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优质13
篇)

在编写高二教案时，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目标
的要求。精选了一些一年级教案资源，供大家下载和使用。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一

教学目的

1.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2.学习作者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识”
的写作手法

3.理解并掌握本文运用的几种说明方法

教学重点

1.学生自己探究课文解答旅鼠之谜

2.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

(二)作者简介:

位梦华:1940年生于山东平度,1982年10月去南极考查,1991年
六月位梦华独闯北极成为直接与爱斯基摩人接触并广交朋友
的第一个中国人,主要著作有〈〈奇异的大陆——南极州》、
〈〈北极的呼唤〉〉等。



(三)展示教学目的

(四)检查预习

1.读著准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媲美()挑衅()笃信()迷惘()啮齿()苔藓()前赴后继()

2.解释下列词语

媲美：美的程度差不多;比美。

挑衅：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战争。

笃信：忠实的信仰。笃：忠实，全心全意。

鼠目寸光：比喻眼光短，见识浅。

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配合。

前赴后继：前面的上去，后面的人就跟上去。，形容踊跃前
进，连续不断。

道听途说：从道路上听到，在道路上传说。泛指传闻没有根
据的话。

(五)整体感知课文，把握全文基本内容

思考题1：快速默读课文，归纳并总结北极旅鼠有哪几大奥
秘?

(北极旅鼠有三大奥秘：一、旅鼠繁殖能力惊人;二、旅鼠繁
殖能力不仅有所节制，而且一旦繁殖过多，会出现种种自杀
现象;三、死亡大迁移，数百万只旅鼠向西或向北奔向大海，
葬身大海。)



思考题2：课文采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知
识”，可以说是记叙文与说明文的杂交品种，或者叫跨文体
的文体。(1)找出本文记叙的六要素;(2)为了说明旅鼠之谜，
本文采用了哪几种说明方法?并举例说明。

(提示：(1)六要素：时间——有一天;地点——巴罗附近的爱
斯基摩人村落遗址;

人物——“我”和丹尼斯;起因——“我”捉到一只旅鼠;经
过——“我”听丹尼斯讲述旅鼠的种种奥秘;结局——丹尼斯
就旅鼠行为发表他的感想。

(2)说明方法：列数字、举例子、打比方等)

(六)讨论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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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熟读背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2、了解孔子“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教学重点：通过反复朗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掌握文章的内容意义，熟练背诵文章。

课时安排：一课时。

流程设计

一、谈话导入

教师组织学生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机引入。



二、初步感知

检查预习。指名读课文，教师相机指正。

教师范读。学生聆听，自己不认识的字词加上拼音。

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留心容易读错的地方，作上标记。

学生齐读。一起读课文，准确明白节奏重音等。

教师自渎。小声跟读，巩固读法。

教师进行朗读指导：

(1)大道之行也：用提示语气读，表明以下三句就是“大道”
的内涵。

(2)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要有停顿变化，不能连
的太紧。

(3)不必为己：后停顿稍长，收一层意思。

(4)故外户而不闭：后停顿稍长。

(5)末句：一字一顿，字字分明，语气肯定。

组织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读。

主要形式有：1、男生齐读。2、女生齐读。3、左边齐读。4、
右边齐读。5、同桌齐读。6、学生自渎。

指名朗读课文，组织学生集体订正。

三、深入探究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自学。

学生根据课文中的注释，自主理解课文内容。互相说一说，
听一听，指出其中的不足，记录共同存在的疑惑或有争议的
地方。

学生代表提出问题，教师相机组织解释疑惑或指正引导，形
成共识。

教师提出目标，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目标设计：1、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2、文中的纲领性句子是什么?

3、“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大同”社会的社会局面怎么样?

教师给学生5分钟的探究时间，学生自主开展。

指名发言，教师相机讲解强调。

教师补充古代儒家人的政治理想，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主题。

组织学生再读课文，加深理解领悟。

四、拓展延伸

1、教师出示老子《道德经》片段，组织阅读，比较理解，加
深认识。

2、组织学生谈谈“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

五、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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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文中描写了几幅雪景?明确：江南的雪和北方的雪(2)划分
段落

明确：全文可分两个部分。

1、问：作者是如何描写江南雪景的?明确：景、人两方面进
行描写的。2、修辞

明确：腊梅蝴蝶葫芦

6、归纳江南的雪的特点：滋润美艳、春意盎然

八年级语文雪的教案(三)

北方的雪

1、修辞

明确：两个比喻句：如粉、如沙：如包藏火焰的大雾。2、描
写北方的雪的特征的动词

明确：蓬勃、奋飞、旋转、升腾、弥漫、闪烁

3、提问：你是如何理解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的含义?学生讨
论、交流。四、课堂小结板书设计：

雪

(哲理：要用奋斗来创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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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示例一

重点：朗读与背诵

难点：体会名句的意蕴，学习鉴赏名句。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学习《归园田居》

1.简要介绍陶渊明，晋代诗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侧重于其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

2.听读，点拨“秽”、“荷”等字的读音，学生朗读。

3.理解诗意：

(1)“草盛豆苗稀”一句表明了什么？

(2)请想象“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
我衣”所写出的情景。并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前2句体现
了农家生活的艰辛，后2句优美的月色描写表现出作者不以为
然，反而享受着这劳作之趣。）

(3)末句点明主旨，“但使愿无违”的“愿”是什么，陶渊明
有怎样的愿望？（不愿同流合污，为了能保持完整人格和高
尚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

4.总结：此诗写田园劳作之乐，表现了诗人愉快恬淡的心情
和对归隐生活的满足遁世思想。用语平淡自然，朴素如口语，



不见丝毫修饰，但平常中富于情趣，夜色柔和优美，意境醇
美。“带月荷锄归”一句，展现了一幅美丽的“月夜归耕
图”。

5.朗读并背诵。

二、学习《过故人庄》

1.齐背孟浩然的《春晓》导入，简介孟浩然，与王维并
称“王孟”，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2.听读，点拨“黍”、“圃”、“轩”的读音，学生朗读
（点拨五言绝句的节奏，着重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

3.理解诗意：

(1)首句交代了什么？（朋友情真意切，盛情款待）

(2)故人村庄的景色是怎样的？请想象“绿树村边合，青山郭
外斜”是怎样的景色，并口头进行描述。有人说，这两句写
景写得很成功，你能说说它的成功之处吗？（景色开阔，清
幽恬静。）

(3)“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写什么？（对窗赏景，
把酒闲谈。

(4)最后两句写出作者什么感情？（对农家生活的喜爱，与朋
友感情融洽，相约再聚。）

4.总结：此诗写诗人对田园情趣的感受，表现了闲适恬淡的
情趣。体现了他悠然闲适的诗风。是诗人山水田园诗代表之
作。

5.朗读并背诵。



第二课时

一、学习《钱塘湖春行》

1.孟浩然笔下的故人庄是世外桃源，而在人间天堂的杭州西
湖，又是怎样一种美丽呢？

2.听读，点拨“堤”字的读音及七言诗句的节奏，朗读

3.理解诗意

(1)从诗中看，作者是怎样游览西湖的，路线是怎样的？（骑
马绕湖游玩，从孤山寺到贾公亭再到白沙堤。）

(2)作者选取了哪些景物来表现西湖的美？（写莺燕花草，既
有动物，又有植物。有动有静，有声有色。）

哪些词语写出了这些景物的特征？是什么特征？从所写的景
物来看，诗中所描绘的是什么季节？（水：初平――刚涨莺
燕：几处、早莺、暖树、谁家、新燕、春泥。――刚回来，
鸟儿不多，春寒料峭，寻找向阳之树以驱寒。花草：渐欲、
才能。――刚长起来。描绘早春之景。）

（诗贵含蓄，意在言外，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西湖景色
如此美，作者最爱的白沙堤就更不用说。）

(3)如何理解“水面初平云脚低”？（见书）

4.总结：此诗写作者早春骑马游览西湖，描绘了西湖美好的
春色，表现作者的喜爱之情。

5.朗读并背诵

二、学习《书湖阴先生壁》



1.简介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

2.朗读

3.理解诗意

(1)首2句表现了主人怎么样的品德情趣？(主人勤劳好洁，清
静脱俗)

(2)末2句写景妙在哪里？写出了山水怎么样的特点？（“护、
绕”写出溪水温柔多情，曲折多姿，“排、送”写出青山山
势若奔，翠色欲滴。）

(3)本诗的写景顺序及特点？（由近到远，采用了拟人和对偶。
）

4.总结：本诗表现了诗人喜欢恬淡愉悦的生活情趣。

5.朗读并背诵。

三、学习《游山西村》

1.简介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平生作诗近万首，是古代
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

2.朗读

3.理解诗意

(1)作者游玩经历了什么，心情如何？

(2)农家如何待客？风俗如何？（农家热情好客，淳厚质朴。）

(3)作者对此处的`感情如何？（诗人陶醉于在优美的山野风
光和农村淳朴的人情里。）



(4)佳句赏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写
出山西村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另一方面它又富
于哲理，表现了人生变化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令人回味无穷。
现在多用来比喻人在遇到困境时会生出许多希望。）

4.总结：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恋恋不舍之情。

5.朗读并背诵。

教案点评：

古诗的学习，首先在朗读与背诵，让学生在正确朗读的基础
之上，对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与情感作简要的点拨，然后进行
背诵。如果学生水平较高，可进行改写练习。

教案示例二

重难点分析

重点：理解诗歌的意境和作者所抒发的感情可以结合诗歌写
作背景，特别是诗人此时的心情来读诗，指导学生反复朗读
诗歌，掌握赏析诗歌的基本办法。

难点：《归园田居》和《游山西村》两首诗所蕴涵的情感。
可为学生介绍背景和作者的情况，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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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地位：本文是我国著名女作家杨绛女士写的一篇描写
不为人所关注的劳动人民的文章，作者以其细腻的文笔，向



我们展示了一位贫困而有良心的劳动者的形象。本课属讲读
课文，在本单元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也是对学生进行品德
教育的好文章。

2、教学重点：分析人物形象。揣摩语言，深入领会语句的意
味

3、教学难点：理解“这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含
义；学习文章怎样把琐碎的材料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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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导入新课

作者简介

整体感知课文

分析课文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同学们，生活中吸引我们的常常是那些散发光芒的人物，领
导，富豪，明星等等，他们的出现往往招来羡慕和赞扬的目
光，其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凡普通的，他们有的在平
淡中咀嚼幸福，有的也许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如果我们
能够去关注这些平凡的人，那么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真
谛，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关注一个名叫“老王”的不幸
的人，看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钱中
书之妻。著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散文集，译作
《堂吉诃德》。

1、速读课文，思考：文中写了老王的哪些事情？概括出来。

2、前4段和后面部分分别表现老王的什么？

教师总结：老王的苦和善

1、老王的“苦”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2、老王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教师总结：见板书

3、“苦”与“善”有什么关系？

（苦中有善，善中有苦。写老王的苦，恰能说明他善的可贵。
）

4、作者一家的“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5、这些琐碎的材料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作者与老王的交
往为线索）

6、文中哪个片段最能打动你？

（老王去世前给“我”送鸡蛋和油）

文章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往为线索，记叙了“我”与老
王之间的四件事，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我”和老王都是普
通的人，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尤其老王，在卑微的身份



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抄写词语，熟读课文倾听

交流资料

思考回答

思考回答

思考交流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教学过渡

分析8------16段

深入研讨

语言品位

拓展延伸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上一节课，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了文章，知道了文章记叙的
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交往的几个生活片断。也知道课文详写
的是第四件事：老王在临死前送鸡蛋和油给“我”。这节课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这一部分。



1、指名读。（注意读出感情）

（a、对老王的形神描写语句进行分析及“镶嵌”、“强
笑”“攥”“直僵僵”等主要字词的理解；b、体现作者感情的
字词）

1、善良老实的具有金子般心灵的老王就这么去了，在他生前
经常照顾他的杨絳有什么样的感受？（愧怍。）“我”对老
王挺好的，为什么我又觉得“愧怍”呢？（作者回想起来，
觉得当时对老王的关爱还不够，所以感到“愧怍”。可见在
作者的思想中，她真的是平等地对待老王，把他当作一个心
地善良、人格高尚的人去对待——无关乎职业，无关乎收入！
而“我”身处不幸，还能关心别人，体察别人，尽量帮助别
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精神的核
心是爱，爱使苍凉的人生有了温暖、光明的慰藉。）

2、“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的含
义应如何理解？（见教参）

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结合课后练习二进行）

在这个世界，人只有身份不同，谋生方式不同，但每个人的
人格是平等的，并且在一些普通人的身上，还有许多值得我
们学习的优秀品质。因此人只有幸运者和不幸者之分，而幸
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社会
需要爱，社会呼唤爱，我们要尽可能关心周围的人，特别是
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和处境艰难的人。我们应当用善良体察
善良，用爱心浇灌世界。

学生听读，并思考

小组交流

讨论回答



思考回答

结合自身经历回答

八、板书

职业——蹬三轮

苦生理缺陷-——一只眼与

居住条件——塌败小屋老老实厚道

王心地善良

带送冰，车费减半的知恩必报

善帮送医院，不要钱交

改装三轮车??

去世前送香油和鸡蛋

九、教学反思：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七

1、提问关于孔子的资料收集。（小组汇报，搜集成果）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

政治上：主张仁义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2、提问关于《论语》的资料收集。（小组汇报，搜集成果）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
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从汉朝初年
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年间，《论语》一直是学生的一本必
读书，影响很大，书中有不少语句都作为成语保留在现代汉
语之中。

3、朗读课文：

范读：学生要体会语气、语调、停顿等。同学们正音正字。

全班齐读：感知课文内容，反复诵读

4、总结三个通假字：

abc

5、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1）领会大意，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讨论、弄清楚没有
注释的词语的意思。

（2）把十则《论语》按照求知态度、学习方法、修身做人分
类，注意一些句子是兼而有之的'。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八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近年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上。

蔫怵抠撂发怔吃荤

1、想一想：“刷子李”和“泥人张”鸽子“奇”在什么地方？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说一说：

刷子李“奇”在：行事奇作派奇

泥人张“奇”在：沉稳干练捏泥人的水平高

手艺人必须有手艺

有了本领才能有自己的尊严

4、你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按作者的'观点做事、做人
能行得通吗？围绕这一问题讨论：

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特征写一种行业的手艺
人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九

《俗世奇人》向我们展示了天津底层市民和小生产者的生活，
为我们塑造了有着独特技艺和性格的民间奇人的形象，人物
刻画形神兼备。要点有二：一写“俗世”中的人，二写“奇
人”，一“俗”一“奇”，便是小说的要领。泥人张、杨七、
杨巴均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又不是世外之人；他们有才能、
有个性，喜怒哀乐样样俱全，但行事言语又高于常人，所以用
“俗世奇人”称之最为恰当不过。的语言幽默风趣，具有浓
郁的地方风味，极富表现力。

知识目标

1、理解、积累课后“读一读，写一写”中的词语。

2、理清故事情节，能够抓住要点复述故事内容。

能力目标



1、学习以小见大的写法及曲折有致安排情节结构的方法。

2、理解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语言
特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阅读课文了解我国民间艺人的高超技
艺，培养学生重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识。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人物形象。

2、体会作者幽默传神、极富表现力、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
语言，加强学生对文字的感悟能力。

3、品味词句，体会文章的语言风格及练习人物速写，体现人
物的“奇”“绝”。

突破方法：通过学生采用单口相声、快板等形式对课文中感
兴趣的情节进行复述，这一环节使学生自然地感受到富有表
现力的语言，然后通过拜师学艺这一环节可使学生深入地感
知人物形象。这样学生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充满兴趣
与激情地去表演。学生通过口头叙述身边的奇人奇事的练习
学会写人物速写。

1、朗读法。指导学生朗读，运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美读课文，
读出声调、语气，读出情趣，要读得活灵活现、声情并茂。

2、讨论点拨法。文字浅显，情节简单，阅读障碍不大，教学
中可采用学生自主活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品读法。集中鉴赏独特的语言风格，揣摩语句的丰富意蕴，
可小组交流，口头评析，也可写短评。

1课时



一、情景导入——引“奇人”

设计（—）山东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奇人绝技榜中榜”，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一定有令你难忘的具有特殊本领的人，
请你举一个例子。

如：骑车走钢丝，徒手撕铁盆，鼻子拉汽车等。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天津卫这个地方有什么奇人绝技。

设计（二）中国历代的史书，大多只给帝王将相、伟人名人
立传，其实生活在我们市并里巷的凡夫俗子中间也不乏奇人
高手，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两位俗世奇人。

二、朗读课文——说奇人

1、朗读课文，初步感受奇人。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教师也可播放录音
让学生仿读，标出难以认读的字词。

要求：读出声调、语气，要读得活灵活现，声情并茂，读出
单口相声的味道来。老师可先范读几段，学生再读。

交流明确：

字词积累。

（1）读准下面加点字的读音。

（2）理解重点词语的含义。

八面玲珑：原指窗户宽敞明亮，后用来形容人处世圆滑，谁
也不得罪。



逢场作戏：碰到机会应酬一下，凑凑热闹，并不认真对待。

看风使舵：比喻看情势或别人眼色行事（含贬义）。也说见
风使舵。

左右逢源：比喻事情随便怎么办都很顺利。也比喻办事圆滑。

2、再读课文，说奇人。

教师：请同学们再次阅读课文，就你喜欢的情节用快板的形
式、单口相声的形式，或者是说书的形式说出来。其他同学
点评。

注意语气、语调、神态、动作，突出人物性格，做到声情并
茂。

三、合作探究——学奇艺

1、语文活动设计：拜师学艺。

多媒体展示：通过听以上几位同学声情并茂地话说奇人，相
信你对他们也产生了兴趣，如果文中的奇人现在要招徒弟，
你最想跟哪一位奇人学艺？并说说你的理由。

2、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全班交流。

学生的回答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拜“泥人张”为师，因为我想学他的一手绝活——捏泥人。
他能从鞋底抠出一块泥巴不声不响地就捏出了海张五。

我拜“泥人张”为师不但因为他有高超的技艺、无人能比，
而且他行事沉稳，镇定自若，后发制人。他是一位个性内敛、
应对从容的令我佩服的奇人。



我拜杨七为师，因为他有绝活，能制出与众不同的茶汤。要
不是他制的茶汤名声远播，中堂大人也不会来这里喝茶。

师：泥人张就撮了一个海张五，你为什么就认为他技艺高超
无人能比呢？

讨论明确：这是文章以小见大的写法。

我拜“好嘴杨巴”为师，因为他聪明机智、人情练达、机敏
过人，被中唐大人误解后，巧妙辩解，既让对方明白其误把
芝麻当脏土了，又给对方留足了面子，从而化险为夷，又获
奖巨银。他是一个机警聪明、巧于辞令的奇人，只有这样的
人才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

讨论明确：从说话的难度看中堂勃然大怒：“打落”“乱
飞”泼了一地”，众官员都“吓懵了”，可见形势紧急，千
钧一发，需要“敢说”；再者，左右为难：说是芝麻，等
于“骂中堂大人”，不说是芝麻，“等于承认给中堂大人吃
脏东西”，自己要吃大亏，甚至掉脑袋，需要“巧说”；第
三，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堂大人说话之前说，需要“快
说”。

从说话本身看，“不知道”“不爱吃”既没说是芝麻，也没
说不是芝麻，既明确告诉李中堂这是压碎的芝麻粒，不是脏
东西，又给中堂大人留足了面子。

从说话的效果看，它不但使所有人转危为安，而且使李中堂
对杨巴“心生喜欢“赏银一百两”，从而使杨巴“威名大
震”。

这也是文章以小见大的写法。

4、教师小结：“泥人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捏出“比海张
五还像海张五”的泥人，一言不发而以奇招制敌实在令人佩



服；杨巴危难之际显身手，话虽不多，但敏捷、巧妙、适时，
也是高手！值得拜师。中的两位奇人，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
写法，均只选一件小事来写，情节简单，但又极富戏剧性，
情节一波三折、曲折有致，这也正是作者谋篇布局之奇，同
学们在写作中可以借鉴。

四、品评赏析——品奇语多媒体展示

《俗世奇人》所塑造的奇人形象生动，使我们如闻其声，如
见其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得益于作者那富有表现
力的语言。有人说冯骥才的语言幽默风趣，酷似单口相声；
也有人说他的语言传神生动、富有表现力；还有人说他的语
言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津味”十足，还有人说他用词准
确凝练。请你再次阅读课文，从文中找出一二例揣摩评析。

学生思考并交流。

活动成果展示：

幽默风趣，单口相声风味。如“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
十万八千里“熬小鱼刺多，容易卡嗓子；炸麻花梆硬，弄不
好硌牙”“手艺再高，东西再好，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
三分吹，七分说，死人说活了，破货变好货，买卖a的功夫大
半在嘴上”。

传神生动、富有表现力。如“今儿，两人自打到这世上来，
头次里外全新，青裤青褂，白巾白袜，一双手拿碱面洗得赛
脱层皮那样干净”。可见他俩对中堂大人的到来不是一般地
重视f再如“李中堂正要尝尝这津门名品，手指尖将碰碗边，
目光一落碗中，眉头忽地一皱，面上顿起阴云，猛然甩手、
啪，地将一碗茶汤打落在地，碎瓷乱飞，茶汤泼了一地，还
冒着热气儿”。

着实形象地写出了中堂大人当时的气愤，形势之危机，渲染



了气氛，也为下文杨巴要扭转局面作铺垫。

“津味一十足。如“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就赛把海
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茶汤不爱吃，反倒奖巨
银，为嘛？傻啦”“必须赶紧想辄一个泥团儿砍过去”等富
有浓郁的天津味。

用词准确凝练。如“他把这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一个
“叭”字可以看出泥人张内心的愤怒、鄙夷与不屑。再
如“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
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中两个“找”字用得实在
是妙。这本是海张五在“找乐子”，找“泥人张”的乐子，而
“泥人张”便把他找乐时的丑态捏成了泥人，一个“找”字
看出“泥人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智，还看出海
张五自作自受的可笑。如换成其他的词语就看不出他的“被
迫还击”和“机智应对”了。

五、自由探讨

学生再读课文，自由质疑，可向同学、老师提问。

学生可能问到的问题有：

现在天津还有“泥人张”那样的高人吗？还有那样的茶汤吗？
他们的技艺是否流传下来了？

教师可引导学生结合作者来探讨。作者冯骥才，近年来全身
心投入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
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被誉为“中国
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通过探讨使大家认识到我国民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它们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这些遗



产如今正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遗
产。

六、作业设计——联系生活，写“奇人”

1、继续阅读《俗世奇人》中的其他篇目。

2、学习《俗世奇人》的写法及语言，发现身边的奇人奇事，以
“身边奇人之……”为题，写一篇短文。

该课的教学设计最突出的亮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自选方式复述课文

这一环节，激发了学生兴趣，同时使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了一
个大致的r解，同时，又能初步感受作者幽默、富有表现力及
富有地方风味的语言。并为下一环节的“拜师学艺”作好铺
垫。

二、结合教材设计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深
入地感知人物形象，并体会作者选取典型事例、以小见大刻
画人物的方法，以及极富戏剧性、一波兰折的情节。学习作
者独具匠心安排文章结构的方法。

三、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质疑、自然引出“关注民俗”这一
话题，引起学生重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识。并深
入了解作者为保护民俗、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十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近年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上。

蔫怵抠撂发怔吃荤



1、想一想：“刷子李”和“泥人张”鸽子“奇”在什么地方？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说一说：

刷子李“奇”在：行事奇作派奇

泥人张“奇”在：沉稳干练捏泥人的水平高

手艺人必须有手艺

有了本领才能有自己的尊严

4、你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按作者的观点做事、做人能
行得通吗？围绕这一问题讨论：

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特征写一种行业的手艺
人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十一

ppt展示(俗世奇人――泥人张)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
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莲》《雕花
烟斗》《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冯骥才简介)

阅读活动一：课文概说

1、从“内容”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面对“海张五”的挑
衅，用“贱卖海张五”的方式加以回击。“海张五”只有自
食苦果，花大价钱买走了泥人儿，但这个故事却流传下来，
直到今天。



2、从“情节”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技艺高超，在天庆
馆偶遇“海张五”。(开端)“海张五”拿“泥人张”取
乐，“泥人张”用脚下泥捏“海张五”的头像“回报”
他。(发展)“海张五”继续斗嘴，“泥人张”成批生产“海
张五”的头像，贱卖海张五。(高潮)“海张五”只有花高价
钱来买泥人。(结局)

3、从“人物”的角度来说

“泥人张”是一个智勇双全、个性内敛、技艺精湛、镇定自
若的人。他技艺精湛，用鞋底的泥就可以捏出“海张五”，
只有核桃那么小。他还沉稳、干练，面对羞辱镇定自若，喜
怒不形于色。他善于后发制人，以独特的方式一招制敌，贱
卖海张五，打击了“海张五”的嚣张气焰。

4、从“主题”的角度来说：通过描写泥人张智斗海张五的故
事，表现了泥人张技艺的高超和智勇双全，表达了作者对泥
人张的敬佩以及为民间有这样的“奇人”“绝活”而感到自
豪。

阅读活动二、手法欣赏

伏笔照应悬念设置对比手法侧面烘托

请自选一个话题，表达自己对作者写作技法的欣赏。

1、“那天下雨”和“泥人张从鞋底扣泥巴”形成伏笔照应。

2、人们瞧着“泥人张”如何“回报”“海张五”。设置悬念。

3、“海张五”的气急败坏和“泥人张”的镇定自若形成对比。

阅读活动三、品味语言

泥人张智斗海张五，情节简单却悬念迭生，曲折引人。人物



形象逼真，这就与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关。让我们从
语言的角度品味这其中的妙处。

赏析语言的方法：

1、修辞

2、传神词语

3、幽默生动的方言

举例

1、作者说“泥人张”的手艺“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
万八千里。”用了夸张的修辞，突出“泥人张”的技艺超凡
绝伦。

3、“架式挺牛”、“撂高的”、“怵”、“赛”、“砍过
去”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天津风味)，幽默传神。

《泥人张》奇绝、妙绝。奇在人物，妙在语言。泥人张的从
容自若，后发制人;海张五的狂妄、跋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冯骥才先生写人叙事的手法更让我们拍案称奇：那天
津味十足、本色朴素而又幽默传神的语言更是余音绕梁，历
久不绝。值得深思的是像泥人张这样的“民间奇人”越来越
少，民间手工艺品也日渐稀少，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尽自己的努力去保护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十二

这是一篇科普文。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从两个方面介绍了
云和天气的关系：不同形态的`云和天气的关系；不同光彩的
云和天气的关系。



本文思路清晰，紧扣题目进行说明，不但说明看云可以识天
气，还进一步说明云和天气变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由说云是
天气变化的招牌，再说怎样看云识天气。云的种类很多，但
文章从现象人手，进而触及到事物的本质。如：云的形态和
光彩是现象，云和天气变化的关系是本质。说明层次清晰，
将看云识天气事理说清楚，最后说明看云识天气的目的。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案篇十三

“日出之地”――亚细亚洲(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初步认识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并能说明依据;

2 能结合地图描述亚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及范围。

3 了解亚洲的主要气候类型

能力目标

2 理解河流分布与地形之间的关系。

情感，态度目标

1 培养学生热爱我们所居住的大洲——亚洲的良好情感，激
发学生的自豪感;

2 通过参与观察，分析，讨论，竞赛，辩论等课堂活动，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合作精神。

教学重点：



1 亚洲的位置特点;

2 亚洲地形与河流分布的关系。

教学难点：

亚洲的主要气候类型及其特征

教学过程：

导入：在上学期从全球角度，按照地理要素来研究问题。这
个学期将以大洲为研究对象，去研究某一个区域的地理环境
状况。

通过一系列提问，让学生回答，引出亚洲。

(展示“东西两半球图”)

复习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和位置

小结：亚洲主要位于东半球和北半球，这是它的纬度位置。

引导：了解一个地区的位置还要了解其海陆位置。观察亚洲
周围的大洋，各位于亚洲的方位。亚洲周围的大洲，各位于
亚洲的方位。

学生看图回答。

小结：这样我们就明确了亚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完成p3活动一 1题

(展示“亚洲的范围图”)

引导：亚洲和其他大洲之间，有些是以海洋作为天然洲界，



有些大陆相连的地方则是人为划定的洲界线。如亚洲与非洲，
亚洲与欧洲之间。

提问：参照地图能描述出亚洲与周围其他大洲的界线吗?

学生读图讨论回答：亚洲西北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
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与欧洲分界;西南临
非洲，以苏伊士运河为洲界;东北隔着白令海峡与北美洲相
望;东南与大洋州隔海相望。

过渡：让学生大致读出亚洲所跨的纬度位置，与其他大洲比
较一下，看有什么不同。

(引导学生先大致目测，与亚洲相比，只比较南美洲和非洲)

完成p3活动一 2题

顺承：亚洲不但所跨纬度最广，而且还有许多世界之最。

(展示“七大洲面积比较”图)

从此图可以看出亚洲面积。

(展示东西两半球图)

比较亚洲和其他大洲的东西距离，得出亚洲东西距离。

小结：根据以上的观察和分析，让学生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
下亚洲的位置、面积、范围。

通过双边活动，训练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

完成p3活动一 3题



过渡：要了解一个大洲的自然环境，除地理位置外，还需认
识它的地形、湖泊、河流及气候等方面。讲述世界第一大洲
的亚洲地形的特点。

(展示“亚洲地形图”或看课本p4图7.3 亚洲地形图)

生：分层设色地形图。

(指导学生基本的读图方法)观察下方的陆高海深表。结合地
图判断不同的颜色各代表什么地形。我们来认识一些主要的
地形区，描述一下他们的位置和大致海拔。

(请不同组的学生展开竞赛，抢答，活跃气氛，增强组内的合
作意识。)

a组：主要山脉及山峰(喜玛拉雅山及主峰等)

b组：主要高原(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德干高
原、伊朗高原等)

c组：主要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华北平原、印度河平原等)

d组：主要半岛(阿拉伯半岛、马来半岛等)

学生查图讨论回答出各地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

引导：根据以上的读图分析，从位置和海拔两方面考虑，看
出亚洲地形特点：起伏很大，地势中间高，四周低。

引入地形剖面图。

(展示“亚洲大陆沿30度北纬的地形剖面图和北美洲沿40度北
纬的地形剖面图”)观察区别两图。



学生读图归纳：亚洲在东西方向上地势表现出起伏大，中部
高，两侧低的特点。而北美洲在东西方向上地势西高东低。

过渡：河流是构成自然环境的另一重要因素。

(展示“亚洲地形图”)

在图上找出几条大河，观察河流的位置、流向及注入的海洋。

归纳亚洲的大河在分布上的特点。

特点：

受地形影响，亚洲地势的中高周低决定了河流多发源于中部，
向四周放射状分布的特点。

在这些高山大川之间，还有一些的湖泊。请大家在图上找出：
里海、贝加尔湖、死海。(展示阅读材料只能感有关资料，指
导学生进一步结合地图理解其特征)

完成p5 活动 4、5题

板书设计:

第七章亚洲

第一节“日出之地”――亚细亚洲

一、位置

纬度位置：主要位于东半球和北半球。亚洲所跨的纬度约90
度，经度约164度。

海陆位置：东临太平洋，南面印度洋，北接北冰洋，西濒地
中海。位于欧洲西侧、非洲东北侧、大洋洲北侧、北美洲西



南侧。

二、地形和河流

地形：亚洲地面起伏很大，地势中间高，四周低。

河流：向四周呈放射状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