子》这两则寓言的寓意是什
么?

三、合作释疑

2.深入研读课文《白兔和月亮》，从课文中摘录认为优美的
语句加以体会。

3.读《落难的王子》研讨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四、课内精读

阅读《白兔和月亮》思考下列问题：

(1)从文中找出运用了比喻、拟人修辞方法的句子各一个。



比喻：

拟人：

(2)第四段中的“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与第一段的
哪些语句相照应?

(3)白兔在得到月亮以后，为什么会有得失之患?

(4)为什么不编成“白兔和青草”的故事，或“天空和月亮”
的故事?

五、拓展延伸

阅读《塞翁失马》读过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感想?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
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
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
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直译译文：

靠近边塞居住的人中,有位擅长推测吉凶掌握术数的人。他的
马无缘无故逃跑到胡人住地。人们都(为此)来宽慰他。那老
人却说:“这怎么就不会是一种福气呢?”过了几个月,那匹失
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人们都前来祝贺他。那老人又说：
“这怎么就不能是一种灾祸呢?”老人家中有很多好马，他的
儿子爱好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断大腿。人们都前来慰
问他。那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为一件福事呢?”过了一
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塞，健壮男子都拿起武器去作战。边塞
附近的人，死亡的占了十分之九。这个人惟独因为腿瘸的缘



故免于征战，父子俩一同保全了性命。

参考答案：

一、基础知识略

二、理解探究

1.“无忧无虑”“心旷神怡”“各具风韵”“闲适”“牢牢
盯着”“紧张不安”“心痛如割”“险象迭生”“得失之
患”

2.这则寓言有两处转折。诸神宣布月亮归属于白兔，是一个
转折。此前，白兔是心旷神怡地赏月;此后，却紧张不安心痛
如割。最后白兔请求诸神撤销决定，是又一个转折。前一个
转折，前后构成鲜明的对比;后一个转折，给人留下一个启迪。

白兔从她前后不同的情感体验中悟出一个道理：拥有巨大的
财富并非好事，反而使她生出无穷的得失之患，令她紧张不
安，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所以，她请求诸神撤销那个“慷慨
的决定”，主动放弃了对月亮的所有权。

3.学习《落难的王子》思考：

脆弱坚强起来

原因：一是他经历了厄运，二是他没有被厄运所吓倒，挺了
过来。)

厄运能使人的性格变得坚强起来。

4.《白兔和月亮》的寓意是：拥有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巨大
利益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落难的王子》的寓意是：厄运能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



三、合作释疑

1.(1)在主题上，两篇寓言都是写人生态度的。但角度不同，
《白兔和月亮》写人在获利之后的心境;《落难的王子》写人
在受难后的状态。

(2)在情节上，都表现了大起大落，而《白兔和月亮》写“好
事”可以变为坏事;《落难的王子》写“坏事”可以变好
事。(“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决定于当事者的思想观念。
)

(3)在表现手法上，都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形式。而寓言的特征
就是用比喻，以小见大地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但《白兔和
月亮》的寓言成分更浓些，而《落难的王子》写得更像是事
实。

(4)在表达方式上，两篇寓言都以叙事为主(这是叙事作品的
主要特征)。而《白兔和月亮》在叙事的基础上，多有对人物
的心理描写，且多议论;《落难的王子》则重在叙事。

2.如:用词精当的语句“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在她
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从前的闲适心情
一扫而光了，脑中只绷着一个念头”。对称的语句“或是无
忧无虑地嬉戏，或是心旷神怡地赏月”“乌云蔽月，她便紧
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他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
抢劫”。

3.读《落难的王子》研讨寓言情节构思的巧妙。

生性多愁善感的王子是一个极端脆弱的人:“每当左右向他禀
告天灾人祸的消息，他就流着眼泪叹息道:‘天哪，太可怕
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通过王子对别人灾难
的叹息极写他的脆弱。



(2)落难王子的厄运，如国破家亡、又当奴隶，又成残废，行
乞度日极为凶险，作者意在用落难王子之口，说出厄运使人
坚强的道理。

(3)寓言构思奇妙，用第一人称，“我”是落难王子的同时代
人，亲眼见过王子，还有一段对话，似乎不是寓言故事，而
是亲身见闻，增强故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4)“天哪，太可怕了”在文中反复三遍，第一次出自王子之
口，第二次出自“我”之口，第三次是在“我”耳边响起，
重复半截，略去半截，耐人寻味。厄运一旦落到自己头上怎
么办?有王子的经历在前，这样的故事又好像是在不断重复，
对人很有启发。

四、课内精读

阅读《白兔和月亮》思考下列问题：

(1)略

(2)明确：每天夜晚，她都来到林中草地，或是无忧无虑地嬉
戏，或是心旷神怡地赏月。

(3)明确：用原句回答，见课文第四段。

(4)明确：因为白兔拥有青草，天空拥有月亮都不是非分之财，
而白兔虽有赏月之才，但是她是如此渺小，实在不配拥有月
亮，所以会如此紧张不安。虽是诸神的赏赐，也是非分之财，
拥有非分之财，必然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这样才能表现寓
意。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二

由小学时学过的叶圣陶先生的两篇文章《荷花》《记金华的



双龙洞》导入。

1.理清文章思路，把握文章情感。

2.掌握本文对人物以小见大的刻画方法。

1、初识叶老。生读注释内容以及屏幕上相关内容，初识叶圣
陶先生。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
总编、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
副主席，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2、认识张老。生读ppt内容，了解张中行先生。张中行，河
北香河河北屯人，学者、散文家。代表作有随笔集《负暄琐
话》等。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
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
至人、超人”。

1.指生读ppt字词，教师评价。

2.生齐读ppt字词。

修润生疏商酌譬如朦胧别扭

拖沓妥帖诲人不倦不耻下问

颠沛流离

1、请学生速读文章，思考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哪些事情?

2、生读文章，师巡视。

3、生回答，师点评总结。



4、师预设：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蕴藏的情感却极为深厚。请同学们以小
组为单位，每个小组选择一个能够打动你们的段落，然后想
一想这段文字应该怎样读，体现了什么样的情感?可以小组齐
读这段文字，也可以个人朗读这段文字，读完后，再派代表
分析蕴含的情感。

1.生小组讨论，试读，分析。

2.生展示读，师评价。

3.师总结。

4.师展示读。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三

2、掌握本文中的词类活用，省略句式与古今词义差别等古汉
语知识。

教学重难点：

本文从三方面记叙口技表演的奇妙，一是写口技本身的声响，
二是写听众的反应，三是交代表演的场面及所用的道具。其
中口技本身的记叙与描写，是本文的教学的重点。关于本文
中的词类活用，省略句式与古今词义辩析等古汉语知识，这
对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不易理解与掌握，是本课教学的
难点。

第一课时

一、检查旧课，引入新课。



先让学生集体朗读或背诵《卖油翁》，然后告诉大家，《卖
油翁》讲的是酌油技术精熟的故事，这篇《口技》(板书课
题)讲的是民间艺人技巧高超的故事。这两篇课文都体现了对
所从事的工作精益求精便能熟能生巧的道理。

二、课题。

口技，是杂技的一种。演员运用口腔发声技巧来模仿各种声
音。它能同时发出各种音响，这种技艺，清代属“百戏”之
一种，表演者多隐身在布幔或屏风的后边，俗称“隔壁
戏。”

这篇课文记述的就是一场在围幕中表演的绝妙的口技，反映
了我国民间艺人技艺的高超。

三、作者介绍(请同学看注解)。

作者林嗣环，字铁崖，清代福建省晋江县人。清顺治六年(公
元1649年)中进士。晚年住在杭州。著作有《铁崖文集》、
《湖舫存稿》和《铁声诗》等，现在已经容易看到了。《口
技》就是节选自《铁声诗自序》(见清人张潮编辑的一部笔记
小说《虞初新志》卷一)，文字稍有删改。

四、教师范读课文。

五、正音正字(先请同学查字典，然后上黑板注音)：

六、指导学习第一段课文(先请同学朗读并翻译，然后由教师
补充讲解)：

第二课时

一、检查作业：

二、讲析课文第三段(方法同前)。



三、讲析课文第四段(方法同前)。

四、讲析课文第五段(方法同前)。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四

体会作者抒发的感情及母亲话语中含着的意思。

2．领会母爱无私、博大、宽容、深厚的特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重点：体会作者抒发的感情以及母亲话语中含着的意思。

2．难点：透过生活小事感受母亲对“我”的爱，透过生活中
的小事表达“我”对母亲的深情。

1.多媒体课件

2.乐曲《秋日私语》、《命运交响曲》、《春之声圆舞曲》

关于母爱，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在真情地为她唱着赞美的歌。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读读残疾作家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一
文，再次感受催人泪下的母爱。

1.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欣赏一下。你们需要音乐吗？

2.播放音乐，供学生自己选择。――《命运交响曲》、《春
之声圆舞曲》、《秋日私语》。学生选择后，配以《秋日私
语》，师生共同自由诵读，欣赏散文的美。

3.刚才大家读得很投入，看来，一篇美的散文确实能让人深
陷其中。读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引导学生能抓住文章的
感情基调。）



1.作者简介（学生课下搜集）

附：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72年，21岁的他因病瘫痪，
从此永远坐上了轮椅。他写的《我与地坛》被公认为中国
近50年最优秀的散文之一。20xx年，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年度杰出成就奖，是现在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废了双腿。两条腿瘫痪后的最初
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突然似乎什么都找不到
了。

2.听录音，思考问题：

（1）、作者在秋天怀念的是谁？

（2）、为什么是怀念？

（3）、为什么会在秋天怀念？

（4）、课文写母亲关爱儿子是围绕哪件事展开的？

3.学生自由朗读

4.词语小盘点（见课件）

朗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内容。

（学生讨论交流，代表发言）

1.品读第二段，母亲又是怎样对待儿子的？

――挡在窗前理解、体贴



――央求般的神色母爱执着

――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喜悦

――比我还敏感细心、体贴

2.母亲此时，自己的情况是怎样的？

身患绝症

儿子瘫痪

自己做坚强的母亲让儿子成为坚强的儿子

3.我为什么去看菊花？（学生自由讨论，共同明确）

明确：课文讲述是身患绝症的母亲，体贴入微地照顾双腿瘫
痪的儿子，鼓励儿子好好活下去的故事，歌颂了伟大而无私
的母爱。

课文为什么不以《怀念母亲》为题，却以《秋天的怀念》为
题？（可留作课下作业）

（这段话中的一连串排比句表面上是在描写北海菊花的美丽，
实际上是用象征的手法，赋予菊花深刻的含意。作者之所以
浓墨重彩地写菊花，恰恰是对母亲生前那句“好好儿活”的
觉悟解读，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菊花象征作者对生命的渴望
与眷恋。

结尾重复母亲“好好儿活”的话，揭示了主旨。“我”
说“要好好儿活”，体现出了心中的坚强与自信，我明白了
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找到了自我，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2.情感升华



学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收获和感悟？请大胆说出来给同学
们听听。

（当苦难、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应想到的是好好活，
让这唯一一次的活热烈而辉煌；面对挫折和灾难，我们不仅
要有勇气去面对，同时也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关心；生命是美
好，要好好珍惜、好好儿活才是；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
次，命运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来改变的！）

3.推荐阅读

1.我想，你学习了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你一定想对你
的母亲说点什么，请你以《妈妈，我想对您说》为题，写一
篇文章。

2.课外阅读《我与地坛》。

板书设计：

秋天的怀念

雁阵北归

树叶飘零母亲

菊花烂漫

伟大、无私的母爱

课题

目标【学习目标】1．识记字词。2．感受母爱无私、博大、
宽容、深厚的特点。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激情导入



关于母爱，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在真情地为她唱着赞美的歌。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读读残疾作家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一
文，再次感受催人泪下的母爱。二整体感知1我们大家一起来
读一读，欣赏一下。你们需要音乐吗？2播放音乐，供学生自
己选择。――《命运交响曲》、《春之声圆舞曲》、《秋日
私语》。学生选择后，配以《秋日私语》，师生共同自由诵
读，欣赏散文的美。3刚才大家读得很投入，看来，一篇美的
散文确实能让人深陷其中。读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引导
学生能抓住文章的感情基调。）

1、作者简介（学生课下搜集）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72
年，21岁的他因病瘫痪，从此永远坐上了轮椅。他写的《我
与地坛》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最优秀的散文之一。20xx年，他
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是现在中国最令人
敬佩的作家之一。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废了双腿。两条腿瘫痪后的最初
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突然似乎什么都找不到
了。

2、听录音，思考问题：

（1）、作者在秋天怀念的是谁？

（2）、为什么是怀念？

（3）、为什么会在秋天怀念？

（4）、课文写母亲关爱儿子是围绕哪件事展开的？

3、学生自由朗读

注意感情的抒发与表达。



4、词语小盘点（见课件）

瘫痪侍弄整宿憔悴

仿膳豌豆诀别烂漫

翻来覆去絮絮叨叨

四、初步整体感知课文。

朗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内容。

2、学生讨论:你觉得文中的“我”，性格脾气是什么样的?

总结：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的暴怒无常。

预习课文

板书设计：

秋天的怀念

作者简介

词语盘点

教学反思：

课题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五

1、出示图片，板书课题



2、生齐读课题

3、你们了解长城和运河吗？想知道更多吗？

二、初读指导

1、自学课文。

（1）各自轻读课文，画出不理解，不认识的字词。

（2）感知主要内容的。

（2）会读会认田字格中的生字。

（3）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连绵起伏曲折蜿蜒谱写不朽发明奇迹天堂

2、教师检查纠正同学不良的学习习惯，协助后进生自学。

3、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语

驾驶连绵起伏曲折蜿蜒嘉峪关谱写

不朽发明奇迹天堂杭州绸带

（2）指名读这些词语。

（3）指名初步解释词语。

（4）齐读出示的生词。

（5）指导书写生字。



三、理清脉络，体悟课文内容

1、默读课文，看看诗歌的两局部都围绕“奇迹”写了哪三个
方面？

2、同学自学后讨论。

四、精读课文第一局部

1、导读。作者为何要通过自身的“驾驶着飞机航行”引起奇
异的景象呢？

2、讲读。

3、比较：“奇异”在不在句子中的异同。

4、“穿行”能否改成“爬行”？（运用动画）景象的奇异表
示在哪些地方？用

5、自身的话说一说。

6、你觉得长城怎样？“东起山海关，西起嘉峪关，万里长城
谱写了不朽的”的意思。

8、“发明”分别跟前面的哪一个短语，跟后面的哪一个词相
照应？

9、“祖先”该怎么理解？比较

是谁发明了这人间奇迹？是俺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是俺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发明了这人间奇迹。

10、最后两行在第一局部中起什么作用？（突出中心）



11、指导朗读。

（1—4行）写“奇迹”的出现和特点的句子怎么读？（惊喜
地）

（5，6行）写对“奇迹”抒情的句子怎样读？（赞美地）

（7，8行）写“奇迹”的发明者的句子又该怎样读？（敬佩
并自豪地）

12、将第一局部三方面内容分组读。生评议。

13、指名读，生评议。

14、齐读。

五、安排课堂作业

1、用钢笔描红。

注意“坐姿四诀”和握笔姿势。

2、观察文中长城的插图，用下面的词语写一段话。

巨龙连绵起伏奇迹曲折蜿蜒

板书设计：

长城和运河

连绵起伏银光闪闪

曲折蜿蜒伸向天边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六

口语交际--交流格言

1、学会用普通话流畅地交流格言，清楚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

2、学会倾听，准确理解发言者的话语、观点。

3、积累格言，感悟格言的深刻内涵，激励学生用格言指导自
己的生活。

重点：能够准确流畅得体的交流格言内容，清晰表达自己的
看法。

难点：感悟格言的深刻内涵。

实物投影仪

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格言的作用，激发学生交
流格言的兴趣。

以讨论的形式明确交流格言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使学生
对口语交际的技巧有章可循，对口语表达的评价也更有针对
性。同时还要使学生明确口语交际中对听者的要求。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把自己搜集的格言进行组内交流。

备小组推选代表把木组的交流成呆以多种形式向全班同学作
以汇报，其他同学或进行评价或针对所交流的格言表达自己
看法，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交流名人格言基础上，试说出属于自己的格言。



以提问的形式进行课堂反馈，督促学生有意识地积累格言。

写作--记一件事

教学设想：通过学生的自主写作，自由表达的方式来体现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和创造力

学习目标：1．把生活中感触最深的一件事记下来，交代清楚
记叙的六要素。

2．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

学习重点：在作文中清楚交代记叙的六要素

学习难点：列写作提纲

学习方法：引导．合作．自主练习

课时安排：二课时（连堂）

课前准备：阅读有关知识短文并搜集一些日常生活中所发生
的事情整理成材料。

同学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会有些事情令你难以忘
怀，这些事情是令你自豪或者让你惭愧呢？现在请大家好好
想一想！

请两同学（男女各一）分别说出他们最感触的事。

同学们是否听得清楚明白？如不清楚明白，欠缺什么？

让同学们先自由讨论，然后发问。

师生共同明确：事件的六要素。



师范读例文《榜样》。

请同学构思作文，列出写作提纲。

要求：确定标题及中心思想，初步体现条理性和层次感。

学习小组里相互间讨论，修改各成员写作提纲，老师巡回辅
导。

老师总结并明确作文要求

以记事为主并只写一件事，弘扬社会道德风尙。

交代清楚事件的六要素。

作文有真情实感和个性化表达。

1．根据提纲先打草稿，修改，再工整的抄在作文薄上。

2．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课外练笔：记一件新近发生的趣事。

七年级语文单元备课教案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

1.体会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2.补充课外材料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

3.激发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教学重难点：



1.补充课外材料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

2.激发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教学准备：补充课外阅读材料

教学安排：二课时

第一课时

1.体会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2.补充课外材料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

教学重难点：.补充课外材料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投影一个美国人的人生片断，请同学们推测这个人
会不会成功?

投影内容：

21岁——生意失败;

22岁——角逐议员落选;

23岁——生意再度失败;

26岁——爱侣去世;

27岁——精神崩溃;

34岁——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36岁——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47岁——提名副总统落选;

49岁——角逐联邦众议员三度落选;

老师揭示谜底前设埋伏：当我揭示谜底之后，请大家告诉我，
你得知谜底后的真实感想。

3.老师归纳：许多人看成功，只看到成功美丽的光环，却很
少有人注意到成功背后隐藏的艰辛，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没
有使林肯泄气，反而激发起他向自己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激
发起他实现自己抱负的信心和勇气，终于他在52岁那年，登
上了总统的宝座。

二.分析课文

1.你羡慕林肯的成功吗?成功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
辛，让我们来看看冰心是怎样用短短的几句诗来概括成功的
过程的。

2.全班有感情地齐声朗读，注意吐字清晰、有节奏。

3.教师指导学生，教学生朗读技巧，重音、语气、语调。

[参考答案]应以感慨的语气来读，重音落在“只”和“现
时”上。

4.投影句子比较：

a：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b：成功的花，人们惊羡她的明艳。



a句和b句哪一句表达效果好，为什么?

[参考答案]

a句的表达效果好，因为a句表现出了人们只惊羡于别人成功
所得到的荣誉，却看不到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艰苦劳动，表达
出了作者的感慨。

[参考答案]

成功来自艰苦的奋斗;不经过奋斗和牺牲，哪来成功的“明
艳”等。

三.课文内容讨论

花的成功历程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参考小结]：

四.当堂背诵

五.作业 1.根据《成功的花》所表达的意思创作一幅画或一
组画，并把这首诗工整地写在画上，然后在班级上交流。

2.有感情地朗读《嫩绿的芽儿》，巩固背诵《成功的花》。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

1.体会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2.补充课外材料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

3.激发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教学重难点：激发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教学准备：投影片、补充阅读材料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检查全班齐背《成功的花》。

二.分析课文

检查朗读《嫩绿的芽儿》，教师简单评价，全班齐读。

大家能说出几种修辞手法?这首诗运用什么修辞手法?[拟人]

[参考答案]

1)嫩绿显示健壮、旺盛和朝气。

2)淡白显出朴素、纯洁，不追求外表的华丽。

3)深红象征丰硕、甜蜜和美丽。

4.“芽儿”“花儿”“果儿”说的话能互换吗?

[参考答案]

不能。因为它们说的话与各自的特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芽儿”需要成长发展，正如青年需要学习、提高。一
旦开出花儿，不是要孤芳自赏，而是要装点大地，有如青年
要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社会注进旺盛的活力。最终结成“果
儿”，又如青年要甘于以牺牲、奉献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
使人生更加辉煌。

三.深入探究



补充阅读《中国男孩在美国》，你读了之后，体会最深的是
什么?

[同桌交流]

请几位同学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4.诗人以植物的生长来比喻青年的成长，劝勉青年人奋发努
力，不断充实、提高、发展自己，甘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
贡献和牺牲。从欧鹏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的希望，希
望不仅在他的身上，也在你们的身上，希望大家经过努力，
使自己的人生更加辉煌!

四.作业 自学并背诵《青年人》，完成课后练习二。

将自己对未来的构想整理成文，200字左右。

【教学总结】本教案注重诗歌的朗读，朗读贯穿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在读中学，在读中品，体现诗歌教学的特点。教学
设计以问题情境为主，问题的目的明确，可操作性强，文本
解读透彻，教师的主导作用明显。只是教学手段略显单调，
以讲读为主，学生自主合作的学习原则在学习过程中体现较
为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