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案教案老王中班(通用8篇)
优秀的初中教案应具有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易于操作的特
点。这些三年级教案范文考虑了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了教
材内容和教学目标。

语文教案教案老王中班篇一

播放歌曲《爱的奉献》

毕生为消除人类的贫穷和疾病而努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
蕾莎修女曾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
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正象歌词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那怎样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
呢?今天我们就随我国当代女作家杨绛一起去回忆一位车
夫——老王，体会一下：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用伟大的爱去
做小事的。翻开课本76页(板书课题)(看题目可知，文章的主
人公是谁?明确：老王。)

杨绛，生于1911年，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她的
丈夫就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
饮茶》等，译有《堂·吉诃德》。

(一)、检查预习(1分钟)

伛攥惶恐滞笨塌败荒僻骷髅愧怍

(二)听录音朗读后，思考以下问题。

a、了解主人公------老王(10分钟)

1、课文介绍了老王的哪些情况?并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生活。

学生回答：职业——蹬三轮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



身体——残疾(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也有病)

居住条件——差(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
屋)

可见老王生活之“苦”

教师引导学生回答：也“苦”，“孤独、无亲，受恶意攻击、
被人瞧不起”。

饱经沧桑、吃尽人间疾苦、凄凉、痛苦等。

3、本文记叙了与老王交往过程中的哪几件事?通过这些叙述
和描写，你认为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请你用一个字来概括老
王的性格。

学生回答：记叙了老王为作者送冰，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
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表示感
谢。

学生回答：老王是一个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的人。他
卑微的身份下，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善良”。

b、了解文中另一个人物------作者(3分钟)

1、你认为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学生回答：“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具体表现在：照顾老
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
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让他白送;关心老王的生活。

1、老王为什么在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这件事体现
了老王怎样的性格特点?这件事是详写还是略写?为什么要详
写?(5分钟)



学生回答：因为老王要报答作者一家对他的关心。知恩图报、
心地善良。详写。因为这件事更能表现老王的善良和他身上
知恩图报的高尚品质。(教师解释：在自己非常痛苦的情况下，
还惦记着别人，还关心着别人，这最能表现他卑微的身份下，
却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所以要详写。)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启发?

要写某个人物，有许多事可以写，如果每件事都花一样的笔
墨来写，那文章可能就会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但如果每件事又都一笔带过，那人物的形象就不会丰满生动。
所以写人，要通过记事，而记事就一定要有详写有略写，最
能表现文章中心的事件要详写，其它的可以略写，这样就做
到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老王临死前给“我”送香油、鸡蛋，那作者从哪几方面来描
写此时的老王?(5分钟)

学生回答：文章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去描写老王。
(教师解释：除了正面对老王进行描写外，作者还写了自己见
到老王时心里的想法《见80页》，通过作者的表现来写老王，
这种描写方法是什么描写方法呢?------侧面描写。作者的心
理活动描写从侧面烘托出老王行动的艰难。)

提问:这一点对你写作有什么帮助?

方法指引2：写人可以从动作、语言、神态等几个方面入手，
除了这些正面描写外，还可以对他进行侧面描写，这样正面
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就使人物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如
在眼前了。

3、老王说“我不是要钱”，为什么最后还收了钱?你觉得这
又体现了他的什么品质?(2分钟)



学生回答：老王怕“我”真的托人给他送钱，平白给“我”
添麻烦。体现了老王的朴实善良。

4、作者一家对老王非常关心、爱护，你觉得除了性格善良之
外，还要有怎样的精神才能做到尊重和关心像老王那样的不
幸者?(4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主要是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提问:看到作者如此关心一个有残疾的车夫,你有什么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
不要觉得你是城里人，你就可以瞧不起乡下人;你不要觉得你
家里比较富有，你就可以看不起穷人。个人由于境遇不同，
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但一个幸运者只有
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作者做到了这
一点，我们做到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观念和
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尊重那些卑微的人那些不幸的人!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多关心弱势群体。

5、对课文结尾一句话，应该怎样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感到惭
愧呢?)(2分钟)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
者有责任关爱那些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帮助改善他们
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
到惭愧。

你知道你的周围有哪些不幸者吗，你是平时怎样对待的?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一个瞎眼的乞丐向诗人雨果乞讨，他
便在乞丐面前的纸牌上写了一句话：“春天就要来了，可我
看不见她!”于是，被感动的路人纷纷把钱放入乞丐的铁



罐......。

我们都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把毕生的精
力都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需要像圣人一样的境界，
这很难做到。可是我们可以和雨果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去做一些触手可及的事情，让有人在无助的时候可以抓住
我们有力的手。

1、这篇课文叙述的事情较多，作者是怎样组织的?文章的线
索是什么?

2、本文表达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

3、揣摩本文的语言，完成课后习题第二题。

4、完成课后习题第三题(要突出老王的心理描写)。

老王

物质生活“苦”

苦

老王精神生活”苦“

善老实厚道关心别人

语文教案教案老王中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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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的生活境况较能为同
学们所了解，但我认为文章不仅仅是为老王而写，老王仅仅
是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秉承良心、良知而行的善良群众的



代表，他们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作者一家，更重要的是，
他们尊重人的尊严，所以，他们会在作者失意、不被人尊重
时，为作者一家人着想，帮助他们。有可能我的观点不为大
众所接受，但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总比教给他们知识重要。

本班学生来自城乡交界地带，父母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个体
户，对于老王这一形象的接受会比较快，估计会对老王这一
形象充满同情与认同。所以，对分析人物方法的考察应该成
为本课的重点。另外，由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陌生，
让他们了解作者对于的不幸的定位，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1、复习并逐步掌握分析人物形象的的方法。

1、培养学生对不幸者的关怀和同情心。

2、对“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一传统思想进行思考。

1、能够根据课文内容合理地分析人物形象。

2、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对课文内容进行评价。

1、重点：分析人物形象；

2、难点：明白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1、了解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2、了解作者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

3、有条件的同学阅读一下杨绛散文集《干校六记》；

4、查阅文中出现的生字。

导入：猜课题



一、朗读课文，整体把握（纠正学生朗读中出现的错误）。

二、分析人物性格

大家对课文的字面意思了解了没有？但是这只是阅读文章的
最低层次。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追求，我们
还要明白这篇文章更深层的内容。比如，能够对人物进行评
价。现在我们就来对这篇文章中的主要人物进行评价。

这篇文章题目是《老王》，很明显，它是一篇写人的散文，
那么，大家认为：

a、老王是什么样的人？

c、老王对作者一家人有什么样的感情？

明确：老王是一位好人，他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虽
然生活窘迫，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
情，讲仁义，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他愿意给作者带
送冰块，车费减半；送先生上医院，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
放心，担心人家钱不够；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
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而老王对作者一家人有感激，报答，还有关心。

老王为什么会感激作者呢？因为她同情老王，给他许多帮助。
比如说：……

这说明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明确：作者也是一位善良、有良心、关心人的人，她有文化，
有修养，同情弱者，对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照顾作者生意，
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王送来香
油鸡蛋，不能让他白送，也给了钱。表现在关心老王生活，
三轮改成平板三轮，生意不好做，作者关切地询问他是否能



维持生活，作者的.女儿也像她一样，知道老王有夜盲症，送
给他大瓶的鱼肝油。作者同情老王的生活境况，很尊重他。

大家对作者的介绍我基本同意。谁知道什么是基本同意？理
由有如下几点：

提示：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会遇到像老王一样生活困苦的人？

明确：之所以不提老王的名字，是因为作者想让人们意识到，
老王是社会上这些生活困苦的人的一个缩影。

在学生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因为
作者是一个幸运者，而老王是一位不幸者，作为一个幸运者，
她为自己为老王做得太少而感到愧怍。

明确：作为一个幸运者，她认为自己为老王做得太少，而作
为一个不幸者，作者受到过老王的照顾和帮助，但自己却无
法回报。所以，作者在文中说她对此感到愧怍。

解释中心：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任何人都会遇到困难，成为时
代的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
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
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

四、总结上课内容。

这节课我们再一次学习了人物分析的方法，其实这也是我们
在写作中描写人物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应该借鉴作者关注
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思想，尝试着用我们的心去关怀
他们，用我们的笔去帮助他们，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更加
美好。

五、课后练习。



语文教案教案老王中班篇三

三、开放探究

阅读荒煤的《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回答文后题目。

元月29日上午9时20分，我来到冰心老人的门前。正要敲门，
却看到上面贴着4个字“遵医谢客”。我不禁犹豫起来，又缩
回了手。后来又想，既然已经来了，进去看老人一眼就走吧，
终于敲开门。冰心老人的女婿陈恕同志接待了我。我走进客
厅，一边脱外衣，一边说：“她要躺着就别动了，我看一眼
就走。”

没想到，陈恕带我到老人书房里去，冰心大姐已经端坐在那
宽大的、好像摆满了盛开的水仙花大桌子面前了，正在给她
的宠爱的大白猫咪喂吃的哩，她和我握手时笑道：“我真没
想到你今天来!”

我仔细地看看大姐，放下心来，她脸色很好，谈话间经常笑
容满面，随时说出一些幽默的语言，使人感到她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真不像进入93岁的老人。

我把一个印有《荒煤文艺生涯60周岁》印记的一个红色塑料
包和一本我纪念周恩来的文集——《永恒的纪念》送给她。
大姐抚摸一下那鲜红的塑料包，高兴地笑道：“这么红!”我
又打开《永恒的纪念》这本书，指着目录告诉大姐，这里都
是我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您就看去年新写的两篇——《你是
怎么想的》与《我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就可以了。大
姐顿时就问：“这是为什么?”我说怕她看多了太累。大姐说，
关于总理，应该多写写，许多事情，年轻人不知道。她接着
就提到她给我编的那本《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写的序言。我
顿时清楚地回忆起老人那句话：“……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
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个人物。”



我终于和冰心大姐告别了，一个多小时的欢聚，却给我带来
许多难以平静的心情。我不能忘却，冰心老人在短短的一瞬
间提到周恩来不能抑制的两次抽泣，我也时时翻翻她那三本
书中许多真诚、乐观、温情、秀丽的文字，我也不禁常常面
对大姐离别时赠我的一张名片发出思考。

这是一张鲜丽粉红色的名片，在右角有谢冰心三个字，下面
直写着1992.10.5。中间是一个一寸见方的烫金的寿字。这是
去年她92岁诞辰时朋友印赠给她的，总共只印了92张，供大
姐赠送给她比较亲近的朋友们;上面还有号码：我得到的这一
张是86号。我当时就感到庆幸，我还不是最后得到这个名片
的人——后来又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念头：这也许
预示着我这个小弟弟至少还可写到86岁。而这张名片的背面
却印了冰心老人的手迹：“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我反复读着这句话，我才觉得有一点领悟：冰心大姐之所
以“从来不觉老”，就是因为她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心，爱祖
国，爱人民，爱那永远耕耘不息的文学园地，爱朋友以至一
代又一代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因而她也有了一切：祖国和人民
的信赖、尊敬，永远有待开拓的文学事业对她不尽的期待，
朋友和孩子们对她的热爱和敬爱!

1.文中写冰心老人提到周总理不能抑止的两次哭泣，反映了
什么?

2.“我也不禁搂住大姐的肩头，感到了一阵泪光闪耀在眼
前……”的含义是什么?

4.冰心老人还想再写两篇文章，表现了老人怎样的精神?

5.画线句子运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表现了作者什么品质?

6.“我才觉得有一点领悟”作者领悟了什么?



7.你读过冰心的哪些文章，给你什么感受?

参考答案：

1.反映了冰心老人对周总理那种真挚的感情。

2.和冰心老人情感产生共鸣，深情缅怀总理。

3.总理把爱全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人民无限爱戴他。

4.从不觉老，永不停笔，热爱永远耕耘不息的文学园地。

5.排比。真诚、谦虚、热爱事业

6.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7.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