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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名师教案(汇总5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计
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语文名师课时计划七年级篇一

教学目标：

1、理清文章的思路

2、认识父亲这一人物形象

3、感受人间至爱亲情

教学重点：通过父亲这一人物形象体味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课前准备：学生熟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解决字词。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放《父亲》这首歌，创设情境。

刚才我们怀着对父亲的崇敬之情聆听了一首为我们的父亲唱
的颂歌。听着这优美的旋律，感受着父爱的深沉与博大，我
们怎能不去感谢给予我们生命与厚爱的父亲呢?在一篇课文里



同样有一位父亲值得我们去歌颂。

板书课题。

二、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学习，教师深入到各个小组了解情
况。

(一)整体感知

请同学们速读课文，思考问题。显示问题。

想一想：

文中情节哪些写的是眼前事，哪些是回忆的事，如何引出的?

小组讨论交流，教师视情节引导：上下文联系起来，具体语
句……

(二)合作探究

我们理清了文章的思路，你在阅读时还发现了哪些问题呢?请
小组合作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相互质疑

小组中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靠集体的智慧战胜一切困难.

灵活安排:

学生可指名求教，其他学生也可自告奋勇及时求助.

(四) 教师导学

通过刚才的求救及救助，我感受到了同学们思维火花的碰撞，
我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大家愿不愿意帮我去征服它们?请大家



自由闯关!

显示:

自由闯关 每人仅限一关，聪明的你闯哪一关?

第1关: 本文题目为“爸爸的花儿落了”有什么含义?

第2关：你认为“花”在叙述构思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第3关：你认为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

第4关：你知道末尾“我”默念的花的含义么?

在这一环节可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作简要板书(见板书设
计)

(五)体验与反思

:谈一谈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长大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长大，都
含有父亲的呵护，你的父亲是如何教育你的呢?请畅说欲言。

(六)教师总结

文中的父亲让我们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关爱，我们也体会
到了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关爱，那么，就让我们在我们成长
的记忆长河中谨记：生活中，有个人叫父亲，有种爱叫父爱。

语文名师课时计划七年级篇二

1.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剖析：一个只，情深意长。是啊，离开祖国，已不知多少年



了，有的甚至从未踏上过祖国的河山。可是不管离开了多少
年，哪怕从未见过，而梦里都是祖国河山的影子。梦萦多年
未亲近，点明了赤子的身份。这里面包含着深深的思念，同
时也有着深深的遗憾。

2.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剖析：人有国籍之分，并没有心分国籍的说法。毫无疑问，
中国心，也就是心中永远装着祖国，永远念着祖国。这一说
法，寄托着身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3.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剖析：极为形象地描写农民为理想辛勤耕耘，充满诗意地表
现了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带来了大地的丰收。

4.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我
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剖析：具体描写人们未来的生活，美好的感受寄寓其中。最
后两句仍运用倒装句，突出了幸福的生活来自于奋斗，也表
达了要为这片田野增光而奋斗的决心。

5.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
膀！

剖析：这三句歌词进一步描写黄河的宏伟气势，歌颂黄河的
伟大坚强，表明黄河是哺育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民族的伟
大精神的象征。

二、重点语段

1.《在希望的田野上》第二节：从我们的理想到为她打扮，
为她梳妆。



剖析：说家乡在田野上，是通常的表达；说理想在田野上，
这便是诗的语言。意思是，我们在这田野上播种理想，播种
希望。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极为形象地描写农民为理想辛勤耕耘，充满诗意地表现了劳
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带来了大地的丰收。西村纺花，东港撒网，
北疆播种，南国打场四个句子更具体地描写劳动的情景，这
里的西村东港北疆南国并非定指，而是强调全国人民都在耕
耘希望。最后两句也是倒装，意思是为了打扮、梳妆这片充
满希望的田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

2.《黄河颂》：从我站在高山之巅到南北两面。

剖析：写我所看到的黄河形象，突出了黄河不可阻挡的气势。
诗歌由我落笔，由我的望引出对黄河形象的描写，这样不仅
和下两层的内容紧密相承，而且也紧扣题目的颂字。而我所
站的高山之巅，又从侧面表现了黄河的气势。诗人描写黄河
形象，不重在写形（尽管也有金写色，九曲连环写形），而
重在写黄河的动态，滚滚奔向东南掀起劈等一系列动作，着
墨不多，却把黄河的气势表现得十分充分。

语文名师课时计划七年级篇三

教学目标：

1、 以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品味用词，体会作者的感情变
化;

2、 了解“先抑后扬”的写法。

教学时数：1课时

一. 导入

诵读唐代虞世南的《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问：这首诗写了蝉的什么内容?想通过蝉表达什么情感?

明确：借蝉来表达了自己虽身居高位但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
质，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托物言志”。今天我
们来学习香港作家小思所写的散文《蝉》，看看在这篇文章
里，作者想要抒发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二.整体感知。

朗读课文，思考：

1.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生命是短暂的、脆弱
的! 不管你活几天，都要好好的活着!

2.一个动物都知道要好好的活着，那我们人类更应该把自己
的生命过得更加的……精彩!

三.品味精彩语句，体味虚词作用。

这篇文章除了它的思想价值需要我们去学习品味外，还有一
些含义隽永的句话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

在这里，作者的情感趋向不很明朗。加上一句话，能体察到
作者的情感吗?(幻灯片出示：使事忙的人听了烦。)

作者明确的表达了他讨厌的程度了吗?

(幻灯片出示：“杜鹃花还没零落，就听见断断续续的蝉声了。
近月来，窗外的蝉更知知不休的，使事忙的人听了烦。”)

3.(幻灯片出示去掉虚词的文字：“它是曾知知不休地在树上
过日子的小东西。身子小，叫的响，响彻一个夏天!曾这样问：
为什么聒聒?那是一个夏天”)



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有什么感受?作者可能在想：这么小的东西，
为什么能响彻一个夏天呢?真是不可思议!

(幻灯片出示：它就是曾知知不休地在树上过日子的小东西。
那么小，却那么响，竟响彻一个夏天!曾这样问：何必聒聒?
那只不过是一个夏天罢了!其中“就、那么、却、竟、何必、
只不过、罢了”用红色显示。)

与刚才的文段相比，多了…… “就、那么、却、竟、何必、
只不过、罢了”。

你能在“等到一个夏天”和“它的生命完结了”之中各加一
个字，让他变得情感浓烈吗?

如果此时此刻让你对蝉倾吐心声，你会说什么呢?集体朗诵面
对着蝉抒发我们的情感吧!

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生命是短暂的，生活是残酷的，但是蝉
为了生命的延续，必须好好的活着。

5.(幻灯片出示：“那本来的生活历程就是这样。它为了生命
的延续，必须好好的活着。哪管是90年，90天，都不过要好
好的活过。”)

蝉为何“必须好好的活着”?因为它为了生命的延续!为了种
族的繁衍!

师：生命的延续可以让别的蝉来承担啊凭啥让我来承受这样
重大的磨难呢?

从“必须”一词我们读出了蝉的?坚定、坚强!一种“责任”!

再来理解“都不过”，谁来和大家分享你的理解?

6.面对着友人之言，作者对蝉的情感有了怎样的变化?肃然起



敬

(齐读“它等了17年，才等到一个夏天。就只有这个夏天，它
从泥土中出来，从幼虫成长过来。等秋风一吹,它的生命就完
结了;那本来的生活历程就是这样。它为了生命的延续，必须
好好的活着。哪管是90年，90天，都不过要好好的活过。”)

四、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从蝉身上获得了生命的感悟，我们
更懂得了在语文中，有一个词，他的名字叫虚词，在传递情
感中，虚词的作用是无限的。下面，让我们在冰心的《生命》
中结束我们这节课的旅程吧!

(幻灯片出示)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 不流动的便成了死
湖; 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 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生命
中不是永远快乐， 也不是永远痛苦， 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
成的。 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 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
生命。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 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请孩子记住：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生命因充实丰富多姿
而精彩!

语文名师课时计划七年级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知内容。

(2)掌握本课的重点词语，理解文章主题。

(3)学习课文谋篇布局的手法，提高写作能力。



2、过程与方法

在学生掌握生字词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再进行解析
课文。让学生既从情感上受到熏陶，又能学到行文布局的 ，
从而提高写作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蝉》的学习明白：不论生命短暂与否，都要积极面
对，好好的活。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读懂课文，体会文章的寓意。

(2)借鉴文章的“先扬后抑”的方法。

2、难点

(1)透过文章故事，理解文章故事的寓意，并从中受到启发和
教育。

(2)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文章的布局。

教学设计：

一：课程导入：

在上课之前，我要先让同学们猜一种生物：这个生物只能生
活在夏天，并且它还必须要经历一次蜕变，才能最终在树上
唱出那最响亮的歌声。

明确：学生举手回答：《蝉》



二、教授新课

1、听录音，注意朗读时的语气以及生字词。

2、教师板书易读错的生字词。

明确：听完录音之后，让学生到黑板上注音。

3、学生朗读课文：

(1)单个学生朗读课文

(2)学生齐读课文，

4、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

问题一：作者对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其中有没有变化?从原
文中找到依据。

明确：

烦 朋友的话 宽恕 (理解 敬佩)

第一段：知知不休 (抑1) 第三段和第五段：朋友的话(扬1和
扬2)

第二段：写病蝉 (抑2) 第七段：直接写对蝉的宽恕

对蝉的厌恶

外貌：透明的翅收敛着

动作：身躯微微颤动 抒写对蝉的赞美之情

语言：没有声响



最终目的

写作手法：欲扬先抑、托物言志

问题二：17年埋在泥中，出来就活一个夏天?

问题三：那是蝉的生命意义?“那”具体指代什么呢?

明确：不论生命长短，都必须好好活着。

三、本课小结

在《蝉》的世界中，作者看到了不一样的精彩，佛曰：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就让我们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中活出我
的精彩吧!听歌曲《我要我的精彩》。

四、作业

同步练习册的第一题和第三大题。

语文名师课时计划七年级篇五

《我的中国心》是香港歌星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上唱的一首歌，一经演唱，立即广为流传。歌中所表达的
对祖国的热爱，作为中华儿女的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感情，
打动了海内亿万观众的心。

《在希望的田野上》从赞美家乡、歌颂理想、憧憬未来三个
方面表现这片土地充满了希望，充分抒发了劳动人民幸福、
自豪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感情。通过对现实的赞美和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黄河颂》这首诗的显著特点，是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和民
族责任感。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一个心系祖国命运的诗人，



面对黄河，产生了不可抑止的激情，对赶走侵略者、建设美
好的家园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诗人借助黄河--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这一形象，把心中的感情，也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
感情抒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