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优秀8篇)
理想是人们追寻真理和摆脱困境的动力，它引导我们不断前
行。怎样做到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追寻自己的理想？这是
一份关于理想生活的心得体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一

知识与技能

在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学习语文，运用语文。

过程与方法

培养互相协作的精神，提高探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对野生动物有更直接、更具体的了解，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

【教学重难点】

重点：

难点：

【导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传唱的是个女孩和丹顶鹤之间的动人故
事，故事里的女孩已经不在人世，但每当这支歌响起的时候，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女孩保护丹顶鹤的壮举。野生动物需
要我们的保护。今天我们学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保护野生动
物。

二、资料交流与展示。

1、导入：一段优美的音乐声，仿佛将我们带入自由、欢快的
动物王国之中。在那里，物种与物种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无论哪一个物种的灭绝都会给其他物种带来影响。因此，
对每一个物种，不论大小、美丑，我们都应该保护。

(可以图片、照片、文字或光盘形式呈现资料。)

3、归纳小结：同学们谈了我国及世界野生动物的现状,形势
不容乐观。

三、讨论与探究

1、老师也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了调查，请同学们看屏幕。（出
示，藏羚羊、白鳍豚图片。）（配音插入语:目前我国野生动
物的情况非常严峻，生活在青海可可西里高原的藏羚羊前还
有几十万只，现在已不足7万只，并且每年还要被猎杀两万只；
生活在长江里的白鳍豚前还有400头，现在已不足20头。）

一些野生动物甚至濒临灭绝，让我们不禁要追问，造成这样
严峻现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小组讨论探究造成这样严峻现实的原因。

2、请同学们听一段录音，这里以一只小鸟作为所有野生动物
的代言人，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造成它们生存危机
的答案。(点拨：看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
无知与自私。是人类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的追求。而动物所
面临的生存问题，也正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学生四人小组进行讨论老师及时指导他们进行分析、归纳。

4、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更需要人人自觉树立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一些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感
人故事。请学生说故事。

四、从我做起,保护动物

1、让我们拿起笔来为保护野生动物写一个小标语，献出一份
力所能及的爱。

2、组织学生交流，评价。

3、小结：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态
度，关注生态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自己。让我们行动起来，
关爱生命，善待动物。不断致力于建设人与动物之间尊重、
平等、和谐关系。同享一片蓝天，共建美好家园。

五、课后学习：

1、阅读《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2、每个小组展开各种形式的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活动。（可
以是壁报、手抄报、电脑小报，宣传栏、广播讲演等形式）。

雷真民

[语文实践活动：保护野生动物的一次活动导学案（苏教版七
年级语文下册）]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学习生动形象地描述人、事、物。

过程与方法：探究文本，思考讨论，实践提升。

情感态度价值观：学会与人正确交流，提高交际能力。

重点：培养口头表达时语言生动形象

难点：学会生动形象地描述人、事、物

突破策略：创设情境、整体感知、学生质疑探究、师生合作
探究、拓展延伸

课前准备：多媒体

一、激趣导入：

生：“春天来了，可我看不见它。”引发人的同情心。以情
动人。

生：春天很美，盲人却看不见。

师：是啊，春天，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多美的世界。可惜
在盲人的眼里却是一片漆黑，这不能不令人顿生恻隐之心。
这其实就是“话须形象才动人”（板书）

二、感受理解：

师：同学们再欣赏一幅图片。（教师出示罗中立的美术作品
《父亲》）

师：说说感受

生：我看到了一幅苍老的脸庞，历经风霜，脸上有许多皱纹。
我还看到一双目光有些呆滞的眼睛，却显得很深邃。



生：那双粗糙的手上捧着碗，土黄色的，令人感到生活的艰
辛与无奈。

生：眼里隐含痛苦、悲伤。又似乎藏着无尽的欣慰，永不熄
灭的爱的光芒。

师：同学们翻看教材p115，比照文中的描述。

师：男生朗读该段文字，声音放低，深沉一些。

男生读

师：这段描述给你怎样的感受？

生回答。

师：作者何以能将父亲形象描述得如此深刻、感人，又充满
悲情？

学生讨论、回答，教师初步归纳：

观察仔细，语言生动形象。

师：老师还想讲个小故事。说一群旅客去杭州春游，旅游车
行驶在钱塘江畔，透过车窗，座落在月牙山上的六合塔闪过
眼际的时候，导游介绍六合塔景点这样说“六合塔是一座塔，
是纪念名叫六合的塔……”

师：这样的介绍好不好？

（学生回答。如：语言贫乏，所以我们印象不深；无趣，无
法打动人。涉及的知识很少，觉得不满足。）

师：那好，看教材p115，看看描述太湖的导游词。女生朗读，



声音亮一些，抒情语气浓一些。

女生读

师：什么地方打动你们？

（学生思考回答。参考：1、动词运用如“绕、托、伸、
咬……”，化静为动，将太湖美景描写得动感十足，如诗如
画，十分精彩。2、“山如青螺伏水，水似碧海浮动”一句，
对仗工整，富有音韵，读来琅琅上口。听来铿锵悦耳。3、与
《巍巍中山陵》“城如潜蛇，山如伏鳖”有异曲同工之妙。）

师：以上两段描述为什么如此生动形象，能够打动人、吸引
人呢？

讨论归纳：

1、紧扣人或事物的特点，力求形象感、立体感。

2、景语和情语融会，充满美感和神韵。

3、语言生动具体，造成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感其情的效
果。

4、观察仔细，展开想象。

三、实践演练：

师：接下来，再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出示黄鹤楼图片）

师生齐诵“观其耸构……”一句。

师：同学们分成四人一小组，结合《黄鹤楼》，设置情境，
用最合适、最生动、能以情感人的话编写导游词。注意分工
明确，一人揣摩游客心理；一人查找有关黄鹤楼的奇闻轶事；



另外两人组织语言。

（5分钟后，每组推荐一名学生代表发言）

举例：a、大家好，我是旅行社的导游小李。黄鹤楼有一个传说
故事：古时候，有个姓辛的人在黄鹤山头卖酒度日，一天，
有个衣衫褴褛的老道蹒跚而来，向他讨酒喝，辛氏虽本小利
微，但为人忠厚善良，乐善好施，他见老道非常可怜，就慷
慨应允。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辛氏则有求必应，这样过了
一年多。有一天老道忽然来告别说：“每日饮酒无以为酬，
只有黄鹤一只可借，聊表谢意。”说罢，他拾起地上的一片
桔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招，
黄鹤便会下来跳舞，为酒客助兴。”说完后老道就不见了。
辛氏拍手一试，黄鹤果然一跃而下，应节起舞。消息传开后，
吸引了远近的游人都来饮酒，酒店的生意大为兴隆，辛氏因
此而发了财。十年后，老道突然出现在酒店，对辛氏
说：“十年所赚的钱，够还我欠的酒债吗？”辛氏忙道谢，
老道取下随身携带的'铁笛，对着墙上的黄鹤吹起一只奇妙的
曲子，黄鹤闻声而下，载着老道飞走了。这个故事给黄鹤楼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b、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游遍天下旅行社”的导游员小陈，
在这里我对大家光临武汉市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接下去的时
间里将由我为各位提供导游讲解服务，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
各位的行程，使大家在这次旅游活动中感到开心愉快。

好，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去参观武汉市最有特色的景点黄鹤
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23年，至今
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屡建屡毁，现在的黄鹤楼
于1981年重建，85年落成的。名字的来历可见《图经》。悠
悠岁月已抹去了绝大多数历史的痕迹，历代文人的悲欢离合
早已烟消云散，唯有巍峨的黄鹤楼以及滚滚的长江水为那过
去作出无言的旁证。现在大家所看见的前面这幢高大雄伟的
建筑就是黄鹤楼，它以号称天下绝景而名贯古今，蜚声中外，



它与江西滕王阁、湖南岳阳楼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楼
阁”。关于黄鹤楼的雄伟，曾经有这么一个趣闻，说是湖北、
四川两地的客人相会在江上，攀谈间，竞相赞美自己的家乡，
四川客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
客人笑道：“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插在云里头。”惊得四
川客人无言以对。当然，这个故事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黄鹤
楼确以壮丽的景观，动人的传说及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着中
外游人。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到黄鹤楼的里面去看看吧……

师：说的很精彩，很诱人。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聆听。百闻
不如一见，有机会，同学们可以亲临现场一睹其风采。

四、当堂训练：

请向你的同学形象地描述你所见过的一处景物或你熟悉的一
位人物。

五、当一次导游：

为外地来兴化的游客做一回导游，向他们生动地介绍四牌楼
或板桥故居。

学生完成训练。

师：话须形象才动人。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锤炼自己
的交际用语。让别人觉得与你交流，可以获得一份愉悦，一
种轻松，甚至是幸福。能够提升你的交际能力，从而成为一
个谈吐出众，极富魅力的人。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三

知识与技能



明确介绍人、景、事要形象生动。

过程与方法

学会在讲话中形象生动地介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会大声、大方与人交流。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会大声、大方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与人交流。

难点：学会大声、大方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与人交流。

【导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艾青也说过：“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
富有人情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在口语交际中，需
要质朴，也需要华丽。当需要向听众介绍人或事物，特别是
自然景物时，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可使描述更具感染力，有
助于提升人与人的交际效果。因此，我们说话须形象才动人。

解题：语言生动形象是指说出来的话具有立体感，更具魅力。

二、目标出示：

1、明确口头描述人、景、事要形象生动。

2、学会在讲话中形象生动地进行介绍。

3、学会自信、大方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自学要求：

1、结合下面两幅图，仔细阅读教科书p115的短文，说说关
于父辈的演说词及导游词给我们的启示。

2、口语描述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请大家描述一下父亲形象

明确：这是一张忠厚善良、朴实慈祥的老人的脸。在那一道
道深深的皱纹中，仿佛隐藏着一生的忧患、劳苦和辛酸，黝
黑的老年斑、苦命痣，不知凝结了多少人间的艰难；眼睛有
些昏花、呆滞，但却深邃、安详，没有悲伤和怨恨，有的却
是无限的欣慰和期待。你看，他这双勤劳的大手，青筋罗布，
骨节隆起，虽然粗糙得如干裂的树皮，但却很有力量。他把
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满腔心血都交给了我们祖祖辈辈劳作生息
的土地，交给了正在成长发育的儿女子孙。（辛劳者的形象）

古铜色的老脸，艰辛岁月耕耘出的那一条条车辙似的皱纹，
犁耙似的手，曾创造了多少大米、白面？那缺了牙的嘴，又
扒进多少粗粮糠菜？他身后是经过辛勤劳动换来的一片金色
的丰收景象，他的手中端着的却是一个破旧的茶碗。

四、看图说话

教师语：看来，把话说活的方法还真不少，下面我们就来实
际运用一下

1、看图说话

教师语：请用几句生动形象的话描绘一下你所见到的画面！

（多媒体展示）风景画二幅：春暖花开、黄山云海



（学生看图，自由发挥）

2、看“图”说话

教师语：用精妙的语言描绘你自己的照片（课前让学生自带
一张自己的照片）。

（1）老师先作示范，请学生评价老师的介绍

（2）学生在实物投影上展示自己的照片，并用最精妙的语言
来描绘它。

五、学做导游

请你做导游带我们去一个你所见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最美的景
点，并用形象的语言来介绍它，好吗？（要求150字左右）

1、多媒体展示：“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是身在仙山妙
境……”（见课本）

2、归纳写导游词的要点。

3、学写导游词。

4、打上投影，全班交流。

六、真情告白

教师语：美丽的景色加上同学们的精妙介绍，真让人流连忘
返！

友情提醒：

1、事件叙述要完整



2、要重点突出，凸现主题

3、注意谴词造句，力求生动形象

4、有真情实感，以情动人

5、有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学生各自准备，四人小组交流，全班请几位代表交流）

七、教师小结：

看来，同学们都很坦诚，对父母都有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情需
要告白，你们懂得爱，付出爱，这让老师万分的欣慰。最后
送给大家三句话：

把书读透，把话说活，把人做好

做到这三点，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

雷真民

[口语交际话：须形象才动人导学案（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下
册）]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反思

《口语交际—话须形象才动人》是一节关于口语交际的方法
学习及练习的活动课。主要学习目标是学会抓住人或事物的
特征，运用多种方法把话说得形象生动，提升学生交际能力。

课前小活动“我来描述你来猜”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
情，引发学生对语言表达效果的关注。课堂上，通过视频、



音乐、图片等形式为学生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采用白
板设备中探照灯、批注等功能引领学生探究文本，强化认知；
教学过程突出对方法的.学习，突出学生的参与练习，使学生
学会在讲话中锤炼自己的语言，运用多种方法把话说得形象
生动。另外，板书比较形象，知识点一目了然，便于学生理
解。

锤炼语言的方法相对容易学习，真正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却
非一朝一夕，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继续关注学生口语
交际能力的培养。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自信、大方地与人交流，
说出来的话富有感染力。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五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仔细观察动物特点，抓住特点介绍动物。

2、运用准确、生动的语言介绍动物。

能力目标：

1、通过阅读“写作短文”，训练学生筛选和捕捉文本的能力。

2、通过回顾所学课文，从理解积累上升到运用。

情感目标：激发我们关爱动物、保护动物的热情。

二、教学重难点：运用准确、生动的语言介绍动物。

三、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第四单元向我们介绍了漂亮、驯良、乖巧的松鼠，
具有“音乐天赋”的金龟子，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阅读这些
课文，激发了我们关爱动物、保护动物的热情。相信，同学
们也一定有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今天这堂课，就请同学们来
说说你喜爱的小动物。

二）、猜一猜：

1、学生说：请就你最喜欢的动物说上一段话。要求：1、介
绍中不能出现动物的名称。用“它”来替代。2、请抓住动物
的特征介绍。

2、学生说，同学猜写的是什么。

三）、方法指导：

明确：仔细观察，深入研究。

再问：观察什么？按什么顺序观察？

明确：形态、动作、习性

由外而内，由形到神

2、如何应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来介绍动物的特点？

我们在抓了动物的特征之后，就要来考虑如何写的问题了。
第四单元这几篇说明小动物的文章都把小动物写的准确生动
形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本。

请同学以《松鼠》为例来找例子。



学生积极发言，教师做一定的指导。

明确：修辞手法的运用

动词、修饰限制性词语的准确运用

说明方法的运用

感情的倾注

四）、动手写自己喜爱的小动物

要求：1、文段中不能出现小动物的名称。

2、抓住动物的特征，先总说，后分说。

3、请用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来介绍

五）、学生展示（互评）

六）教师小结：今天这堂课我们从语言的角度学习了如何抓
住特点准确生动形象地来介绍动物，但可以说，就“抓住特
点介绍动物”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还有待学习更多的方法。
学无止尽，还需要我们更加努力。老师期待着你们更好的习
作。谢谢大家！

谭义专

[抓住特点介绍动物教学设计(苏教版七年级下册)]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六

学习目标：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3.运用表现人物精神的写法，妙笔成文。

学习重难点：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学习课时：两课时

学习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预习导学：

同学们，无论是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能给我们留下深
刻印象的人物，不仅有着其独特的外在特征而且还有着其内
在的特质--精气神。也许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出好朋友的样貌，
写出他的外在特征并不太难，但你能写出他的性格与气质吗？
以《我的好朋友》为题，写一个200字左右的片段。（提
示：1、注意，这次重点是要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气质。2、



可以借助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手法，注意在细节描写中展
现他的性格品质。）

写作栏修改栏

课堂学习：

一、预习展示，互动评议。

1.小组推荐代表分享片段；

2.师生互动评议（提示：评价要围绕片段中的感悟来谈）。

二、自主学习

（一）回顾一下，本单元各篇课文各写出了其中人物怎样的
精神风貌、性格品质？填写在下表中：

《邓稼先》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回忆鲁迅先生》

《孙权劝学》

通过填写上表，给我的写作启示是：

（二）回顾课文，初探写法

1、《邓稼先》一文主要写了哪些事例？分别表现了邓稼先什
么样的精神品质？

2、《邓稼先》一文当中，作者拿和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邓
稼先、、等优秀品质。



3、《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作者萧红对鲁迅先生进行了、

、、等细节描写，着力表现了鲁迅先生、等精神品质。

4、《孙权劝学》一文，是对吕蒙的正面描写，

对吕蒙的侧面描写，表现了吕蒙的性格特点。

5、再次找出这一单元所学几篇课文当中抒情议论的语句，体
会其表达作用。

三、范文赏析，再探写法

1、范文赏析

这样的人让我难忘

这样一个深秋，天暗得早。

小路上没有霓虹，只有广阔夜空中一弯清冷的月亮散发着幽
幽的光，只有一阵冷风吹过，飘下满地的落叶，与风一同在
街边旋转着。

我就这样一直走着，一直低着头走着。直到我感觉到一丝微
弱的亮光照亮了路，才缓缓抬起头来。前面是一个模糊的身
影，佝偻着。他背对着我，正咳得厉害，旁边是一个比他大
得多的地瓜炉子，火膛里闪着红光，上面用厚厚的花格子布
捂得严严实实。等我走近了，那人才长舒了一口气，慢悠悠
地转过身来。

微弱的光下，他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且乱七八糟，有点像鸟
窝里的干草。沟壑纵横的一张脸，黑黝黝的。下面是麻秆儿
一般粗细的两条腿。

老人见我看他，也就盯着我，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忽然咧开



嘴乐了：“同学，买地瓜不？”一口方言，听起来很温暖，
我点点头，老人掀开花布，一股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看
看四周，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卖东
西，他只是麻利地称着东西，笑而不答。

直到有一天，我回来的稍晚了一些，远远地看到一个脏兮兮
的小孩站在老头的面前，仰头望着老人从炉子里挑出两个最
大的地瓜递给他，小孩用衣服兜着冒着热气的地瓜飞快地跑
向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隐约躺着一个女人。

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老人那日的笑而不答……

花落花开间，又过了几年。还是这样一个深秋，还是那个熟
悉的角落，却再也闻不到地瓜的香甜，那对耐人寻味的母子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见了踪影，但多年前的那个佝偻的瘦小
身影，那一口温暖的地方口音，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却让我难
忘。

现在，心中的这些记忆，即使在清冷阴寒的深秋，也仍会散
发出丝丝温暖。2、再探写法：

（1）说说例文主要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写出了这个人什么
样的精神品质？

（2）品读例文，在文中找出体现人物精神品质的句子，并做
出批注。

四、我能总结归纳以上学到的写作方法：

1．抓住典型事例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的精神风貌。

2．借助一些写作手法来加以突出、强调。如对比、衬托、正
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等，都可以起到揭示和突显人物精
神的作用。



3．借助一些抒情、议论的句子，对人物的精神品质进行点睛
式的概括。

4．写好环境，以景写人：因为人物的言谈举止、神情心态只
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表现个性的意义。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运用学到的方法修改自己的和同伴的片段并说出修改理由。

2.评价自己的和同伴的作文是如何体现人物的精神品质的。

3.运用表现人物精神的写法完成习作。

课堂学习：

一、完善片段，再次分享。

通过上面的学习，我能用学到的方法把自己的写作片段修改
的更出色。

1.生自评自改。

2.互评互改。

3.展示交流（也可以交流修改片段时内心的感受，如成就感、
快乐感、幸福感）。

二、运用写法，妙笔成文。

以“这样的人让我________”为题，自定中心，写一篇不少
于500字的作文。提示：1．先补全题目。填写一个能体现自
己情感态度的词语。



2．“这样的人”可以是你熟悉的人，比如你的同学、邻居，
也可以是陌生的人，比如路人、新闻报道中的人；可以是某
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某一类人。

3．“这样的人”应该是具有某种精神品质，或代表某种风气
的人。要着眼于个性、品质去描写，写出你的情感倾向。

学习后记：

这节课的学习，我有收获的欣喜，也有不足需要改进，我想
把它记下来与大家分享

王新萍

[写出人物的精神--部编本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文导学案]

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1单元写作：观察人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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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七

学习目标：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3.运用表现人物精神的写法，妙笔成文。

学习重难点：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学习课时：两课时

学习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学习抓住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的写法。

2．学习借助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等手法来加以
突出、强调人物的精神。

预习导学：



同学们，无论是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能给我们留下深
刻印象的人物，不仅有着其独特的外在特征而且还有着其内
在的特质--精气神。也许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出好朋友的样貌，
写出他的外在特征并不太难，但你能写出他的性格与气质吗？
以《我的好朋友》为题，写一个200字左右的片段。（提
示：1、注意，这次重点是要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气质。2、
可以借助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手法，注意在细节描写中展
现他的性格品质。）

写作栏修改栏

课堂学习：

一、预习展示，互动评议。

1.小组推荐代表分享片段；

2.师生互动评议（提示：评价要围绕片段中的感悟来谈）。

二、自主学习

（一）回顾一下，本单元各篇课文各写出了其中人物怎样的
精神风貌、性格品质？填写在下表中：

《邓稼先》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回忆鲁迅先生》

《孙权劝学》

通过填写上表，给我的写作启示是：

（二）回顾课文，初探写法



1、《邓稼先》一文主要写了哪些事例？分别表现了邓稼先什
么样的精神品质？

2、《邓稼先》一文当中，作者拿和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邓
稼先、、等优秀品质。

3、《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作者萧红对鲁迅先生进行了、

、、等细节描写，着力表现了鲁迅先生、等精神品质。

4、《孙权劝学》一文，是对吕蒙的正面描写，

对吕蒙的侧面描写，表现了吕蒙的性格特点。

5、再次找出这一单元所学几篇课文当中抒情议论的语句，体
会其表达作用。

三、范文赏析，再探写法

1、范文赏析

这样的人让我难忘

这样一个深秋，天暗得早。

小路上没有霓虹，只有广阔夜空中一弯清冷的月亮散发着幽
幽的光，只有一阵冷风吹过，飘下满地的落叶，与风一同在
街边旋转着。

我就这样一直走着，一直低着头走着。直到我感觉到一丝微
弱的亮光照亮了路，才缓缓抬起头来。前面是一个模糊的身
影，佝偻着。他背对着我，正咳得厉害，旁边是一个比他大
得多的地瓜炉子，火膛里闪着红光，上面用厚厚的花格子布
捂得严严实实。等我走近了，那人才长舒了一口气，慢悠悠
地转过身来。



微弱的光下，他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且乱七八糟，有点像鸟
窝里的干草。沟壑纵横的一张脸，黑黝黝的。下面是麻秆儿
一般粗细的两条腿。

老人见我看他，也就盯着我，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忽然咧开
嘴乐了：“同学，买地瓜不？”一口方言，听起来很温暖，
我点点头，老人掀开花布，一股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看
看四周，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卖东
西，他只是麻利地称着东西，笑而不答。

直到有一天，我回来的稍晚了一些，远远地看到一个脏兮兮
的小孩站在老头的面前，仰头望着老人从炉子里挑出两个最
大的地瓜递给他，小孩用衣服兜着冒着热气的地瓜飞快地跑
向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隐约躺着一个女人。

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老人那日的笑而不答……

花落花开间，又过了几年。还是这样一个深秋，还是那个熟
悉的角落，却再也闻不到地瓜的香甜，那对耐人寻味的母子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见了踪影，但多年前的那个佝偻的瘦小
身影，那一口温暖的地方口音，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却让我难
忘。

现在，心中的这些记忆，即使在清冷阴寒的深秋，也仍会散
发出丝丝温暖。2、再探写法：

（1）说说例文主要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写出了这个人什么
样的精神品质？

（2）品读例文，在文中找出体现人物精神品质的句子，并做
出批注。

四、我能总结归纳以上学到的写作方法：



1．抓住典型事例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的精神风貌。

2．借助一些写作手法来加以突出、强调。如对比、衬托、正
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等，都可以起到揭示和突显人物精
神的作用。

3．借助一些抒情、议论的句子，对人物的精神品质进行点睛
式的概括。

4．写好环境，以景写人：因为人物的言谈举止、神情心态只
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表现个性的意义。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运用学到的方法修改自己的和同伴的片段并说出修改理由。

2.评价自己的和同伴的作文是如何体现人物的精神品质的。

3.运用表现人物精神的写法完成习作。

课堂学习：

一、完善片段，再次分享。

通过上面的学习，我能用学到的方法把自己的写作片段修改
的更出色。

1.生自评自改。

2.互评互改。

3.展示交流（也可以交流修改片段时内心的感受，如成就感、
快乐感、幸福感）。



二、运用写法，妙笔成文。

以“这样的人让我________”为题，自定中心，写一篇不少
于500字的作文。提示：1．先补全题目。填写一个能体现自
己情感态度的词语。

2．“这样的人”可以是你熟悉的人，比如你的同学、邻居，
也可以是陌生的人，比如路人、新闻报道中的人；可以是某
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某一类人。

3．“这样的人”应该是具有某种精神品质，或代表某种风气
的人。要着眼于个性、品质去描写，写出你的情感倾向。

学习后记：

这节课的学习，我有收获的欣喜，也有不足需要改进，我想
把它记下来与大家分享

王新萍

[写出人物的精神--部编本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文导学案]

在山的那边教学设计篇八

学会抓住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教学重难点】

重点：抓住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难点：抓住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导学过程】

一、学生自学“观察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二、教师引导：结合第一单元的《一面》、《童年的朋友》
《我的老师》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抓住人物特征进行描写”
的方法。

三、选取第一次作文中的肖像描写的优秀片断，让学生自己
读，然后教师引导学生点评。

1、五位同学的学生作文中的外貌片断描写（即第一次作文课
布置的作业）

2、教师引导学生一一进行点评，指出每一篇作文的优点与缺
点。

四、请一位普通话较好的学生朗读作文《老师的目光》。

老师的目光

老师的目光,有时让人害怕,有时让人高兴,有时令人伤心,有
时让人充满力量.老师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教室里静悄悄,只听见老师在黑板上沙沙的写字声。我们正在
教室做数学题目,题目很简单,我很快就做完了.这时有的同学
发出信号,我便把书本移了过去,好像很害怕被老师发现,当我
回头的时候,有一双利箭似的眼睛正看着我,我好害怕,我把本
子收回来了。这时老师的目光多吓人啊!

发语文卷子了,我提心吊胆地做在座位上,恭候老师读分数。
当我听到“邓琴琴69.5分”时，老师那和善的眼睛立刻向她
投去了和善的目光,她高兴极了,飞快的从老师手中接过卷子,
老师笑了,她也笑了。这时老师的目光多好看呀!



大扫除开始了,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把教室的靠边的一扇窗
户擦干净，我接过抹布“呼”的跳上窗台，完成老师交给我
的光荣任务。透过玻璃，看见外面同学们正在忙忙碌碌地干
活，老师还和他们在一起干活。，我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
放出了耀眼的光，这时，老师还夸奖我呢！

老师的眼灯睛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星星。

它，就是我们心中的航标。

教师进行重点讲评。

1、这位同学主要写了老师的眼睛，围绕眼睛写了三件事，有
详有略，前两件事略写，第三写擦玻璃是详写。

3、她的这篇作文，在结尾时，恰当地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
对老师的眼睛进行了总结：“老师的眼睛是闪烁着智慧光芒
的星星。它，就是我们心中的航标灯。”这与大家小学时常
用的结尾方式不同，她未没有用“老师的眼光是多么的可爱
呀，多么的和蔼呀，我是多么喜爱老师呀”这种方法。同学
们，今后在写作时应该注意学习这种方法。

五、实际练习。

看教材“观察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的第2个作文题目，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作文的构思练习。

1、问：如果你在完成这一题目时，第一步应当做什么？（将
题目补充完整。）

2、教师提问：如果你要写这样一篇作文，你将怎么样来完成？
（学生讨论，要围绕人物个性来写。）

教师举例：



（1）同学们先读读外貌描写的文字。

（2）为什么要描写王熙凤的外貌？（因为这个人打扮与姑娘
们不同，作者抓住了人物的牲进行描写。）

（3）练习朗读王熙凤的所有语言，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4）从“携、送、拭泪、拉”这些动作的描写中，王熙凤给
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上点著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
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
单里拿出来，伸著两个指头；大侄子上前问道：\'二叔！你
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
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
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的摇了几
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妇抱著儿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
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惦念？\'他听了这话，两眼闭著摇头。
那手只是指著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老
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赵氏分开
众人，走上前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
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
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
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教师引导分析文章是如何通过神情、动作来写的吝啬形象的

3、学生作文

侯晓旭

[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1单元写作：观察人物特点，写出
人物个性导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