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精选17篇)
教案的设计要兼顾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具有
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以下是一些备受好评的三年级教案范本，
希望对大家的教学实践有所帮助。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一

探索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并掌握它们的图形语言、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会用平行线的性质定理进行简单的计算、证明。

在定理的学习中，锻炼观察能力，尝试与他人合作开展讨论、
研究，并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课堂练习中，体验几何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平行线的性质。

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与判定定理的区别。

发现教学模式。

直观教学法、发现教学法、主体互动法。

计算机辅助教学。

判定两直线平行的方法有哪些？怎样用符号语言表述？

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让全体学生对前一节的内容进行回顾，
并为新课的学习做准备。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二

1、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



2、有感情地朗读诗歌，理解诗歌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感情。

3、学习诗歌借景抒情的写法。

1课时。

一、导入：

回顾有关写“月”的古诗。

二、作者简介：

李白(701—762年)，生于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
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被称为诗仙。
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
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
并称“李杜”，是华夏最伟大的诗人。

三、背景链接：

王昌龄早年家贫，不惑之年才中进士，开始任秘书省校书郎，
后任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后来因事贬至岭南，一生遭遇
坎坷。王昌龄天宝年间被贬到龙标尉，与其交情深厚的李白
当时正在扬州，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便题诗抒怀，慰藉远
方的友人。

四、多次朗读，理解诗歌。

1、初读诗歌，把握诗歌的节奏。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2、二读诗歌，解读诗意。

在杨花落完子规啼鸣之时，我听说您被贬为龙标尉，一路要
经过五溪。我把我忧愁的心思寄托给明暖的月亮，希望它陪
着您一直到夜郎以西。

3、三读诗歌，整体感知。

（1）诗人在第一句诗中描写了哪些景物？有什么作用？

描写了“杨花”和“子规”。写“杨花”且是“落尽”是点
明了时令是“暮春”，“暮春”在古诗中是一个花与泪同落
的季节，这就奠定了全诗伤感的基调。又因为“杨花”是漂
泊无定的，表现了王昌龄被贬荒僻之地给人的飘零流落之感。
“子规”即杜鹃，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它总悲哀凄惨地啼叫
着。因此，可以说诗中开头一句的写景，不着悲痛之语，而
悲痛之意自现。

（2）该诗中哪一句点明了主旨？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主旨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达了诗
人的忧愁和无奈，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切同情和关心的思想感
情。

（3）这首诗很能打动人心，得益于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恰
当运用，选择一个角度，联系诗歌内容略作分析。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作者把明月人格化
了，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有同
情心的知心人。通过把明月人格化，让明月成为自己的替身，
伴随着不幸的友人到偏远荒凉的所在。同时，还不仅表现出
诗人和朋友的心灵都如明月般纯洁光明，而且也富有只要明
月还在，两人的友谊就会像皓月一样长存之意。

4、再读诗歌，归纳小结。

这首诗中对暮春时节特定景物杨花、子规的描写，表达了诗
人对友人的深切同情和关切的思想感情。

五、板书设计

景：杨花落尽子规啼鸣哀切、凄惨

情景交融

情：寄情明月随风相伴同情、关切

六、拓展延伸：积累李白借月抒怀的诗歌

1、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玉阶怨》

2、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郎听采菱女，一道夜歌归。
《秋浦歌（十三）》

七、作业布置：

背诵并默写此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三



１、朗读，背诵全诗。

２、体会诗中有画，画中含情，理解曹操的抱负。

３、体会、学习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1、朗读、背诵此诗。

2、了解诗的内容，理解作者的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抱负。

1、赏析“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体
会诗人博大的胸怀。

2、培养学生感悟古代诗歌的能力。

一、导入新课

苏轼在他的《赤壁赋》中写道：“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古
一世之雄也。”大家知道苏轼在文中称赞的是谁吗？（由此
引出曹操及其诗作《观沧海》）

二、了解作者及作品

分别请几位同学介绍作者及作品，其他同学补充、纠正。

明确：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
部，五月誓师北伐，七月出卢龙寨，临碣石山。他跃马扬鞭，
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又当秋风萧瑟之际，心
潮像沧海一样难以平静，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诗作融会了自己昂扬奋发的精神，具有一种雄浑苍劲的风格。

三、朗读《观沧海》，整体感知



1、老师范读。

2、指导诗歌朗读方法：停顿、重读、语调、延缓。

3、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4、请几名学生朗读，其他同学评价。

四、合作探究，理解诗歌

1、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思考、探究下列问题：

（1）全诗以哪个字展开来写的？

（2）这首诗写了几层意思？哪些诗句是写现实的，哪些诗句
是写想象的？

（3)这首诗描写了哪些景物？体现了诗人怎样的胸怀？

（4）诗中哪些句子最能体现作者博大的胸怀？

2、小组在全班展示，其他同学评价。

（1)学生回答，其他同学补充、纠正并评价。

（2）明确：以“观”统领此诗。

三层。第一层（开头两句）：交代观海的地点，以“观”统
领此诗。第二层（“水何澹澹”至“洪波涌起”）描写海水
和山岛。第三层（“日月之行”至“若出其里”）借助奇特
的想象来表现大海吞吐日月星辰的气概。最后两句诗附文，
是为和乐而加，与诗的内容无关。实景：树木丛林，百草丰
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虚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
汉灿烂，若出其里。明确：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这首诗描写了海水、山岛、树木、百草、秋风、洪波、日月、
星汉。尤其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四句，以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大海浩瀚壮阔、包容天地的
宏大气概与形象，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最能体现作
者博大的胸怀。

五、品读赏析

赏析名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

学生在小组内展示，然后在班上交流。

理解：“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全
是写虚景，即作者的主观感受，可从两个“若”看出。主要
描写了太阳、月亮、星辰银河都好像从海里升起又落入海里，
这些运行都离不开大海的怀抱，都包蕴在这沧海之中。作者
借助奇特的想象来表现大海吞吐日、月、星辰的状观景象。
是一种极其开阔博大的意境。

日月的起落，好像是在沧海中运行；夜空中灿烂的银河，好
像是沧海映上去的。很明显，这不是作者眼前所见的实景，
而是他看到波涛汹涌丁大海所产生的奇特想象。诗人将自己
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融汇到诗里，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

六、小结

理解：诗人描写实景实际上在讴歌祖国壮丽的河山，流露出
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诗人目睹祖国山河壮丽景色后，更加
激起要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虚景描写是诗人实
际借助丰富奇特想象，来充分表达这种愿望，以沧海自比，
勾画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景象来表现诗人博大胸怀



和豪迈气魄。

这是一首以写景为主题的名作，通过对登山观海的描写，抒
发了诗人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抱负。

七、拓展延伸

理解：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
等即写景又写情的诗句。

八、作业

１、背诵全诗。

２、课外阅读有关曹操诗句。

板书设计

观观——水岛树草

沧博大胸怀

海感——日月星汉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四

1.通过对多个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一元一次方程
作为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作用。

2.使学生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会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某个方程的解。



1.重点：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2.难点：弄清题意，找出“相等关系”。

一、复习提问

一本笔记本1.2元。小红有6元钱，那么她最多能买到几本这
样的笔记本呢?

解：设小红能买到工本笔记本，那么根据题意，得

1.2x=6

因为1.2×5=6，所以小红能买到5本笔记本。

二、新授：

问题1：某校初中一年级328名师生乘车外出春游，已有2辆校
车可以乘坐64人，还需租用44座的客车多少辆?(让学生思考
后，回答，教师再作讲评)

列方程：设需要租用x辆客车，可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五

1．学生背诵，感知诗意。（重点）

2．学生品味，感悟诗情。（重、难点）

1．自主，合作，探究。

2．品读，赏析，感悟。

3．多媒体辅助教学。



学生理解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

一、课前推诗，启迪诗心

（一）学生说诗

（二）教师评诗

平时，我们经常不知道作者的诗说是李白的，何止是张冠李
戴啊！网上还传说李白是预言家呢！（看ppt）其实，要说李
白的预言，只有一次，那就是他说“随风直到夜郎西”，10
年后，他被贬到比湖南夜郎县更西的贵州夜郎国。

二、知人论世，走近诗人

（一）诗人简介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西域碎叶城（吉尔吉斯斯
坦），四川江油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
仙”，与“诗圣”杜甫并称“李杜”。其诗豪放飘逸，想象
丰富，语言清新，音律和谐，意境奇妙。写月名，捉月死。

学过诗作：《古朗月行》（前四句）、《静夜思》、《赠汪
伦》、《夜宿山寺》、《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
《望天门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秋浦歌》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名句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人生贵相知，何必金
与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二）背景解说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是为好友王昌龄（盛唐边塞
诗人、“诗家天子”，与李白并称“七绝圣手”；学过《芙
蓉楼送辛渐》、“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出塞》）被贬夜郎



而作。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与他有密切交往。
王昌龄一生遭遇坎坷，其性格与李白傲岸不羁较为相似，
因“不护细行”而被谤贬龙标尉。李白此时正在扬州，听此
不幸消息，便题诗抒怀，遥寄慰藉。

三、披文入情，感悟诗情

（一）朗读试背：听读、齐读。（节奏、平仄、押韵）

（二）感知意象：杨花、子规、明月。

（三）品悟感情：忧伤、同情、牵挂、安慰。

四、深入品味，鉴赏诗美

（一）语言美：自然流畅，生动形象。

（二）韵律美：平仄谐调，押韵清晰。

（三）意象美：情景交融，寄托深沉。

（四）情感美：真挚淳朴，深切感人。

五、布置作业，拓展诗境

1．默写这首诗。

2．查找“月亮”或“友情”的古诗并标上平仄。

3．探究“龙标”、“五溪”、“夜郎”的变迁。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六

1.通过对多个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一元一次方程
作为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作用。



2.使学生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会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某个方程的.解。

1.重点：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2.难点：弄清题意，找出“相等关系”。

一、复习提问

一本笔记本1.2元。小红有6元钱，那么她最多能买到几本这
样的笔记本呢?

解：设小红能买到工本笔记本，那么根据题意，得

1.2x=6

因为1.2×5=6，所以小红能买到5本笔记本。

二、新授：

问题1：某校初中一年级328名师生乘车外出春游，已有2辆校
车可以乘坐64人，还需租用44座的客车多少辆?(让学生思考
后，回答，教师再作讲评)

列方程：设需要租用x辆客车，可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七

1.通过对多个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一元一次方程
作为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作用。

2.使学生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会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某个方程的解。

1.重点：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2.难点：弄清题意，找出“相等关系”。

一、复习提问

一本笔记本1.2元。小红有6元钱，那么她最多能买到几本这
样的笔记本呢?

解：设小红能买到工本笔记本，那么根据题意，得

1.2x=6

因为1.2×5=6，所以小红能买到5本笔记本。

二、新授：

问题1：某校初中一年级328名师生乘车外出春游，已有2辆校
车可以乘坐64人，还需租用44座的客车多少辆?(让学生思考
后，回答，教师再作讲评)

列方程：设需要租用x辆客车，可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八

解这个方程，就能得到所求的结果。

问：你会解这个方程吗?试试看?

问题2：在课外活动中，张老师发现同学们的年龄大多是13岁，
就问同学：“我今年45岁，几年以后你们的年龄是我年龄的
三分之一?”



通过分析，列出方程：13+x=(45+x)

问：你会解这个方程吗?你能否从小敏同学的解法中得到启
发?

因为左边=右边，所以x=3就是这个方程的解。

这种通过试验的方法得出方程的解，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数学
思想方法。也可以据此检验一下一个数是不是方程的解。

三、巩固练习

教科书第3页练习1、2。

四、小结。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方
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谈谈你的学习体会。

五、作业。教科书第3页，习题6.1第1、3题。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九

本周的教学内容是第六单元的文言文《观潮》、《湖心亭看
雪》《诗四首》。有诸多感受。其一、句子翻译的问题。
《观潮》、《湖心亭看雪》两篇课文的篇幅都不算短，尤其是
《观潮》。两篇文章都是略读课文，但翻译关都不简单。我
第一次上两个平行班，于是决定尝试一下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上第一遍我的教学流程是：

第一、扫清文字障碍，引导学生读通课文。

第二、结合课后注解，引导学生翻译课文。

第三、分析课文内容，体会课文中蕴含的作者的感情。我发
现由于学生手里有资料书，在翻译这一环节，学习积极性很



低。但在上第二遍的教学流程是：第一、教师朗读课文，让
学生找出我读音不准确的字，以此来扫除文字障碍。

第二、自己结合注解翻译课文，或者借助资料书翻译课文，
并且根据课文的翻译，读通课文，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准备好了之后请学生起来朗读课文，同学们找出停顿不对的
地方，并说出不对的理由以及正确的读法，教师作适当的.点
播和引导（分段进行）。

第三、教师在引导学生有感情朗读的过程中分析课文。我欣
喜的发现，整节课上，大多数的学生都保持着很高的学习积
极性。效果不错。其二、教学步骤的适当调动。《湖心亭看
雪》中，分析课文这一环节。

第一遍时我是按照课文的顺序来分析的，先分析看到的雪景，
体会白描手法。然后分析亭中喝酒这一内容，果一般。第二
遍时，我改变战略，先分析第二段，抓住“大喜”、“强
饮”、“金陵人”三个词来理解“我”的人物形象。在此基
础上理解“痴”和“独”，然后再来感受文中的景物描写，
体会雪景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觉的这样学生更能理解
景物描写的妙处。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

1.通过对多个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一元一次方程
作为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作用。

2.使学生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会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某个方程的解。

1.重点：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2.难点：弄清题意，找出“相等关系”。



一、复习提问

一本笔记本1.2元。小红有6元钱，那么她最多能买到几本这
样的笔记本呢?

解：设小红能买到工本笔记本，那么根据题意，得

1.2x=6

因为1.2×5=6，所以小红能买到5本笔记本。

二、新授：

问题1：某校初中一年级328名师生乘车外出春游，已有2辆校
车可以乘坐64人，还需租用44座的客车多少辆?(让学生思考
后，回答，教师再作讲评)

列方程：设需要租用x辆客车，可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一

1、能够跟着音乐足球世界杯主题歌《生命之杯》的律动用肢
体表现音乐的节奏。

2、感受其他各组同学设计的动作，互相学习。

3、跟着音乐的律动自己编创。

1、音乐与活动课旨在训练学生通过听、动觉的联觉效应，通
过音乐刺激感官，使全身对音乐的空间、时间和能量做出反
应而获得音乐感受，在此体验的过程中掌握音乐知识。

2、激发和培养学生发现、体验和表达自身情感的能力，开启
自身心灵的能力及想象、创造的能力。



1、教师的要求要清楚、具体、明确。

2、教师要善于发现并鼓励学生独特的肢体表达方式。

3、强调动作与音乐的协调和统一。

一、复习。

1、师：复习歌曲《奥林匹克号角》，让我们一起来复习这首
歌曲，希望能用流畅和谐的声音，有感情的演唱。生：全体
演唱。（录音）

2、播放录音，学生自我评价，并改正。

二、听赏《生命之杯》。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二

1.通过对多个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一元一次方程
作为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的'作用。

2.使学生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3.会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某个方程的解。

1.重点：会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题。

2.难点：弄清题意，找出“相等关系”。

一、复习提问

一本笔记本1.2元。小红有6元钱，那么她最多能买到几本这
样的笔记本呢?

解：设小红能买到工本笔记本，那么根据题意，得



1.2x=6

因为1.2×5=6，所以小红能买到5本笔记本。

二、新授：

问题1：某校初中一年级328名师生乘车外出春游，已有2辆校
车可以乘坐64人，还需租用44座的客车多少辆?(让学生思考
后，回答，教师再作讲评)

列方程：设需要租用x辆客车，可得。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三

2．培养学生准确地运算能力，并适当地渗透特殊与一般的辨
证关系的思想。

1．重点和难点：正确地求出代数式的值。

2．理解代数式的值：

3．求代数式的值的一般步骤：

4。求代数式的值时的注意事项：

（1）代数式中的运算符号和具体数字都不能改变。

（2）字母在代数式中所处的位置必须搞清楚。

（3）如果字母取值是分数时，作乘方运算必须加上小括号，
将来学了负数后，字母给出的值是负数也必须加上括号。

5．本节知识结构：



本小节从一个应用代数式的实例出发，引出代数式的值的概
念，进而通过两个例题讲述求代数式的值的方法.

6．教学建议

（2）列代数式是由特殊到一般,而求代数式的值,则可以看成
由一般到特殊,在教学中,可结合前一小节,适当渗透关于特殊
与一般的辨证关系的思想.

代数式的值（一）

2培养学生准确地运算能力，并适当地渗透特殊与一般的辨证
关系的思想。

重点和难点：正确地求出代数式的值

课堂教学过程设计

一、从学生原有的认识结构提出问题

1用代数式表示：(投影)

(1)a与b的和的平方；(2)a，b两数的平方和；

(3)a与b的和的50%?

2用语言叙述代数式2n+10的意义?

3对于第2题中的代数式2n+10，可否编成一道实际问题呢?(在
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打投影)

若学校有15个班(即n=15)，则添置排球总数为多少个?若有20
个班呢?



二、师生共同研究代数式的值的意义

2?结合上述例题，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求代数式2x+10的值，必须给出什么条件?

(2)代数式的值是由什么值的确定而确定的?

(3)求代数式的值可以分为几步呢?在“代入”这一步，应注
意什么呢?

下面教师结合例题来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出上述问题的答
案?(教师板书例题时，应注意格式规范化)

例1当x=7，y=4，z=0时，求代数式x(2x-y+3z)的值?

解：当x=7，y=4，z=0时，

x(2x-y+3z)=7×(2×7-4+3×0)

=7×(14-4)

=70?

注意：如果代数式中省略乘号，代入后需添上乘号?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四

教学内容：音乐游戏《欢迎你》

教学目标

1、对新学期新同学新环境加以认识；



2、在玩玩唱唱中学会歌曲《欢迎你》，在参与演唱和即兴填
词及声音的造型活动体验创作和表现的乐趣，对学习音乐产
生浓厚的兴趣。

教学重点

让学生知道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它可以听到自然界各种各
样的声音。

教学难点

声音的表现与创作。

教学课时

教学准备

电子琴

教学过程

师：请小朋友作自我介绍。

小朋友介绍得真好，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歌曲《欢迎你》，

师：欢迎你学会了，新同学认识了，回家把同学介绍给爸爸
妈妈好吗？

师：你会开火车吗？谁来学学火车怎么开的？

师：好了，我们一起来开动自己的小火车回家。小朋友们赶
快到火车站来集合。小主人来当我们的火车头。准备好了没
有？预备，出发！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够积极、大胆地参与演唱活动，并从中享受音乐
的乐趣；

2、根据自己的理解，富有表情地演唱并配以得体的动作，做
到不喊唱；

3、养成认真聆听音乐和观看别人表演的习惯，懂得如何当一
名文明、热情的小观众；

4、运用夸张的表情演唱歌曲《我快乐》，能在表演中有所创
新。

教学重点及难点分析：

1、教学重点：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教学难点：使每位学生都获得了一份自信——"我能行！"

教具准备：

录音机，小奖品

教学过程：

师生问好

1、教师引导小朋友们唱一些熟悉的幼儿歌曲。

2、从齐唱中发现积极分子，并以此为切入口，唱好"开门戏"，
打好"当头炮"。

3、要求学生自己报幕，内容包括表演者姓名，节目名称及形
式等。

4、老师当场进行点评；以鼓励为主，给小朋友一份自信；遇



到大声喊唱的同学，不要正面批评或嘲笑，而应委婉地指出"
假如声音放小一些演唱效果回更好"

5、尽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台表演的机会。老师的目光要更注
意观察自信心不够的孩子，如安排他们齐唱，并及时给予表
扬和鼓励。

6、内容不局限，可舞蹈，相声等。

7、让孩子在活动中养成认真聆听他人演唱，观看别人表演的
习惯，做到注意力集中，不要讲小话，节目表演完了要鼓掌
致谢，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如何当一名文明，热情的小观众。

同学们的歌唱得真好，不但声音美，表情好，而且加上了自
己编排的动作，真是出色的小歌手！

学生随音乐出教室！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学生随音乐进教室

2、律动"飞机，火车，轮船"

3、师生问好

二、歌曲表演

师生共同复习歌曲《两只小耳朵》

1、请学生看黑板：三个人头，表情分别是快乐，着急，幸福。

2、请学生上台表演：快乐，着急，幸福的表情和动作。



3、照书上动作规范学生

快乐——拍手、着急——跺脚、幸福——拍肩

三、节奏游戏

学生跟老师一起做。

我快乐，我快乐，我就拍拍手。我就拍拍手

我着急，我着急，我就跺跺脚。我就跺跺脚

我幸福，我幸福，我就拍拍肩。我就拍拍肩

1、看，大家一起拍拍手。

2、看，大家一起跺跺脚。

3、学生自己找朋友互相拍手唱

4、学生上台表演

3、看，大家一起拍拍肩。

四、师生共唱《我快乐》

1、老师唱学生听

2、学生集体跟琴有表情演唱

五、小结评比

六、下课

学生随音乐出教室



板书设计：

我快乐

快乐——拍手

着急——跺脚

幸福——拍肩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五

1.理解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工程问题的本质规律;通过对“工程
问题”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用代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2.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数学思想方法，获得
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工程中的工作量、工作的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

难点：把全部工作量看作“1”。

一、复习提问

1.一件工作，如果甲单独做2小时完成，那么甲独做i小时完
成全部工作量的多少?

3.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二、新授阅读教科书第18页中的问题6。

分析：

1.这是一个关于工程问题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已经



知道了什么?已知：制作一块广告牌，师傅单独完成需4天，
徒弟单独做要6天。

2.怎样用列方程解决这个问题?本题中的等量关系是什么?

[等量关系是：师傅做的工作量+徒弟做的工作量=1)

[先要求出师傅与徒弟各完成的.工作量是多少?]

师傅完成的工作量为=，徒弟完成的工作量为=所以他们两人
完成的工作量相同，因此每人各得225元。

三、巩固练习

一件工作，甲独做需30小时完成，由甲、乙合做需24小时完
成，现由甲独做10小时;请你提出问题，并加以解答。

例如(1)剩下的乙独做要几小时完成?

(2)剩下的由甲、乙合作，还需多少小时完成?

(3)乙又独做5小时，然后甲、乙合做，还需多少小时完成?

四、小结

2.解题时要全面审题，寻找全部工作，单独完成工作量和合
作完成工作量的一个等量关系列方程。

五、作业

教科书习题6.3.3第1、2题。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六

教学目标：



1整体感悟课文，通过阅读提高审美情趣。

2学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培养尊老爱幼，珍惜亲情，珍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1重点：整体感知课文，品位揣摩精美语句。

2难点：培养尊老爱幼，珍惜亲情，珍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方法：

反复朗读，在朗读中自主合作与探究课文内容。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

1自读课文，利用工具书解决生字词。

2整体感知课文，初步体会其中的情感。

二、课内学习：

（一）、导入：

尊敬父母，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也体现着人间
美好的情感-亲情。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沐浴
着亲情，哪位同学来说说你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亲情？（学
生举例回答）。对，一家人，其实从很小的事里就能洋溢着
浓浓的亲情，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文章《散步》一样，通



过一家人散步这件小事，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亲情。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勾画出新词新义，掌握字音。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求读出语气、语调、重音等，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问题组：

（1）课文写了哪几个人物？主人公是谁？

（2）在散步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请用自己的语言概括。

学生读完后，四人小组讨论交流。

教师小结：文中描绘的是一家四口外出散步的事，四口人中
是以“我”为纽带组建起来的，散步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可
以用文中一个词“分歧”来概括。

（三）自主合作探究

精读课文，思考：

1母亲为什么偏偏要走大路？

2在解决分歧时，我为什么会感到责任重大？

3分歧的结果怎样？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怎样的家庭？

4“我”和妻子是如何背起母亲和儿子的？为什么说我们背上
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学生四人小组讨论交流，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言之有理即可。



教师小结：

大路平顺，便于老人行走，况且母亲身体不好。我感到责任
重大是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我”处于中间，上有老
下有小，如果一旦抉择错误，就会伤害家中成员的感情，破
坏家庭的和睦，破坏家庭中的浓浓亲情，因此“我”感到责
任重大，分歧的结果是母亲改变主意走小路，作者为我们展
示了一个尊老爱幼的家庭，让我们体会到一家三代人温和、
谦让、体贴的浓浓亲情。

“我”和妻子慢慢地、稳稳地、仔细地背着母亲和儿子走过
那条小路，文中“我”和妻子代表着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
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肩负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体现了
“我”对生活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整个世界也就是由老
年人、中年人和孩子组成的，一个家庭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乃至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说背起的是整个世界。

（四）品味语言

教师导学：本文用词生动，句式精美，辞格丰富，描写细腻，
情感丰富，意蕴深刻。学生自由阅读，对课文语言进行美点
追寻，学会圈点、摘录、批注。

学生自主研读后，教师组织全班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归
纳：

1写景的句子（课文第四、七段中春景的描写）

2精美的.遣词造句（以第二段为例说明）

3两两对称的句子使文章有对称美，互相映衬，很有趣味。

如：有的浓，有的淡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儿子和妻子走在后面

……

（五）拓展延伸

2假如你和爷爷、爸爸一同看电视，在对于看哪个台发生了冲
突，你会怎么处理？

学生各抒己见，有道理的给予表扬肯定。

（六）课堂小结：

本文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抓住了家庭生活中平凡而又蕴涵
丰富的一个镜头--一家人散步，加以渲染，展现了一个家庭
的幸福温馨，展现了人间的真善美。

（七）布置作业：

1把课文里语言的美点摘抄在笔记本上。

2抄写生字词。

附板书：

散步

莫怀戚

幼小的生
命                            
衰老的生命

（儿童-“我”的儿
子）                  （老年人-母亲）



虬
护                            
善待

-------------------

责蚴

任蛎

感蚋

成熟的生命

（中年人-“我”和妻子）

七年级古诗的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七

教学目标：

1、细致的描写展示人物感情

2、（难点）理解“我”（中年人）对于生活的使命感

课时：1课时

一、导语：同学们经常和父母一起散步吧！一家人手牵手，
轻轻地，自由地漫步田间、道旁。清新的空气，秀丽的景色，
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散步是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事情，
然而这平常的小事，恰恰能体现出浓浓的亲情。今天，我们
将学习一篇清新优美的散文---《散步》，它像一首动人心弦
的诗，一支感人肺腑的歌，让我们来体会一家三代之间那种
互敬互爱的深挚感情吧！



二、阅读思考

1、学生自由发言，读出感受最深的句子

师归纳：感受最深的句子往往是：优美抒情的句子；带有生
活哲理的句子

2、“这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互敬互爱，相处十分和谐”，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明确：

3、人物活动总离不开一定的.环境，“散步”选择了什么样
的环境呢？

----明确后齐读第4节。问：景物描写抓住了春天的什么特征？
体会景物描写的作用。

（南方初春的田野） 树上的嫩芽（密）      生
命      写     抒

田野的冬水（起）                
景     情

人类社会的生命

春天生机盎然的特征，写景为抒发对生命的热爱

4、设计“我”这个形象的好处？

（人到中年 承前启后） 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
就是整个世界   责任使命

三、破读



1、调

摘句1、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这是有序生活的再现，词语的位置不能换。其一，母亲
老了，自然是我陪伴；其二，儿子有妻子带着；其三，妻儿
走在前，母亲的视线就会受影响。这样安排，体现了儿子的
匠心。

2换

摘句2、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
背起了儿子。

-----“抱”不如“背”，母亲不能去抱，背，一是稳，二是
视野开阔。

3、删

摘句3、天气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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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板书、

景物描写       大地新绿
（铺）               大自然的生命

（南方初春的田野） 树上的嫩芽（密）      生
命      写     抒

田野的冬水（起）                
景     情

人类社会的生命



成功学校：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