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模板8篇)
五年级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和拆
分的工具，它能够帮助教师掌握教学重点和难点。掌握好教
案的编写规范和要求，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和专业水平。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一

1、体会并学习作者“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对北大的特殊的思想感情。

2、学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抒发浓厚的感情。

深入体会并学习作者“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一副轻
灵的翅膀”的精神。

自主、讨论、合作。

一、导入新课

二、整体感知

（一）速读测试。快速读完课文并完成下列问题。

1、本文题目是：_________；作者是：________。

2、本文写作的时间是：________；地点是：_________。

3、作者第一次知道“北大”，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知道的？

答：

4、作者十岁时，乘汽车从北大校门口经过，为什么固执地扭
过头去，不看呢？



答：

5、北大图书馆对作者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答：

6、“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作者对“北大
的人”喜欢的是什么？

答：

7、文章共3段（以空行隔开为标志），第1段写的是什么内容？

答：

8、文章第2段写的是什么内容？

答：

9、文章第3段写的是什么内容？

答：

10、综观全文，作者表达了怎样的情意？

答：

（二）让学生。轻声读课文，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查字典注
音，能把课文顺畅的读下来之后，放声朗读。要求学生将文
中自己认为用得好的词语划出来，注意勾画那些表现了作者
对北大的感情的语句。联系课文，理解解释下列词语：

际遇；尘缘；穹隆；呜咽；迷离；涉足；徜徉；絮语。

犀利；古朴；凝重；安恬；撷取；惆怅；沉淀；似曾相识。



白驹过隙；茫然若失。

二、探究学习（以学生自主探究讨论为主，教师只点拨要点
即可）

1、“北大为我展示了一个动人的新世界”，作者是从哪些方
面去写北大的？

2、你认为文章哪些句子用得比较好，为什么？

3、文章题为“十三岁的际遇”，这个际遇是什么？为什么不以
“我爱北大”，“我的学校”或者“北大生活的回忆”为题
呢？（先让学生畅所欲言，再总结）

4、阅读6—6段，请理清“我“对北大图书馆的感表线索。

（明确：近乎绝望——激动不安的探寻——沉静，愉悦，安
详—四个“开始”、三个“渴望”。）

5、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方面来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写
板书）

（明确：北大的图书馆为“我”打开神奇的真理之窗，引
领“我”知识的殿堂；北大的人陶冶了“我”的情操，
使“我”感受到精神魅力的感召。）

三、巩固检测

1、文章按照、、的顺序，抒发了对北大的之情以及的感情。

2、作者在入学之初，有一句誓言是什么？

3、作者从北大的人身上“读”出了什么？

4、自由诵读第11段，体会作者对北大老师的感情是怎样的？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二

1、继续学习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的方法。

2、继续学习概括中心思想的方法。

3、体会并学习作者“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的思想感情。

1、重点：学习分段和归纳段意。

2、难点：学习概括中心思想。

一课时

1、自读课文，熟悉内容。

2、查工具书，掌握下列词语，并抄录在本子上。

际遇：遭遇（多指好的）。

尘缘：尘世的缘分。佛教徒或道教徒指现社会界人与人才人
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机会。

穹窿：指中间高、四周低拱形。

迷离；模糊而难以分辨清楚。

涉足：指进入某种环境或生活范围。

徜徉：安闲自在地步行。

絮语：絮絮叨叨地说。

犀利（：（武器、言语等）锋利；锐利。



古朴：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

凝重：凝固而又沉重。

安恬：安详恬静。

撷取：摘下，取下。

惆怅：伤感，失意。

沉淀：溶液中难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层，课文指许多话堆
积在心底。

呜咽：低声哭泣。

似曾相识：好像曾经认识它。

绅士风度：指有教养的美好的举止姿态。

茫然若失：心中感到空虚、无所知，好像失去了什么。

白驹过隙：白驹，原指骏马，后比喻日影。隙，空隙。比喻
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骏马在细小的缝隙前飞快地越过一样。

通幽曲径：通向幽深去处的曲折小路。

本文作者田晓非写作此文时，是北大学生。她是个有理想、
有追求，学业优异的学生。13岁就进了大学之门，而且是全
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她怎么看北大呢？她对北大有怎样的感情呢？学习了此文，
我们就会有收获的。

讨论并归纳：（要求几个同学回答后比较）



第一部分（1—3）：写“我”进了北大，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第二部分（4—13）：写“我”在北大三年里的学习和收获。

第三部分（14－18）：抒发“我”对北大的热爱之情。

这样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从过去写到现在，从现
在写到未来；从初识写到进校，从校内的三年生活再写到对
北大的赞美歌颂。

这样分段，显得自然、合理。

要求学生充分发言，讨论并归纳：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各部分再细读一遍，画出你
认为重要的句子，然后再感受这些句子的情意，最后再做归
纳整理。

第一部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
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这主
要表达作者对北大有一种说不清的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心灵
上的投合。第二段中“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
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
了吗？”这个情节非常有趣，它表达了十岁的“我”是多么
地富有个性和自信，“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
总之，这个部分主要表达作者从小就对北大一往情深，心仪
已久。

第二部分：入学之初发出了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
也要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北大为我展示了一个动人的
新世界，在这令我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
渴望有一副轻灵的翅膀……在无际的天空自由地飞
翔！”“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哦，北大，北大，你委于我心的实在太多、太多……”这
第二部分的许多重要语句，都表达了作者对北大的热爱、感
激之情。北大让作者读了许多书，结识了许多人；北大让作
者开始新的生活；北大让作者的心灵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第三部分：这个部分用更多直抒胸臆的语句，表达对北大的
热爱、思念以及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心情。如“我没有忘记
我的誓言……我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撷取最灿烂的
珍珠。“正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
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母校，它是
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我还会回
到你的身边来……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

由以上的细读、感受、理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归纳：这三
个部分综合起来表达了作者向往北大，热爱北大，感谢北大
和要为北大做贡献的一情意。

提问后归纳：本文叙写了作者与北大的际遇以及自己在北大
的怀抱中成长的经历，抒发了作者对北大的向往、热爱、感
激和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情意。

本文作者是个早慧型的人才。她13岁就上大学，16岁就写下
了这样一篇情感饱满、思想丰富、文采动人的好文章。我们
虽然难以跟她比肩，但我们应该从她的成才放事中吸取一点
什么，这就是自信，执著，大量地阅读、思索，渴望创造等
等。希望大家能学习作者的这些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
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早日成为有思想、有觉悟、有知识、有
智慧的人才。

1、完成课后练习第一二题 a类

2、完成下列练习

1、倘徉 例句______ 造句____



2、似曾相识 例句____ 造句____

（二）本文作者有那种“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一副
轻灵的翅膀的精神，你有什么渴望？请你模仿这个排比句，
写出自己的渴望。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三

1、学习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通过研读重点段落体会作者的
情意。

2、积累词语，学习做词语卡片或词语笔记。

目标2

理解作品所蕴含的情、理、意、味。

一课时，在学生默读的基础上，概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理解
之间的联系，通过朗读、精读第4、9、10、11、15、17段体
会作者所表现的对北大的特殊的感情。再让学生学习制作词
语卡片或词语笔记。

一、导入

简单介绍作者田晓菲。（要求学生默记要点）

田晓菲和我差不多大，记得读高中时，常在《语文报》上读
她的诗和文章，她的诗作和经历曾经对少年的我起了很大的
激励作用，是我当时的偶像之一。她在五六岁时，在家长的
引导下读了很多诗和其它文学作品，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书
呆子”，后来，又学写作，并经初中时出了她的第一本诗集，
她的诗作还获了“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的国内奖，十三岁时，
她在天津十三中读初中时，被北京大学英语系破格录取，后
来，她又考取了出国留学。这篇文章是她十六岁时，也就是



她读三年级时，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写的。

二、默读全文

要求：将文中不能理解意思的词语或者是自己认为用得好的
词语划出来，读完一段，大致的理解一下这一段表达了什么
内容，注意勾画那些表现了作者对北大的感情的语句。

三、概括文章内容要点，理解文章大致意思

讨论：

1、文章分为独立的三个部分，用空行空开，那么第一部分是
按什么顺序来写的？用一个词填在下列横线上：

一、七至十六岁的生活

七岁时的

十岁时的

十三岁时的

十六岁时的

2、朗读第4段，说说这一段表现了作者回顾进北大两年的生
活产生的感受？

3、第二部分从哪些方面写去写北大的？

北大的图书馆

北大的人：同学、老师、我

4、朗读第8、9段，哪些语句写出了作者北大图书馆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5、朗读10、11段

6、朗读最后一个部分

a、这一部分表达作者对北大的什么感情？

为北大撷取最灿烂的珍珠

赞颂北大、抒发深情

北大是我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我。

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

四、小结

文章题为“十三岁的际遇”，这个际遇是什么？为什么不
以“我爱北大”，“我的学校”或者“北大生活的回忆”为
题呢？（先让学生畅所欲言，再总结）

之所以要写这个际遇，因为对于作者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里
程碑，实在是太重要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北大是“自
七岁起便结识便热爱的地方”，“正是在北大，我由一个无
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是我
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我”，“它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和我
“永远无法分割开来”，简而言之，“我”一切的一切都来
自于“十三岁的那次不寻常的际遇”。

五、练习：制作词语卡片

1、讲授词语卡片制作要领

注音，解释，例句，写话



2、例示

六、布置作业

将“自读提示”中的词语做成词语卡片。（在练习本上）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四

1．识记杜甫生平以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2．学习情景交融、气象宏伟、沉郁顿挫的艺术特点。

3．能感受诗人深沉的苦痛与忧思。

学习方法：自主合作探究

i.教材助读

一、新课导入:

由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导入。

二、重阳节的来历：

名称释义：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
《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
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
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作者简介：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
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
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
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
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



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
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
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政治黑暗、
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
艺精湛，被奉为“诗圣”。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
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有
《杜工部集》传世。

［背景简介］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所作。
夔州位于长江之滨、矍塘峡口，以水急、风大、多猿著称。
诗中抒发的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不幸。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
束四年了，但地方军阀们又乘隙而起，相互争夺地盘，造成
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这种形势下，诗人只得继续“飘泊
西南天地间”。他的郁闷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里有时代的
苦难，也有家道的艰辛，个人多病和壮志未酬，再加上好友
李白、高适、严武的相继辞世。为了排遣浓云一样时时压在
心头的郁闷，他抱病登台，但悲凉萧瑟的江峡秋景反倒使他
增添了新的悲哀。

ii.预习自测

杜甫，字，代现实主义诗人。他客居长安时曾住在少陵，所
以世称。又曾以检校工部员外郎衔充任节度使，所以又称。

他的诗再现了“安史之乱”时唐朝的现实生活，所以他的诗
被称为，能反应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是“三吏”（_____、
_____、 _____）“三别”(_____ 、______、 _____）。杜
甫被后世称为。

2.给下列划线字注音。

渚（）潦倒（）



3.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语。

（1）渚清沙白鸟飞回：_______________

（2）艰难苦恨繁霜鬓：

（3）潦倒新停浊酒杯：_______________

探究一：

《登高》的前四句描写了哪些事物？诗人分别用了哪些字词
描绘它们？

探究二：诗人的“悲”除了体现在首联、颔联描写的秋景上
之外，还体现在哪里？

探究三：如何理解尾联中的“艰难”一词？

答：“艰难”兼指国家命运和自身命运。国家动乱（安史之
乱），诗人漂泊在外，生活艰难，壮志难酬。

小结：

1.杜甫，____代诗人，我国古代伟大的主义诗人，人
称“_____”。他的诗被誉为“______”。他的《登高》中的
千古名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对《登高》这首诗的表现手法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一、二句着重描写了眼前景物，绘形、绘声、绘色、绘态，
渲染了秋景的特点。

b．三、四句透过沉郁悲凉的对偶句，显示了出神入化的笔力，
确有“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



c．五、六句重在表现情感，从时间方面着笔，由眼前写到未
来凄凉晚景，充满了伤感之情。

d．这首七律诗八句皆对仗，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堪称“古
今七言律诗之冠”。

1.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律诗每首句，
共联，依次为。

2、杜甫，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字，有之赞誉，他的诗歌
被称为，他的诗歌总体的风格是。我还知道杜甫。

3、整体感知：本首诗前四句写季节之景，给人总体感受是。
后四句直接抒情，能直接体现作者情感的关键词语是。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1．继续学习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的方法。

2．继续学习概括中心思想的方法。

3．体会并学习作者“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对北大的特殊的思想感情。

4。积累词语，学习做词语卡片或词语笔记。

教学重点：学习分段和归纳段意。学习概括中心思想。

教学难点：理解作品所蕴含的情、理、意、味。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简单介绍作者田晓菲，导入新课。

田晓菲在五六岁时，在家长的引导下读了很多诗和其它文学
作品，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书呆子”，后来，又学写作，并
经初中时出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她的诗作还获了“世界儿童
诗歌比赛”的国内奖，十三岁时，她在天津十三中读初中时，
被北京大学英语系破格录取，后来，她又考取了出国留学。
这篇文章是她十六岁时，也就是她读三年级时，为纪念北京
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写的。她是个有理想、有追求，学业优异
的学生。13岁就进了大学之门，而且是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她怎么看北大呢？她对北大有怎样的感情呢？学习了此文，
我们就会有收获的。

二正字音

际遇：遭遇（多指好的）。

尘缘（yuan）：尘世的缘分。佛教徒或道教徒揩现车份界人与
人才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机会。

穹窿（qi6ngl6ng）：指中间高、四周低拱形。迷离；模糊而难
以分辨清楚。

涉足（she）：指进入某种环境或生活范围。徜徉（changyang）：
安闲自在地步行。

絮语（xu）：絮絮叨叨地说。犀利（xi）：（武器、言语等）锋利；
锐利。

古朴：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凝重（ning）：凝固而又沉重。

安恬（tian）安详恬静。撷取(xie)：摘下，取下。

惆怅（chouchang）：伤感，失意。通幽曲径：通向幽深去处的



曲折小路。

呜咽（ye）：低声哭泣。似曾相识：好像曾经认识它。

绅士风度：指有教养的美好的举止姿态。。茫然若失：心中
感到空虚、无所知，好像失去了什么。沉淀（dian）：溶液中难
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层，课文指许多话堆积在心底。

白驹过隙（xi）：白驹，原指骏马，后比喻日影。隙，空隙。比
喻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骏马在细小的缝隙前飞快地越过一样。

三、默读全文，将文中不能理解意思的词语或者是自己认为
用得好的词语划出来，读完一段，大致的理解一下这一段表
达了什幺内容，注意勾画那些表现了作者对北大的感情的语
句。

四、概括文章内容要点，理解文章大致意思，讨论：

1．集中注意力默读课文，想想课文若分为三部分该怎么分，
为什么？

第一部分（1—3）：写“我”进了北大，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第二部分（4—13）：写“我”在北大三年里的学习和收获。

第三部分（14－18）：抒发“我”对北大的热爱之情。

这样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从过去写到现在，从现
在写到未来；从初识写到进校，从校内的三年生活再写到对
北大的赞美歌颂。这样分段，显得自然、合理。

2、文章分为独立的三个部分，用空行空开，那幺第一部分是
按什么顺序来写的？用一个词填在下列横线上：



按时间顺序来写，七岁时的梦想十岁时的信心十三岁时的际
遇十六岁时的回顾

3、第一部分表现了作者回顾进北大两年的生活产生的感受？

——第一段“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
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这主
要表达作者对北大有一种说不清的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心灵
上的投合。第二段中“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
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
了吗？”这个情节非常有趣，它表达了十岁的“我”是多么
地富有个性和自信，“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
总之，这个部分主要表达作者从小就对北大一往情深，心仪
已久。

4、第二部分从哪些方面写去写北大的？

{北大的图书馆（因为是知识的象征）

北大的人：同学、老师、我（因为是北大的主体）

5、朗读第8、9段，哪些语句写出了作者北大图书馆的感觉，
是什幺样的感受呢？

——惶恐于自己的无知，再次扣住惊喜、喜悦、感动之情。

——北大人的或内敛或尽显的风采。

7作者对北大老师的感情是怎样的？

——入学之初发出了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也要
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北大为我展示了一个动人的新世
界，在这令我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
有一副轻灵的翅膀……在无际的天空自由地飞翔！”“喜欢



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哦，北大，北大，
你委于我心的实在太多、太多……”这第二部分的许多重要
语句，都表达了作者对北大的热爱、感激之情。北大让作者
读了许多书，结识了许多人；北大让作者开始新的生活；北
大让作者的心灵更加充实、更加丰富。作者对北大充满了欣
赏与无言感激之情。

——比喻各指求知的学子，执教的教师，世事的变迁。北大
建校于90年前。

——这个部分用更多直抒胸臆的语句，表达对北大的热爱、
思念以及要为愿意为北大奉献，与北大血肉相连的心情。
如“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我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
撷取最灿烂的珍珠。“正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
女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
的母校，它是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
我。”“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
前……”

10归纳本文的中心思想。

——本文叙写了作者与北大的际遇以及自己在北大的怀抱中
成长的经历，抒发了作者对北大的向往、热爱、感激和要为
北大做出贡献的情意。

11文章题为“十三岁的际遇”，这个际遇是什幺？为什幺不以
“我爱北大”，“我的学校”或者“北大生活的回忆”为题
呢？（先让学生畅所欲言，再总结）

——之所以要写这个际遇，因为对于作者的一生来说，是一
个里程碑，实在是太重要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北大
是“自七岁起便结识便热爱的地方”，“正是在北大，我由
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
大是我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我”，“它流淌在我的血液



里”，和我“永远无法分割开来”，简而言之，“我”一切
的一切都来自于“十三岁的那次不寻常的际遇”。

五、写作特点

1形式自由，随情所至；2人称变换，利于抒情，形式灵活；3
语言优美，用词丰富；

六、小结

本文作者是个早慧型的人才。她13岁就上大学，16岁就写下
了这样一篇情感饱满、思想丰富、文采动人的好文章。我们
虽然难以跟她比肩，但我们应该从她的成才故事中吸取一点
什么，这就是自信，执著，大量地阅读、思索，渴望创造等
等。希望大家能学习作者的这些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
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早日成为有思想、有觉悟、有知识、有
智慧的人才。

七、作业

3．抄写出课文中运用下列词语的例句，并用这些词语自己各
造一个句子（不能跟课文的例句一样）。

倘佯似曾相识茫然若失通幽曲径

4本文作者有那种“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一副轻灵的
翅膀的精神，你有什么渴望？请你模仿这个排比句，写出自
己的渴望。

八板书

十三岁的际遇

田晓菲



按时间顺序来写，感情线索：对北大的惊奇、喜悦与感动之
情

七岁时的梦想十岁时的信心十三岁时的际遇十六岁时的回顾

第二部分从哪些方面写去写北大的？

{北大的图书馆（因为是知识的象征）

北大的人：同学、老师、我（因为是北大的主体）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六

1、继续学习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的方法。

2、继续学习概括中心思想的方法。

3、体会并学习作者“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的思想感情。

1、重点：学习分段和归纳段意。

2、难点：学习概括中心思想。

一课时

1、自读课文，熟悉内容。

2、查工具书，掌握下列词语，并抄录在本子上。

际遇：遭遇（多指好的）。

尘缘：尘世的缘分。佛教徒或道教徒指现社会界人与人才人
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机会。



穹窿：指中间高、四周低拱形。

迷离；模糊而难以分辨清楚。

涉足：指进入某种环境或生活范围。

徜徉：安闲自在地步行。

絮语：絮絮叨叨地说。

犀利（：（武器、言语等）锋利；锐利。

古朴：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

凝重：凝固而又沉重。

安恬：安详恬静。

撷取：摘下，取下。

惆怅：伤感，失意。

沉淀：溶液中难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层，课文指许多话堆
积在心底。

呜咽：低声哭泣。

似曾相识：好像曾经认识它。

绅士风度：指有教养的美好的举止姿态。

茫然若失：心中感到空虚、无所知，好像失去了什么。

白驹过隙：白驹，原指骏马，后比喻日影。隙，空隙。比喻
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骏马在细小的缝隙前飞快地越过一样。



通幽曲径：通向幽深去处的曲折小路。

本文作者田晓非写作此文时，是北大学生。她是个有理想、
有追求，学业优异的学生。13岁就进了大学之门，而且是全
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她怎么看北大呢？她对北大有怎样的感情呢？学习了此文，
我们就会有收获的。

讨论并归纳：（要求几个同学回答后比较）

第一部分（1—3）：写“我”进了北大，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第二部分（4—13）：写“我”在北大三年里的学习和收获。

第三部分（14－18）：抒发“我”对北大的热爱之情。

这样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从过去写到现在，从现
在写到未来；从初识写到进校，从校内的三年生活再写到对
北大的赞美歌颂。

这样分段，显得自然、合理。

要求学生充分发言，讨论并归纳：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各部分再细读一遍，画出你
认为重要的句子，然后再感受这些句子的情意，最后再做归
纳整理。

第一部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
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这主
要表达作者对北大有一种说不清的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心灵
上的投合。第二段中“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
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
了吗？”这个情节非常有趣，它表达了十岁的“我”是多么



地富有个性和自信，“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
总之，这个部分主要表达作者从小就对北大一往情深，心仪
已久。

第二部分：入学之初发出了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
也要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北大为我展示了一个动人的
新世界，在这令我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
渴望有一副轻灵的翅膀……在无际的天空自由地飞
翔！”“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哦，北大，北大，你委于我心的实在太多、太多……”这
第二部分的许多重要语句，都表达了作者对北大的热爱、感
激之情。北大让作者读了许多书，结识了许多人；北大让作
者开始新的生活；北大让作者的心灵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第三部分：这个部分用更多直抒胸臆的语句，表达对北大的
热爱、思念以及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心情。如“我没有忘记
我的誓言……我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撷取最灿烂的
珍珠。“正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
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母校，它是
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我还会回
到你的身边来……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

由以上的细读、感受、理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归纳：这三
个部分综合起来表达了作者向往北大，热爱北大，感谢北大
和要为北大做贡献的一情意。

提问后归纳：本文叙写了作者与北大的际遇以及自己在北大
的怀抱中成长的经历，抒发了作者对北大的向往、热爱、感
激和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情意。

本文作者是个早慧型的人才。她13岁就上大学，16岁就写下
了这样一篇情感饱满、思想丰富、文采动人的好文章。我们
虽然难以跟她比肩，但我们应该从她的成才放事中吸取一点



什么，这就是自信，执著，大量地阅读、思索，渴望创造等
等。希望大家能学习作者的这些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
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早日成为有思想、有觉悟、有知识、有
智慧的人才。

1、完成课后练习第一二题a类

2、完成下列练习

1、倘徉例句______造句____

2、似曾相识例句____造句____

（二）本文作者有那种“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一副
轻灵的翅膀的精神，你有什么渴望？请你模仿这个排比句，
写出自己的`渴望。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七

1、继续学习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的方法。

2、继续学习概括中心思想的方法。

3、体会并学习作者“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的思想感情。

1、重点：学习分段和归纳段意。

2、难点：学习概括中心思想。

一课时

1、自读课文，熟悉内容。



2、查工具书，掌握下列词语，并抄录在本子上。

际遇：遭遇（多指好的）。

尘缘：尘世的缘分。佛教徒或道教徒指现社会界人与人才人
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机会。

穹窿：指中间高、四周低拱形。

迷离；模糊而难以分辨清楚。

涉足：指进入某种环境或生活范围。

徜徉：安闲自在地步行。

絮语：絮絮叨叨地说。

犀利（：（武器、言语等）锋利；锐利。

古朴：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

凝重：凝固而又沉重。

安恬：安详恬静。

撷取：摘下，取下。

惆怅：伤感，失意。

沉淀：溶液中难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层，课文指许多话堆
积在心底。

呜咽：低声哭泣。

似曾相识：好像曾经认识它。



绅士风度：指有教养的美好的举止姿态。

茫然若失：心中感到空虚、无所知，好像失去了什么。

白驹过隙：白驹，原指骏马，后比喻日影。隙，空隙。比喻
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骏马在细小的缝隙前飞快地越过一样。

通幽曲径：通向幽深去处的曲折小路。

本文作者田晓非写作此文时，是北大学生。她是个有理想、
有追求，学业优异的学生。13岁就进了大学之门，而且是全
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她怎么看北大呢？她对北大有怎样的感情呢？学习了此文，
我们就会有收获的。

讨论并归纳：（要求几个同学回答后比较）

第一部分（1—3）：写“我”进了北大，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第二部分（4—13）：写“我”在北大三年里的学习和收获。

第三部分（14－18）：抒发“我”对北大的热爱之情。

这样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从过去写到现在，从现
在写到未来；从初识写到进校，从校内的三年生活再写到对
北大的赞美歌颂。

这样分段，显得自然、合理。

要求学生充分发言，讨论并归纳：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各部分再细读一遍，画出你
认为重要的句子，然后再感受这些句子的情意，最后再做归
纳整理。



第一部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
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这主
要表达作者对北大有一种说不清的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心灵
上的投合。第二段中“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
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
了吗？”这个情节非常有趣，它表达了十岁的“我”是多么
地富有个性和自信，“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
总之，这个部分主要表达作者从小就对北大一往情深，心仪
已久。

第二部分：入学之初发出了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
也要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北大为我展示了一个动人的
新世界，在这令我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
渴望有一副轻灵的翅膀……在无际的天空自由地飞
翔！”“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

“哦，北大，北大，你委于我心的实在太多、太多……”这
第二部分的许多重要语句，都表达了作者对北大的热爱、感
激之情。北大让作者读了许多书，结识了许多人；北大让作
者开始新的生活；北大让作者的心灵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第三部分：这个部分用更多直抒胸臆的语句，表达对北大的
热爱、思念以及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心情。如“我没有忘记
我的誓言……我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撷取最灿烂的
珍珠。“正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
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母校，它是
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我还会回
到你的身边来……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

由以上的细读、感受、理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归纳：这三
个部分综合起来表达了作者向往北大，热爱北大，感谢北大
和要为北大做贡献的一情意。

提问后归纳：本文叙写了作者与北大的际遇以及自己在北大



的怀抱中成长的经历，抒发了作者对北大的向往、热爱、感
激和要为北大做出贡献的情意。

本文作者是个早慧型的人才。她13岁就上大学，16岁就写下
了这样一篇情感饱满、思想丰富、文采动人的好文章。我们
虽然难以跟她比肩，但我们应该从她的成才放事中吸取一点
什么，这就是自信，执著，大量地阅读、思索，渴望创造等
等。希望大家能学习作者的这些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
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早日成为有思想、有觉悟、有知识、有
智慧的人才。

1、完成课后练习第一二题a类

2、完成下列练习

1、倘徉例句______造句____

2、似曾相识例句____造句____

（二）本文作者有那种“渴望生活，渴望创造，渴望有一副
轻灵的翅膀的精神，你有什么渴望？请你模仿这个排比句，
写出自己的渴望。

十三岁的际遇教案设计篇八

1、查字典，看注释，读准每个字的音，掌握重点词语。

2、理清文章脉络，把握文章内容。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学习本文抓住特征运用语言、行动、外貌描写刻画人物性
格的写法，叙述详略得当。



理清文章脉络，把握文章内容，学习运用语言、行动、外貌
描写人物性格的写法。

第一课时

一、整体感知

1、导入

星期天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休息的日子，这一天，人们或者
读书睡觉，或者逛街游游玩，或者走亲访友……你在家里都
做些什么？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家中，感受
以下《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2、师生共同读课文，老师正字正音。

3、学生带着下列问题自由读课文。

a.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b.核心人物是谁？依次出场的是谁？出场的标志性词语是那
些？

c.简要概括本文内容。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探究，讨论明确：

a.时间——星期天；地点——福楼拜家，六层楼的一个单身
宿舍。

b.核心人物是福楼拜。依次出场的是——屠格涅夫、都德、
左拉。出场的标志性词语是——第一个，过了一会儿，接着，
渐渐地（学生在书上标记出）



c.福楼拜家的星期天客人们都会到这里来聚会。课文着重写
了四位著名作家相会时的言语、行动，展现了每个人的性格
特点。

屠格涅夫——睿智、深沉、平和、不乏激情荡漾。

都德——机智、善谈、举止活跃、性情活泼。

左拉——朴实、固执、聪慧、坚强、沉默寡言。

二、研读与赏析

1、福楼拜家每到星期天从中午一点到下午七点，一直都有客
人来。以至与新来的人只好到餐厅里去。是什么原因吸引着
众多的客人前往呢？找出原句读一读，并说说那些词语用得
好。

全班讨论明确：

1）好客：表现在——一…就…；总是亲自去开门；他分别送
到前庭；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
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2）博学：第九自然段；…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
束一场辩论…；…就像两块同样的石头碰到一起一样，一束
启蒙的火花从他的话语里迸发出来。

3、学生在书上勾画出刻画这些作家的语言、行动、外貌描写
的句子，读一读，并总结初步其性格特征。

全班讨论总结明确：

屠格涅夫：俄国作家，怀有狂热的理想，醉心文学事业，博
学多才。作品有《长夜》、《父与子》等。



都德：生性活泼，健谈。作品有《最后一课》等。

左拉：沉默寡言，性格温和，聪明而坚强。作品有《萌芽》、
《娜娜》等。

三、体验与反思

2、延伸作业：

将上文整理在作业本上，识记“读一读，写一写”的内容。

课外阅读五位作家的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下节课交流。课
后记：本文重点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各种描写人物的方法
感悟人物性格，同时学习作者的人物描写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