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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是优秀作品的典型代表，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借鉴他人
的成功经验。写一篇优秀的范文范本需要注意哪些写作步骤
和技巧？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阅读
这些范文范本，看一看其中的优点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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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想

本课预计分两课时进行。第一课时完成文学作品第一个层面
的解读，即对文本的内容、思想情感作一整体梳理；第二课
时完成文学作品第二个层面的解读，即对文本的语言、结构
以及组织材料等方面的写作特色进行品味学习。

两课时各有侧重又相互融合。前者是后者的铺垫，侧重
于“文”，把握内容的同时应重视人文思想的熏陶；后者是
前者的深入，侧重于“语”，品味习作特色的同时应重视语
文能力的培养。（如果学生程度不够，第一层面的解读可考
虑分为两课时进行。）

二、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及思想情感，理解老王的“苦”
与“善”。

2、体会作者的善良，引导学生以善良对待善良，关爱弱者。



（二）教学侧重

体会人物特点与琐碎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叙事表达出人物
特点，叙事服务于人物特点。

（三）课堂预设

1、新课导入

说说自己身边最苦的人。（职业、生活条件、身体状况）

2、研读老王之“苦”

（1）随机朗读（1——4）自然段；

（2）讨论老王之“苦”：生活艰苦精神凄苦

[设计说明]

受恶意攻击、被人瞧不起

3、研读老王之“善”

（1）默读（5——22）自然段；

（2）讨论老王的品质：善良朴实

[设计说明]

体现教学侧重，引导学生概括老王品质，寻找文本依据，通
过对老王“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等叙事的深入研究，
理解老王的善良、朴实，应随机结合学生回答品味本文细节
的传神之处。可设计感性题目如“老王所做的哪一件事最使
你感动？”之类。



4、梳理“我”一家之善，领悟文本思想感情

（1）讨论：“我”一家的'善良都表现在何处？

（2）讨论：老王死后，作者认为自己对老王这样关爱够了没
有？

（3）结论：呼唤周围的人对苦人、弱者更多一份关爱。

[设计说明]

老王的善良都是通过我和老王的交往展开的，所以，在前一
环节学习的基础上，学生应当很快梳理出：我与老王闲聊；
女儿送鱼肝油；坐车照顾老王生意；关心老王生活；不白吃
老王送的东西等事例。重点应当讨论（2），从而推敲末
段——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何愧
怍？），当不难得出结论，把握文本思想情感。

5、拓展延伸

[设计说明]

联系文本主题及生活实际，根据课堂时间，作适当的讨论，
肯定学生的爱心。

6、课后作业

仔细观察身边的苦人、弱者，以最简洁又最感人的语言描写
出他们的生存状况。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1、品味本文语言以及组织材料方面的特色。



2、局部对比学生与杨绛的描述，学习体会作家精彩的写法。

（二）教学侧重

体会杨绛运用朴素简洁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人物以
真实，并且产生震撼效果的写作技巧。

（三）课堂预设

1、回顾上节所学

简述叙事内容及主题，为语言、组材特色分析作铺垫。

2、讨论语言特点

（1）联系课后第二题，举例说明本课语言特色；

（2）归纳语言特点：简洁朴素

3、讨论组材特点

（1）举例说明叙事特点；

（2）归纳叙事特点：琐碎平淡

4、小结杨绛作品特点

运用朴素简洁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人物以真实，这
种看似冷漠，仿佛“他者”的叙述，却产生惊人的震撼效果。
读者合上作品，才发现一种冷冷的悲凉自心底弥漫而来，感
人至深却在不经意间，这是杨绛给我们带来的文学。

5、讨论学生习作得失

（1）典型习作（上节课后作业）投影阅读；



（2）对比杨绛讨论得失；

（3）修改各自上节课后作业。

6、选择作业

课后练习三“改写”或者“我读杨绛”选一。

附板书：

苦：生活艰苦精神凄苦

1、老王——以—善—良—对—待—善—良——杨绛

善：善良朴实

语言简洁朴素

2、杨绛作品————————————真实震撼

叙事琐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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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文内容分解表

知识点学习水平

识记理解运用

1、整体把握课文，体察人物思想感情。

2、揣摩语言，深入领会语句的意味。

3、理解、积累“惶恐、荒僻、滞笨、愧作”等词语。



（2）学习水平描述表

知识点学习水平描述语句行为动词

1、理解、运用把握文章内容，体察人物思想感情。归纳分析
讨论

2、理解、运用揣摩语言，体味其丰富的内涵，增强对语言的
感悟和理解。理解、讨论

3、识记查阅字词典，记住字词的含义记住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的思想感情，激发
爱心。揣摩语言，深入领会语句的意味。

全面准确地理解课文内容，探究材料安排的特点。

媒体选择如下表所示：

知识点媒体类型媒体内容要点媒体在教学中作用使用方法

1、校园网络显示文章标题结构，便于学生整体感知课文边出
示边归纳

2、课件显示优美语句，便于学生赏析课文语句边出示边分析

3、投影出示词语，便于学生快速识记词语显示词语

4、录音机、磁带朗读课文，便于学生欣赏课文学生听读

（一）导入新课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们生活艰难，不被人重视，却有金
子一般的心，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作
家、文学翻译家杨绛的《老王》这篇文章，探究这个问题。



（二）新课讲授

1．试以老王为第一人称，改写课文中老王给“我”送香油、
鸡蛋这一部分。

引导学生深入领会人物思想感情。以老王为第一人称，就要
描写老王的心理活动，要在领会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充分展开
想像。

2．在你的周围有像老王这样的人吗？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在
本子上记下来。

老王

杨绛

（逻辑、时间顺序）（时间顺序）

老王

教学后记：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产生共鸣，对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对
不幸者、弱者的冷漠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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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

[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对社会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2、培养学生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怀。



[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课文内容合理地分析人物形象

[教学重难点]

1、重点：分析人物形象

2、难点：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课前预习]

1、查阅文中出现的生字。

2、了解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教学设想]

运用情景教学的指导原则，通过音乐和图片及教师感情的投入
[诵读]创设情景，感染学生，进而通过对文章的学习，学习
老王善良、诚实的品质，学习作者关怀不幸者的精神，最后
在教师特设的情景（图片、音乐、解说）中，再次感染学生，
让他们产生共鸣，关爱他人，关注社会，实现情感态度和价
值的目标。

[教学过程]

一、听一首导教师有情感的诵读、感染学生。

诗歌入

二、读一篇整体感知

文章品味探究



合作讨论

（1）整体感知：教师活动：出示问题并总结板书。

1、老王的生活怎么样？

2、老王的为人怎么样？

3、作者一家如何对待老王的？

学生活动:自读，速读，抓要点，整体感知，交流意见。

（2）品味探究：教师活动：引导学生细读、品味，哪些自然
段受感动及原因并总结。

学生活动：细读，品味，批注，然后交谈发言。

（3）合作讨论：教师活动：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最后一句话并总结。

学生活动：互助式学习，讨论发言。

三、诉一份温暖

拓展延伸

教师活动：出示问题，身边哪些普通人曾给过你感动，写出
感动。

学生活动：学生思考并写一写，个别回答，述说生活的美好。

教师活动：点拨学生发言，配以“20xx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魏青
刚和青藏铁路工人”图片，引导学生把目标投向社会，发现
普遍人身上优秀的品质，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



四、树一个信念

教师再次创设情景，生活中的弱者，不幸者图片及音乐（让
世界充满爱）教师解说，让学生产生共鸣，从而树立“关爱
他人”的信念，最后在《爱的奉献》的歌曲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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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富

转眼间，本学期的教学又告结束。回顾本学期的语文教学工
作，我感叹良多，点滴作法涌上心头，存在的问题还需努力
解决。为了更好地搞好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地自我完
善。现作如下工作总结。

一、狠抓基础知识学习和技能的培养

参加工作二十来，我从未教过低年级，对低年级的语文教学
我感到非常陌生。加上我对这些学生不熟悉，不知道班级学
生的具体优点和缺点。为了让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
扎实，本学期我在充分了解学生的优缺点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因材施教，不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比如，在书写方面，
我大力强调规范性，要求书写整齐，字迹工整，并努力克服
错别字，有些学生对于写过几遍的字也会写错，如“宽”字
下边本该“见”而非“贝”字，又如“拔”和“拨”字，学
生总是分不清是“拨打”还是“拔打”，“拔河”还是“拨
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进行了大力更正，反复默写和抄写。
又如，对打比方的造句，对各种句式的变换，对病句的修改，
对生字新词的理解运用，对近、反义词的积累等，我都逐一
进行讲解或强调，对这些问题加大做题的数量，以提高学生
的基本技能和写句子的能力。

二、灵活处理教学方法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学生的学习要体现自主、探究、合
作。因此我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内容，
以求学生能尽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完成自主的探究，真正
体现自主性，使学生始终保持一种自我探究的学习劲头，但
教师自己也必须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加以探究，不断更新自己
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在教学中，我时时保持以读代讲，
多读多想，自主感悟，常常鼓励学生各抒已见，使学生们尽
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时不时采用一些别开生面的方式方
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收到了显著的教学效果。上课
时，经常让学生自主想问题，自己解答，并且让他们分组讨
论交流，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思考。

三、指导学生学习方法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方法对于学习来说是最重要
的。搞好了学习方法的指导，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是有很大
的好处的。为什么有的同学老是玩，可成绩却不错呢？我们
常常强调上课专心听讲，及时对知识进行巩固，然后还要及
时复习。但是我觉得思考才是最关键的。有人说，聪明与否，
在于是否思考。我们要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思考。睡前回顾当
天所学，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方法。其实学习方法有很多，
只要是有用的，都可以试试。

四、做好扶优转差工作

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在学习中往往是非常轻松的，而成绩
差的学生却常常来不及。这又是一个让我们老师要思考的事
情。对于这类问题我常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作业中使用分级制
度，在不影响大家的学习的前提下，对有些学困生进行再次
巩固基础知识，并且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当面教学。通过一学
期的实践，我觉得这方法十分有效，以后还可以进行利用这
种方法。

五、突出章节过关，拓展知识视野



本期的教学内容，分为八个单元。在每个单元的教学任务完
成之后，我都进行检测，针对学生存在的知识点问题，及时
解决。对确实困难的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使之掌
握。

语文教学必须重视积累运用，只有学生对知识有了一定积累
之后，才能运用。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我开展了一系
列的语文活动。

1、优秀课文朗读。通过学生自主收集优秀文段，提醒学生主
动进行课外阅读，在最近学生阅读量的同时，学生必然收获
了许多东西。2、进行各种词语收集。如aab式，abb
式，aabb式，abab式，abac式，abcc式，aabc式，在不断
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学生的词汇积累有了明显的增多。

3、开展各种语文游戏。如句子的转换，如“把”字句转换
成“被”字句，问句转换成陈述句，两句话变成一句话，学
生在活动中提高了兴趣，也训练了动脑的能力。在这个学期
中，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很浓，学生们都对语文有了一定
的了解。

在本期的教学中，针对以上情况所采取的对策，学生的语文
兴趣得到了激发，语文基础知识有所提高，语文能力得到了
增强，为以后的语文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年级语文教学心得体会(人教新课标)]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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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课文，把握内容，感悟爱的博大。

理清思路，体会描写的作用，感受语言风格。



关爱生活中的不幸者，陶冶美的情操。‘

全面把握课文，领会作者与人物的思想感情。

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

一课时。

布置学生预习字词，熟读课文，搜集作家杨绛的有关资料。

思考：想想自己生活周围有哪些不幸者，你是怎样对待的?

《老王》写的是作者与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老王一辈子很
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他的眼睛又不好，生活更是
凄凉艰难。但是他心好，老实厚道，关心人。作者笔下的老
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是极其淳
朴的好人。作者在文章里含蓄地提出了要关怀不幸者的社会
问题。

学习时，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叙述描写的表达方
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

整体感知

导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7岁的男孩在投海自杀时，被一位在
伊豆山温泉旅行的老太太救起。男孩是个美国黑人与日本人
的混血儿，愤世嫉俗，穷途末路。老太太对男孩说：“你可
知道你生来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些除你之外没人办到的事吗?”
男孩冷笑着说：“我会相信这一套?”老太太不慌不忙
说：“跟我来，我让你自己瞧。”老太太把男孩带回自己家，
让他在菜园里打杂。虽然生活清苦，但她对男孩爱护备至。
让他培植一些生长迅速的红萝卜，10天后萝卜发芽生叶，男



孩得意地吹着口哨，红萝卜熟了，老太太把萝卜腌得可口，
给男孩吃。后来男孩用竹子自制了一支横笛，自吹自娱，老
太太听了称赞说：“除了你没有人给我吹过笛子。孩子，真
好听。”男孩似乎渐渐有了生气，老太太就把他送到高中读
书。在高中读书的4年，男孩继续在菜园里种菜，高中毕业，
男孩白天做工，晚上上夜大学习深造，毕业后在盲人学校任
教。盲学生常对男孩说：“你吹笛子，能使我知道很多东西
的形状和颜色，简直像看到了一样。”男孩从学生们的脸上
看到了感激的光辉。他对老太太说：“现在，我已相信，真
有别人不能只有我才能做的妙事了。”这以后，男孩利用假
期自撰笛曲，继续吹奏给他的盲学生听。老太太以自己的爱
心让不幸的男孩知道活着的快乐一也就是知道有人爱护自己
的快乐，也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

你曾用自己的爱心感动过别人吗?哪怕是一个深情的微笑，一
句亲切的问候，一次

“希望工程”的小小的捐助——现在，你的周围有没有生活
艰难的不幸者?你是怎样对待的?让我们一起学习新课文《老
王》，感受普通人相互关爱的情感，想想我们每个人应该怎
样做。

检查预习“读一读，写一写”。

学生朗读课文，理清思路，把握内容。

教师出示问题组：

文章写了老王哪几个生活片段?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作者一家是怎样关心老王的?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这篇文章叙述的事情较多，作者是怎样组织的?文章的线索是
什么?



学生边读边思考，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在把握课文内容，概括老王是怎样一个人时，教师要引导学
生既注意老王“善”的一面，还要注意老王“苦”的一面。
为提出“应该怎样关心不幸者”的问题埋下伏笔。

教师导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个人由于境遇不同，就有
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

至差别很大。一个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
不幸者的理由。现在，社会

要求我们每个人有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别人、尊重别人对
社会作出的贡献，作者一家就是对不幸者老王怀有一颗爱心，
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学生再读课文，思考问题。

教师出示问题组：

为什么作者一家能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那么关心、爱护?要有
怎样的精神才能做到

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怎样理解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

学生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参与。

明确：主要是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教师引导：



本文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但静中有动，意味深长，有很
强的表现力。请同学们找

出有表现力的语句，深入领会。

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教师出示问题组：

你的生活周围有哪些不幸者，你是怎样对待的?

当你不幸时，你得到过别人的关爱吗?

你怎样看待在与人交往时首先要付出爱的问题?

学生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明确：人人要关怀不幸者，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展开想像，试以老王为第一人称，改写课文中老王给“我”
送香油、鸡蛋的部分。(要突出老王的心理描写)

老王教学设计提问篇六

这篇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老王一辈子靠拉一辆破旧
的三轮车活命，“_”期间载客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
加窘迫。老王在那个动荡年代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是因为
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他虽然出身卑微，但是精神世
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坚持做人的道德与良心，是极其纯朴、
善良的。而作者的善良是基于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各
人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不同，所以造成生存状况
的悬殊，然而人是生而平等的，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
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这样才能平等对话，互相尊重。
作者的善良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全文都是叙述，作者的情



感全在平静的叙述中。简洁的白描和华彩的抒情、丰富的描
写有所不同，就在于其感情倾向渗透在字里行间。教学中要
从老王的“善”、“苦”两方面把握课文内容，引导学生好
好咀嚼意味深长的语句。

学情分析

《老王》是一篇人物关系简单，内容单纯的散文，学生仔细
阅读两遍便可理解课文内容，并初步了解老王这个人物形象。
但是真正把握作者感情及文章思想情感就有一定难度。现今
中学生生活普遍优越，阅历浅显。因此，他们对现实生活中
如老王一样的不幸者可能会同情，但不会明白作者既然对老
王关爱有加为何又心怀愧怍？因此，要引导学生研读文本，
抓关键字词句，深入剖析作者的情感，通过“情”的感悟来
学会“爱”。同时，在品味中领悟细节描写对于表现人物的
作用。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

1、把握文本内容，体会文章的思想情感，着重理解老王
的“苦”、“善”。

2、深入领会意味深长的语句。

过程和方法：

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讨论、品读等方式来体
会文章的思想情感。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理解老王的“苦”与“善”，学会以善良体察善良，领悟到



在与人交往中首先要付出爱。

教学重难点

重点：

理解老王的“苦”与“善”，体会文章的思想情感。

难点：

理解“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预习。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这个单元的课文都是以“爱”为主题的叙事性作品，
我们看到了鲁迅深情地抒写了对质朴、善良、热心的阿长的
真挚怀念，感受了朱自清朴素的语言所表达的人间至情，也
见证了李森祥小说中那位要强的父亲拼命苦干的一生，写的
都是普通人，可是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心灵上的一次次震撼，
让我们看到平凡人的伟大。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反映小人
物的散文——《老王》。（板书）

二、了解作者、检查预习：

1、作者介绍：

2、生字词的读音：



蹬惶肿胀塌败眼翳荒僻攥滞笨镶嵌

三、整体把握：

1、速读全文，概括老王的基本情况，工作和为人，从中可以
看出老王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明确：职业、生理缺陷、居住条件；送冰车费减半，送钱先
生不要钱，受了人家好处总也不忘送香油鸡蛋感谢。

老王“苦”“善”

2、老王是不幸的大好人，那“我”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交流总结：照顾老王，坐他的车；送鱼肝油；关切询问生活；
坐车、送来香油鸡蛋给钱等。

“我”善良

四、深入探究，拓展理解：

（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讨论、交流）

（1）从作者来看，主要是什么观念？这是什么精神？

（平等观念，各人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不同，所
以造成生存状况的悬殊，然而人是生而平等的，幸运者只有
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这样才能平等
对话，互相尊重。人道主义精神，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
关心、同情他们。）

（2）老王送鸡蛋部分你最难忘的是他的什么？

（着重研读对老王的肖像描写）思考：作者如何写老王的外



貌？突出怎样的情感？（作者运用夸张比喻把老王写的丑、
写得可怕，目的是把感动留到后面。）

老王为什么站着等我？（老王来表达谢意，而我不理解，还
给钱，这是对他的侮辱，同时我也没能让他进屋坐坐。我只
关注了老王的外貌，而没看到他美好的内心，所以我内疚。）

（3）引导学生体会“攥”“滞笨”“直着脚”等词的丰富意
义。

2、理解“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补充介绍_期间的杨绛。）

作者愧怍自己作为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应有所同情、
有所宽容的人，却没有理解他高贵的品性，甚至连感觉都没
有，就那一点感动都是他死后才有的。但这时说什么也来不
及了，她的惭愧、她的内疚集中在，当时自己只是对人家病
态的外貌有感觉，而对人家的崇高内心却没有感觉。这是自
我解剖，也是自我批判。

五、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作者对不幸者关爱的呼吁，同学也是一员，畅谈自己应该怎
么做。

六、板书设计：

老王

愧怍

幸运者不幸者

关注善良体察善良苦



我们老王

关心爱善

谢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