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 八年级语
文教案(模板11篇)

教案具有指导作用，它可以帮助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合理选
择教学方法，提供教师和学生的参考依据。这是一份完整的
高二教案，通过这个例子，您可以了解到如何设计一堂高质
量的教学课程。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一

针对本文的特点，我打算用“美”吸引学生，和他们共同去
感受语句的音韵美，分析结构的层次美，揣摩描写的生动美，
品味语言的简约美，体会情感的变化美，鄂教版语文八年级
下册第六单元教案。如果学生能感知到这些美，就一定会陶
醉其中，被其浸染，从而主动地去探究、去揽胜。

要实现这些构想，首先，教师的教学语言应该优美。因此，
在每个教学环节的开始、小结或者与下个步骤的衔接、过渡
处，我都设计了一段或长或短的引导语，力求在准确传递教
学信息的同时，为课堂营造一个优美的语言氛围；在品味字
词的锤炼、品析写景的方法时，我也尽可能的运用四字词语
和排比、对偶等修辞句式使我的语言更接近文章语言的特点。

其次，我认为“美”感的获得主要还得通过“感”：感知、
感受、感悟。而“感”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读”。因此，读
成为了我这堂课贯穿始终的方法。

文章短小，如果走马观花，仅从大处着眼，则难得其中三昧。
因此，文中的美还需从小处人手，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教
学重心应放在对具体的字、词、句、段的品析上，这个环节
要舍得花时间，学生个性化的感受应充分鼓励，学生肤浅浮
泛的理解应给予引导，学生空洞偏离的分析应予以纠正。



美文自然应美读、美教，让学生获得美感，带着这样的收获
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

1．感受作者笔下三峡的独特风光，激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
爱之情。

2．体会本文总分结合的层次美和变化多姿的写景方法。

3．学习掌握一些多义词语、特殊句式和修辞手法，初中二年
级语文教案《鄂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教案》。

重点：文章结构及描写方法。

难点：部分内容的理解和个别特殊句式的掌握。

1．中国第一大河是——?(长江)

2．那么，浩瀚的长江水流湍急，危崖壁立，景色最为壮观的
风光当属——?(三峡)

3．今天，我们就随着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一起走进1500年前的
三峡。

(由两个简单问题组成的导语，开门见山，用简洁明了的`语、
言点明本文所写内容的地理位置、作者及写作年代，使学生
花最少的时间获得课文的相关资料。)

4．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读错字，不加字、
漏字。

(这是对课文的初读，只在准确层面上提出要求。)

1．这是一篇描摹山水的美文，作者用具有音乐美感的语言，
浓缩了万千气象，展现了无限风光，老师为大家范读一遍，
请同学们看课文，注意节奏、语调。



2．请同学们自己再朗读一遍课文，这一遍要求读得流畅读出
抑扬顿挫。

(对课文的二读，要求由准确上升到流畅和优美。教师的解重
在强调本文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音乐美感，而示范则是让学生
明白要读好一篇文章首先要善于把握文章的语言特色。在布
置学生朗读时，教师就提出了对节奏和语调的具体要求。)

3．请四位同学分别朗读文章的四个段落，比比看，谁读得好。

(这一环节是对二读朗读要求落实情况的检查，因此最好选择
四位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不仅仅是让朗读水平高的学生展示
他们的特长。如果中等水平的学生都没有达到要求，这个环
节就需要再多给点时间反复读，方法可以是教师的指导读，
也可以是学生的互助读。总之，要大多数学生达到标高，才
可进行下一步的教学。)

4．下面就请同学们参照注释细读课文，力求把课文读懂。同
桌互相翻译，有疑难相互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举手提出。

(这一次读的目的是理解内容，比较适合通过默读进行。浅易
文言的翻译应避免教师从头到尾的串讲。先自主探究，再通
过同伴互助、合作解决问题，还有解决不了的，留待全班探
讨。)

5．释疑，扫除理解障碍。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即“自非亭午，不见曦
月”、“自非夜分，不见月”两句合为了一句，精简了字词，
保持了原意。)

“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素湍回清波，绿潭映倒影”。)

既然“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怎么还会“朝发白帝，暮到



江陵”呢?

(“或有王命急宣”，“或”、“有时”都表明情况极为特殊，
封建社会王权至上，皇帝有命令，行船者是冒着九死一生的
生命危险，从而具体表明了夏水之疾。)

6．教师补充学生的疏漏。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二

1，训练学生的口译能力。掌握短文中的主要实词和虚词的用
法。训练学生分析理解文章，概括中心的能力。了解托物寓
意，以事喻理的议论方法。

2，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
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讨论对人才的看法，树
立价值观观念，争做“千里马”。

训练学生的口译能力。掌握短文中的主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训练学生分析理解文章，概括中心的能力。了解托物寓意，
以事喻理的议论方法。

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建
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讨论对人才的看法，树立
价值观观念，争做“千里马”。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课件，图片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三

（一）



教学目标

1.了解作者与写作背景，掌握背诵的技巧。

2.朗读成诵，整体把握全诗。理解诗歌中名句内涵，并且适
当扩展。领会诗中的哲理，体会诗中表达的情致，进一步学
习抓关键词欣赏诗作的方法。

3.形成对陶渊明的正确认识，体会其思想中积极的人生追求
和热爱田园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点

朗读成诵，整体把握全诗。理解诗歌中名句内涵，并且适当
扩展。

教学难点

形成对陶渊明的正确认识，体会其思想中积极的人生追求和
热爱田园生活的情感。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汉书·杨恽传》中有这样的句子：“田彼南山，
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
时！”这几句所体现的情感是崇尚田园自由恬淡的生活，主
张人生之乐亦有自然朴拙之乐。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诗



歌史上的“田园诗”。被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田园诗
人的人是谁？我们学过他的哪些作品？今天我们来学习《诗
歌二首》，走进陶渊明的田园生活。

二、学习《归园田居》。

1.了解一下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名潜，
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仕宦家庭。

陶渊明29岁时，出任江州祭酒，不久就辞官归隐，亲自参加
农业劳动，后来又出任彭泽令。有诗云：“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陶令即指陶渊明，桃花源是从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一文脱化而来的。出任彭泽令时，郡里派督邮
到县里来，县吏叫他束带迎接，他说：“吾不愿为五斗米折
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离职回乡。这时，他41岁，以后再
没做官。

《归园田居》共五首，推测写于辞官归家的次年，即42岁时
作。课文选的是第三首，是能显示陶诗风格特色的一首。诗
人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决意弃旧图新，归隐田园。全
诗表现了诗人超俗不羁的品质和闲适愉悦的心境。

2.读读、讲讲、问问。

先由老师朗读，然后学生齐读、自由读，读顺畅。

要求：注意把握朗读时的节奏、韵律、声调、重音。读时用
心揣摩诗的内容和情感。

（1）这首诗表现的是怎样的生活？

劳动生活。



（2）这首诗记的是哪个季节的劳动生活情形？

从“种豆”“草盛”“夕露”可以判定，时间当是农历三四
月间，即春末夏初。

（3）诗人到田间去干什么？

锄草。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看出他干了一
整天。

（4）劳动时诗人的心情如何？

乐此不疲。

（5）诗人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如何劳动吗？

不是，诗人是在表达自己的生活追求。

（6）你觉得文中的“愿”是什么？

归隐田园，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返璞归真，逃离世俗。

（7）你觉得“盛”与“稀”的对比用意何在？

写出了田地的荒芜。另一说乱世之秋，小人当道。

（8）第三、四句意在表现什么？

诗人的辛勤。

（9）第五、六句意在表现什么？

劳动的艰苦。

（10）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运用赋的手法、描写的表达方式，语言朴实，意境平淡而奇
特。

3.小结。

诗的前四句记豆田锄草一事。第一句交代种豆的地点。“南
山”当指庐山，诗人家在柴桑，在庐山之北，故以庐山
为“南山”。第二句说锄草的原因。草长得茂盛，把地里的
营养都吸收了去，豆苗长不起来，自然非锄不可。第三句说
一大早就去锄草。“兴”，原来的意思就是“起”，“晨
兴”即“早早地起身”；“理”，清理，这里可引申为清除；
“荒”，杂草；“秽”本作“穢”，也指田中杂草（“秽”
的这个意义现已消失，只作污秽解）。第四句说归家已是月
儿初升之时。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劳动情形。

4.第五句中的“道”是指什么说的？

诗人的归途，紧承上句中的“归”字。

借夕露沾衣作烘托，抒写诗人归田的愿望。

诗人写劳动生活，也是为了表明他终生归隐的意愿，尽管劳
动了一整天，却不以此为苦；及至在归途中夕露沾衣，就巧
妙地利用这个细节表述了他的意愿。这生动地表现了诗人自
然朴实的风格。

小结：后四句为第二层，以抒情为主。

5.课堂小结。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共五首，有写农村生活风貌的，有写
诗人跟乡邻们交往的，有写诗人出游的，这一首专写诗人的
劳动，这些诗都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和终生隐居的意愿，用语自然朴实，很值得品味。下面我们



从这组诗中另择几个“镜头”供大家欣赏：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
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
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
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一）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
二）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其五）

6.布置作业。

背诵全诗。

板书设计

归园田居

陶渊明

（前六句）劳动情形：地点、原因、劳作、归家——赋、描
写

（后两句）抒发情感：愿望——归隐田园，不与世俗同流合

污。“返璞归真，逃离世俗”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大家知道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吗？哪位



同学能背诵一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
就菊花。”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一洗都市的喧嚣、尘世的铅华，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光和农家生活的画卷。
大家还知道哪些诗人也是田园诗人？（王维《竹里
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谢灵运《登池上楼》中写冬去春回的神来之语：“池
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请大家把课本打开，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真正的隐士、
田园诗派的开创者、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一首田园诗上品
《饮酒》，来领略他给我们展示的清静世界。

二、作品简介。

陶渊明41岁时辞彭泽令隐居躬耕。当他做彭泽令时，郡里派
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束带相迎，以示敬意，他说：“吾
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离职回乡，并写下
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表示归隐的决心，“世与我而相违，
复驾言兮焉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次年写的《归
园田居》中曾云其志向和对世俗的观点“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做官是“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归田园是
“复得返自然”（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而
且包含道家的所谓纯真本性的意义，将被扭曲了的人性重新
恢复到自然的面目）。《饮酒》诗共二十首，据序文知这些
诗因为都是醉后所写，故总题曰《饮酒》。这组诗的写作年
代当在诗人40岁之后，即在其刚刚离开彭泽令的职位归田园
隐居不久。

三、初读诗歌，理解诗歌的内容。

1.听范读，弄清诗歌的朗读节奏。

2.边读边议，理解诗句的意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居住在众人聚居的地方，却听
不到车马的喧闹。）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问怎么能
做到这样呢？因为心与世俗远离，自然就觉得地处偏僻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东边的篱笆下采菊花，悠然
自得地可以看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夕阳映照下的南山笼罩在一片
蒙蒙的青霭中，益发变得佳妙神奇，而一双双飞鸟眼看暮色
渐浓，结伴飞向林间的巢窠。）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边有人生的真正意义，想
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来表达。）

3.思考一下，该用怎样的情感来朗读？

提示：第一、二句用深情的、自得其乐的语气来读；第三、
四句应读出恬静、闲适的心情；第五、六句应读出满足的、
得意的心情；第七、八句应读出陶醉、悠然的心情；第九、
十句应读出意味深长、感慨无限的感觉。

四、品析诗句。

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这四句，
从感觉方面肯定了自己“心远”的正确。

2.怎么理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这一动
作包含着诗人怎样的志趣？

在东边的篱笆下，诗人在采撷菊花，正在专心致志悠闲地采，
偶一抬头，无意间望见了悠远的南山。这两句是千古名句，
刻画了诗人自己悠然自得的形象。“采菊”这一动作不是一
般的动作，它包含着诗人超脱尘世、热爱自然的情趣。周敦
颐在《爱莲说》中把菊花称为“花之君子”，采菊，实际上



是表现高洁的情操。

3.“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可否改为“看”“望”等字？
表达效果有何不同？

表达效果明显不一样。“见”是无意中看见，把人与物融为
一体；而“看”或“望”是有意远观，使人和物拉开了一段
距离。用“见”追求的是一种不用意而境与意融会的完美的
境界。苏东坡曾说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
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
这种写法，古诗中常见，有些明明是作者自己看到的，却偏
偏写成是景物自己撞上来的，变有意为无意，化有我为无我，
例如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
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最后两句，
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将“一水”“两山”写成富有人情味的
亲切形象。弯弯的河流环绕着葱绿的农田，正像母亲用双手
护着孩子一样。着一“护”字，“绕”字也显得那么多情。
门前的青山见到庭院这么美丽，主人这样爱美，也争相前来
为主人的庭院增色添彩，顾不得敲门就推门而入，奉献上自
己的一片青翠，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隐主观，显客观，
极力忘我。

（1）诗句的表面意思：太阳下山时，山色十分美丽，成群的
飞鸟结伴而还。这两句是景物描写。

（2）这两句诗的深刻含义：鸟飞倦了，也知还家，可有些人
呢？为什么还要奔波于龌龊的官场之中，不思返归这优美宁
静的大自然的怀抱呢？诗人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过：“鸟
倦飞而知还。”这句正好应和“飞鸟相与还”。“相与”
指“成群”，这时我们隐隐可知诗人不光在勉励自己“还”，
还在规劝其他人，不妨也“还”吧，我们仿佛又一次听到诗
人在呼吁：“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3）这两句虽是写景，实是抒情悟理，与上两句写人是紧密



相关的，首先是悟理——飞鸟尚知还，人亦更知还，用飞鸟
相与还的现象类比出人应“归真返璞”。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四

1、 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珍爱亲情的感情。

2、 抓住关键语句，理解文章主旨。

1、 品味语言。

2、 理解文章主旨。

一课时

同学们，你们想体验这“爱的感动”吗?请打开课本22课《散
步》。

1、 朗读要求：流畅、有感情。

2、 读后解决生字新词。

3、 初步感知课文。

这篇课文写了一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在初春的田野上散步的
故事，反映了希望一家祖孙三代互敬互爱、幸福和谐的主题
思想。

1、“我们在田野散步”。这一句中的“我们”指谁呀?

(指“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

2、请大家反复读一读，你能读出什么感情?

(自豪感、幸福感)



(是我的母亲)

(这个“本”字意思是说原先有想法，后来又改变了。)

5、母亲改变主意，是因为谁?

(“我”)

6、那“我”的意见被母亲接受了吗?从哪一句可以看出问题
的答案?

(“母亲信服地点点头”。这一句，表明母亲认可儿子的规劝，
接受了儿子的建议。)

7、当儿子的不劝也罢，反正母亲也不想散步，可儿子为什么
要劝呢?

(儿子希望母亲多走走，对身体有好处。)

(“这南方初春的 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
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
泡。”)

9、这都是景物描写呀，没看到有高兴的心情呀。

(一切境语皆情语。这么优美的新绿，春天里这么动听的水声，
渲染出来的就是欢欣，就是高兴，这是寓高兴之情于美景之
中。)

10、“我”的母亲是幸运的，能和儿孙一道享受春天的美景。
为什么说是“幸运”的呢?

(“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
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有熬过了一个严冬。”这说明母亲
身体不好，活过来很不容易。)



11、老师再想提几个问题，你从那几个字看到母亲活过来很
不容易?

(“熬”这个字有艰难地撑着的意思。“太迟”的“太”字
和“春天总算来了”一句的“总”字写出了环境的恶劣。)

(“我”考虑问题周到。)

15、总结。这篇文章写的事令人感动，在“我”背母亲，妻
子背儿子这个行动中，老师看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尊老爱
幼”，在儿子背母亲这个行动上，老师看到了一个大大
的“孝”字。从“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
走小路吧’。”我们感受到了老人对孙儿的慈爱。尊老爱幼
这传统美德得到了完美地诠释，令世人感动!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五

《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教案

1、理解课文内容，能分析雨林毁灭造成的巨大灾难

2、掌握说明方法在文中的作用

3、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4、培养学生正确的环保观，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重点：目标2

难点：目标3

：先学后教、圈点批划法、朗读法

（一）导入：



1、 出示课件：展示热带雨林的风光

2、 导语：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雨林不仅美丽神秘，
而且繁衍着大量的动植物。这些植物为地球生命提供了赖以
生存的氧气，而动物则是非常珍贵稀有的。那如果它消失了，
毁灭了，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下面我们就来学习《雨林的毁
灭--世界性灾难》。

（二）出示教学目标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理解课文的内容

1、自学指导：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借助课下注释、工具书
扫清文字障碍，

理解课文内容，思考问题：

雨林的毁灭会造成的怎样的巨大灾难？

在书上可采用圈点勾画的形式找出答案。8分钟后，老师提问。

2、学生读课文，找出问题的答案，划下来。

3、老师提问，形成板书

师小结：雨林的消失会让人类丧失大批动植物物种，而生命
多样性的消失会给大气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引起全球气温
升高，冰川溶解、洪水泛滥等一系列灾难，甚至会使地球经
历第6次大规模灭绝，所以作者说，雨林的毁灭是世界性的灾
难。

（四）细读课文，掌握说明方法

1、自学指导:本文作者为了使说明的事理更加明白透彻、清
楚,采用了多种说明方法，常用的说明方法有：列数字、作比



较、举例子、打比方、分类别、列图表、作引用等。说明方
法的作用的归纳方法为：说明了 （说明对象）的 （特点）
（时间：7分钟）

2 、学生默读课文，划说明方法，并标上作用，先写完的同
学可以先给老师看，或者同桌互相检查。

例如：刘易斯?斯科特的《雨林》一书列出数字表明，雨林以
每分钟27万平方米（相当于38个足球场）的速度遭到彻底毁
灭运用了引资料，列数字，做比较的.说明方法。运用列数字
雨林以每分钟27万平方米的速度遭到彻底毁灭突出了雨林毁
灭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而相当于40多个足球场是作比较的
说明方法，给人更直观形象的感觉，让人触目惊心，体现了
语言的准确、形象、直观的特点。

3、 师小结：本文运用了列数字、作比较、举例子、引资料
等的说明方法，使说明的事理更加清楚，透彻，明白。而本
文的语言也体现了准确﹑形象的特点。

（五）品读课文，感受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1、自学指导：说明文的语言具有准确的特点，体会语言要明
确这些词语表示猜测、估计、还是表示范围、程度等，这些
词语删去后句子的表达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些词语放在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分析。（时间：6分钟）

分析下列句子中加线的词语能否删去，为什么？

（1） 然而昆虫共有1000万种乃至一亿种，而且大部分在热
带雨林生活。

（2） 最严重的那次大约发生在2. 45亿年前的二叠纪。

2 、学生进行品析



3、 教师提问

（六）总结提高

教师提问：学习完本课后，你有什么收获或感受？

思考后，同桌互相讨论。

教师总结 ：地球是我家，人人要爱她，作为地球的主人，我
们一定要树立环保意识，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小调查：在你的身边，有哪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为改正这
些行为出谋划策，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写下来。

......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六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感受桃花源的美丽，欢乐和奇异。

2、深入体会陶渊明虚构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因。

3、肯定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大胆追求。

4、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以学生为主体，自主、合作、探究，引导学生感受桃花源的
美、乐、奇

教学难点：



理解陶渊明虚构这一桃源仙境的目的，正确评价课文所描绘
的理想境界

教学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

教学过程：

一、导入：东晋末年，战乱频繁，赋税徭役繁重，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岁月，陶渊明
的一腔爱国热情无处倾诉，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无法实现，
只能把情感寄托在文章里，今天我们就带着对陶渊明已有的
认识，再次走进《桃花源记》感受作品的独特魅力。

二、找同学大声的有感情朗读课文，边听边想桃花源是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三、分别从“美、乐、奇”三个角度赏析全篇文章，学生进
入小组讨论pk阶段。

四、小组讨论：桃花源的美表现在原文的哪些句子中?

1、教师点拨：自然环境美、社会环境美、人情美。

2、作者写这一美景的目的是什么?(表达了对桃花源的喜爱、
向往)

五、小组讨论：

1、文中哪些人感受到桃花源的乐?他们分别为什么而乐?

教师点拨：(老幼因和平安定、丰衣足食而乐)

2、总结：桃花源人都乐在哪里(和平安定、丰衣足食、民风



淳朴)，作者写这些乐的目的是什么、(寄托理想)

六、小组讨论：

1、桃源“奇”在何处呢?从原文的哪些句子可以看出来?

小组讨论在文中画出这样的句子，同时分析了三个问题。

1)桃源人为什么叹惋?

2)桃源人为什么说“不足为外人道也”?

3)文章安排刘子骥寻桃源是不是画蛇添足?

2、教师小结，这些奇异之处使文章情节曲折跌宕，使桃花源
充满了神秘感。

3、作者设置这些“奇”暗示什么?(虚构社会)

七、桃花源是一个如诗如画：令人神往的仙境，这里寄托了
作者怎样的理想?(安居乐业，没有压迫、没有战乱，批判黑
暗社会)

八、作者虚构这一理想社会，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说说你的
理由。

教师明确：想法积极，做法消极，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

九、学生质疑

十、总结小组成绩，鼓励优秀小组

十一、结束语：陶渊明追求光明和理想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未来是美



好的，我们要志存高远，向着理想，勇往直前。

十二、布置作业：以《我眼中的陶渊明》为题写一篇读后感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七

1、借助于文中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的语句，分析
三叔的人物形

2、理解“三颗枸杞豆”的内涵;

3、明确本文所要的表达的“珍惜时间”的主题，激励自己珍
惜时间，珍惜青春，努力成才。

借助于文中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的语句，分析三
叔的人物形象;

理解“三颗枸杞豆”的内涵

一、导入：

生命就如那丁香花，花开时用热情绽放芳华，花落时用凄美
感染世界，在我们课本中，也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它以那艳
目的枸杞豆给我们以生活的启示，请看课文《三颗枸杞豆》。

二、预习海关口：读准加点的字词

惊诧()腻()味殷()红癌()症摞()鲜()为人知

三、感知枸杞豆

1、快速阅读全文，读完后，请用一句话告诉老师本文讲了一
个什么故事?

7、为什么把太阳比作红色的车轮?【1、颜色，外形相似2、



车轮滚滚向前代表时间、生命不会为人而停止，我们不可以
浪费时间和生命。

教学目标：

1、能概括作者转变的原因

2、学会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手法

3、学会细腻刻画人物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会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学会细腻刻画
人物的方法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放歌曲《童年》，并投影歌词;鼓励同学跟唱，不会
的同学跟着哼调。

(两小段后停放。)

二、检查生字词

1、通过预习，你们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三颗枸杞
豆?(三颗催人奋进的枸杞豆。(板书)

富有教育意义的三颗枸杞豆。|有深刻涵义的三颗枸杞豆。|
征服我的三颗枸杞豆。|催我奋进的三颗枸杞豆。|三叔送我
的三颗枸杞豆。)

(开始“我”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孩子。一



个爱逃学的孩子。一个不怕打的孩子。一个热爱大自然的孩
子。师：你怎会知道?生：他喜欢到小树林去玩，后来他成为
植物学家。

“我”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

(没有!课文第6节。)

师结：“我”仍沉迷于小树林，直到遇到病中的三叔。

5、“我”在小树林遇到三叔，共有几次?

(两次。)

7、他们在谈论什么?

(植物，野豆角花。)

师提示：这种植物生长在大自然中，这就说明他们非常热爱
大自然。(板书：热爱自然)

8、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程度是否相同?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不同。三叔更深些。三叔比“我”更懂大自然。因为他知道
野豆角花有几根花蕊，什么颜色，还知道其它植物的秘密，
而我一无所知。三叔热爱自然，看得十分仔细。例如
第25，26，29节，而“我”什么也没观察过。)

小结：三叔在他最后的这段日子，把自然界中的点点滴滴都
收入了眼帘，仔细观察研究。可想而知他对大自然热爱的程
度。(板书：仔细观察)

四、总结。五、布置作业：完成学习与评价。

第二课时



一、导入

二、课文分析

1、在第一次对话中，“我”还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知和不善
观察，那么下面与三叔的第二次对话，又会有什么体会呢?分
角色朗读：19--53节。

过渡：对话一我们一起讨论的，对话二的语言比较深奥,但我
相信我们同学通过合作集众人智慧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就留给大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吧。你们自己互相提问。可以充
分利用读书卡中积累的语言进行小组交流怎样才能把别人问
倒?当然有不懂也可提出来讨论。(四人小组讨论五-六分
钟)(学生开始热烈地讨论)

2、第44节是什么意思?

(这是三叔的话，他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三个0是指他的
三个理想都没有实现。)

3、第48节提到太阳，他把太阳说成“红色的车轮”有何含
义?

(在这儿太阳指时间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在不断流逝。)

(这里的太阳还是指时间，三叔其实想留住时间，抓住时间。
以前三叔总浪费时间，做事半途而废，没有毅力。这儿我觉
得三叔有点后悔。

5、小结：确实燕子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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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匆匆的脚步谁也
无法遮挽得住。

6、第52节，为什么说把太阳捉住就能变成一个圆圆的金盘



子?

(抓紧时间，好好利用时间学习，工作，让生命有一番作为。
你的事业和作为就是价格不菲的金盘子。只有去不停地奋斗，
去创造新的生活，生命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7、小结：不错，就像保尔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我们
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
耻。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8、太阳是指时间，但三叔说“我”也是太阳是什么意思?

(“我”是小孩，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希望。三叔希
望“我”抓紧时间去学习，希望我能有所成就。三叔
从“我”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有点感慨了!希望“我”能完成
他未了的心愿。)

三、师总结：从课文中我们知道三叔有着远大的理想，但都
因为虚度年华，遇到困难就退缩，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不懈，
没有毅力，以致于最后悔恨终生。(板书：远大理想+坚持不
懈)

师问：那么三叔当时的感情一定很复杂，让我们把“三叔”
请到一(3)聊天室，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聊聊。怎么样?师：准
备2--3分钟。同学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组合方式分别扮演主
持人和三叔，其余是观众，准备提问。

四、课文总结：三叔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虽然他
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但他都半途而废。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
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而羞愧!

五、作业1、三叔的一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



于“我”能成为植物学家。那么你的童年中发生过类似作者
的事情了吗?请你把它整理在周记本上。2、整理课堂笔记。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八

把握课文中的人物、事件，认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并
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了解新闻特点，复习记叙文六要素知识。

综合运用默读的方法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从文体上抓住新闻的特点，从题材上抓住战争的主题，从遣
词造句上体会准确精练的语言。

预习生字词，查阅有关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资料。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报道了解放战争中渡江战
役的胜利战况。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观，千里江面上
万船齐发，人民解放军冒着炮火奋勇挺进，冲破敌阵，横渡
长江。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这则新闻，给全军战士和全国人民
以极大的鼓舞，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回肠荡气。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由南阳的解放说到一年多来中原地区
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反映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大好形势，
鼓舞了解放区军民乘胜前进的斗志。

(学习这两则新闻不仅要抓住战争的主题，也要抓住新闻的特
点)

教师板书课题，出示学习目标。

教师检查预习字词情况，布置思考题：

快速默读课文，用简明的语言说说新闻报道了什么内容。



再读课文，理清记叙的六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发
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指出记叙的六要素也是新闻的要
素)

学生读课文后，分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参与。

(三个思考题分别针对新闻结构的三部分：标题、导语、主
体)

(讨论了以上三个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要想迅速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就要看标题。要比较详细地
了解新闻的内容，就要看导语。要更为细致地了解新闻的内
容，就要看主体。

新闻的要素也是记叙的要素，只要把记叙的`六个要素变成六
个问题，阅读的时候注意这六点，养成留意要素的习惯，再
读其他叙事性作品也就容易把握内容了。

教师布置思考题：

阅读这则新闻后，你以为新闻具有怎样的特点?(教师引导学
生多角度思考)学生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参与。

新闻的作用，报道国内外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新气象。

新闻的结构，一般包括标题、导语、主体、结语和背景五部
分。

新闻的写法，主要是叙述，有时兼有议论、描写。

新闻的特点，观点鲜明、内容真实、报道及时、语言简明准
确。

教师导学：要求学生快速默读第二则新闻《中原我军解放南



阳》，了解新闻内容。再让学生运用前面所学的新闻知识学
习第二则新闻，并提出思考题。

默读第二则新闻，理清记叙的六要素。

运用所学的新闻知识具体分析第二则新闻，并说说两则新闻
在写法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品味两则新闻语言的特点，完成课后练习三。

学生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学生全班交
流，只要言之有理，教师就给予鼓励。

《新闻两则》所报道的渡江战役和南阳解放，都是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具

验、感受、思考周围的世界，开阔视野，提高认识水平。

完成练习册相关作业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九

1、朗读与细读相结合;

2、篇章语义分析与自然常识讲解相结合;

3、锻炼学生自由想象的能力;

4、引导学生热爱自然、敬畏生命。

教学重难点：

对诗歌中炽热爱情的理解与祖国深情厚爱的联系

教学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浪之歌)

一、课文导入

简介诗人纪伯伦(1883～1931)。

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生于黎巴嫩北部山乡卜舍里。
12岁时随母去美国波士顿。两年后回到祖国，进贝鲁特希克玛
(睿智)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法文和绘画。学习期间,曾创办
《真理》杂志,态度激进。19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
当局,作品遭到查禁焚毁,本人被逐,再次前往美国。后去法国，
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曾得到艺术大师罗丹的奖
掖。19重返波士顿，次年迁往纽约长住，从事文学艺术创作
活动，直至逝世。

纪伯伦青年时代以创作小说为主，定居美国后逐渐转为以写
散文诗为主。他的小说几乎都用阿拉伯文写成，有短篇小说集
《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灵魂》和长篇小说《折断的
翅膀》(1911)等。《折断的翅膀》写东方妇女的悲惨命运和
她们与命运的苦斗，谴责贪婪、狡诈和屈从，歌颂自尊、意
志和力量。他的小说以主人公充满哲学意味的独白、对话和
叙述，特别是被压迫被损害者充满激情的倾诉取胜。他用阿
拉伯文发表的作品还有散文《音乐短章》(1905)，散文诗集
《泪与笑》(1913)、《暴风雨》(1920)，诗集《行列圣
歌》(1918)，以及《珍闻与趣谈》(1923)、《与灵魂私
语》(1927)等。

他用英文写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疯人》(1918)。此后陆
继发表散文诗集《先驱者》(1920)、《先知》(1923)、《沙
与沫》(1926)、《人之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1)、
《流浪者》等，以及诗剧《大地诸神》、《拉撒路和他的情
人》等。《先知》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作者以智者临别赠
言的方式，论述了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
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和



社会问题，充满比喻和哲理，具有东方色彩。纪伯伦并自绘
充满浪漫情调和深刻寓意的插图。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十

二、简介青海湖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距
西宁150公里，南北宽约63公里，周长360多公里，面积4500
多平方公里，湖面海拔3200米，平均水深近20米，蓄水量754
亿立方米。含盐量6‰。矿化度15克/升。青海湖古称“西
海”“羌海”，又称“鲜水”“鲜海”，汉代也有人称
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藏语称为“错温
布”，蒙古语称为“库库诺尔”，意思均为“蓝色的湖泊”。

三、作者简介

冯君莉，女，天津人，1956年出生，曾任青海省文学艺术研
究所副所长。曾发表过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几十篇。

四、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边读边思考：

1、作者是以什么为线索来描绘青海湖风光的？

明确：本文是以作者的游踪为线索，即在路上、在青海湖、
离开。

2、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说说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观赏青
海湖的。

明确：



相关语句观赏顺序

青海湖到了，……到达青海湖

我的眼前，一片镶着露珠的绿茵茵的草滩……观赏草滩

在着绿色和黄色的背后，又衔接着一派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湖
水……观赏湖水

再顺眼望去，在水天相连的地方，是一道尚未退却的乌
云……观赏乌云

再往上，就是那雨后所特有的万里晴空了。观赏万里晴空

阳光越来越明媚，那蓝色的镜面上摇摇曳曳倒映出三五个鸟
湖岛的轮廓……观赏鸟岛

我们沿着绿色的草滩，沿着蓝色的湖畔，继续赶路了。观赏
结束

作者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观赏青海湖的美景，这种观察方
法就是“定点观察”方法：由近及远，由上至下，言之有序。

五、细读课文，分析结构

1、齐读课文，理清结构，体会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思想感
情。

2、讨论交流：

（1）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各写了什么内容？

（2）文中从哪几个部分具体描写了青海湖？

（3）如何理解题目中的“梦幻”二字？



明确：（1）本文按游前、游中、游后自然分为三部分。

全文共12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4段），写去青海湖。

第二部分（第5～11段），领略青海湖的美。

第三部分（第12段），离开青海湖。

结构图表如下：

六、小结

我们通过这篇的学习，要学会什么？要了解什么知识，培养
什么能力？

要了解青海湖梦幻般的奇妙景色，培养自己观察事物的能力
和想像能力，以及体会作者情感的能力，并能在有感情的朗
读中体现出来。

中学八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十一

一、学习目标

1.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

2.了解“说”及其文体特点

3.理解课文字词及其比喻义

二、引入

1.关于“说”的文体，你知道多少？学过哪些文章？



2.说说你对韩愈了解多少，韩愈的诗文你学过哪些？

三、引导自主学习

1.了解关于“说”的常识及作者、写作背景

作者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现在河南
孟县）人，唐代文学家，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与柳
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写作背景：韩愈初登仕途时，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请
求重用遭冷遇，甚至三次登门被守门人挡在门外。尽管如此，
他仍然申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
依附于节度使董晋和张建幕下，郁郁不得志，所以作《马
说》，发出“伯乐不常有”的感叹。

“说”--“说”是古代一种议论体裁，用以陈述作者对社会
上某些问题的观点；“说”的.语言通常简洁明了，寓意深刻，
说理透彻。通常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借讲寓言故事、状写
事物等来说明事理。讲究文采，跟现在的杂文大致相近。

2.自主学习课文内容及重点字词

食一食或尽粟一石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策策之不以其道

执策而临之曰

四、小组合作学习释疑

第一段



1.本段表达了作者什么观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2.没有伯乐，千里马命运如何呢？（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
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3.本段文字说明了什么？（伯乐对千里马的重要作用。）

第二段

1.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是什么？（食不饱）

2.本段文字从侧面讽刺了喂马者？（无能、无知、目光短浅。
）

3.“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表达了作者
什么感情？（对千里马命运的惋惜，对食马者的讽刺。）

第三段

1.哪些语言能体现食马者的无知和浅薄？（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
曰：“天下无马！”）

2.本段哪句话能体现作者的写作目的？（其真无马邪？其真
不知马也。）

3.本段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对人才埋没的愤懑之情。）

五、疑难探究

1.文中的千里马、伯乐、食马者各比喻么？

千里马：有才能的人

伯乐：能发现、提拔、任用人才的的人



食马者：寓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的统治者。

2.本文通篇不离千里马，难道只是说“马”吗？

借千里马难遇伯乐，最终被埋没，揭示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
的现象，也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慨。

六、课堂检测

如果你怀才不遇，你会学下列哪位古人？说出原因。

a.韩愈怀才不遇写文章

b.苏秦悬梁刺股发愤成材

c.韩信另寻明主创大业

d.陶渊明归隐田园其乐悠悠

课文对译：

世有伯乐［1］，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只辱於奴隶人之手，骈死於槽枥之间［2］，不
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3］。食马者［4］，不知其
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
才美不外见［5］，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6］，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
知马也［7］！

——选自东雅堂刊本《昌黎先生集》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被发现。可是千里马虽然
世代常有，而伯乐却不常有，因此虽然有不少好马，却只能
在马夫手中受糟塌，最后接连不断地死在马厩之中，而不能
以千里马著名。

（现在那些养马的人，自己不知道手中有千里马），因此驾
驭时不能顺其本性；喂养时又不能给料充足，使它充分发挥
才能；马虽然哀鸣，人却一点不懂得它的意思。还拿着马鞭，
煞有介事地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这难道是真
的没有千里马呢，还是确实不识千里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