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匆匆课文教案设计 课文匆匆教
案(优质8篇)

高中教案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教学步骤的
合理性、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二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通过这些范文能够
对大家的教案撰写提供一些帮助和启发。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一

请学生拿起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小黑板出示）

1、作者是如何描写时间这一无形的东西呢？

2、面对流逝的时间，作者有怎样的感受呢？

3、匆匆流逝的仅仅是时光吗？是什么？

1、指名大声读第一自然段。

（1）师：请一位同学给大家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能让我们
一下子就喜欢这个开头，好吗？（学生朗读）

（2）你喜欢这样的开头吗？为什么？喜欢哪些句子？（说说
你的理由）把你喜欢的句子读给大家听——（生朗读、跟着
读）

（3）齐读：让我们带着无奈和留恋之情，一起朗读第一段？
（板书：时间一去不复返）

2、齐读第二自然段。



（1）齐读，把你喜欢的句子画起来，再说说为什么喜欢？
（生说）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里，没有声音，也没有
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师：抒发了朱自清怎样的感情？（对时间无声无息溜走的无
限感慨）：

3、精读第三自然段

（1）作者在第三自然段具体写出了时间是怎样的去来匆匆和
稍纵即逝的，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谁愿意读这一自然段？
愿意读的同学就站起来读，其余学生边听边思考：朱自清认
为哪些时间是匆匆过去的？请你把相关的词语或句子划出来。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
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
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
日。”

（2）问：作者怎样具体描述日子的去来匆匆？用笔划出有关
词语，分4人组谈感受。抽生答后板书：溜、跨、飞、闪（匆
匆）

（3）想不想再读？配乐齐读。体会作者对时光的留恋和光阴
消逝的伤感。还想读吗？

（4）引导学生积累语言：你认为这些句子写得好吗？愿意再
读读吗？请你们放声读，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5）现在谁能告诉老师，作者认为时间是浪费在做哪些事上？
生回答：（……的时候，从……过去。）

（6）引导学生运用语言：朱自清先生告诉我们：时间就是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溜走的。像以
上所说的洗手、吃饭、睡觉的时间是必要的,可朱自清却认为
这些时间是浪费了,可见他有多么珍惜时间。

是呀，作者为时光匆匆而逝感到痛苦，并发出不甘虚度此生
的呐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时间白
白地浪费了，比如：在……的时候，从……过去。能仿照这
样的写法说几句吗？能写上几句吗？让学生在本子上试写，
然后全班交流。让学生仿照（在……的时候，从……过去。）
的结构说出几句话。

4、默读第四自然段

（2）“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抽小组读然后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作者在第三自然段中具
体地写出了日子是怎样的去来匆匆和稍纵即逝。他甘心这样
度过每一天吗？抽生答。

5、师范读第五段。

（1）学生提问质疑

师：这一段写得美吗，美在哪？你觉得那句话深奥不理解？

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是23岁，他留下了这么优美的篇
章，11、12年后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每个人都应该留下
痕迹。再读这句话，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珍惜时间）
没别的意思吗？（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价值的感悟），带



着这种感悟读这句话：“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作者又一次强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觉得文中回答了吗？
你又是怎样理解的？

生答后小结：

同学们，你们愿意白白走这一糟吗？我们能让一生中最宝贵
的时光在闲聊中，在嬉闹中消磨打发掉吗？学到这里，大家
一定对时间有了许多新的感悟，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悟走进文
本，选择你喜欢的部分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去读吧！

学了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珍惜时间、珍惜生
命）让我们带着这种心情，一起来朗读课文。

抽生说（2人）（珍惜时间，爱惜时间。抓紧时间好好学习）

孩子们，古今中外有许多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名言。我想，
你现在一定有话想对作者或者对我们在座的老师们说，你想
说些什么呢？用笔写一写，一句两句都行，像格言，像警句
更好，谁先写完就把谁的先展示给大家看。

结束语

《匆匆》这篇课文，我们通过自己朗读、感悟，走进了作者
的心灵，同时也荡涤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觉到了时间的
宝贵，我们要好好利用时间，把握住生命中的每一刻。过好
每一天，因为抓住了今天，你将赢得明天！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二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常常需要准备教案，借助教
案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匆匆》课文教案，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熟练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

2、了解作者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以及珍惜时间的感受，唤起学
生的生活体验，体会时间的稍纵即逝。

3、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4、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1、感悟语言美，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积累语言。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你对《匆匆》这篇课文有什么认识或感
受？

过渡：是啊，这篇课文的确写得很美，令人百读不厌。那么，
她美在哪里呢？就让我们打开课本来细细品味这篇脍炙人口
的散文吧！

师：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含义深刻的句子或自己最喜欢的
语句，划一划、读一读、注一注，写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然后同桌间交流交流。

学生边读边悟，同桌交流。

学生集体交流。

重点交流：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
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
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体会句式的运用。
）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
了；……”（体会运用比喻的好处。）

（教师适当点评、补充。引导学生相互评价。）

师：把你最喜欢的语句或段落背下来，好吗？

指名背诵。

我们阅读一篇课文，不但要能读进去，还要从课文的内容想
开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开去，可以想到自己的日子
是怎样过的，身边的人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作家笔下的人们
的日子是怎样过的……还可以想到劝人珍惜时间的诗词、格
言等。你能把他们写下来吗？假如你能仿写就更好了。

学生仿写练习，或整理有关时间的诗句、格言。

学生交流。

推荐学生阅读朱自清的《春》《荷塘月色》《背影》等文章。

分发阅读材料，要求学生认真阅读。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三

(一)自主阅读，组内交流：

1、默读课文，想一想：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日子来去匆匆
的?找出文中的语句，用心体会。(出示课件)

2、和小组同学交流你的理解和感受。

3、读了这篇文章，你想到了什么?把你想到的说一说。

(二)集体交流：

1、读出文中具体描述日子来去匆匆的的语句，说说自己的体
会。(1)“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
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日子
从我们生活的'细微之处，在我们不注意时不知不觉地流逝了。
)

指导朗读：体会时间短暂易逝。

作者细心地发现日子在洗手、吃饭、默默时，在我们不注意
它时悄悄地过去了，除了以上的例子你还能想到其他的方面
吗?引导学生从文章内容中想开去——(聊天时，日子从嘴边
过去;玩耍时，日子从手里过去;看电视时，日子从屏幕上过
去;晒太阳时，日子从身上一闪而过)

(2)“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
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
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
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
叹息里闪过了。”(作者想留住时间，但时间还是匆匆地过去
了，作者只能掩面叹息，而时间又在叹息里闪过了。)



指导朗读：读出作者想留住时间的迫切以及对时间匆匆流逝
的惋惜之情。

(3)过渡：是啊，岁月如梭，时光飞逝，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
眼前飞快地闪过，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这就告诉我们，
要珍惜美好的时光，把握住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跟时间赛
跑，不要让时间白白地匆匆地流逝，以至于感叹、惋惜。

(1)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2)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
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

(3)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
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3、细读课文，画出与作者有同感的句子，感受作者情感，感
悟文章道理：(课件出示)

(1)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讨论：作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受?

(2)在逝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什么
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a理解：徘徊罢了，匆匆罢了。

b问一问自己能做什么?

c问一问想问的人能做什么?



d写话练习：在逝去如飞的日子里，我能做——，我能做——，
我还能做——。

1、作者以优美的笔触表现了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请同
学们再读课文，想一想：读了这篇文章，你想到些什么?(课
件出示)

2、齐读、共想(课件出示)

3、总结(课件出示)

4、赏析从语言、写法、修辞等角度谈谈(课件出示)

5、采用第一人称的好处：(课件出示)

同学们，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请你把一句有关惜时的格
言送给我们身边的人好吗?

1、积累自己喜欢的句子和惜时格言。

2、读与写

板书设计

匆匆

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四

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课《匆匆》第一课
时。



第一组教材围绕“人生感悟”这一专题编写了五篇课文，从
不同角度阐明了人生的哲理。《匆匆》是本单元的重点课文，
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老先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结构
精巧，层次清晰，文字清秀隽永，纯朴简练，紧扣“匆匆”
二字，运用排比、拟人、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细腻地刻画
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滔滔逝水，急急流年，
时光转瞬逝，弹指一挥间”的无奈和惋惜。文章中巧妙的大
量叠词、短句的运用，使文章简朴、轻灵，读起来轻巧、婉
转，是一篇指导学生练习朗读、学习语言的佳作。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重视主体阅读感受和
体验，对课文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根据这篇文章的
特点我采用了“以读为本，以说写相辅”的教学方法。在教
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地读，读出意，读出味，读出神，在读中
理解文意，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情感熏
陶和美的感染，学习表情达意的技巧。在读后辅以“说、
写”体会作者反复表达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光阴易逝的无
奈，体会要珍惜时间，珍爱生命的每一天。

知识与技能目标：

1、通过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感受课文的语言美，领悟作者表达方法。

3、熟练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读说写结合，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在阅读中感悟作者的美好心灵，认识时光的短暂和一去不复
返，懂得时间宝贵，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抓住重点句段，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懂得时间宝贵，
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搜集有关朱老先生的资料。

诵读感悟法，读说写结合法。

一、导入新课，引出“匆匆”

同学们，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写出了好多珍惜时间、
赞美时间的美文，来抒发自己对时间的感悟，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习朱老先生先生的一篇关于时间的散文《匆匆》。

看老师写课题，请同学们注意“匆”字最后一笔的点不要丢
了。

（板书课题：2．匆匆）

二、初读美文，感知“匆匆”

1、（生齐读课题。）读到这两个字,你的脑海里又会很自然
地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2、刚才同学们想到的是人们急急忙忙，行色匆匆，这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那么，作者是运用怎样的语言让这看不见、
摸不着的、匆匆而过的时间跃然纸上的呢？请同学们打开语
文课本第4页，自由轻声地读课文。



3、读过课文，你心中产生怎样的疑问呢？

（咱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4、你的问题和作者的问题不谋而合。（板：一去不复返？）

5、这个问题在文中出现几次？都在什么位置？

6、作者是以问句开篇，又以问句结尾，这在写作方法上是前
后呼应，这样写的好处是突出中心。

三、精读美文，品悟“匆匆”

1、作者没有直接写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是写这一句“燕
子……再开的时候”

自由读一读。你能看出什么特点？除了排比句，在内容上有
什么发现？

2、除了课文中的事物，你还能举出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按照
这样的句式说一说。（无论是燕子、扬柳、还是桃花，他们
去了，都能再回来，这是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

3、请看屏幕，我把这一句话这样排列，你发现了什么？（像
一首小诗）

4、谁能像朗诵一首小诗一样美美的读，（读出作者对时间的
珍惜之情）

5、读的真美，请同学们接着往下读看看你又会有什么样的体
会？

（作者是为了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6、那么，作者写时间一去不复返与燕子、杨柳、桃花有什么



关系呢？（对比）。正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三者都能
失而复得，而我们的时间却不能，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怎样
的心情？（无奈、惋惜）（板）把这种鲜明的对比读出来吧！

7、一般而言，只有老人才会对过去的时间发生感慨。作者写
这篇文章时大约多大年龄？（20）

8、你是怎么知道的？（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走了。）
你很会思考！作者1898年出生，1922年写作此文，当时作
者24岁不到，就已经对时间发出了如此感慨。

9、请大家看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把什么比
做什么？（把“我过去的八千多日子”比作“针尖上一滴
水”，把“时间的流逝”比作“大海”。）通过这个比喻，
你体会到了什么？（作者的日子和时间的流比较起来微不足
道。按常理看，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八千多日”？四个就
是90多岁，比较少见了，生活中有几个人能活到90多岁
呢？），但是，作者说：一个“八千多日子”也只是“针尖
上的一滴水”，四个“八千多日子”也只有——（四滴水）。
而且是针尖上的四滴水。和浩瀚的大海相比，太少了，同学
们，请你思考，你的人生里大约有几滴水，现在用了多少了？
（半滴），你感到了什么？（生命太短暂了）。

11、其实，让作者头涔涔而泪潸潸的还不仅仅因为这些，请
同学们默读课文三——五自然段，找出还有什么让作者头涔
涔而泪潸潸的呢？做上标记（生读第四自然段）。

交流我们的疑问理解。（痕迹，游丝，两个赤裸裸）生解答。

12朱老先生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他一问自已？

（在逃去——做些什么呢？）

朱老先生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二问自已？（在八千——剩



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过去的日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他三问自已？（我——这呢？）

是呀！到底有没有留下成就呢？他四问自已

（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

难道像蛛丝一样的成就都没有留下就得离开这世界吗？他五
问自已？

（我赤——回去罢？）

愤愤不平呀！他六问自已？

（但不平的——遭啊？）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作者不想赤裸裸的离开这个世界，
不想自已走这一遭。）

（作者不甘愿虚度此生。）（作者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谁能告诉大家，朱老先生此生虚度了吗？（一生交流，一生
补充）。

这正是朱老先生先生感悟人生苦短，时间匆匆，争分夺秒与
时间赛跑，辛勤劳作的结果呀！

14、作者不是直接说：我们要爱惜时间呀！而是把时间当人
来写，它能“跨”，能“飞”，能“闪”，能“溜”呀！简
直是个淘气的小精灵，这样当然更生动、形象了。（生读文）

15、是啊，你再怎么遮挽也是没有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怎
么也留不住它匆匆流去的光阴。（生读文）



16、“斜斜”“默默”“匆匆”“茫茫然”“轻轻悄
悄”“玲玲俐俐”，读起来是那样轻巧婉转，那么无奈惋惜，
我们再合作读------（师读到“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生
接读“于是------”）

四、课内拓展，深化“匆匆”

1、那么，告诉我，你们那四千多个日子又是怎么溜走的呢？
能不能学着朱老先生先生的写法，抓住生活中的小事写一写
自己对时间的认识？做一个小朱老先生，好吗？。

3、作者的八千多个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溜走了，你们的四
千多个日子，张老师的一万四千多个日子，也这样无声无息
地逝去了。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呢。
因为我们也不想（白白地走这一遭啊）。而去这一去不复返
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珍惜时间不能让时间白白溜
走；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学习，长大为祖
国多做贡献，让自已活得更有价值）。

五、课外延伸，升华“匆匆”

1、同学们，我们也可以像鲁迅一样事事走在时间的前面，也
可以像林清玄一样与时间赛跑。这样，当你回首往事时就不
会因虚度光阴而感到羞愧，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悔恨。

2、美文推荐《春》、《荷塘月色》、《背影》、《给亡妇》。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五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
没有影子。



1、谈谈读了这段话，你又有了什么样的感受？（感觉到时间
过得太快了；

觉得时间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悄悄的溜走了……）

2、引导想象一滴水滴在大海里的情景。轻轻地闭上眼睛，边
听边展开你丰

富的想象――

师声情并茂旁白：“辽阔的大海一望无垠，海水一浪赶着一
浪奔涌向前，这时,针尖上的一滴水滴进了的这浩翰的大海里。
”同学们，你看得到那一滴水吗？你听得到那一滴水的声音
吗？（看不见，听不到）

3、你又联想到了什么呢？（一滴清透的小水珠落进了一望无
际的大海里，我们根本就来不及看到，根本听不见它的声音；
时间就好像这一滴水，一去不复返了。）

4、是啊，作者的八千多个日子就这样无声无息，稍纵即逝啊！
把作者的叹

息通过你的读表达出来吧。（生有感情地朗读。）

5、体会用词的准确：

算一算，八千多日子是多少年呢？（约23年）为什么作者不
用23年，却要用八千呢？（更显得数字多，逝去的年月多，
更让人惋惜。）

6、体会作者的心情：

当作者突然间想到了自己的23个青春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他
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你能用一个词形容吗？（焦急、难受、
猛醒、后悔、紧张、痛惜，害怕、……）



7、引导感情朗读：

把你体会到的作者的这种情感，通过你的读表达出来吧！
（生再感情朗读。）

8、二次回应“头涔涔而泪潸潸”：

一想到这些，作者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呢？我们再来
读这一句。

（生多种形式练习读“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师相机评
价）

预设三：

课件6出示句子：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
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
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
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
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
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
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
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
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1、生朗读。（音乐配读）

2、感悟内容：

通过生活小事来写，写了哪些小事？（洗手、吃饭、默默时、
遮挽时、天黑时、睁开眼、叹息）

指导朗读：分排按不同内容接龙读、男女合作读（男同学读



什么时候，女同学读怎样过去）

3、感悟表达：

时间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的流逝更是难以描写，
可作者是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把它描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呢？
（作者用了排比的方法写出了时间匆匆而过；作者用了拟人
的方法写出了时间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就溜走了）

引领三读：

二读体会作者的无奈：是啊，你再怎么遮挽也是没有用的，
时间就是这样，

怎么也留不住它匆匆流去的光阴，读――

三读体会叠词的婉转：“斜斜”“默默”“匆匆”“茫茫
然”“轻轻悄悄”

“玲玲俐俐”，这样的词语应该怎样读？（轻巧婉转）我们
再合作读（师读到“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生接读“于
是――……）

5、仿写：

（1）作家的这份迷茫，这份留恋，这份无奈已引起了我们的
共鸣，那么，

你们那四千多个日子又是怎么溜去的呢？学着朱自清先生的
写法，抓住生活中的小事写一写。（课件7）

（2）生动笔进行片段练习。

（3）交流：生1、2、3读自己的作品。师相机评价



【练笔既让学生学了写作，又拉近了与作者的感情。】

（5）再次回应“头涔涔而泪潸潸”

作者的八千多个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溜走了，你们的四千
多个日子，老师的一万六千多个日子，也这样无声无息地逝
去了，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呢？作者又
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呢？读――（生读：“我不禁头涔涔
而泪潸潸了。”）

（三）反思拓展，不再“头涔涔而泪潸潸”（5分钟）

1、时光就是这样稍纵即逝，在我们的叹息中闪过去了。读到
这里，我真有一种坐不住了的感觉，你又想到了什么呢？
（以前浪费时间,惭愧!原来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

3、课件8出示句子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
平的，为

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4、引导体会两个“赤裸裸”的意思

两个“赤裸裸”，意思一样么？（不一样。前一个是光着身
子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而后一个是指自己对别人，对社
会毫无贡献的离去。）

所以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生齐读：“但不能平的，为什
么偏要白白走这么一遭呢？”

5、引导感悟：作者白白走这一遭了吗？留下了什么“痕迹”？

请看大屏幕上的这份朱自清的资料（课件9），大家浏览一遍，



看看对你是否有所启迪？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入高等小学，19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
大学预科。19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
19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
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
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
年发表长诗《毁灭》，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
美散文。

6、激情朗读：

正是朱自清先生感悟人生苦短，时间匆匆，争分夺秒与时间
赛跑，辛勤劳作的结果呀！读出你对作者的敬佩之情吧。
（师生对答：生问：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门万户的世界里的
我能做些什么呢？师答:不能，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7、追问引发深思：同学们，读到这里，谈到这里，大家一定
想到了，朱自清先生写这篇散文，仅仅是让我们珍惜时间吗？
（生齐答：珍惜生命！）

8、我们已去的四千多日子留下些什么痕迹？

（引导学生畅谈自己的“痕迹”：儿时照片、荣誉、试卷、
发表的文章等）

9、同学们，面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面对作者一次次的提问，
作为21世纪的主人，我们应该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四、自我评价，总结学法（1分钟）

学生课堂自我评价。相机引导明确散文特点：形散神聚



五、推荐作业，课外延伸（1分钟）（课件10）

1、推荐阅读：朱自清作品《荷塘月色》《背影》《绿》。

2、小练笔：以“日子”为主题，自创一首诗或写一篇文章，
记录下你或你身边人的日子，再谈谈你对此的看法和感受。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课《匆匆》第一课
时。

教材分析：

第一组教材围绕“人生感悟”这一专题编写了五篇课文，从
不同角度阐明了人生的哲理。《匆匆》是本单元的重点课文，
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老先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结构
精巧，层次清晰，文字清秀隽永，纯朴简练，紧扣“匆匆”
二字，运用排比、拟人、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细腻地刻画
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滔滔逝水，急急流年，
时光转瞬逝，弹指一挥间”的无奈和惋惜。文章中巧妙的大
量叠词、短句的运用，使文章简朴、轻灵，读起来轻巧、婉
转，是一篇指导学生练习朗读、学习语言的佳作。

设计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重视主体阅读感受和
体验，对课文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根据这篇文章的
特点我采用了“以读为本，以说写相辅”的教学方法。在教
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地读，读出意，读出味，读出神，在读中
理解文意，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情感熏
陶和美的感染，学习表情达意的技巧。在读后辅以“说、



写”体会作者反复表达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光阴易逝的无
奈，体会要珍惜时间，珍爱生命的每一天。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通过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感受课文的语言美，领悟作者表达方法。

3、熟练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读说写结合，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在阅读中感悟作者的美好心灵，认识时光的短暂和一去不复
返，懂得时间宝贵，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句段，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懂得时间宝贵，
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

教学难点：

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搜集有关朱老先生的资料。

教学方法：

诵读感悟法，读说写结合法。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引出“匆匆”

同学们，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写出了好多珍惜时间、
赞美时间的美文，来抒发自己对时间的感悟，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习朱老先生先生的一篇关于时间的散文《匆匆》。

看老师写课题，请同学们注意“匆”字最后一笔的点不要丢
了。

（板书课题：2．匆匆）

二、初读美文，感知“匆匆”

1、（生齐读课题。）读到这两个字,你的脑海里又会很自然
地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2、刚才同学们想到的是人们急急忙忙，行色匆匆，这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那么，作者是运用怎样的语言让这看不见、
摸不着的、匆匆而过的时间跃然纸上的呢？请同学们打开语
文课本第4页，自由轻声地读课文。

3、读过课文，你心中产生怎样的疑问呢？

（咱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4、你的问题和作者的问题不谋而合。（板：一去不复返？）

5、这个问题在文中出现几次？都在什么位置？

6、作者是以问句开篇，又以问句结尾，这在写作方法上是前
后呼应，这样写的好处是突出中心。

三、精读美文，品悟“匆匆”

1、作者没有直接写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是写这一句“燕
子……再开的时候”

自由读一读。你能看出什么特点？除了排比句，在内容上有
什么发现？

2、除了课文中的事物，你还能举出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按照
这样的句式说一说。（无论是燕子、扬柳、还是桃花，他们
去了，都能再回来，这是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

3、请看屏幕，我把这一句话这样排列，你发现了什么？（像
一首小诗）

4、谁能像朗诵一首小诗一样美美的读，（读出作者对时间的
珍惜之情）

5、读的真美，请同学们接着往下读看看你又会有什么样的体
会？

（作者是为了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6、那么，作者写时间一去不复返与燕子、杨柳、桃花有什么
关系呢？（对比）。正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三者都能
失而复得，而我们的时间却不能，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怎样
的心情？（无奈、惋惜）（板）把这种鲜明的对比读出来吧！



7、一般而言，只有老人才会对过去的时间发生感慨。作者写
这篇文章时大约多大年龄？（20）

8、你是怎么知道的？（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走了。）
你很会思考！作者18出生，1922年写作此文，当时作者24岁
不到，就已经对时间发出了如此感慨。

9、请大家看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把什么比
做什么？（把“我过去的八千多日子”比作“针尖上一滴
水”，把“时间的流逝”比作“大海”。）通过这个比喻，
你体会到了什么？（作者的日子和时间的流比较起来微不足
道。按常理看，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八千多日”？四个就
是90多岁，比较少见了，生活中有几个人能活到90多岁
呢？），但是，作者说：一个“八千多日子”也只是“针尖
上的一滴水”，四个“八千多日子”也只有——（四滴水）。
而且是针尖上的四滴水。和浩瀚的大海相比，太少了，同学
们，请你思考，你的人生里大约有几滴水，现在用了多少了？
（半滴），你感到了什么？（生命太短暂了）。

11、其实，让作者头涔涔而泪潸潸的还不仅仅因为这些，请
同学们默读课文三——五自然段，找出还有什么让作者头涔
涔而泪潸潸的呢？做上标记（生读第四自然段）。

交流我们的疑问理解。（痕迹，游丝，两个赤裸裸）生解答。

12朱老先生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他一问自已？

（在逃去——做些什么呢？）

朱老先生面对匆匆而过的日子，二问自已？（在八千——剩
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过去的日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他三问自已？（我——这呢？）



是呀！到底有没有留下成就呢？他四问自已

（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

难道像蛛丝一样的成就都没有留下就得离开这世界吗？他五
问自已？

（我赤——回去罢？）

愤愤不平呀！他六问自已？

（但不平的——遭啊？）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作者不想赤裸裸的离开这个世界，
不想自已走这一遭。）

（作者不甘愿虚度此生。）（作者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谁能告诉大家，朱老先生此生虚度了吗？（一生交流，一生
补充）。

这正是朱老先生先生感悟人生苦短，时间匆匆，争分夺秒与
时间赛跑，辛勤劳作的结果呀！

14、作者不是直接说：我们要爱惜时间呀！而是把时间当人
来写，它能“跨”，能“飞”，能“闪”，能“溜”呀！简
直是个淘气的小精灵，这样当然更生动、形象了。（生读文）

15、是啊，你再怎么遮挽也是没有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怎
么也留不住它匆匆流去的光阴。（生读文）

16、“斜斜”“默默”“匆匆”“茫茫然”“轻轻悄
悄”“玲玲俐俐”，读起来是那样轻巧婉转，那么无奈惋惜，
我们再合作读------（师读到“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生
接读“于是------”）



四、课内拓展，深化“匆匆”

1、那么，告诉我，你们那四千多个日子又是怎么溜走的呢？
能不能学着朱老先生先生的写法，抓住生活中的小事写一写
自己对时间的认识？做一个小朱老先生，好吗？。

3、作者的八千多个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溜走了，你们的四
千多个日子，张老师的一万四千多个日子，也这样无声无息
地逝去了。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呢。
因为我们也不想（白白地走这一遭啊）。而去这一去不复返
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珍惜时间不能让时间白白溜
走；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学习，长大为祖
国多做贡献，让自已活得更有价值）。

五、课外延伸，升华“匆匆”

1、同学们，我们也可以像鲁迅一样事事走在时间的前面，也
可以像林清玄一样与时间赛跑。这样，当你回首往事时就不
会因虚度光阴而感到羞愧，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悔恨。

2、美文推荐《春》、《荷塘月色》、《背影》、《给亡妇》。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七

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一生写了37个剧
本，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6代表
作有历史剧《亨利四利》、《亨利五世》，喜剧有《威尼斯
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悲剧有《李尔王》、
《哈姆雷特》、《奥赛罗》;正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他的剧作反映了旧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文主义的社会政
治思想。

二、介绍戏剧基础知识。



1、空间和时间要高度集中

相隔千万里，跨越若干年，都可通过幕、场变换集中在舞台
上展现。

剧本中通常用“幕”和“场”来表示段落和情节。“幕”指
情节发展的一个大段落。“一幕”可分为几场，“一场”指
一幕中发生空间变换或时间隔开的情节。剧本一般要求篇幅
不能太长，人物不能太多，场景也不能过多地转换。初学改
编短小的课本剧，最好是写成精短的独幕剧。

2、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要尖锐突出

各种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戏剧则要求在有
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反映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突出。因为戏剧
这种文学形式是为了集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产生
的，所以说，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又因为剧本受篇幅
和演出时间的限制，所以对剧情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必须凝缩
在适合舞台演出的矛盾冲突中。

剧本中的矛盾冲突大体分为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四部分。
演出时从矛盾发生时就应吸引观众，矛盾冲突发展到最激烈
的时候称为高潮，这时的剧情也最吸引观众，最扣人心弦。

3、剧本的语言要表现人物性格

剧本的语言包括台词和舞台说明两个方面。

剧本的语言主要是台词。台词，就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包
括对话、独白、旁白。独白是剧中人物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
愿望时说的话;旁白是剧中某个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从旁
侧对观众说的话。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
人物性格。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
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



合舞台表演。

舞台说明，又叫舞台提示，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
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
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戏
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
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幕(场)的开端。结尾和对
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方招号或圆括号)括起来。

三、故事梗概

《威尼斯商人》以较强的对社会讽刺、批判的态度见称。威
尼斯富商安东尼奥为了成全好友巴萨尼奥的婚事，向犹太人
高利贷者夏洛克借债。由于安东尼奥货款给人从不要利息，
并帮夏洛克的女儿私奔，怀恨在心的夏洛克乘机报复，佯装
也不要利息，但若逾期不还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
不巧传来安东尼奥的商船失事的消息，资金周转不灵，贷款
无力偿还。夏洛克去法庭控告，根据法律条文要安东尼奥履
行诺言。为救安东尼奥的性命，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细霞假
扮律师出庭，她答允夏洛克的要求，但要求所割的一磅肉必
须正好是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准流血。夏洛克因
无法执行而败诉，害人不成反而失去了财产。

四、集体阅读课文，利用手中工具书及书上注释、注解，疏
通字词。

五、布置作业：朗读全文。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匆匆课文教案设计篇八

引导深入读书，体会文字之美，抓住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
课文内容。

通过抓住重点句子，联系自己生活实际，理解课文内容。

通过朗读欣赏文本独特的文学形象，感受作者的心理，背诵
喜欢的部分。

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看作者是怎样描述日子来去匆匆的。

理解作者具体描写“日子匆匆过去”的句子，从中懂得时间
的宝贵。

由于时空跨越较大，人们的语言习惯不同，要把句子读通顺。

一、谈话导入

二、那么文章写了什么匆匆呢

请学生拿起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小黑板出示）

1、作者是如何描写时间这一无形的东西呢？

2、面对流逝的时间，作者有怎样的感受呢？

3、匆匆流逝的仅仅是时光吗？是什么？



三、读课文，合作学习，集体思考

1、指名大声读第一自然段。

（1）师：请一位同学给大家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能让我们
一下子就喜欢这个开头，好吗？（学生朗读）

（2）你喜欢这样的开头吗？为什么？喜欢哪些句子？（说说
你的理由）把你喜欢的句子读给大家听——（生朗读、跟着
读）

（3）齐读：让我们带着无奈和留恋之情，一起朗读第一段？
（板书：时间一去不复返）

2、齐读第二自然段。

（1）齐读，把你喜欢的句子画起来，再说说为什么喜欢？
（生说）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里，没有声音，也没有
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师：抒发了朱自清怎样的感情？（对时间无声无息溜走的无
限感慨）：

3、精读第三自然段

（1）作者在第三自然段具体写出了时间是怎样的去来匆匆和
稍纵即逝的，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谁愿意读这一自然段？
愿意读的同学就站起来读，其余学生边听边思考：朱自清认
为哪些时间是匆匆过去的？请你把相关的词语或句子划出来。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



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
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
日。”

（2）问：作者怎样具体描述日子的去来匆匆？用笔划出有关
词语，分4人组谈感受。抽生答后板书：溜、跨、飞、闪（匆
匆）

（3）想不想再读？配乐齐读。体会作者对时光的留恋和光阴
消逝的伤感。还想读吗？

（4）引导学生积累语言：你认为这些句子写得好吗？愿意再
读读吗？请你们放声读，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5）现在谁能告诉老师，作者认为时间是浪费在做哪些事上？
生回答：（……的时候，从……过去。）

（6）引导学生运用语言：朱自清先生告诉我们：时间就是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溜走的。像以
上所说的洗手、吃饭、睡觉的时间是必要的，可朱自清却认
为这些时间是浪费了，可见他有多么珍惜时间。

是呀，作者为时光匆匆而逝感到痛苦，并发出不甘虚度此生
的呐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时间白
白地浪费了，比如：在……的时候，从……过去。能仿照这
样的写法说几句吗？能写上几句吗？让学生在本子上试写，
然后全班交流。让学生仿照（在……的时候，从……过去。）
的结构说出几句话。

4、默读第四自然段

（2）“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抽小组读然后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作者在第三自然段中具
体地写出了日子是怎样的去来匆匆和稍纵即逝。他甘心这样
度过每一天吗？抽生答。

5、师范读第五段。

（1）学生提问质疑

师：这一段写得美吗，美在哪？你觉得那句话深奥不理解？

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是23岁，他留下了这么优美的篇
章，11、12年后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每个人都应该留下
痕迹。再读这句话，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珍惜时间）
没别的意思吗？（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价值的感悟），带
着这种感悟读这句话：“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作者又一次强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觉得文中回答了吗？
你又是怎样理解的？

生答后小结：

同学们，你们愿意白白走这一糟吗？我们能让一生中最宝贵
的时光在闲聊中，在嬉闹中消磨打发掉吗？学到这里，大家
一定对时间有了许多新的感悟，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悟走进文
本，选择你喜欢的部分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去读吧！

四、总结课文、拓展，有感情地朗读

学了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珍惜时间、珍惜生
命）让我们带着这种心情，一起来朗读课文。

五、学生谈自己的收获

抽生说（2人）（珍惜时间，爱惜时间。抓紧时间好好学习）



孩子们，古今中外有许多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名言。我想，
你现在一定有话想对作者或者对我们在座的老师们说，你想
说些什么呢？用笔写一写，一句两句都行，像格言，像警句
更好，谁先写完就把谁的先展示给大家看。

结束语

《匆匆》这篇课文，我们通过自己朗读、感悟，走进了作者
的心灵，同时也荡涤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觉到了时间的
宝贵，我们要好好利用时间，把握住生命中的每一刻。过好
每一天，因为抓住了今天，你将赢得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