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语文教案(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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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初一语文教案篇一

知识目标：

1、掌握课文中的字词及相关的文学常识。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能力目标：

1、体会作者蕴含的思想感情。

2、体会本文风趣幽默、生动形象的语言。

情感目标：体验生活中的童真童趣，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教学重难点：(同能力目标)

教学方法：点拨法小组合作探究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板题：童年絮味

舒婷：原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1952年生。主要著作：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致橡树》、散文集《心烟》。

舒婷崛起于70年代末中国的诗坛，她和同代人北岛、顾城、
梁小斌等以迥异于前辈的诗风，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
股“朦胧诗”大潮。他们用朦胧诗表达了一代人对国家命运
的反思，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审慎思索和批判。

1、散读课文。(阅读过程中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并讲明理
由)

2、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都讲了哪些童年往事?

3、试着概括一下这一幕幕趣味盎然的童年故事，并给它们加
上小标题。

4、作者想我们展示她的童年生活，蕴含着什么思想感情?

5、小组合作探究完成，教师抽学生汇报。

明确：

3、玩具风波、多彩童年、可爱玩伴、四季感受

4、抒发了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情，表达了追求自由与快乐的
纯真童心的赞美之情。

(一)对比手法的的理解

1、本文多处运用对比，有今昔对比，有自己感受与他人态度
的对比，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来，分析一下。

2、明确：

(1)第1段与第3段，鲜明的对比留给人不尽的深思。



(2)第4段与第7段，作者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现在的孩子生
活的单调枯燥形成鲜明的对比。

(3)第11段与第3段，写自己童年没有雨鞋而在梅雨季节的痛
苦状况与今天的儿子给他买雨鞋进行“撅嘴跺脚”对比。

(4)第5段，刚识几个字的我读精装英汉大字典的自我陶醉与
行人的捂嘴而校;自己梳妆打扮觉得漂亮极了与妈妈等人
的“前俯后仰”“差点背过气去”。这里将自己的感受与旁
观者的反应对比，更突出我的稚憨可爱。

(二)幽默生动的语言

1、本文语调诙谐，真切地写出了童年心情，充满童趣，请从
文中找出来。

2、结合课本38页练习分析。

1、作者的童年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对此你有
什么看法?

点拨：作者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物质条件差，
那时的孩子们少玩具生活较苦。但他们却同样的热爱生活，
追求快乐，以艰苦的环境里照样玩得丰富多彩。他们跟大自
然亲密接触，他们从不缺玩伴他们可以享受漫长的暑假，健
康成长。而今天的孩子们，物质生活优越，他们有大量的玩
具与玩伴，往往被封锁在单元里与电视电脑为伴，或是被各
种兴趣班占去了课余时间，这是现在孩子们的痛苦之处。

为了让今天的孩子们健康成长，应该给他们真正减负，把假
期和课余时间还给孩子们，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学与玩的关系，
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健康快乐地成长。

2、作者爱劳动的`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对他今后有何影响?你



对此有什么想法?

点拨：作者爱劳动的习惯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作者很
小的时候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的严格
检查，渐成习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时常陶醉在自己的劳
动成果中。直到长大后，这个好习惯仍伴随着她。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她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
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
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鬈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
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
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
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
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
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
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
上自然是雷霆万钧。

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

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
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
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掴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
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
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
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
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椹，甚至钻防空洞。

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
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癸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
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
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



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

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
小辫，自己对镜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
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偕下班回家，看
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
俯后仰，及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

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
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
外婆厉叱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
当也告竭，且身分是资本家，自然要低头做人。很小我就自
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
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
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
撕去重来，抄毕，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
心旷神怡。

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现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
苦读书。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撮一匙盐就走，
说不定明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床单已叠好放在饭桌
上。小涪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
常一生都蹭不掉。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
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
征，大多告捷。

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
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
此招，再不要我护送。

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
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



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贪南风，铺竹席睡
长廊。

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地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
气，鬼叫狼嚎。歌毕，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
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
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
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地拔嗓子有关。

呵，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
里。

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
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人，秋游野餐，秋季
运动会陆续举行。

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

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
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
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
凉鞋，仍是又湿又冷。

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
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丢
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不见动静，害得我
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

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样撅嘴跺脚抗议，每年雨季
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语言基础知识】



1、漂亮的书写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请把下面这句话正确、规
范、美观地抄写在方格内。

生命，生命，就是活着，做自己的事。

2、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调侃()相偕()譬如()绰号()差错()粘蜻蜓()扎小辫()

3、选字填空。

姿___(势式)理___(采睬)___(训驯)良

___(宠庞)物梳___(妆装)报___(慕幕)

天真无____(斜邪)生意____(亨享)通

4、根据课文内容用恰当的动词填空。

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____蝴蝶____蜻蜓，____蚯蚓____
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____，桑树上可以____到紫红的桑椹，
甚至____防空洞。

5、结合语境，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

a、今年“五一”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黑马。

(黑马：指出人意料的获胜者。)

b、“豆腐渣”工程往往是腐败的孪生兄弟。

(豆腐渣：指质量差。)

c、民办高校争吃“教育蛋糕”。



(蛋糕：喻经济利益。)

d、小轿车的车价会不会高台跳水?

(跳水：指一项水上体育运动项目。)

初一语文教案篇二

一、知识与能力：

a、体味本文生动形象的描写。

b、体会本文所表现出的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

c、了解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不同特点。

二、过程与方法：自主、合作、探究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鼓励学生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
价值观。

学习本文生动形象的描写，体会表现的童真、童趣。

一课时

a、初读文，了解文大意。

b、将预习中发现的问题写在作业本上。

c、查找有关的丰子恺的资料。

一、展示自己的风采。

(外积累“惜时“的名句)



二、导语：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几篇这样的，谁能说给大家听一听?(例
如：——)

三、信息箱：

请同学们谈谈你对丰子恺的了解。

四、整体感知：(看谁说得棒)

请同学们速读文，感知文大意。

a、你认为哪些字容易读错?给大家提示一下。

b、用简洁的一句话概括文的内容。

c、文题为“竹影“，它是写景——竹之影呢?还是主要写人物
活动?

d、本文除写人物活动外，作者在体文中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
中心?

(过渡语)童心童趣是天真烂漫的，月光下的竹影牵动了天真
无邪的心，孩子们在婆娑的竹影中，感受到美，于是，他们
开始本能的画画，这一切，被一位具有深厚艺术功底的基本
特征。让我们也来领略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匠心美。

五、你品味到美了吗?

再次浏览文，勾画文中你认为最美的语句，并试着说明理由。
(分组合作，每组选代表发言)

六、比较鉴赏(了解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不同点)



初一语文教案篇三

初一语文下册教案是教师上好课的重要工具,初一语文下册教
案的编写能体现出一个教师的知识水平、工作经验和教学功
底。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一语文下册教案，
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教学设计a]?创意说明：本教案采用了以读带讲兼以学生自学
讨论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创新的精神，
可操作性强。

一、情景导入

有条件的地方可捉来实物，没条件的可出示图片，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观察从蝈蝈的外形特征方面作一介绍。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快速看课文，画出文中描写蝈蝈外表特征的句子，并比较
与同学们的介绍有何不同。

明确：这种昆虫非常漂亮，浑身嫩绿，侧面有两条淡白色的
丝带，身材优美，苗条匀称，两片大翼轻盈如纱。

文中运用了描写性语言，将蝈蝈进行拟人化描写，写出了它
的漂亮、可爱，透露出作者对蝈蝈的喜爱之情。通过比较，
让学生体会平实说明与生动说明的区别，引导学生对事物作
生动介绍。

2.文中除了介绍蝈蝈的外表特征外，还写了哪方面的内容?

明确：写了蝈蝈的叫声和食性.



3.学生相互介绍蝈蝈的特征。

三、重点研读，合作交流

1.你最喜欢文章中哪个段落?为什么?

2.你最喜欢哪些词语或句子?为什么?

学生在研读讨论中相互补充，共享品味赏析的乐趣。在学生
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本文的写作特点：语言生动传
神，拟人贴切自然，突出事物特征。

四、问题研究

要求：言之成理即可。

五、布置作业

1.在小字本上抄写本文的生字词。

2.灵活运用本文的写作特点，写一篇自己喜爱的小动物的短
文。

3.课外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

[教学设计b]?创意说明：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学生的
学习兴趣，让学生参与备课，制作课件，讲课。这样，学生
的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调动，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一、布置预习

1.第一组负责本课的生字词的学习。

2.第二组负责介绍作者及其《昆虫记》。



3.第三组负责课文内容的整体把握。

4.第四组谈本文的写作特点。

5.第五组全面评价本文。

6.第六组质疑。

二、学生上台汇报他们的自主学习情况，并授课。教师相机
加以点拨。

三、学生评出本次活动的最佳小组。

四、学生写一篇学习本文的心得体会。

[教学设计c]?创意说明：课前布置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
课堂上进行阅读交流。这样既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可
进行扩展阅读。

教学步骤：

一、提前两周布置课外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

二、课前任选某一章节写一篇读书笔记。

三、课堂交流读书笔记，评出最佳读者。

四、老师出示《绿色蝈蝈》的有关问题，学生作答。

五、布置作业：细心观察某一小动物并写成文。

[资料整合平台]

1.法布尔与《昆虫记》



我们需要法布尔精神(见《中华读书报》20xx年5月8日)

2.扩读材料

大肚子蝈蝈

大肚子蝈蝈趴在倭瓜花上唧唧地叫着。他在得意地欣赏着自
己的大肚子：“瞧，我这大肚子，谁比得了，这里面全是智
慧呀。”

小蚂蚁过来了，他拦住不放，非要和人家比比肚子不可。小
蚂蚁说：“我不比肚子，我还要劳动呢。”大肚子蝈蝈并不
介意，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小蚂蚁的肚子没有他大，便得
意地说：“哼，我就知道你不敢比。”

大肚子蝈蝈一边啃着倭瓜花，一边喝着露水，他完全不用劳
动就可以得到食物，因此，他整天只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
小蜜蜂过来了，他要和小蜜蜂比肚子;小蜻蜓过来了，他要和
小蜻蜓比肚子。小蜜蜂和小蜻蜓都有自己的事情，不屑一顾
地飞走了。

大肚子蝈蝈气坏了，肚子一鼓一鼓的，恨透了小蜜蜂和小蜻
蜓。忽然一只水牛从那儿路过，嗬，水牛的肚子好大呀，浑
身的腱子肉，圆圆的肚子，大肚子蝈蝈可没法相比。可大肚
子蝈蝈天生比别人要强，水牛的肚子比他大，那还行?大肚子
蝈蝈要跟水牛比试比试，他一口气一口气地往肚子里运气，
要用气儿把肚子充实起来。那肚子果然一下一下地鼓起来了。
肚子已经好大好大了，可他看看水牛的肚子，不行，还没赶
上。于是又继续吸气，一口，一口，那肚子像气球一样又圆
又鼓了。突然，“砰”的一下，大肚子蝈蝈的大肚子爆炸了，
成了一个烂菜花。

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他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和他比肚子，
更不知道因为和他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撑破了肚皮。他有事



情，他要耕田的。后来，还是小蚂蚁帮忙，一针一线地帮大
肚子蝈蝈把肚子缝起来。大肚子蝈蝈接受教训了没有呢?那还
得看他的行动。

叫蝈蝈儿

最能使人意会到“立秋”已过的是那叫蝈蝈儿挑子。那一大
担鼓鼓囊囊、数以千百的小笼里发出来的共鸣声，使城里人
耳目一新，似乎给炎热捎来一丝清爽和喜悦。路人投之以目，
微微一笑。孩子们可来精神了，嚷着，笑着，兴冲冲地捧着
回家去。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觉得有这样几点要特别注意，也是今后
要纠正的：

1、课堂教学要合理安排时间，重点内容要突出。字词教学重
要，作家作品知识也重要，但他们只是为课文教学服务的，
文本的解读才是课堂的重中之重，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
的地位，教学时要突出，时间的安排要向它倾斜，否则，课
堂教学便是本末倒置。

2、关注学生预习，加强对学生预习监督。语文教学预习非常
重要，她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顺逆与成败。以前，教师只
关注学生的数量，没有关注学生预习的质量，不能让学生为
预习而预习，除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预习方法指导外，还必
须警醒学生不能抄袭参考书，要自己诚信预习，真正为提高
自身的自学能力服务。

3、备课要细读文本，课前要熟悉程序(环节)。有效教学提倡
细读文本，教师课前一定要细读文本，对文本有自己深透的
理解，并努力化为自己的东西;上课前要再次熟悉教学环节，
以抵抗遗忘，这样对教学过程的流畅起很大的促进作用，也
大大地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4、课前要厘清教学思路。虽然备课时已经梳理了教学思路，
根据文本与学生实际确定了教学的方向，但时间一久，很容
易遗忘，因此，课前教师要再次厘清教学思路，对教学的课
件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审视，把教学的各个环节与有关问题都
逐一做细做密，并用过渡语勾连起来。

初一语文教案篇四

1．体会本文所表现出的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领会蕴含在
童稚的活动中的艺术和美，

2．初步了解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不同特点。

(七年级的学生活泼、大胆，对充满童稚的游戏有切身的体验
和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往往忽视了游戏中蕴涵的艺术和美。
让他们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自主探究，有助于提高学生观
察生活的能力。故确立了第一个教学目标。中西方艺术博大
精深，学生了解一些它们的差异，可提高自身的审美观、价
值观，从而提升人文素养。故确立了第二个教学目标。)

重点：体会文章表现的童真、童趣，领会蕴含在童稚的活动
中的艺术和美。

难点：体会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不同艺术特点。

1．收集整理有关作者的资料。

2．师生共同制作多媒体课件。

1．“语文课要给学生一点什么?”我认为应是让学生的心灵
得到自由放飞，在向生活的拓展中，让学生得到人文的熏陶，
注重学生的终身发展。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
视听效果，采用“激趣——感知——品读——欣赏——迁



移”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感观，让学生觉得语文课不仅
有语言的文学美，而且有画面的艺术美，觉得上语文课既是
知识的获得过程，又是一种美的享受过程。

2．改变以往语文课知识的构建方式，由单纯的教师传授转变
为师生双方参与的互动，营造师生间和谐、平等、民主的语
文课堂。学生自主地读、说、悟，教师恰当地引导、调控学
生的情感体验，在合作交流学习中，师生共同体会童稚的活
动中蕴含的艺术和美。

(多媒体演示。)

师：同学们喜欢猜谜吗?

我们来猜个谜语：你有我有他也有，黑身黑腿黑黑头，灯前
月下跟你走，就是从来不开口。(影子。)

请同学们再来听首儿歌：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是个小
黑狗，常常跟着我；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是个好朋友，
常常陪着我。

每当我们唱起这样的儿歌，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和儿时
的伙伴玩影子、玩各种有趣的游戏，从中获得了对生活的美
好体验。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关于影子的文章—一《竹影》，
希望今天的学习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猜谜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充满童稚的儿
歌，更能激发他们对童年趣事的美好回忆，以此为切入点，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学习本文的热情，为下面环节的展开作
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

(学生交流收集的丰子恺的资料，讲述有关作者生活创作的故



事。)

师：丰子恺是一位在多方面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在绘画、
散文创作方面成就颇丰，这些成就与他从小就爱在生活中去
发现、思考是分不开的。下面，就让我们从阅读作者的文章
开始，走近丰子恺。(用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作者，突破传统的
介绍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检验了课前学生
搜集资料的能力。)

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课文内容。

(配以轻音乐，学生轻声朗读。学生回答有因难，教师可提示，
文题是“竹影”，它是以写景为主，还是以写人物活动为主?）

明确：叙述几个少年描竹影的充满童真、童趣的游戏。从中
引出对中国画的艺术体验，从中获得了艺术美的发现。

(朗读是对课文语言及课文内容最直接、真切的感知，也是学
生自主与文章进行情感交流最直接的方式，通过自读，学生
初步感知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为品读课文作好铺垫。)

童心是天真烂漫的，童趣是发自天性的，一次平凡的游戏，
却有了艺术美的发现。那么，你觉得文中哪些描写最生动地
表现了童趣?找出来，有感情地朗读。

(学生找到后在小组内朗读，然后教师点名朗读得好的学生示
范朗读，也可鼓励学生自告奋勇来朗读。)

(“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对作品中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
自己的体验”。在品读交流中，让学生的思维互相碰撞，引
起共鸣，产生更多的火花，当学生有了心得之后，读相关的
语段时感情就会充沛、真挚。教师对学生的朗读应鼓励、肯
定，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在一位独具慧心的艺术启蒙人“爸爸”的引领下，“我”和
伙伴们从一次无意的游戏，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并领略了中
国画与西洋画各自的魅力。下面让我们借这次语文课。也来
简单欣赏一下东西方文化不同的艺术魅力。

(多媒体展示几幅中国画和西洋画，配音乐。)

(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是一个很专一的理论，教师如果过
多解释，反而会“越描越黑”。借助多媒体的视听效果，加
以音乐的陪衬，学生凭借自身的审美力、想像力，去感悟艺
术的美。同时，扩充艺术的欣赏内容，也增加了语文课的容
量，使学生得到艺术的熏陶，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初一语文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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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 检查旧课，引入新课。

二、课题。

三、作者介绍（请同学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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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语文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品析文中关键性语句，体会文章的节奏美，诗意美。

教学重难点：

品析文中关键性语句，体会文章的节奏美，诗意美。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直接导入：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安塞腰鼓》，感受文章的
节奏美、诗意美。

二、目标展示

1、品析文中关键性语句，体会文章的节奏美，诗意美。



2、品味语言，感知美点。

三、出示自学指导

请同学们细读课文，就课文的词、句式、修辞、写法、结构
等方面，用“______好，好在______”的句式简要评述文章
美点。(在文中画出相关的语句，将你的理解批注到书上。(8
分钟后看谁完成的好)

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四、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本文的美点等

交流研讨

学生发言，教师归结：

(1)词语方面如“茂腾腾”好，好在简洁传神地表现了年轻生
命的热情奔放。“忘情了，没命了”好，好在有力地表现了
生命沸腾、力量喷涌不可遏止的情景。

(2)句式方面：铿锵短句的运用好，好在营造了激越的气氛。如
“愈捶愈烈”“落日照大旗”“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
等。

(3)写法修辞方面：综合运用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好，好在增强
气势，充分表现了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的神韵。

对比的手法好，好在以水乡比照高原的力量之美。

(4)结构方面：以“好一个安塞腰鼓”为线索复叠咏叹好，好
在使通篇散文具有形式的回环美和音乐的节奏美。



五、综合训练

1、积累文章中的精彩语句。

2、仿写：

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疾速地搏击着，
大起大落地搏击着。他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
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
是强健的风姿。

初一语文教案篇七

1 整体感知文章的主要内容。

2 从外貌、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感知王几何的人物形象。

3 体会作者在文中蕴含的敬佩、尊重老师的感情，培养热爱
老师，尊敬老师的良好品德。

马及时，四川都江堰人,笔名小非。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散文诗集《最后一片树叶》，诗集《泥土与爱情》和
《小精灵拼音童话故事》丛书（4册），诗集《树杈上的月亮》
《中国孩子》等、歌词《茶山谣》等。

须臾 徒手 屏息 绰号 嘈杂

轮番 喉咙 铭记 高涨 弥勒佛

1 快速浏览全文，说说本文主要写的是谁？

2 王几何本来叫什么名字？“王几何”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3 王老师在课堂上展示的绝活是什么？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
（用原文语句回答）

4请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

1 本文描写的是一节充满笑声的数学课，说说这节课上令人
发笑的源头有哪些？

2 指出下列各句运用的描写方法并分析其作用

（1） .“一个方头大耳、矮胖结实的中年人夹着一本厚书和
一个大圆规、一个大三角板挤进门，眨眼功夫就站到了讲台
上。”（第三自然段）

（2） “矮胖老师站在讲台上，双目含笑，右嘴角微微斜翘，
胖脸上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 。（第十自然段）

（3） 他突然面向课堂，反手在背后的黑板上徒手画了篮球
大的圆，紧接着，又反手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第八自然
段）

（4） “这就是那些老同学给我取的绰号。天啦，本人太喜
欢这美妙的绰号了！可惜，从来没有一个同学当面喊我王几
何……”（第十五自然段）

同学们，你们已经离开了生活六年之久的小学，离开了那里
的老师，想必一定有那么一位老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就来说说他（她）的外貌特征，或者他（她）最常说的
一句话或者最常做的一个动作。

提示：一定要抓住老师的特点，说出老师的与众不同。

请模仿本文的写法，写一写你所熟悉的一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