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影教学方案(精选5篇)
通过活动策划，我们可以评估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并做出相
应的改进和调整。小编为大家挑选了一些成功案例，希望能
给正在进行活动策划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

背影教学方案篇一

1.立足语言，走进人物内心，感悟深沉父爱。

2.抓住细节，品味真情，让学生树立“微生活、大情感”的
写作理念。

3.关注阅读，学会“着眼全局、突破重点”的学习方法。

【教学设想】

可以安排两课时。在学生熟读文章，理清字词的基础上，首
先充分交流预习所得，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情感与主旨。然后明确阅读方向，引领学生以第六自然段为
突破口，立足语言，走进人物内心，感悟父爱。最后，诗意
表达，迁移生活，指导写作实践。

【教学过程】

一、交流预习所得：整体把握文章，初步感知父爱

1.合上书本，凭借记忆，用下列词语(2个以上)复述文章有关
内容。

[幻灯片]交卸;奔丧;狼藉;蹒跚;踌躇;栅栏;颓唐;琐屑

2.将以上词语现场规范抄写两遍。



3.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学生明确：父爱。体现在哪些具体事情
上?(要求结合具体内容，概括并简要分析)。

列举如下：踌躇再三，决定亲自送我;照看行李;和脚夫谈价;
挑选座位铺好大衣;嘱托茶房;翻越站台买橘子;惦记我和我的
孩子。

简要分析：父亲事忙，本无暇送我，但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决定亲自相送，唯有此才能让他自己放心。

和脚夫谈价，挑选座位铺好大衣，嘱托茶房。这些生活小事，
出行细节，父亲都亲自一一包揽。不是孩子幼小(当时我已二
十岁，在北京读大学)，缺乏独立能力，而是在父亲的心里孩
子永远是需要呵护的，他习惯了这样呵护着自己的孩子。

坚决不让孩子去，一定要自己穿过铁道，爬上站台，满身泥
土地为孩子买来橘子。这是一种父爱的惯性，更是离别时的
一种不舍和祝福。

即使老境颓唐、心境不佳，但还是无法控制对我和我孩子的
思念，总是惦记着。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生命不息，
思念不止。

二、引领深入：赏析精彩语段，深刻感悟父爱

1.学生自我朗读第六自然段。

提醒学生思考：应该用怎样的情感基调朗读。

交流明确：叙述的语气、悲伤的基调。

2.配乐教师范读(背景音乐：杰奎琳的《觞》)。

3.自由交流阅读感受：这段文字中，你感触最深的或是对你
触动最大是哪一点?请结合具体语句说说你的感想或体验(调



动学生个性的生活体验)。

示例1：父亲的话语。“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
走动。”当时我已二十岁，已在北京读大学。可在父亲的话
语中，我似乎就是个会走失会迷路的孩子。在父亲的心中，
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他总要保护着孩子，这是他的生活惯
性。这就是父爱的本能、天性。

示例2：父亲的细节。“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
吧，里面没人。”几步、回头、叮嘱，无比的不舍与眷恋。
回首之际、叮嘱之间，我读懂了父爱的深沉与柔情。

示例3：父亲的细节。“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
的。”为孩子买来了橘子，即使历尽艰辛，即使满身尘土，
那也是一种快乐与满足。这就是父亲，一个为了孩子的快乐
自己吃苦受累反而感到满足的人。

示例4：父亲的动作。“我看见……攀……缩……倾……”。
这些动词尽情地表现了父亲行动之艰难。如此之艰难，却快
乐地坚持地做着，这便是父亲，这就是父爱的力量。

示例5：我的眼泪。“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
地流下来了。”在这之前我还暗笑父亲的迂，而此刻却泪眼
阑珊。这就凸现出父爱的感人力量。泪水里有感动，有心
酸(那是一个刚失去母亲还穿着黑色孝服的男人)，有愧疚(之
前还暗笑过父亲的迂)。

……

4.改变人称，配乐齐诵，感动父爱。

将文段中的第三人称“他”改为第三人称“你”，配乐齐
诵(背景音乐：杰奎琳的《觞》)。



5.诗意表达，吟颂父爱。

父亲是这样的伟大，父爱是这样的感人。我们应该写一首小
诗来吟颂他，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教师首先示范一
句，让学生沿着思路共同完成。

根据文段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写(教师示范)：

父爱，是你离开时对我的叮嘱：你就在此地，千万不要走动。

……

师生互动，形成一首完整的小诗。参考如下(幻灯片)：

父爱，是你离开时对我的嘱咐：你就在此地，千万不要走动。

父爱，是你攀爬站台时艰难的动作和黑色的背影。

父爱，是你抱回橘子时飞扬的尘土和轻松的表情。

父爱，是你分别后不舍的回头和温暖的叮咛。

父爱，是你消失在来来往往人群时，我的潸然泪雨。

……

三、迁移生活，抒写父爱

1.由文中的父亲，我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也一
样在为我们做着一切他能做的甚至没能力做的事情，从小到
大，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时刻相随。让我们模仿幻灯片中
的小诗写一首诗献给我们自己的父亲，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
心。

2.小诗展示，教师点评。



四、作业：树立“微生活——大情感”的写作理念

一次买橘，一场离别，尽显父爱，感人至深。作者正是抓住
生活中的细节，透过生活的微观发现情感的伟大，从而写出
如此动人的美文。这就是“微生活——大情感”。

指导：以你写的小诗为基础，一句话就是一件事。确定一件
事为详写，选两件为略写，抒写自己对父亲的感恩之情。

背影教学方案篇二

教学重点：

1、父子情深 主题

2、朴实的饱 含深情的语言

3、摄取闪光的选材构思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当有人请你给他照张相时，你是摄他的正面、侧 面
还是背面？正面大家的想法 被众多的摄影师所赞同并采用。
其实，许多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像大家一样，常做正面
描写，可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先生在定格父爱时，却别具
匠心的摄下了父亲的背影，也就是这个背影感动了无数的读
者，令许多人泪湿衣衫。那这个背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让作者看到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散文《背影》板书，解
答我们的疑问。

二、检测自学情况多媒体



1、读准下列字音：差（ ）使 交卸（ ） 踌躇（ ）

蹒跚（ ） 琐屑（ ）

2、理解词语： 狼藉—— 情郁于中——

3、回忆作者： 朱自清

三、整体感知：朗读课文，思考：

1、文章几次提到“背影”？重点是哪一次？

2、围绕背影，文章还写了“父亲与我”有关的哪些事？

师生解答：

1、 第一段：齐读，作用：

开篇设疑，点背影板书 写作

第六段：望父买橘，写背影板书

父子分手，惜背影板书

第七段：结尾思念，想背影板书

由此可以看出：全文以“背影”为线索组织材料

2、除了写父亲的背影还写了父亲与我的几件事：

a、祖母去世，父亲差事交卸——为下文写父子离别创造浓重
的悲凉气氛

b、



送别

决定送我去浦口车站——表现父亲的不放心，对儿子真挚的
爱

和脚夫讲价钱——-总觉得我“还小”

帮我拣座位，铺大衣——--对儿子的体贴关怀

三件小事，质朴的语言，通过细微之事表现父亲无微不至的
悉心关照为写背影做铺垫

四、研讨探究：齐读6段，思考：

1、刻画父亲的背影运用了哪些方法，有什么作用？

外貌：三次写“布”呼应了前文所述的惨淡的家境，如此家
境为儿买橘，令人感动。

动作：动词的描写，表现父亲攀爬月台的艰难。如此艰难地
去买，感人至深

2、画出父亲在本段中的语言，体味父亲语言的用 意：

a、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父亲对我恋恋
不舍

b、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是告别，惦念儿子旅途的平安

c、进去吧，里边没人-- -----是对儿子细心的关照

※ 、朴实的语言，饱含着对儿子的真挚 的爱

3、本段几次写到我流泪？泪的含义是否相同？



两次流泪，

第一次，看到父亲买橘子攀爬月台很 艰难为父爱感动而流泪。

第二次，父子分手是对父亲的怜惜，惆怅是依恋的泪。

总结：

全文就是这样截取浦口车站父子分别的情景，表现父亲对儿
子的不 舍挚爱，也抒发了儿子对父亲的理解，爱戴和思念之
情。如果说“背影”是全文的组材明线，那浓浓的父子深情
成为故事组材的一条暗线。

五、拓展：

回想一下全文，父子分手，父亲的背影也定格在我们的心中，
也感动着我们，我想，当年作者已2 0岁，北京已经来过两三
次，而父亲龙钟老态，步履蹒跚，行动迟 缓，为什么作者不
能自己去买橘子？如果说这橘子非要买的话， 到底该谁去
买？展开辩论。

正方：该父亲去买 反方：该作者去买

背影教学方案篇三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学生齐读课文后，检查上节所学字词掌握的情况。

二、学生默读第四、五段，思考问题。

理解：不是。这一句议论表明作者从父亲的“踌躇”中感受
到了父亲一直把“我”当孩子关怀照料的深情。



理解：这里两个“聪明”都是糊涂的意思，这是针对：父亲
和脚夫讲价钱，“我”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父亲嘱托茶房
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迂;认为自己已经长大，
完全能料理自己，父亲大可不必过分小心。表现了“我”对
自己当时不理解父亲深情的自责。

3、这两段文字中所写的哪些事情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细心关
照?

理解：体现父亲对儿子细心关照的事情主要有：(1)父亲因为
事忙，托人送“我”，他再三嘱咐，甚是仔细;(2)尽管有事，
终于决定亲自去送;(3)给“我”拣定靠车门的一张椅子;(4)嘱
“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5)又嘱托茶房
好好照应“我”。父亲的慈爱之心真是感人肺腑。

三、范读第六段后学生齐声朗读，回答问题。

理解：具体写“背影”的是“我看见……显出努力的样子”
一段。表现父亲举动艰难的词语有“蹒跚”、“慢慢探身”、
“攀”、“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
子”等。

理解：父亲疼爱儿子，为儿子受累费劲心里反而高兴。买来
橘子，父亲觉得尽到了照顾儿子的责任，儿子在旅途中可以
不受干渴之苦，心里满足欣慰。

理解：“我”两次流泪是被父亲的爱子深情感动了。流泪后，
怕父亲看是担心惹父亲伤心。表现了对父亲的怜爱之情。

四、学生齐声朗读结尾一段，老师简要分析。

分析：这段写别后对父亲的思念。表现了三层意思：一、二
句表现对老境颓唐的父亲的哀怜;三~六句表现对父亲往日发
怒的理解;最后三句以在泪光中再现“背影”结束全文，呼应



开头，抒发对父亲深切的思念之情。

五、揣摩文中父亲所说的几句话的含义。

1、“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理解：是对儿子的劝解和宽慰。

2、“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理解：“不要紧”是对儿子的.宽慰，“他们去不好”是说叫
别人去不放心。体现了对儿子的深切关怀。

3、“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理解：细心关照之后，又想起儿子路上中渴的问题。担心橘
子买来之后找不到儿子，又怕行李丢失，于是又叮嘱儿子不
要走动。可见为儿子着想得周到。

4、“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理解：惦记儿子一路是否安全，叮咛儿子来信好让他放心。

5、“进去吧，里边没人。”

理解：不让儿子送他，催促儿子回车厢去照看行李。事事为
儿子着想。

这几句话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有丰富的内涵，深刻地揭
示了父亲的心理活动，充分表露了父亲的爱子深情。

六、归纳写作特点。

1、抓住人物形象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征“背影”细致描写，表
情达意。



2、平实质朴的语言饱含感情。

对于这些特点，同学们一定要结合读课文细心体会，真正领
司了才能在写作时借鉴。

七、朗读全文，认真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与写作特点。朗读
时要体现感情。

八、课外作业。

1、朗读比赛。两三人一组，看谁读得最有感情。

2、写作练习。你父母疼爱你的哪件事深深感动了你?这件事
的经过怎样?你受到了怎样的感动?参照这样的思路自拟题目
写一篇文章，抄在作文本上。

背影教学方案篇四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激发感情，导入新课。

(好，下面请同学们打开书，翻到第十页，首先看一下本课
的“预习提示”和有关“题注”的一些内容。看这些内容可
以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关于朱自清以及《背影》这篇课文的一
些情况。可以轻声读一下。[1分钟])

二、学生阅读“预习提示”和题注，了解作者。

强调以下内容：

(通过看“预习提示”和“题注”我们可以知道：本文选自
《朱自清散文全集》，朱自清生于18，于1948年去世，字佩
弦，江苏扬州人，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同时我们



还知道，本文写于1925年……)

朱自清：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本文写于1925年10月，在当时和以后感动了许许多多读者。

(好，下面请同学们听老师把课文朗读一遍。要求……)

三、范读课文后学生自读。

要求：听准字音;体会感情;理解部分词语含义。

(好，刚才老师把课文范读了一遍，在本文当中，一些字的字
音较难掌握，老师从课文中找出了一些字词，下面老师请一
位同学读一下，同学们看他掌握得怎么样?好，同学们再一起
读两遍。)

给加点字注音，然后齐读三遍。

差使狼籍籁簌迂腐踌躇蹒跚拭颓唐琐屑举箸

结合注释，理解下边词语的含义。

(读得很好。下面同学们结合“词注”看课文中对这些词又是
如何解释的。请同学们轻声读一下。在读这些解释时，最好
能和课文中的语言环境结合起来。好，开始吧!)

狼籍惨淡勾留变卖典质赋闲蹒跚颓唐

(关于字、词我们就先处理到这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
主要思考、讨论以下问题。[亮小黑板;读题……。请同学们
速读课文，先独立思考，再互相讨论解决。{5分钟。好，下
面老师检查一下同学们思考、讨论的情况。}])

四、学生速读课文，讨论下边问题。



方法：先独立思考，再互相讨论。老师可巡回指导。理解每
个问题，都应结合课文中有关段落。

1、文中出现几次“背影”?着重写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
方看见的'背影?(结合课后练习一)

理解：文中四次写“背影”。开头写难忘“背影”，送别一
段两次写“背影”，结尾忆“背影”。着重写的是在车站看
见父亲爬月台买橘子时的“背影”。

2、本文以“背影”为线索，以车站送别为中心展开。划分段
落层次并概括段意层意(结合课后练习七)

第一部分(第一段)：开篇点题。最难忘父亲的“背影”。

第二部分(第二~六段)：追忆与父亲在车站离别的情景，具体写
“背影”，表现父亲的爱子深情。

第一层(二、三段)：写送别时的家境，为写“背影”渲染悲
凉的气氛。

第二层(四、五段)：写离别前父亲对“我”的细心关照，为写
“背影”作铺垫。

第三层(六段)：描写父亲过铁道买橘子时的“背影”，表现
父亲的爱子深情。

第三部分(第七段)：写别后思念，再现“背影”，抒发深切
的思念之情。

3、本文通过写车站送别，表现了父子间什么样的感情?(即本
文的中心思想)

理解：本文通过写车站送别，表现了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
抒发了作者对父亲深切的思念。



(同学们对以上问题的掌握，就对下一步我们进一步理解课文
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一遍])

五、学生分段朗读课文，加深体会中心思想。

六、理解二、三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理解：这两段写父子离别时的家庭境况，为写“背影”渲染
悲凉的气氛，为突出父亲的爱子之情作铺垫。当时，祖母去
世，父亲失业，真是祸不单行。父亲还帐缺钱，只好变卖典
质;办丧事要用钱，只好再去借钱。家中境况可想而知。丧事
一毕，父子又要离家分手，各奔前程，真是人亡家破。父亲
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还细致入微地关照儿子就更为感人。

七、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了解了作者(具体内容岂学生
复述);扫除了文字障碍(字、词);分析了段落层次并概括了中
心意思;弄清了第二、三段在全文中的作用，这是难点的突破。

八、布置课外作业。

1、反复朗读课文，体会课文抒发的感情。

2、熟记生字的读音、写法和含义;用老师指定的词语造句。

背影教学方案篇五

【教学目的要求】

1。教育学生从小树立“哪儿需要就在哪儿扎根”的志向。

2。学习本课生字新词;能用“哪儿……哪儿……”、“不
管……不管……总是……”造句。



3。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白杨本质特性和爸爸的心愿。难点：领悟爸爸的心愿。

【课时安排】两课时。

【课前准备】

1。向学生介绍沙漠和白杨树的有关知识。

2。准备一幅能够分步拼贴的教学挂图和幻灯片。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审题：

1。课文写了白杨的哪些特点呢？

2。课题是《白杨》，全文仅仅就是写白杨吗？

（二）老师范读课文。

（三）学生自学课文。

1。出示自学思考题。学生自学：

（1）或根据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

戈壁茫茫清晰浑黄一体高大挺秀

分辨介绍抚摸表白沉思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3）大戈壁是什么样的？白杨树是什么样的？

（4）爸爸是怎样向孩子们介绍白杨树的？

（5）试着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

2。老师检查自学效果。

（四）学生质疑问难。

（五）课内练习：

1。写近义词：介绍抚摸（）分辨（）高大挺秀（）

2。写反义词：清晰（）动摇（）软弱（）消失（）

3。朗读课文，找出文章中的三个问句。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找出三个问句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了解到课文讲的是一位旅客带
自己的两个孩子到新疆去。在火车上向孩子们介绍了白杨树，
并借白杨表白了自己的心愿。那么这位旅客的心愿是什么呢？
他是怎样借白杨来表白自己的心愿的呢？这是这节课学习重
点。

先请同学们找出课文中的三个问句。

这节课我们就顺着这三个问句来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一部分。



1。列车在哪儿前进呢？齐读第一小节，读后回答：大戈壁是
什么样的情景？

2。出示大戈壁的挂图。教师描述。

茫茫的大戈壁上，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有的只是
满地的黄沙。大风一起，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一片浑黄，
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大戈壁是多么荒凉呀！

（高大挺秀：又高大又挺拔又秀丽。最高的白杨有35米高，
相当于十层楼房那么高。）

4。老师在大戈壁的背景图上贴上一行高大挺秀的白杨树。

5。看到这白杨树，爸爸的神情是怎样的？兄妹俩又是怎样的
呢？分角色朗读4—13小节。

（三）学习第三部分。

1。指名朗读14小节。读后小黑板上出示爸爸介绍白杨的三句
话，然后逐句讲读。

第一句：“这白杨从来就这么直，这么高大。”

（1）“从来”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讲了白杨的什么特点？

（2）朗读比较，体会感情。

第二句：“哪儿需要它，它很快就在哪儿生根、发芽、长出
粗壮的枝干”。

（1）这句话讲出了白杨的什么特点？

（2）指导有感情朗读。



第三句：“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
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1）这句话赞扬了白杨什么特点？

（2）幻灯再现白杨与风沙、雨雪、干旱、洪水抗争的情景。

（3）老师描述：

在风沙面前，白杨像城墙一样巍然屹立;在雨雪面前，白杨像
青松一样挺拔高洁;在干旱面前，白杨像骆驼一样耐旱耐渴;
在洪水面前，白杨像中流砥柱一样牢固坚定。这就是白杨的
品格！

2。小结，指导有感情朗读。

（四）学习第三部分。

3。引读16小节。读后讨论爸爸的心愿。

（爸爸的心愿是：不仅自己要像白杨那样扎根边疆，还希望
孩子们也能像白杨那样扎根边疆。所以爸爸上面的三句话既
回答了儿子的问题，又是在借白杨勉励自己，教育孩子。）

6。老师在大白杨树的旁边贴上两棵小白杨树。

（五）总结课文

1。中心思想：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位在新疆工作的父亲，在旅途中向子女介
绍生长在戈壁滩上的白杨，借以表达自己扎根边疆、建设边
疆的志向，同时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像白杨那样。哪里需要
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



2。抓住三个问句，总结文章的结构特点。

3。交流感受、升华中心。

（六）布置作业

1。造句：（1）哪儿……哪儿……

（2）不管……不管……总是……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