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篇一

找一找游戏：我在那里？

规则1、老师叫学生闭上眼。2、老师把本课生字图片贴在黑
板上。3、老师说汉字，叫学生睁开眼去找。

二、说一说课文

我们前边学过的课文都是诗歌，课文还有一种是自然段的形
式。有的课文是由一段段自然段组成的。怎样找一篇课文有
几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都要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每一个
自然段是由一句一句话组成的，怎样找每一个自然段有几句
话，就要找这个自然段中有几个句号“。”,几个问号“？”，
几个感叹号“！”，几个省略号“……”等。今天呀，我们
学习课文的时候，就要开始找一篇课文有几个自然段组成的，
每一个自然段有几句话。同学们可要细心呀。

三、朗读课文，初悟课文

1、老师示范朗读课文，看图片或者课件出示短文插图。

2、学生自己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找出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四、分析课文，深悟课文

1、让学生说一说课文有几个自然段？（3个）



2、你是怎样确定的？（这课文里有3个开头空两格处。）

3、同学们齐读第一自然段

（1）让学生说一说第一自然段有几句话？（1句话）

（2）你是怎样确定的？（有1个句号。）

（3）天气怎么样了？（凉了）

（4）树叶怎么样了？（黄了）

（5）一片片树叶怎么样了？（从树上落下来）

4、请女生一起读第二自然段，男生听着，听她们读得对不对。

（1）让学生说一说第二自然段有几句话？（2句话）

（2）你是怎样确定的？（有2个句号。）

（3）天空什么样？（那么蓝，那么高）

（4）天空上有什么？（一群大雁）

（5）它们怎样飞？（一会排成人字，一会排成一字）

（6）大雁为什么南飞？

大雁南飞：每到秋天，北方的严寒气候不再适合大雁生存，
大雁便会飞往温暖的南方。

（7）雁群为什么总排成“一”字或“人”字形队伍飞行呢？

这是因为大雁飞行的路程很长，它们除了靠扇动翅膀飞行之
外，也常利用上升气流在天空中滑翔，使翅膀得到间断的休



息空隙，以节省自己的体力。当雁群飞行时，前面雁的翅膀
在空中划过，膀尖上会产生一股微弱的上升气流，后边的雁
为了利用这股气流，就紧跟在前雁膀尖的后面飞，这样一个
跟着一个，就排成了整齐队伍。

5、请男生一起读第三自然段，女生听着，听他们读得对不对。

（1）让学生说一说第三自然段有几句话？（2句话）

（2）你是怎样确定的？（有2个感叹号。）

（3什么季节来了（秋天）

（2）为什么说秋天来了呀？（天气凉了，树叶黄了，落下来。
天空又蓝又高，大雁南飞）

6、老师总结：天气凉了，树叶黄了，落下来。天空又蓝又高，
大雁南飞是秋天特有的特征。

五、朗读课文，感悟课文

学生齐读——男生读——女生读——分行读

六、灵活朗读

接力朗读：三个人一小组，进行接力朗读。

七、背诵课文

1、借助插图指导学生背诵课文。

2、找学生背诵课文。

八、考一考你



群（）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字，一会儿排成
个“（）”字。

九、课文升华

1、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

2、看图，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可以说一说吗？

秋天来了，苹果红了，一个个那么香甜。

秋天来了，稻子熟了，笑着笑着弯了腰

秋天来了，桂花开了，绽开了它金黄的笑脸。

秋天来了，菊花开了，她们穿着五彩缤纷的衣裳。

3、说说画画

学生说说自己眼中的秋天什么样，再画一幅画，把画的内容
讲给同学听。

我眼中的秋天

十、小结

1、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

2、学生说。

3、学习了朗读和分析了课文，背诵了课文。

十一、下节课我们做什么？

1、下节课我们将进行写字教学。



2、同学们回家可以把课文背给爸爸妈妈听。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篇二

1、了解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

2、反复朗读，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等描写体会人物
形象。

3、领悟文章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
生的感恩情怀。

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怀念母亲的散文，作者通过回忆自己瘫
痪时，怀着博大无私之爱的母亲是怎样地痛心与忍辱负重地
照顾自己，来表达对母亲的深深愧疚和怀念之情。史铁生笔
下对亲情的回忆与感悟，让人感觉亲切而意味深长。对于七
年级学生来说，理解本文的主题并不难，但是如何使学生的
内心真正受到震撼，从而激发感恩情怀呢?如何引导学生真正
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呢?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在教学中，应
以反复朗读为基本立足点，抓住关键词句，引导学生读出感
悟、读出体会，进一步联系生活实际，唤起学生真切的情感
体验。

1、重点：深入文本，圈划、朗读、品味文中描写母亲的动作、
神态、语言等语句，领悟文中蕴涵的深沉无私的母爱。

2、难点：仔细朗读体会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了解作者是如
何借景抒情的。

一、导入课文

秋天是迷人的，天高云淡，大雁南归，枫叶似火，硕果累累，
秋天的美别具一格，秋天的美实实在在，秋天的许多事物都



会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也会让我们产生某种怀念的情绪。

著名作家史铁生就在秋天里产生了怀念之情，让我们一起来
欣赏课文《秋天的怀念》。(板书课题)

解题：由秋天的故事引发的对母亲的怀念。——《秋天的怀
念》

二、感知课文

1、听示范朗读

2、听完朗读，你觉得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脾气的人?

——性情暴躁、脾气暴怒

3、从文中哪些语句，可以感受到我的暴躁?

——(第一段)

师：望着望着北归的雁阵,他会——

生：把眼前的玻璃砸碎;

师：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他会——

生：猛地把东西摔向前面的墙壁

师：还有呢,妈妈要他去北海看菊花,他喊着——

生：不,我不去,我活着有什么劲!

4、为什么，他的脾气会这么暴躁?

—— 双腿瘫痪。是啊，原来生龙活虎，现在突然坐在轮椅上，



自然会脾气暴躁。

三、深入分析

1、面对这样的儿子，他的母亲又是怎样做的呢?

——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我的动静

——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

——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

——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悄悄地”——对儿子的理解、体贴

“偷偷地”——对儿子的牵挂、关切

“扑过来忍住哭”——坚强、坚韧

“好好儿活”——强忍着痛苦，劝儿子要坚强

“抓住我的手”——执着

2、品读第二段，母亲又是怎样对待儿子、表达对儿子的爱?

“挡在窗前”——怕儿子触景生情

“一会坐下，一会站起”——为儿子愿意看花而产生的难以
抑制的喜悦之情

“央求般的神色”——母亲的执着

“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
细心、体贴



3、母亲此时，自己的情况是怎样的?

——身患绝症 儿子瘫痪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知道秋天的一些特点，感受秋天的美。

2、能按一定顺序看懂图意。

教学用具：

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检查生字词：

〈出示：我会读〉黄澄澄、池塘、梧桐树、藏在底下、当做、
催

2、轻声自由朗读全文，说说这篇课文写了哪几个地方的美丽
景色。

［板书：天空稻田池塘］

二、学习课文。

学生自主选择：先来欣赏哪个地方的美景？



1、秋天的天空。

1）自由读，读后，你觉得秋天的天空有什么特点？［板书：
高、蓝］

2）有多高，有多蓝？能不能用另一个词把“那么”换一换？
（多么）

3）比一比，哪句好，为什么？

〈出示：我知道〉

天很高，很蓝。蓝天上飘着白云。

天那么高，那么蓝。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

4）朗读。

2、秋天的稻田。

1）自由朗读，说说体会。

从（）这个词（句）中，我感受到了（）。

［板书：大、美］

2）感情朗读。

3、秋天的池塘。

在池塘的周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读一读，找一找。［板
书：落叶］

1）自由读三、四两段，完成练习：



〈出示：我会说〉（）把落叶当做（）。

2）指名回答。［板书：――伞

――运动场

――电报］

3）这三种小动物，你最喜欢谁？喜欢谁就扮演谁，选择书上
写你的那句话来有感情地读一读。

4）采访活动：秋姑娘送给了你们这么好的礼物，你们难道不
想对她说些什么吗？

小鱼：你想对秋姑娘或对这顶伞说什么吗？

蚂蚁：你呢？

燕子：你能告诉大家这封电报上都写了什么内容？

5）想象：还有那些小动物，它们又会把落叶当做什么？请你
模仿书中的句子说一说：

〈出示：我也会〉

有的落在（哪里？），（谁？怎样做？），把它当做（什
么？）。

4、感情朗读全文，感受秋天的美。

三、小结，拓展延伸。

四、作业。

〈出示：日积月累：〉



1、摘抄课文中你认为写得好的句子。

2、去找一找描写秋天的文章或古诗，读一读，背一背。

五、板书设计：

秋天

天空：高蓝

稻田：大美

小鱼――伞

池塘：落叶蚂蚁――运动场

燕子――电报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篇四

一、重点择读，深情感悟。

在学生感知了“母亲”对儿子的舔犊深情后，再让学生反复
朗读文章的重点段落，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是怎透过这些小事，
表达对母亲的一片深情的?可以从两方面引导学生感悟作者对
母亲的深情怀念：

(1)作者陈述了母亲为他所做的那些小事，母亲一个小小的动
作，细微的神情，只言片语，都使作者记忆犹新，体现了作
者对母亲的怀念。

(2)最后一个自然段，妹妹陪“我”看菊花，作者浓墨重彩地
描写那些菊花，也许正是表达作者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二、入情入境，实情表达。



1、诉说心声。在反复阅读课文的过程中，那种母子之间的似
海深情已使学生受到熏陶感染，引发了学生的情感，在此，
抓住时机给学生虚设情境，诉说心声。可以这样设计：假如
清明节到了，你就是作者，站在母亲墓前，要说些什么?让学
生自由表达。

2、笔尖生情。在学完了课文之后，学生肯定被文中“母亲”
的伟大母爱所打动，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巧妙地以“情”激
“情”，让学生写一写自己的母亲，歌颂一下自己的母亲，
或者以《妈妈我想对你说》为题，给自己的妈妈写一封信，
真正点燃学生爱的情感，从而使文道得到统一。

七年级语文上册《秋天的怀念》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初中课文秋天的怀念教案篇五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记载了重病缠身的母亲精心照顾下
肢瘫痪的儿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事，表现了母亲对子



女真挚无私的爱，也表达了子女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与愧疚。

设计理念：

本课设计以读为主，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提升对语言文字
的感知能力，接受字里行间蕴含的情感的熏陶，引发情感共
鸣，接受情感的洗礼。同时引导学生抓住文本中人物的“动
作、神情、语言”，体味人物内心情感，使学生受到熏陶感
染，并以此点燃学生情感，引发真情，感知作者的心跳，聆
听作者内心的呼唤，感受母亲对子女真挚无私的爱与作者对
母亲的深挚的思念和愧疚之情。通过这些教学环节，促进学
生主动探求，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文章主要内容。

2．学习作者借助人物的“动作、神情、语言”的描写来表现
人物内心，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

3．在“秋天的怀念”中，感悟母爱的平凡伟大，获得“好好
活”的思考。

教学重点：学习作者借助人物的“动作、神情、语言”的描
写来表现人物内心，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

教学难点：用心品读课文，领悟文中蕴含着的平凡而伟大的
母爱，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好好活”。

教学方法：学生研读为主，尝试探究学习。

学生学习方法：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讨论交流。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秋天的怀念》这篇课文，
谁知道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秋天的怀念》。

二、品读感悟，沟通感情。

（一）出示自学提示

学习任务：

1、你觉得文中的我性格脾气怎么样？你是从什么地方感受到
的？勾画出相关的语句。

2、画出描写母亲语言、动作、神态的句子，通过这些句子你
感受到这是一位怎样的母亲？

学习方法：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并在书上做好标
记。

2、小组合作交流。将自己找到的答案，在小组内探讨一下，
看看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

（二）学生自学、小组合作

（三）感知“我”的形象

师：首先我们来感知“我”的性格脾气怎样？请用课文中的
一个词语来回答。（板书：我：暴躁无常）

师：哪些句子表现了我的暴躁无常呢？



比如：

（1）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窗外天上北
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录音机里那甜
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2）“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3）“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
“我活着有什么劲！”

师：史铁生的这些表现让我们看到面对双腿瘫痪这个事实，
他有点怎么样？你能读出这种情感吗？（板书：彷徨无助绝
望）

师：是啊，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他还可能做出哪些反常的举
动？

（四）感知母亲的形象

1．请注意：母亲的自身情况又是怎样？请找课文中相关句子
读给大家听。比如：

a、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也是后
来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
觉。

b、她又悄悄地出去了。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她
抬上车，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
那样。

c、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的呼吸着。

3、那么母亲是如何照顾我的呢？请同学们将你们找到的描写



母亲的动作、语言、神态的句子和大家分享一下,说一说当时
母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1）比如――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
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学生说到这里，教师就抓住这一“挡”，追问，挡住的究
竟是什么？实际是母亲像一扇门一样，挡住的不是窗外“唰
唰啦啦”地飘落的树叶，而是儿子郁闷烦躁的思绪）

（2）“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

（3）“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
备。’”

（4）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儿在一
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课件）

（5）“……母亲这时候就悄悄儿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
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儿地进
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

“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踩’和‘跑’一类的字眼，她比我
还敏感”她又悄悄儿地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

5、下面请同学们有感情朗读这些句子，再次感受母亲的形象。

学生齐读课件中的句子。

1、母亲这时候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
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时，她又悄悄地过来，眼圈红
红的，看着我。

2、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



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3、“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你要是愿意，
就明天？”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我的回答
让她喜出望外。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她比我还
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三、探讨爱母的怀念

师：是这样的一位坚强、勇敢、无怨无悔的、对儿女关怀备
至的母亲，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引读课文，“邻
居们……”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吗？（你们俩
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3．我和妹妹也懂，因此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4．升华：当儿子懂得母亲告诉儿女的“好好活”的含义，那
和母亲发生的秋天的故事啊，就深刻在心中，化作心中无比
的怀念。他开始好好生活，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所以，又
一个秋天，望着窗外天上北归的雁阵，我――――――；听
着录音机里那甜美的歌声，我―――――――――；看着窗
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我――――――――――――。
（课件，改造课文的训练，让学生选择一处补充。）

5、在母亲的影响、教育下，我深深地懂得了活着的意义，所
以也像母亲一样坚强、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经过
努力，他成为了全国有名的作家，他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的人，
让人们燃起生活的勇气！

6、指名朗读最后一段。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母亲为什么总想让我去看菊花吗？



师：盛开的菊花犹如坚强勇敢地活过来的“我”，艳丽的色
彩是对“我”成功人生的描绘，我最终懂得了母亲“好好儿
活”的真正含义，而菊花却成为了我怀念母亲永远的寄托。

四、拓展延伸、配乐朗读

越是懂得“好好活”的含义，就越是无比的怀念，就如飘落
的树叶片片飘到儿子的心里，融入了生命，化作了血液：
（播放音乐，学生静静默读下文，然后老师再读一段。）

a“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哪怕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
大的浩劫，你也应该幸福，因为你可以在浩劫中看到曙光，
能从浩劫中学到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当你
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唯一。”

b“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不能改变
天生的容貌，但你可以时时展现笑容；不能企望控制他人，
但你可以好好把握自己；不能全然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充分
利用今天；不能要求事事顺利，但你可以做到事事尽心。”

c“人生如梦。生命从无到有，又从有走向无，生生死死，构
成社会和世界。从人生无常这一点来说，人生有如梦幻。因
此，一个人只有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才不枉到这世界
上走一回。”

“世道多舛，人生不易”，在这个欢欣与伤痛共存的世界，
我们唯有接受，唯有面对，包括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残酷。
如果你不幸被选作去充当那苦难的角色，就去承担，选择一
种坚强的方式去诠释生命，生命会因对苦难的超越而显得恢
弘与深邃。

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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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板书设计

秋天的怀念

我：双腿瘫痪

彷徨无助痛苦

母亲：身患重病

坚强勇敢无怨无悔

秋天：好好儿活

八、教学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通过阅读而激发起来的思维，好比是整
理得很好的土地，只要把知识的种子撒上去，就会发芽，取
得收成。我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深有体会。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课改强调学生的语
文学习要在交际中、活动中、情境中、探究中的开窍学习的
教学理念，使学生由以往的被动接受信息转为主动地搜集、
筛选、整合和处理信息。遵循课改的教学原则，在这节课上，
我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在情感激发的氛围中围绕着读而展开，
注重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意图让学生在阅读中领悟，在自主、
交流、探究中明理，在联想、想象中提升，在质疑中创新，
在练笔中巩固，在快乐中学习,在感悟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