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训练教案(通用8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还需要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设计合
适的教学方法和活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些大班教
案范文，它们涵盖了不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应用。

高二训练教案篇一

一篇记叙文的重点是同立意(主旨)紧密相联的。重点如何确
立?命题作文中，题目往往给所写文章的“选材和立意”作的
限制;材料作文中，通过“材料”，命题者也给作文的“立
意”作了限制，即立意只能从选材中来。当立意定下来后，
则文章的重点也就定下来了，无论你选择什么材料，你都需
为立意服务。重点往往也来自于对“立意”的推敲当中。

当下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现在拥有什么?是什么场景触发我需要
“珍惜”当下的状况的?在这一类记叙文中，对“当下的场景、
所遇到的场景”的对比描写，应是文章的重点所在，这样才
能突出“珍惜”的原因，从而把握文章的重点。

高二训练教案篇二

在记事、写人、状物的文章中，叙述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在
介绍人或事物变化为主的文章中叙述的作用更大，甚至有的
文章专以叙述为长。我们本讲选的优秀作文《男班长，女班
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章中描写部分很少，介绍事件
发展过程的叙述占了很大的篇幅，如开头对男女班长来自何
方的介绍，女班长对男班长的观察，正副班长必须合作的现
实，以及同学们的揶揄，思想的顾虑，同学开玩笑不
断，“收到副班长纸条”，到结尾“男女班长仍然合作着处
理班里的事务”。这篇文章用很短的篇幅，以叙述为主，把
一波三折的事件按发展轨迹清晰有序地介绍出来。对发展过
程虽是梗概地介绍，但文章的思想内涵却非常丰富，也可以



说在写法上是比较巧妙的。

叙述在按事件发生发展、人物经历的时间来划分，可以有顺
叙，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我们在写文章时，可以根据
表达的需要去选择叙述的方式。

描写是对人物，事物和环境所作的具体的描绘和摹写，描写
是再现描写对象状态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需要采用绘声绘
色的办法，把事物的状貌、神采和动态，具体地、真切地饱
含情意地勾画出来。写人要使其声可闻，其容可睹;写物要使
之可见，可闻，可触，可感;写景要意境鲜明，使读者产生仿
佛置身其间的幻觉。

在我们学过的课文中，传神的描写是很多的。如《天山景物
记》中对天山深处的描写，“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变
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凝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
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的两岸，满
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绵
延的织锦那么华丽，象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
那么绚烂。”这段描写抓住山色、溪流、野花这三种最能表
现天山特点的事物，重彩浓墨，绘声绘色地把天山美景表现
出来。既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也增添了作品的文采。我们
在作文时，如果能恰当地运用描写来表现形象，借以表达某
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文章的感染力就一定能有所增强。

叙述和描写在记叙性的文字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表现方式。叙
述着重于一般情况过程的交待，描写则着重形象的描摹和刻
画;如果说叙述是纵的绵延，那么描写便是横的扩展。一篇文
字若无叙述，就会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描写，则会干瘪枯燥，
毫无生气可言。

实际上，成功的作品中，常常是叙述与描写交错在一起的。
我们所选优秀作文，《奶奶与花》就是叙述与描写交融在一
起的，近似于一线串珠式的一篇记叙文。



文中以时间为序，先从小时候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叙述开始，然后再描写人物行为语言、花的形态、气味。从
而表现我“深深地爱上花”的过程。接着叙述自己病中见到
花的情景，描写花的形态，写出自己感受到“花能给人一种
强盛的生命力”。接着是叙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认识
愈来愈深”又通过对“死不了”“仙人球”的描写，感悟
出“花，让我感到一种无尽的生命力，一种明亮的期望”。
第五自然段叙述自己养花的过程。这里又运用描写的方式，
描绘出花园的美丽，各种花的特点，表现出花可以陶冶情操
的作用。这段描写是比较突出的，描写了花的各种色彩，各
种形态，用排比、比喻的手法绘色绘形，有丰富的想象力。
为了把文章写得曲折有致，第七段、第八段叙述搬进高层楼
房前、后我与奶奶对花的珍爱，对小花园的怀念，这里又有
对人物的心理、动作的描写，为“小花园”遭到破坏，我和
奶奶沉痛心情做了铺垫。

这篇文章用叙述的方式。介绍了事件发展曲折过程，使文章
头绪清楚，脉络分明，重点环节突出。这是文章的一条线。
在每个重要环节上，作者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人物的行为、
场景、物态，内容丰满。叙述和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
刻地表达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在作文时，恰当地运用叙述与描写，做到有机结合，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一、要熟练掌握叙述与描写的功能，注意二者之间互相依存、
互相交通的关系。根据作文内容和思想表达的需要，交错运
用。

二、在描写范围比较大、内容比较丰富的地域景物或事物状
貌时，(例如《天山景物记》等一些游记式的文章)需要有一
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有一个逐步转移、推进的过程，那么这
个线索或过程就要依靠叙述来表现。如我们常讲的“移步换
景”的写法，其中对“移步”的交代，往往需要叙述。用时



间推移来描写事物或人物的发展变化时，对每个阶段的交代，
一般也是要运用叙述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描写的条理性
要依靠叙述来体现。

三、在写故事情节比较强文章时，人物的语言，行动往往是
构成情节的重要因素、情节又要依靠叙述来展开，这就需要
描写人物语言行动与铺叙故事情节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要把
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中，或把描写融化在叙述情节中。我们
仔细玩味一下作文《奶奶与花》，其中有些地方就是把描写
与叙述这样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就应当多选读一些优秀作文或名家的文章，刻意体味一
下的相依关系，学习二者的结合形式。使自己的作文能更加
条理清晰，情节曲折跌宕，内容丰富有致，更具有感染力。

优秀作文开头常见写法

作文开头的常见方法作文的开头是非常重要的，它对理清思
路、引出下文、凸现文章的中心，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开头
要引人入胜，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

记叙了同学们帮洗鼻血这样一件事，从而揭示了同学们互相
关心，团结友爱，生活在集体中多么幸福。这一中心。开头
的方法，还有很多，像引用法，叙事法，故事引入法，提出
问题法等等，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文章要行选用不同的开
头方法，即使是同一篇文章，也可以有不同的开头方法。你
看，同样一篇文章就有不同的开篇方法。因此，一篇文章怎
样开头，采用哪种方法，一定要从文章中心表达的需要出发，
适应不同体裁的特点做到新颖明快，言简意赅。俗话说，良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只要掌握作文开头的方法和技
巧，联系实际，勤于练习，就能写好开头，为写好全文打下
基础。

开头的方法很多，常见有：



1.开门见山法。

这种方法是文章一开头，就直入正题，把文章所要叙述的主
要内容直截了当地交代出来，让读者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描
写的是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活动。这种开头一下子就能吸
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还不会跑题。例如《课间十分钟》一
文开头：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快步走出教室，到操场上参加
自己喜欢的课间活动，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这个开头就点
明了时间——“下课”，地点——“操场上”，人
物——“同学们”，事情——“课间活动”。非常直截了当。

2.提示中心法。

这种方法是一开头就点明全文的中心，使读者对文章的中心
思想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我们看看下面的开头。

3.描写引入法。

描写人物和景物来开头，这种方法就是描写引入法。描写人
物就是在文章的开头，对人物的肖像、服饰、神态、等进行
描写，以达到人物在读者面前树立一个鲜明形象的效果，描
写引入法中还有一种是以描写景物来开头，也就是在文章的
开头对故事情节所处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必要的描写，以
起到交代背景、渲染气氛突出中心的作用。

4.设置悬念法。

5.对比法。

在文章的开头，把不同的人和事物或同一个人和事物的不同
时间，不同方面的情况作对比介绍。运用对比法可以使描绘
的形象更为突出，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6.回忆联想法。

由人、事、景、物、等引起回忆，联想、引出下文，展开情
节，这种方法就叫回忆联想法。运用回联想法开头，给人一
种亲切，自然的感受。

7.对话开头法。

以人物的对话开头。这种开头起笔自然，往往给人以新鲜的
感觉。采用对话的形式开头，一定要把对话写得精彩有意义，
紧扣中心。

高二训练教案篇三

一般地，政治课本上的每句话，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阅
读政治课本时，必须把每句话同前后句、前后段、前后节、
前后课的内容联系起来。具体方法是：围绕确立的中心(段意、
框标题、节标题、课标题或其他)，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相应
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类问题。这样，
一句话就就诞生几句话，一段就扩展成几段。这样，前后知
识的联系也就越紧密清楚了，思维也就得到了发散。

逻辑推理——理清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在新课的学习时，应尽可能地从旧知识推出新知识。在旧课
的复习时，应探寻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不仅符合人对
事物的认识规律，而且能建立起知识网络，便于对知识的记
忆。

带问阅读——对课文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带着问题去阅读课文，从而使阅读变成一个有准备的、批判
性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过程。这样，既可以提高阅读的效
果，又可以提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培养政治意识

政治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政治课源
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服务。
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来说明政治课本上的观点、原理，或
用政治课本上的观点、原理去说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
能把政治课本教活，把政治课本读活。

联系自己的生活情况——加强说服力

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说明政治课本上的观点、原理，具
有较强的说服力。

联系教材提供的材料——熟悉教材

联系其他学科知识点——拓宽综合视野

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帮助学生理解政治课本上的内容;用政治课
本上的知识去解释其他学科的知识，能够突破难点，培养综
合能力。我们的政治学习应该有这方面的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