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一

古诗是古代汉族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
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
诗。以唐朝为界限，以前诗歌均为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渐
渐式微，逐渐消亡。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
体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体诗，但唐代
之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

1、加深对古诗词内容，思想意境的理解延伸拓展。

2、单人交流分组竞赛个人展示背诵积累。

3、培养学生思维表达能力，激发学生读古诗词的兴趣。

鉴赏古诗词，积累古诗词。

谈出新意，有理有据。

1、全班分成若干小组，确定一人组长。

2、由小组推荐一人向全班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或词。

（1）朗读其诗。

（2）从诗的内容入手并讲解思想和自身的体会。



3、其他同学点评也可补充或是提问。

4、知识竞赛。

（1）各组派出一人，准备好有关唐诗宋词文学家的资料，将
从难到易分3个层次提示，其他组队员答对一个就得相应的分。

（2）书法展示。

各组派一人在黑板上写出自己最喜欢的哲理诗句。

（3）名句集锦。

按分类说出名句如写风的，雨的，树的'，长江的，黄河的，
人生的，青春的等等。

5、古诗词新唱。

（1）《明月几时有》

（2）《东风破》

（3）《窗前明月光》

各组得分，表现，奖励表现最好的学生，感受体会！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二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肇zho嘹lio望彷徨pnghung

2、解释下列词语。

(1)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原理和法则，而总结出理_的知识。



(2)袖手旁观：比喻置身事外或不协助别人。

(3)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4)一帆风顺：比喻非常顺利，毫无挫折。

3、用恰当的词语填空。

(1)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
物和致知。

(2)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3)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研究学术不可缺少，而
且对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也是不可少的。

1、《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
平天下。

2、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几于年前经书里说
的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
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应该有想像力、
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

3、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
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以求到的。

1、《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作者是丁肇中，是美国的物理学
家。

2、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
书。

语文八年级相关知识点2



1、课后复习法：所谓课后复习法就是我们刚听完老师的讲课
之后，利用下课的10分钟来消化和吸收刚刚讲过的知识，因
为老师刚讲完，所以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都达到了巅峰的.状
态，此时我们只要稍加的复习巩固，就能牢牢的记住所学知
识。

2、睡前复习法：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一天中早晨醒来和晚
上临睡前记东西的效果最好。早晨可能大家没有时间，但是
晚上一定有，既然我们错过了早晨当然不能错过晚上，在临
睡觉前我们需要把今天所学的所有知识系统的过滤一遍，虽
然是一天的知识，但是也花费不了很多时间，而且记忆的效
果很好。

3、最重要的是提高你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这是提高学习成绩
的秘诀。曾经我也是学习成绩不好，常常参加补习班。直到
朋友让我下载一套潜能训练的课程，我的学习成绩才开始发
生改变。经过潜能训练，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提高了。因
为这套课程的训练，我掌握了各种高效率使用大脑的技巧，
自学对我来说非常轻松，给我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帮助，最终
考上了大学。

语文八年级相关知识点3

对于学习来讲，除了要对未来一年的高考复习的时间要统筹
安排外，更要注重语文与其他学科复习时间的协调。合理安
排每日时间，最大效率得提高复习效果最为重要。

以下可适用于每日学习计划安排，考生可以参考进行。语文
的学习计划也直接加在其中!

早上6点-8点：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一般人来说，疲劳已消除，
头脑最清醒，体力亦充沛，是学习的黄金时段。可安排对功
课的全面复习。可以早读语文必背古诗词或文言文，也可早
读英语，应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



早上8点-9点：据试验结果显示，此时人的耐力处于最佳状态，
正是接受各种考验的好时间。可安排难度大的攻坚内容。

上午9点-11点：试验表明这段时间短期记忆效果很好。对抢
记和马上要考核的东西进行突击，可事半功倍。主要也可放
在语文或英语这两块。

正午13点-14点：中午应有一定的休息或娱乐放松时间。饭后
人易疲劳，夏季尤其如此。休息调整一下，养精蓄锐，以利
再战。最好休息，也可听轻音乐。但午休切莫过长。

下午15点-16点：调整后精神又振，试验表明，此时长期记忆
效果非常好。可合理安排那些需永久记忆的东西。

傍晚17点-18点：试验显示这是完成复杂计算和比较消耗脑力
作业的好时间。这段时间适宜做复杂计算和费劲作业。晚饭
后：应根据各人情况妥善安排。可分两三段来学习，语、数、
外等文理科交叉安排;也可作难易交替安排。

以下分享一位高考优秀考生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供同学们参
考借鉴：

中午午休;下午2：00-4：00复习化学，4：10-6：10复习物
理;

晚上2个小时复习语文;其余时间机动。在每一门课的复习中，
不同阶段以不同内容为主，多看课本或多做习题，要掌握好。

总之，在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注意小块的时间安排，既要抓
紧时间，又该有张有弛，这样才能以一个较好、较正常的心
态去参加高考，才能考好!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三

针对本文的特点，我打算用“美”吸引学生，和他们共同去
感受语句的音韵美，分析结构的层次美，揣摩描写的生动美，
品味语言的简约美，体会情感的变化美，鄂教版语文八年级
下册第六单元教案。如果学生能感知到这些美，就一定会陶
醉其中，被其浸染，从而主动地去探究、去揽胜。

要实现这些构想，首先，教师的教学语言应该优美。因此，
在每个教学环节的开始、小结或者与下个步骤的衔接、过渡
处，我都设计了一段或长或短的引导语，力求在准确传递教
学信息的同时，为课堂营造一个优美的语言氛围；在品味字
词的锤炼、品析写景的方法时，我也尽可能的运用四字词语
和排比、对偶等修辞句式使我的语言更接近文章语言的特点。

其次，我认为“美”感的获得主要还得通过“感”：感知、
感受、感悟。而“感”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读”。因此，读
成为了我这堂课贯穿始终的方法。

文章短小，如果走马观花，仅从大处着眼，则难得其中三昧。
因此，文中的美还需从小处人手，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教
学重心应放在对具体的字、词、句、段的品析上，这个环节
要舍得花时间，学生个性化的感受应充分鼓励，学生肤浅浮
泛的理解应给予引导，学生空洞偏离的分析应予以纠正。

美文自然应美读、美教，让学生获得美感，带着这样的收获
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

1．感受作者笔下三峡的独特风光，激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
爱之情。

2．体会本文总分结合的层次美和变化多姿的写景方法。

3．学习掌握一些多义词语、特殊句式和修辞手法，初中二年



级语文教案《鄂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教案》。

重点：文章结构及描写方法。

难点：部分内容的理解和个别特殊句式的掌握。

1．中国第一大河是——?(长江)

2．那么，浩瀚的长江水流湍急，危崖壁立，景色最为壮观的
风光当属——?(三峡)

3．今天，我们就随着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一起走进1500年前的
三峡。

(由两个简单问题组成的导语，开门见山，用简洁明了的`语、
言点明本文所写内容的地理位置、作者及写作年代，使学生
花最少的时间获得课文的相关资料。)

4．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读错字，不加字、
漏字。

(这是对课文的初读，只在准确层面上提出要求。)

1．这是一篇描摹山水的美文，作者用具有音乐美感的语言，
浓缩了万千气象，展现了无限风光，老师为大家范读一遍，
请同学们看课文，注意节奏、语调。

2．请同学们自己再朗读一遍课文，这一遍要求读得流畅读出
抑扬顿挫。

(对课文的二读，要求由准确上升到流畅和优美。教师的解重
在强调本文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音乐美感，而示范则是让学生
明白要读好一篇文章首先要善于把握文章的语言特色。在布
置学生朗读时，教师就提出了对节奏和语调的具体要求。)



3．请四位同学分别朗读文章的四个段落，比比看，谁读得好。

(这一环节是对二读朗读要求落实情况的检查，因此最好选择
四位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不仅仅是让朗读水平高的学生展示
他们的特长。如果中等水平的学生都没有达到要求，这个环
节就需要再多给点时间反复读，方法可以是教师的指导读，
也可以是学生的互助读。总之，要大多数学生达到标高，才
可进行下一步的教学。)

4．下面就请同学们参照注释细读课文，力求把课文读懂。同
桌互相翻译，有疑难相互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举手提出。

(这一次读的目的是理解内容，比较适合通过默读进行。浅易
文言的翻译应避免教师从头到尾的串讲。先自主探究，再通
过同伴互助、合作解决问题，还有解决不了的，留待全班探
讨。)

5．释疑，扫除理解障碍。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即“自非亭午，不见曦
月”、“自非夜分，不见月”两句合为了一句，精简了字词，
保持了原意。)

“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素湍回清波，绿潭映倒影”。)

既然“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怎么还会“朝发白帝，暮到
江陵”呢?

(“或有王命急宣”，“或”、“有时”都表明情况极为特殊，
封建社会王权至上，皇帝有命令，行船者是冒着九死一生的
生命危险，从而具体表明了夏水之疾。)

6．教师补充学生的疏漏。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四

《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教案

1、理解课文内容，能分析雨林毁灭造成的巨大灾难

2、掌握说明方法在文中的作用

3、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4、培养学生正确的环保观，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重点：目标2

难点：目标3

：先学后教、圈点批划法、朗读法

（一）导入：

1、 出示课件：展示热带雨林的风光

2、 导语：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雨林不仅美丽神秘，
而且繁衍着大量的动植物。这些植物为地球生命提供了赖以
生存的氧气，而动物则是非常珍贵稀有的。那如果它消失了，
毁灭了，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下面我们就来学习《雨林的毁
灭--世界性灾难》。

（二）出示教学目标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理解课文的内容

1、自学指导：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
扫清文字障碍，



理解课文内容，思考问题：

雨林的毁灭会造成的怎样的巨大灾难？

在书上可采用圈点勾画的形式找出答案。8分钟后，老师提问。

2、学生读课文，找出问题的答案，划下来。

3、老师提问，形成板书

师小结：雨林的消失会让人类丧失大批动植物物种，而生命
多样性的消失会给大气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引起全球气温
升高，冰川溶解、洪水泛滥等一系列灾难，甚至会使地球经
历第6次大规模灭绝，所以作者说，雨林的毁灭是世界性的灾
难。

（四）细读课文，掌握说明方法

1、自学指导:本文作者为了使说明的事理更加明白透彻、清
楚,采用了多种说明方法，常用的说明方法有：列数字、作比
较、举例子、打比方、分类别、列图表、作引用等。说明方
法的作用的归纳方法为：说明了 （说明对象）的 （特点）
（时间：7分钟）

2 、学生默读课文，划说明方法，并标上作用，先写完的同
学可以先给老师看，或者同桌互相检查。

例如：刘易斯?斯科特的《雨林》一书列出数字表明，雨林以
每分钟27万平方米（相当于38个足球场）的速度遭到彻底毁
灭运用了引资料，列数字，做比较的.说明方法。运用列数字
雨林以每分钟27万平方米的速度遭到彻底毁灭突出了雨林毁
灭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而相当于40多个足球场是作比较的
说明方法，给人更直观形象的感觉，让人触目惊心，体现了
语言的准确、形象、直观的特点。



3、 师小结：本文运用了列数字、作比较、举例子、引资料
等的说明方法，使说明的事理更加清楚，透彻，明白。而本
文的语言也体现了准确﹑形象的特点。

（五）品读课文，感受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1、自学指导：说明文的语言具有准确的特点，体会语言要明
确这些词语表示猜测、估计、还是表示范围、程度等，这些
词语删去后句子的表达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些词语放在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分析。（时间：6分钟）

分析下列句子中加线的词语能否删去，为什么？

（1） 然而昆虫共有1000万种乃至一亿种，而且大部分在热
带雨林生活。

（2） 最严重的那次大约发生在2. 45亿年前的二叠纪。

2 、学生进行品析

3、 教师提问

（六）总结提高

教师提问：学习完本课后，你有什么收获或感受？

思考后，同桌互相讨论。

教师总结 ：地球是我家，人人要爱她，作为地球的主人，我
们一定要树立环保意识，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小调查：在你的身边，有哪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为改正这
些行为出谋划策，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写下来。



......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五

1、 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珍爱亲情的感情。

2、 抓住关键语句，理解文章主旨。

1、 品味语言。

2、 理解文章主旨。

一课时

同学们，你们想体验这“爱的感动”吗?请打开课本22课《散
步》。

1、 朗读要求：流畅、有感情。

2、 读后解决生字新词。

3、 初步感知课文。

这篇课文写了一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在初春的田野上散步的
故事，反映了希望一家祖孙三代互敬互爱、幸福和谐的主题
思想。

1、“我们在田野散步”。这一句中的“我们”指谁呀?

(指“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

2、请大家反复读一读，你能读出什么感情?

(自豪感、幸福感)



(是我的母亲)

(这个“本”字意思是说原先有想法，后来又改变了。)

5、母亲改变主意，是因为谁?

(“我”)

6、那“我”的意见被母亲接受了吗?从哪一句可以看出问题
的答案?

(“母亲信服地点点头”。这一句，表明母亲认可儿子的规劝，
接受了儿子的建议。)

7、当儿子的不劝也罢，反正母亲也不想散步，可儿子为什么
要劝呢?

(儿子希望母亲多走走，对身体有好处。)

(“这南方初春的 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
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
泡。”)

9、这都是景物描写呀，没看到有高兴的心情呀。

(一切境语皆情语。这么优美的新绿，春天里这么动听的水声，
渲染出来的就是欢欣，就是高兴，这是寓高兴之情于美景之
中。)

10、“我”的母亲是幸运的，能和儿孙一道享受春天的美景。
为什么说是“幸运”的呢?

(“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
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有熬过了一个严冬。”这说明母亲
身体不好，活过来很不容易。)



11、老师再想提几个问题，你从那几个字看到母亲活过来很
不容易?

(“熬”这个字有艰难地撑着的意思。“太迟”的“太”字
和“春天总算来了”一句的“总”字写出了环境的恶劣。)

(“我”考虑问题周到。)

15、总结。这篇文章写的事令人感动，在“我”背母亲，妻
子背儿子这个行动中，老师看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尊老爱
幼”，在儿子背母亲这个行动上，老师看到了一个大大
的“孝”字。从“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
走小路吧’。”我们感受到了老人对孙儿的慈爱。尊老爱幼
这传统美德得到了完美地诠释，令世人感动!

初中语文课文老王教案篇六

1，训练学生的口译能力。掌握短文中的主要实词和虚词的用
法。训练学生分析理解文章，概括中心的能力。了解托物寓
意，以事喻理的议论方法。

2，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
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讨论对人才的看法，树
立价值观观念，争做“千里马”。

训练学生的口译能力。掌握短文中的主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训练学生分析理解文章，概括中心的能力。了解托物寓意，
以事喻理的议论方法。

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建
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讨论对人才的看法，树立
价值观观念，争做“千里马”。

教具、学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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