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 小学四
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汇总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
现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
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篇一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祖母心地善良、关爱他
人的高尚品质。

3.学习结合关键词语，理解重点句子的意思。

4.会认“莲”等7个生字，会写“玄”等9个生字，掌握“胳
膊肘”等词语。

教学重点:体会祖母心地善良、关爱他人的高尚品质。

教学难点:学会结合关键词语，理解重点句子的意思。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课题

1.让学生欣赏荷池美景，并让学生赞美荷花荷叶。

2.提示课题，解释莲、荷、藕。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

2.学习生字词的读音，重点学习“疮”字读音。

三、再读课文

1.学生默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2.学生提出问题。

四、学文探究

(一)理解感悟描写祖母爱荷叶的句段中险)以立振县帝与土学
中区零的面旅方请聘

1.学生自由读2~4自然段，画出描写祖母爱荷叶的句子。

2.感悟描写祖母爱荷叶的句子。

指名让学生读出自己画到的句子。在2~4自然段中有多个句子
描写祖母爱荷，课堂上根据学生所读的句子引导学生理解、
感悟，并指导朗读。

(二)理解感悟描写祖母送荷叶的句段。

1.学生自由读5~7自然段，思考:祖母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
说的把相关的句子画出来。



2.理解、体会重点句子。

(1)指名读句子。

(2)结合关键词语理解句子，体会祖母心地善良，关爱他人的
优秀品质。知和省商租

(3)指导朗读。

五、总结全文低不见手正斌婷人六、拓展延伸。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认读)。

二、学生读课文，并重点朗读描写祖母爱荷叶、送荷叶的句
子。

三、结合本课内容对学生进行写作方法指导。

四、指导学生写生字。

板书设计:

莲叶青青

爱荷叶:种守赏心地善良

送荷叶:吸剪说关爱他人

四年级下语文23课教案

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篇二

课时目标：



1.认识本识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习课文，懂得朋友之间应互相关心，快乐别人也快乐自
己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兴趣谈话，揭题识字

小朋友，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瞧，信封上还有字呢，谁能
大声地读给大家听。现在你知道这封信是寄给谁的吗?(板书：
寄给青蛙的信)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感人的童话故事题目
就是《寄给青蛙的信》，齐读课题。

课题里有一个本节课生字“寄”互相交流用什么方法学会
了“寄”。

这是谁寄给青蛙的信?信里又写了些什么?下面请大家读文。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自主识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要求读准每一个字音，不认识的字多读
几遍。

2、边读边标出课文有几个自然段，画出生字词，然后再认真
地拼读生字词。

3、同桌互相认读画出来的生字词，纠正对方的错误读音。开
火车读，齐读。

4、再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

5、四人小组合作读课文，要求读得通顺流利。



6、指名检查读，评读。

7、听录音或老师范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一个什么故
事?

三、老师指导，巩固识字

1、教师出示会认字的生字卡片，指名认读。

2、学习新部首“爪”字头。

(1)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找出笔顺容易错的字、难写的字。

(2)指导书写“非、采、爱”，注意“非、采”的笔
顺，“爱”在书写时上中下三部分应对齐。

(3)学生进行描红练习，老师巡视指导。

3、给生字组词，用个别词语说句子。

四、布置作业

1、把今天学习的生字每个字写一行，组两个词语。

2、回家把课文读给爸爸、妈妈听。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知道大米饭和花衣裳是怎么来的，
从而懂得要爱惜粮食，爱护衣服。

2、学会本课8个生字：饭、吃、真、香、粮、农、民、布;懂得
“米饭、农民、漂亮、工人”等词语的意思。认识食字旁，
米字旁。



3、学会朗读儿歌，背诵课文。

教学要点：

理解课题，初步了解两节课文各些了什么。讲读第一节，学会
“饭、吃、农、民、粮”六个生字，认识食字旁，米字旁。

教学过程：

一、揭题，倒入新课。

今天学习19课，白米饭和花衣裳(板书课题)

“白米饭”，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米饭。

教学生字“饭”：认识食字旁。第二笔是横钩，第三笔是竖
提。书写时左窄有宽。共7笔。

“花衣裳”，“裳”字读轻声。衣裳就是衣服。

白米饭和花衣裳是怎么来的呢?读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二、范读课文。

1、听清生字的字音。

2、思考：课文哪一部分写白米饭?哪一部分写花衣裳?(读后
讨论)

三、学习第一节。

1、自由朗读(要求读准生字的音，并想想字形和字义。)

2、指名朗读。(正音，包括“了”、“一”两个读轻声的字
音。)



3、齐读一、二两句话。

这两句话哪几个词语说明大米饭很好吃?(板书：大米饭。学
生回答后在板书：白香)

白米饭是香的，还有那些东西也是香的?(花是香的，烧好的
鱼也是香的......。)

教学“农”字：这个字念什么?(注意声母是“n”，不是“l”。谁
会写这个字?(学生说，教师些，字形可与“衣”字比较。)

“农”还可以组成什么词?(农业、农村)

教“粮”字：“粮”字是什么结构?左边是什么子?(左右结构，
左边是个米字。)米字做偏旁，叫“米”字旁，但“米”字做
偏旁，“米”字的一捺要改成一点。现在我们一起把“粮”
字写一下。(学生说，教师些。)

那些东西是“粮食”?(玉米、大豆、大米、小麦等都是粮食。
)

出示小黑板，让学生口头选词天空。

那哪

1、我看见()里有很多船。

2、天上的云，不知道多到()里去了?

3、()不是水，是石油。

4、你的家在()儿?

5、齐读“没有农民来重量是，哪来米饭白又香?”



(板书：没有农民哪有)

“哪有”是什么意思?(哪里有，哪会有。)

6、练习感情朗读三、四两句，要求用反问的语气来读。

7、想在看一下丁丁吃饭的时候，在想些什么?(看课文插图，
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

8、齐读第一节。

提问：我们吃的粮食哪里来的?粮食来的容易吗?我们应该怎
样爱惜粮食?

9、小结(略)

四、巩固练习。

1、认读生字词(可以采用游戏的方法进行认读)

2、指导写字。重点直到“农、民、粮”。

五、作业。

1、抄写本课学的生字。

2、朗读课文。

教学目标：

1、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帮助大人做家务活。

2、初步培养看图说话的能力，学会用“什么时候，谁在哪里
干什么”的句式说一句。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明确学习目标。

1、板书课题：21小燕在家里出示四幅放大的课文插图。

这节说话课，我们要看图说说小燕在家里干那些事。

说的时候要用上这样的句式：(出示卡片)什么时候谁在什么
地方干什么。

二、看图说话。

1、安图的顺序，练习分别用一句话说出每幅图的图意。

(1)指名按照以上的句式，用一句话说出每一幅图的图意。

(放学后，小燕在家里扫地。)

(2)集体评议。(平要求中的时间、人物、地点、事情四要素
是否说全、顺序有否点到。)

(3)各自准备，然后逐幅练说。

(第二幅图意：吃过饭，小燕在家里擦桌子。第三幅图意：扫
完地，小燕在家旁边倒垃圾。第四幅图意：奶奶做针线活时，
小燕帮奶奶穿针。)

2、变换词序，练习说说每一幅的图意。

移动卡片成：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1)指名按照以上句式，用一句话说出每一幅图的图意。

(2)集体评议。



(3)各自准备，然后逐幅练说。

3、练习用一句话说说小燕在家里会干那些事。

移动卡片成：谁在什么地方会干什么

(1)各自准备，同桌互说。

(2)集体交流，共同评议。

三、听录音练说。

录音内容：

最宝贵的东西

很久很久以前，有兄弟四个人去找仙人，清仙人给他们最宝
贵的东西。

仙人问他们要什么，老大说：“我要高楼大厦。”老二
说：“我要绫罗绸缎”老三说：“我要山珍海味”老四
说：“我要劳动的本领。”仙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到了最后，老大的高楼倒了，老二的零落绸缎破了，老三的
山珍海味吃光了，只有老四学会的劳动的本领，能创造出各
种财富，永远也永不完。

1、第一次放录音，要求边听边想：果实发生在什么时候，故
事里有哪些人?(听后讨论)

2、第二次放录音，要求边听边想：1、老大、老二、老三、
老四各向神仙提出了什么要求，后来怎么样?2、故事告诉我
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听后讨论)

四、按以上问题发言



五、总结。(略)

教学目标:

1、运用综合的识字方法,认识11个生字,写好8个生字。培养
学生独立识字、合作识字的能力。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内容,体会阿海纯洁美好的心灵,以及做事认真的
态度。

4、引导学生向阿海学习。

教学重难点:15个生字词,渗透性识字。

教学方法:讲读法、情境法、表演法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挂图

教学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质疑导入。

1、揭示课题。

2、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二、认识生字,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



2、找出生字,读一读,认一认。

3、出示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表演小红帽大灰狼衣服左右布景

认真结束装扮摇摆照顾

4、分段指名读课文。

三、理解课文。

1、谁演大树?

(1)反馈。(2)齐读第一段。

2、阿海为什么演大树?

(1)默读第二段。(2)反馈。

(3)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孩子?

3、阿海怎样演大树?

(1)自由读第三段。(2)反馈。

(3)指导朗读。

(4)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孩子?

4、阿海演大树演得怎么样?

(1)自由说。

(2)讨论:为什么大家说他演得好?



四、总结。

1、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孩子?

2、有感情朗读全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分组开火车读课文。

2.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3.有感情朗读全文。

二、识记生字,积累词汇。

1、抽读本课生字卡片。

2、开火车进行扩词。

3、反馈识字情况,交流识记方法。

4、出示词语花篮

(1)指名读,齐读。

(2)你还喜欢课文里的哪些词语,说一说,再抄到“花篮”中。

(3)比一比谁积累的词语多。

三、认识偏旁,书写生字。

1、出示田字格中的生字,指名认读。



2、分类识记,指导书写。

(1)半包围结构:左右布还

(2)左右结构:认很作

(3)上下结构:直真

3、学生书空。

4、教师板演示范。

5、学生仿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书写展示、评议。

板书设计:

8、演一棵大树

穿站举摇摆

认真真好

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篇三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感受父亲对儿子无私而真诚的爱;感悟儿子对
父亲的信任。

2、从读中感悟，从读中体会地震中父与子的伟大。

3、引导学生与主人公进行对话，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教学重、难点：

1、

了解父亲不顾一切抢救儿子的经过，感受父爱的伟大。

2、

让学生明白这对父子为什么了不起。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播放制作有关地震的录相片]。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上课前先观看一段录相片，请大家认真
看并说一说看过后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正处其中又会怎样
呢?(生谈感受)

刚才同学们看到的是大地震的情景，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惊心
动魄，地震中也会发生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今天我们学
习的这篇课文，就是发生在一次大地震中的一对父子身上极
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同学们想不想看一看这个感人的故事?生：
想。(板书课题：地震中的父与子)

二、想象画面，引读悟情

1、

自由读文，要求：

(1)



借助字典，结合课文中句子认识本课生字和新词。

(2)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讲述的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不顾自
己的生死，克服重重困难救出自己的儿子及同伴的故事，谱
写了一首父子情深的颂歌。)

2、

读第十二自然段，引导学生想象。

3、

生汇报，指导朗读。

生：我看到父亲满身都是灰尘，可他什么都不顾了。

生：我看到父亲的手指抠破了，手上全是鲜血。

生：父亲的眼睛肿了，布满了血丝，他也没有停止。

师：同学们说的多感人啊﹗把你们想象到的融入到朗读中，
自己试着练一练。(指名读，评读，齐读)

三、品读感悟，深入情境

1、

默读课文，要求：

画出使你深受感动地句子，在小组内交流。



2、

学生默读课文，小组交流学习收获。

3、

除了刚才学习的

，文中的哪些描写还使你感动?

引导学生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在混乱中，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
他7岁儿子的学校。”(这个句子说明父亲得知儿子有危
险。“冲”字，这个动作体现了这位父亲急切心情，他迫切
地希望孩子的情况。)

(2)“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
子!”。”(父亲以为儿子已经死了，他感到极度痛心，体现
了他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是去，心爱的儿子不在了，父亲
发自心底的痛苦声，该怎样读呢?(绝望、失去了一切……)指
名读，评议，齐读。

(3)“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
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向起!他坚定地站
起身来，向那片废墟走去。”(从这儿可以看出父亲看到了希
望，他相信儿子会记住他的话，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持着他，
所以他坚定地站起身来，并向废墟走去。那么该怎样读这段
话呢?请大家分小组讨论后评议，齐读)

(4)儿子看到爸爸来救他，自信地告诉爸爸，他曾经对同学说
的话：“只要我爸爸活着……，他总会和我在一起，”(可以
看出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他坚信父亲会来救他。即使在最危
险，最艰险的时刻，儿子的信念都没有动摇，父亲也正是由



于那句话——生接(“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

指导读：这句朴实的话终于让父子团圆，心中即有千言万语，
而激动人心的场面往往是通过言语来表现，请你试一试怎样
读才能把父子重逢后的激动与喜悦之感读出来呢?(小组分角
色读，男女生读，师生读)

是呀，父亲对儿子的爱，让我们感动，儿子对父亲的信任，
更让我们感动。一句话牵着两颗心，因此，阿曼达被救后，
这对——(引读)了不起的父子无比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四、总结全文，发散思维。

1、

2、

学生讲

3、

感受多么深呀，回家后把你们的感受对父母说一说，或记在
你们的日记本中。

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篇四

教学目标：

1、运用已有的识字策略学习本课生字，正确认
读“龄”、“衍”，正确识记“稠、瞻”等生字字形;通过看
图想象、联系上下文、比较等方法理解“稠密”、“繁衍”、
“瞻仰”等词的意思。

2、抓住关键词句，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感悟，感受樟树外形



特点和可贵之处。通过搜集的资料领会樟树和宋庆龄高尚人
格之间的联系，初步了解“借物喻人”的写法。体会作者对
宋庆龄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3、用“无论……总是……”、“只要……就……”等关联词
造句，练习背诵全文。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樟树的可贵之处。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抓关键词句，领会樟树的象征意义。

教学方法：

课内课外知识交融，追求开放性;

读中感悟怡情养心，注重人文性

学习方法：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题



1、出示樟树图片，谈话引入

阳春三月，百花争艳，树木葱茸，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两
棵树上。(幻灯)

知道这是两棵什么树吗?学生答，(板书：樟树)学生齐读两遍。

出示：这两棵就是宋庆龄故居的樟树(幻灯)

3、板书：故居，“故居”什么意思?

4、看图：这白色的屋子就是宋庆龄的故居

5、看图：这就是宋庆龄。

(1)你了解宋庆龄么?师生交流。

(2)揭示资料(幻灯)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优秀教案设计

(3)师小结：宋庆龄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的
一生是革命的医生、爱国的一生。她坚贞不屈、一身正气，
她勇敢顽强、英勇奋斗，她百折不挠、无私无畏。她以她的
人格魅力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热爱。今天，我们要学习
的这篇课文就与宋庆龄有关。(完成课题板书：的)

齐读课题。

6、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7、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什么样子?作者为什么要写宋庆龄故居
的樟树，宋庆龄故居的樟树和宋庆龄有何关系么?请同学们带
着问题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语句。

二、初读感知



1、检查词语

出示词语：分行指名读、齐读、开火车读(随机纠正读音)

2、初读课文

指名读课文，师生评议

3、理清脉络

(1)读了课文，同学们知道课文哪几小节具体写了樟树?

(2)第6小节主要写了什么?随机理解“瞻仰”

(3)第1-3小节主要写了什么呢?

三、精读感悟

1、学习1-3小节

(1)指名读第2小节：说说有什么想法?

a、周总理为什么要她离开上海的故居呢?(提示：这偌大的一
间房子，为什么周总理说它小呢?)

因为这个房子是用来——出示资料(幻灯)

b、原来这所房子既是宋庆龄生活的地方，又是她夜以继日工
作的地方，这所房子的一切都已在宋庆龄内心打上了深深的
烙印。怪不得她说——(引读：“我舍不得这两棵树。”)同
学们，舍不得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想想你掉了你的心爱
之物，离开你的亲人，谁来读?(指名读)宋庆龄舍不得这两棵
樟树是源于对它们的——喜爱。

(2)让我们也走近这两棵樟树。(齐读第1-3自然段)



(3)请同学们再次默读1-3小节，边读边思考

指名回答

师小结：作者没有在一开头就点明”樟树”，为的就是吸引
读者，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直到第3小节才揭示出这是
两棵樟树，为的就是重点突出这两棵树的与众不同，并且也
很自然的过渡到下面的内容：写两棵樟树是什么样子的。这
看似平淡无奇的几小节却蕴含着作者的独具匠心，让我们再
完整读读这三小节，细细体会一番。把宋庆龄是个什么样的
人，周总理为什么要她离开上海的故居，这个房子是用来干
什么的一一藏入脑海。

(4)齐读第1-3自然段

那宋庆龄又为什么会舍不得这两棵樟树呢?这个问题留待我们
下节课来探究。

三、作业

1、抄写词语

2、背诵第1、2、3自然段

3、继续了解宋庆龄的资料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揭示话题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2、宋庆龄故居的樟树(引读
课题)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我们初步了解了宋庆龄奶奶，(板书：宋
庆龄)也知道了周总理劝宋奶奶搬家，可宋奶奶却说(幻灯，



引读)我舍不得这两棵树。

这是两棵什么树呢?

生：这是两棵樟树。(板书：樟树)

话题出示：宋庆龄奶奶为什么舍不得这两棵樟树?(幻灯)

二、学习新知，感受樟树特点

师：请同学们默读第4、第5自然段，试着找找原因，然后在
小组内交流讨论一下。(幻灯出示小组合作学习要求)

(一)小组合作，初探究竟

1、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2、大堂交流：小组汇报(随机幻灯出示，帮助理解词汇)

答案预设：a、学生抓樟树的外形和生长特点而谈：枝干粗壮、
枝叶稠密

四季常青、蓬蓬勃勃

b、学生抓樟树的可贵之处(品质)谈：保持香气、永久拒虫

同学们讨论好了吗?哪一小组先来说说你们小组觉得宋庆龄不
舍得这两棵樟树的原因?(随机理解：枝干粗壮、树叶稠密、
蓬蓬勃勃)

3、教师小结，出示学生讨论的要点

(二)精读感悟，明确细因

1、精读感悟，明了原因之一



师：让我们细细来看这第一个原因(樟树外形与生长特点)

(幻灯出示图、文)

出示第4自然段：樟树不高，但它的枝干粗壮，而且伸向四面
八方，伸得远远的。稠密的枝叶绿得发亮。樟树四季常青，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它们总是那么蓬蓬勃勃。

(1)指名读。

抓住了这些关键词，读着读着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棵怎样
的樟树?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吗?(美丽)学生交流。

请你也来读出它的美丽，你还感受到这是两棵怎样的樟
树?(生命力旺盛、顽强)(随机理解：蓬蓬勃勃，指导学生情
感读句)

(2)课文用了“无论……总是……”这组关联词，告诉我们什
么呢?

多么顽强的樟树啊，不管遇到怎样的环境和遭遇，它总是那
么——蓬蓬勃勃，谁能读出它的顽强?指读。

(3)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两棵樟树的美丽与顽强。(齐
读第4自然段)

(4)指导背诵：现在知道宋奶奶为什么舍不得这两棵樟树的原
因之一了吗?愿意把这两棵樟树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吗?不看
书，我们一起来试试。(幻灯)

2、精读感悟，明了原因之二

师：我们再来看同学们所说的第2个原因。

(1)、指名读第5自然段，作者用了什么方法来突出樟树的可



贵之处的?(引导学生感受写作方法：比较)具体说说看
呢。(理解繁衍)

哦，怪不得宋奶奶对这两棵樟树情有独钟了，原来——(幻灯
出示文：樟树本身却有……虫类就怕它一天。)

同学们，这樟树的香气有什么特点啊?(板书：香气)(永久保
持)那是多久呢?一年?十年?一百年?是啊，即使当它枝枯叶落
的时候，当它——(幻灯、引读)只要——(幻灯、引读)也就
是说，这香气能够——(板书：拒虫)

师：那么，当人们把樟树木制作成家具的时候，也就保护了
里面的衣物。(板书：护物)

2、同学们，你们分析得真对，这的确是宋奶奶舍不得这两棵
樟树的又一个原因。你们看作者赞美樟树的时候，先写它的
外形美，由外及内，再写它的可贵之处，也就是它的内在品
质。同学们，让我们也来读一读，好好体会一下。(幻灯)(集
体读：樟树本身却有……虫类就怕它一天。)

三、走近人物，感悟品质

1、(幻灯揭示话题2：为什么人们也总爱在这两棵樟树前留
影?而且要作为永久纪念呢?)

是吗?让我们再次走近宋奶奶。

2、揭示资料，进一步了解宋庆龄(幻灯)

资料一：宋庆龄就如樟树蓬蓬勃勃。

资料二：宋庆龄就如樟树保持香气，永久拒虫。

这里的虫就是——(板书：敌)



是啊，宋奶奶一生——(幻灯)

3、现在明白人们为什么爱在这两棵樟树前留影了吧。(完成
板书：樟树——香气——宋庆龄)那就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也来留个影作个纪念吧。(幻灯，齐读
第6自然段)

4、介绍写作方法

现在我们再来想想宋庆龄舍不得两棵樟树的原因，就是因为
樟树长得蓬蓬勃勃吗?就是因为它香气拒虫吗?实际上还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她把这两棵樟树看成了自己，她要像樟树一
样保护自己的人民。(板书：民)学到这，你觉得这篇文章还
仅仅是在写樟树吗?对，这两棵樟树就是宋庆龄的化身，作者
是借着樟树来写宋庆龄，这种方法就叫借物喻人(板书：借、
喻)

过渡：像这种借物喻人的方法用得很多，看(幻灯)

四、拓展延伸

1、揭示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师读，诗中写的事谁?(指名答)

这个地方她在诗中是梅花，实际上是宋庆龄、王庆龄、张庆
龄等革命者。

我们再来读一遍，(齐读)

2、揭示陈毅的《咏松》

(指名一排读)写的是松树，松树代表谁呢?(宋庆龄，或者所
有的革命烈士)



推荐阅读：《白杨》——矛盾

3、(幻灯)老师模仿毛泽东的词自编了一首，我们一起来读。

师生齐读——《卜算子·咏樟》

同学们，让我们记住这个伟大的名字——宋庆龄，这是中国
人的骄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五、作业

1、背诵课文

2、请用上“无论……总是……”、“只要……就……”仿照
课文第4、5自然段写一种植物。

七年级语文下教案设计方案篇五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正确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正确书写12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能够复述课文内容。

3、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感受文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与亲情。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朗读、默读、复述课文，使学生感受到人们之间的友
情与关爱，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策略与方法：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不懂的记下来。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学情简析：

文章文字浅显，学生应能读懂，但文章又写得比较含蓄，学
生体会起来可能有些困难。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生活情境，谈话导入

(学生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

2、师：是啊，多一份帮助，多一份关爱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处
处充满花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花香四溢，温暖友
爱的盲人车厢吧!让我们去赏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请同学们打开书27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思
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达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交流初读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叙事顺序抓住每部分的重点内容来
说课文主要讲了一群盲人游客在郊游途中得到售票员和司机
的热情帮助，从而感受到春天的美好和人间的真情。

只要意思对即可。

三、小组合作，自学生字词。

1、小组内合作自由读课文，自学本课生字、新词，组内合作
检查。

2、出示生字词卡片，指名读，检查纠正字音。注意“步履蹒
跚、气氛、弥漫”的读音。

3、分析记忆字形，注意“盲”的上半部的写法，“协”的左
边是个“十”不是“木”，“郊”与“效”，“架”
与“驾”要注意区分。

4、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1)借助词典理解。蹒跚、心旷神怡。

(2)联系上下文理解。逗趣，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四、检查读文情况。

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听者习惯性的评价，注意把课文读通
顺、准确。



第二课时

一、回忆课文，导入新课。

在《赏花》这篇课文中，我们感受到了人们之间的友情与关
爱，我们来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学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二、品读课文，感受真情。

(学生默读课文，勾画感受)

2、课件出示。默读课文，并思考：

(1)从第一自然段中你得到了哪些信息?

(2)画出描写与内气氛的语句，体会车内气氛变化的原因和过
程。

3、交流读后感受。

(1)第一段中抓住“步履蹒跚”“探索着寻找座位。——盲人
游客行动的不便，暗示他们非常需要人们的帮助。

(2)第2、3段中抓住“沉默”——盲人内心的孤独、寂寞、无
助。

(3)第6段中“一阵低微的笑声”——盲人对秀子的描述有了
回应。

(4)第9段“乘客们发出了惊叹声”——从秀子的描述中盲人
们看到了梅林，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5)第13段“双目失明的乘客们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在秀子的引导下，盲人们全身心的感受着湛蓝的天空，流淌
的小河，明媚的春光，感受着春游的快乐。

(6)第16段“一个人跟着唱了……有人在悄悄地擦着眼
泪”——秀子的歌声引起了大家的唱和，歌声感动着每个人。

(7)最后一段“花好香啊!淡淡的花香弥漫了整个车厢”——
温暖随着花香流淌在大家心田。

三、复述课文，深化理解。

1、把你的感受最深的地方朗读出来读给别的同学听。

2、出示课后词语积累。

指名读一读。

3、你能根据这些词语加上你对课文的理解把这个故事复述出
来吗?

(指名复述，注意意思对即可)

四、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1、找一找人与人之间关爱互助的文章来读一读，在生活中多
关心帮助身边的残疾人。

2、积累文中生动的词语并抄写下来，学以致用。

五、板书设计

赏花花温暖

香热情



弥漫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