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 心声教案设计
(精选8篇)

小班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握教学进度，提高教学效果。
推荐一些经过验证有效的教案供大家学习参考。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一

课题：心声（义教语文九年级上册第12课）

课型：品读课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梳理情节、感知人物；学习和体会小说心
理描写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提高朗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语感。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朗读中探究心声内涵，明确写作目的，
从中获得人生启示。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学习主人公执着勇敢追求美好生活
的精神，促进健康师生关系形成。

教学重点：梳理故事情节，探究心声内涵。

教学难点：理解心声内涵、挖掘作品主题、获得人生启示。

课前准备：学生预习课文，教师制作课件。

教学过程：

同学们好，喜欢唱歌吗？我也很喜欢。今天我给大家唱几句



怎么样？“无论在天涯无论在海角，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
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方，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无论天
涯海角无论何时何方，我都祝你们快乐健康，这就是我的心
声。今天大家还会听到另一个人的心声，他是谁？他有着什
么样的心里话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心声》。

（出示课题并板书。）

1、咱们先来听听课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播放
课文朗读片）

2、谁能告诉我故事一直围绕一件什么事在写？

学生思考、指名回答。教师点评总结。

要点提示：在一次语文公开课的准备过程中，程老师设计了
让学生表情朗读小说《万卡》的教学环节。学生李京京被
《万卡》深深吸引而无比喜欢，很想参与课文的表情朗读。
他的这一愿望遭到老师的断然拒绝和同学的无端嘲笑。最后，
在公开课上，当程老师的按部就班被学生的怯场打乱时，李
京京举起了手，用沙哑的嗓子满怀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表达
了主人公万卡和自己的心声。

3、老师来画一画好不好？（画简笔画）这就是正在读课文的
李京京。

（一）学习故事开端

1、京京想参与课文的表情朗读的愿望最终实现了吗？他是怎
样实现的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故事的“开端”。请同学们把
书合上，认真听我读课文。（跳读1——10段程老师的话。）
（板书：开端）

2、猜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要点提示：想读课文被拒绝，因为嗓子沙哑得厉害。（板书：
想读课文被拒绝）

下面咱们来分角色朗读11—16自然段，读读他是怎样被拒绝
的。

学生角色分工，读完后教师评价学生朗读情况。

接下来的第17段我们一起来读吧。（学生齐读）

要点提示：京京渴望老师和同学们的平等相待。（引导，板
书：渴望平等相待）

4、李京京一直想读的课文叫什么名字？（《万卡》）课文哪
一段交待了？（第七段）哪位同学来读读这一段？（指导读
音：契、诃、恍惚）让京京整日神情恍惚的《万卡》到底是
一篇怎样的课文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示幻灯
片）

（二）学习故事的初步发展

1、李京京为什么如此喜欢《万卡》这篇文章呢？我们将在故
事的发展中找到答案。（板书：发展）请同学们合上书，回
忆一下接下来的故事是怎样的。

要点提示：李京京在树林子里的朗读、体会和回忆亲友。

（学生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练读课文忆亲友）

2、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对京京的内心世界作了细致的描写，
老师从中摘取几段，一起来读一读。（出示幻灯片并范读。）

提问：多可怜的孩子，多可气的父母！同学们，你们听到了
京京心灵的呼唤了吗？



要点提示：京京是多么得到渴望父母和谐，家庭温暖。

（学生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温暖亲情）

要点提示：京京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情。

（学生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纯真友情）

（三）学习进一步发展

1、多么令人怀念的往事啊！可是，如今京京的同学们是怎样
对待他的呢？故事继续发展到了“第二天放学后”。程老师
让被指定读课文的同学留下来练习朗读。李京京走出教室又
折回来趴在窗外听。当他发现赵小桢读出的调子总是奶声奶
气时，就大声指出，结果同学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学生
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指出错误被嘲笑）咱们一起来读一
小段好不好？就读第33至41段。京京：一男生；赵小桢：一
女生；叙述性文字由老师读；其他同学当评委。

提问：他们表现怎样？谁更好一点，为什么？

学生自我评价后，教师纠正强调读音，总结评价朗读。

2、同学们读的很精彩，评的很专业，看来大家的朗读水平都
很不错嘛。我们再一起来读读42段吧。（齐读42）

提问：同学们理解京京的好意吗？这恰好表明李京京有着怎
样的心声？

要点提示：同学们不理解京京的好意。“他委屈地离开教
室”。这表明京京渴望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

（学生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理解尊重）

（四）、学习故事高潮结局



提问：公开课那天李京京读课文了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读
的？他读得怎样？

要点提示：在公开课上，当程老师的按部就班被学生的怯场
打乱时，李京京举起了手，用沙哑的嗓子满怀感情地朗读了
课文。

（学生发言，教师引导并板书：深情朗诵感师生）

四、自主合作话主题

李京京，一个在老师的眼中不听话的孩子，却凭着自己的执
着、勇敢，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也让老师改变了对他的
看法。李京京成功的经历以及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一定给了
我们很多关于成长、社会、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启示吧，一
起交流一下。

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巡堂指导，参与讨论。

小组代表回答，教师总结。（答案多元化，鼓励个性化体验。
）

学生思考，或先写后读。学生回答（学生活动）

教师小结：听了同学们的心声，我非常感动。我们相信，只
要大家敞开心扉，多沟通，多理解，那今后的生活就像一首
歌里写的那样“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
爱的影踪”。

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的心声，表达了作者对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关注，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主人公用全部感情朗读那篇动
人的课文，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他的
成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启示。让我们在下一堂课再进行深
入的探究学习吧。



1、提取小说主要情节，把课文缩写成300字以内的故事。

2、把刚才还没完成的“心里话”写在周记本上。

12.心声

黄蓓佳

故事情节京京心声

开端——想读课文被拒绝平等相待

练读课文忆亲友渴

发展温暖亲情

指出错误被嘲笑

高潮望纯真友情

深情朗诵感师生

结局尊重理解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二

1、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对全文整体感知把握
人物形象，以及把握小说通对情节反映的社会生活。

2、 品析“心声”的内涵，并学会如何进行文学欣赏。

3、 细品并学习小说中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1、 小说如何通过情节反映社会生活，让学生学会通过人物
形象赏析小说。



2、 细品语言，内化语言。

1、 课前要求学生结合课后练习课前预习，整体把握;

2、 复述课文情节检查预习;

3、 讨论人物、主题、心声内涵，并从中明的如何赏析文学
作品。

4、 通过美读比赛品析、内化语言。

多媒体

一课时

我们来带着一声啼哭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们用好奇
的眼晴打量我们周围的一切，接受周围的一切，同时我们也
希望被他人接受，我们一路走来，面对人生我们有太多的话
想说，有太多的心声要表达，让我们一起走进《心声》去听
听主人公——李京京的心声吧，他会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1、 从语言的角度你喜欢这篇小说吗?你喜欢哪一部分?朗读
自己喜欢的地方!(尽量和李京京读得一样好。)

2、 合作活动：

四人小组互样读给对方听，推荐读得最好的一名同学参加全
班朗读比赛。

1、 检查课前预习情况，请同学复述全文故事情节。(四个主
要情节不能掉)

2、 请同学们仔细再读课文，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将下面
的一个短语和一句话补充完整。



( )的李京京

《心声》表达了李京京想…………的心声。

3、 讨论：

(1)如果让你来朗读《万卡》这篇课文，你会不会朗读得和李
京京一样好?为什么?

提示：《万卡》之所以打动李京京，是因为李京京有与万卡
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情感体验，相似的倾诉需求，他的心与
作品中的万卡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万卡的心声似乎也就
成了他的心声。“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是心里有种憋
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念出来，吐出来。”

启示一：要融进小说中去，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
深入理解作品。

启示二：要从小说中出来，从生活中发现小说，从小说中理
解生活。

(2)从这篇小说中你看到了什么?你对你所看到的现象有何看
法?

教师点拔，总结，引导学生对现象作正确的评价。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三

1.整体感知，把握小说情节，理清作者思路。

2.学习本文运用心理描写，通过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来
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

3.揣摩“心声”的深刻含义，联系生活实际，探讨小说的现



实意义。

理解作者以“心声”为标题的深刻含义，培养爱心和平等待
人的美好品质。

（一）自主学习

1.检测预习

文学常识

（1）小说以塑造________为中心，通过________的叙述
和_________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2)小说有三个要素，即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3)小说按篇幅长短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

(4)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人物描写必须具有
典型性。人物的直接描写有________描写、________描
写、________描写、________描写、________描写。

(5)小说故事情节分为四个阶段，
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2.词语积累

学生标示段序并疏解疑难字词

琅（ ）琅 痒（ ）痒 发窘（ ） 嘟囔（ ）

撇（ ） 抽噎（ ） 抽泣（ ） 毛毛剌剌（ ）

(二)感知情节，梳理结构，把握矛盾冲突。



1.用简洁的语言完整地复述主要故事情节。

2.情节：在复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章内
容。

故事的开端：

故事的发展：

故事的高潮和结局：

（三）跳读课文，研讨刻画李京京形象的描写方法，感悟心
声

1、本文在塑造李京京这个人物形象时，作者运用了多种人物
描写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这些描写刻画细腻、
真实，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特别是文中的心理描写，更让人
觉得真切，请同学们找出认真体悟。

2、学生选读精彩的段落，用句式：

“我从___段中读出了京京___的心声”说一句话。

3.你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吗？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

4.综上所述，作者以“心声”为标题，究竟要表达什么深刻
含义呢？

对这篇小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

请结合课文，发挥想像，从下面两个问题中任选一题，用一
句精练的话回答：

1假如你是李京京，你最想对程老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来
自父母的无

沟通从“心”开始，倾听了同学们的心声，我深受感动和激
励。作

为老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将捧着一颗真诚的爱心，
与每位学生平等交流；也希望我们大家能用“心”对待身边
的每个人、每件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强烈愿望并渴望实现，也许实现它不会一
帆风顺，会遇到一番曲折，但你会不断争取下去，请把你追
求的这一过程记录下来吧，那是你成长的足迹。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四

小说已经学过许多,有关小说的知识大家早已有所了解。所以
关于这篇小说我的教学设想是:第一课时,整体阅读,复述情节,
教师一步步引导学生理解"心声"的含义。

课前要求学生把课文读读。

1、知识与技能

(1)进一步巩固小说的知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简要复述小说内容,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3)抓住关键的语句,理解"心声"的含义

(4)了解人物描写的方法,分析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指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感情

(2)通过复述,,理清故事情节,并用简洁的文字概括情节

(3)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明白小说所反映的问题。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促进健康师生关
系的形成。

(2)引导学生学习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3)在讨论分析中培养学生欣赏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

熟知课文内容,引导学生弄清"心声"的含义

引导学生理解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一、听歌曲,导入新课

让学生先听少年犯的歌曲《心声》,然后问学生,从少年犯的
歌声听到的心声是什么?是少年犯对过去的悔恨,是他痛改前
非、重新做人的决心。

那么,我们现在一起走进黄蓓佳的小说《心声》,去了解小说
《心声》是什么。板书。问:小说写的是谁的心声?学生都回
答:李京京。李京京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那他的心声是什么呢?
小说写了什么样一件事情?下面大家快速看小说,准备上讲台
复述故事情节。顺便了解李京京的心声是什么,课文中哪些语
句体现了他这一心声。

二、学生上讲台简单复述小说故事情节

三、引导学生逐步理解"心声"的含义



1、了解李京京的心声

李京京是小说的主人公,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李京京的'心声是
什么呢?学生都明白李京京的心声是:想要在公开课上朗读课
文。"念一段,哪怕是几行字的那么一小段"课文。

2、要求学生快速画出课文中表现李京京想读课文的语句

师生互动,读出相关的语句。94页:京京在坐位上不安地扭动
着身子,眼巴巴地望着老师,仿佛想说什么。可是随即又抬起
头,并且举了举手。京京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老师,我
能……念一段吗?他真想念一段,哪怕是几行字的那么一小段
呢!96页:要是老师准许他读一段课文,他一定能读好,一定的。
他真想大声地读一段,用上全部感情去读。99页:京京在坐位
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他真想站起来。可是,如果举了手,老
师会喊他吗?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而是心里有种憋了很
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地念出来,吐出来。

3、引导学生理解心声的第一层含义

学生容易找到并读出语句:"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而是心
里有种憋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地念出来,吐出来。"可见,
李京京那么迫切地想读课文,是他心里的有一种感情渴望表达
出来,想通过读课文表达出来。这就是心声的第一层含义:李
京京渴望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4、引导学生理解心声的第二层含义

李京京内心的情感是怎样的呢?他要读的课文写了一个什么故
事?

凡卡的故事学生们小学学过,都熟悉,会说。凡卡离开亲人爷
爷,在城里当学徒,遭受到非人的待遇,圣诞节了,他写信叫爷
爷接他回去。



小说的主人公李京京呢?他离开乡村,来城里读书,爸爸妈妈常
吵架。他一读课文,就会想起什么?想起在乡下和爷爷一起的
幸福生活,想起乡下的好朋友妮儿。由此可见,李京京在这城
里的家里,感觉到家的温暖了吗?没有。在城里的学校有妮儿
那样的朋友吗?没有。也就是说李京京在城里读书,没有体会
温馨的亲情,也没有感受到暖心的友情。这也就是心声的第二
层含义:李京京渴望亲情和友情。

5、引导学生理解心声的另一层含义

没有。

大家看,程老师为什么不让李京京读呢?

学生会读出这句话,程老师说他"嗓子沙哑得厉害,念不好"。

嗓子沙哑,就念不好吗?不是。我们一起看看程老师对李京京
的态度吧。是怎样?是"呵斥"、"不满"、"皱眉",怎么看待老
师对李京京的态度啊?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班上,李京京还是让
程老师有点烦吧。这不是一堂普通的课,是区上的公开课,程
老师自然会叫自己心目中那些听话的好学生来读,不会让"嗓
子沙哑"又有点烦的李京京读了。李京京呢,想读,自信能读好,
鼓起勇气向老师提出,老师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不行"。大家认
为程老师的做法对李京京来说好不好?不好,会伤了李京京的
自尊心。大家觉得程老师了解他的学生吗?不了解。她心中的
好学生临阵退缩了,她自认为读不好的学生读得感动了所有人。

小说通过这个情节,是要告诉老师,要了解每个学生,要尊重每
个学生,要关爱每个学生。这也算是心声的又一个含义吧:希
望老师们要尊重每一个学生,了解每一个学生,关爱每一位学
生。

6、引导学生理解心声的更深层含义



不能。是的,是不能。这样的公开课,一般都是按照老师课前
的布置那样做,这只是做样子让别人看的。并不能代表什么。
小说把这种现象展现了出来。这也算是心声另一层的含义:批
判教育教学中的形式主义。

四、拓展迁移,学生作业

1、大家现在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说的题目取为"心声"
吧?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去理解,就有四层含义。李京京是小说
的主人公,从李京京的所作所为来看,心声又有什么含义呢?或
者是从李京京的所作所为,给你怎样的启示?写在作业本上。

2、从小到大,我们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来自父母师长的无微
不至地呵护与关爱,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们也
渐渐发现:在享受这份关爱的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各种考验和
困惑。成长中的你是否有些感慨想说给爸爸妈妈老师听?请用
简洁的语言把你最想说的心里话写出来。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五

情感目标、了解当前教育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

能力目标、通过本文学习，初步掌握小说欣赏的一般方法。

知识目标、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主旨：

重点和难点

结合问题探究，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结合小说特点，探究
小说的主旨。

【学习过程】

第一板块：课前预习



1．阅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读准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并
将它们抄在笔记本上。

棱角 恍惚 沉浸 发窘 祷告 抽泣 发颤 抽噎

2．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结合复述的要求．用简洁的语言概
括本文的主要情节

3．小说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请结合人物分析的一般方法，
用几个词语对他们进行评价。

4．根据个人阅读体验，结合课本p．259所附的知识短文《谈
谈小说》以及自己对小说的认识，探究对本文主题的理解。

第二板块：人物分析

(一)速读课文．思考如下问题：

1．文中写到了几个人物．你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谁?说说自
己的理由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六

重庆市朝阳中学

王成文陈伏兰

教学目的：

1．把握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理解“心声”的深刻意义，学
习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

2．体会和学习小说的艺术特色――插叙手法、心理描写、细
节描写、结构上的双线交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3．学习缩写。

教学理念：

提倡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提倡教师、学
生和文本的平等对话；提倡编者意图、写作意图和学习意图
的和谐会通，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教学内容：

[4][5][6]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的：

1、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对全文整体感知把握人
物形象，以及把握小说通对情节反映的社会生活。

2、品析“心声”的，并学会如何进行文学欣赏。

3、细品并学习小说中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教学难点：

1、小说如何通过情节反映社会生活，让学生学会通过人物形
象赏析小说。

2、细品语言，内化语言。

教学构思：

1、课前要求学生结合课后练习课前预习，整体把握;

2、复述课文情节检查预习;



3、讨论人物、主题、心声，并从中明的如何赏析文学作品。

4、通过美读比赛品析、内化语言。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我们来带着一声啼哭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们用好奇
的眼晴打量我们周围的一切，接受周围的一切，同时我们也
希望被他人接受，我们一路走来，面对人生我们有太多的话
想说，有太多的心声要表达，让我们一起走进《心声》去听
听主人公——李京京的心声吧，他会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二、整体感知，把握人物形象及所反映的的社会生活。

1、检查课前预习情况，请同学复述全文故事情节。(四个主
要情节不能掉)

2、请同学们仔细再读课文，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将下面的
一个短语和一句话补充完整。

()的李京京

《心声》表达了李京京想…………的心声。

3、讨论：

(1)如果让你来朗读《万卡》这篇课文，你会不会朗读得和李
京京一样好?为什么?



提示：《万卡》之所以打动李京京，是因为李京京有与万卡
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情感体验，相似的倾诉需求，他的心与
作品中的万卡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万卡的心声似乎也就
成了他的心声。“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是心里有种憋
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念出来，吐出来。”

启示一：要融进小说中去，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
深入理解作品。

启示二：要从小说中出来，从生活中发现小说，从小说中理
解生活。

(2)从这篇小说中你看到了什么?你对你所看到的现象有何看
法?

教师点拔，总结，引导学生对现象作正确的评价。

三、细品语言，内化语言。

1、从语言的角度你喜欢这篇小说吗?你喜欢哪一部分?朗读自
己喜欢的地方!(尽量和李京京读得一样好。)

2、合作活动：

四人小组互样读给对方听，推荐读得最好的一名同学参加全
班朗读比赛。

板书设计：

经历遭遇朋友现状情感结局

共鸣

李京京



万卡

心声教学设计

教学目的：

1.把握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理解“心声”的深刻意义，学
习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

2.体会和学习小说的艺术特色——插叙手法、心理描写、细
节描写、结构上的双线交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3.学习缩写。

教学理念：

提倡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提倡教师、学生
和文本的平等对话;提倡编者意图、写作意图和学习意图的和
谐会通，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教学内容：

《心声》是发表于80年代初期的反映教育问题的一篇小说。
小说通过刻画感人肺腑的学生李京京形象，借主人公之口表
达了众多受教育者的心声——呼唤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
呼唤珍视学生的美好情感和独特体验。这是一篇自读课文，
根据文章的特点，我们在引导学生自读的基础上要遵循学生
认知的原则：要研讨小说写了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
写;要在把握小说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小说
的主题和艺术特色。为了充分调动和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营
造宽松的阅读环境，拟安排两课时学习本文。

课前准备：

1.学生借助工具书扫除字词障碍，阅读课文。



2.教师准备有关资料，以便引导学生多角度解读课文。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听取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感受。)面对人生，成长中的我
们有太多的话要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说《心声》，去听听
主人公的心声。

二、整体感知，把握情节

1.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提取故事主要情节进行复述。

示例：在一次语文公开课的准备过程中程老师设计了让学生
表情朗读小说《万卡》的教学环节。学生李京京被《万卡》
深深吸引而无比喜欢，很想参与课文的表情朗读。他的这—
愿望遭到老师的断然拒绝和同学的无端嘲笑最后，在公开课
上，当程老师的按部就班被学生的怯场打乱时，李京京举起
了手，用沙哑的嗓子满怀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表达了主人公)
卡和自己的心声。

2.在复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章内容。

故事的开端：李京京朗读课文的请求遭到拒绝。

故事的发展：李京京用真情和独特的体验朗读课文。

(1)李京京在树林子里的朗读、体会和回忆。

(2)李京京纠正同学的朗读遭到嘲笑。

故事的高潮和结局：李京京勇敢举手，在公开课上朗读了课



文。

三、自主阅读，体验感悟

1.教师引导学生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体验进行个性化
解读，并设计话题让学：讨论。

出示话题并进行讨论：小说着重刻画了。个人物形象?文中的
李京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你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吗?结合小
说内容谈你的看法和理由。

教师引导学生所应把握的基本点：李京是一个朴实真诚、善
良而宽容、自信而勇敢、对生活有着美好愿望、执著追求真
善美的少年。

2.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全文，讨论：李京京的心声是什
么?(结合小说中具体的语句或段落谈谈自己的依据或感悟。)

设计原则：在多数同学能够提出“想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深
入揣摩，根据关键语句或段落，了解李京京的经历和情感体
验，把握李京京情感倾诉的需求。

预期成果所包含的实质：李京京渴望得到锻炼机会，渴望得
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理解和尊重;渴望父母和谐，家庭温
暖;渴望亲情和友谊而想念爷爷和儿时玩伴;渴望情感的倾诉
与宣泄。这些愿望都建构在“想朗读课文”这一表白上而动
人心魄。总而言之，李京京的心声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也体现了他作为成长中的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3.引导学生找出自己感悟最深的句段深入阅读体验，进行有
感情的朗读。

四、课堂小结



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的心声，表达了作者对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关注，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主人公用全部感情朗读那篇动
人的课文，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他的
成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启示。让我们在下一堂课再进行深
入的探究学习吧。

五、布置作业

1.提取小说主要情节，把课文缩写成300字以内的故事。

2.阅读课文，思考文章的主旨和艺术特色。第二课时这个单
元的课文都是反映少年生活的小说。把握小说的主旨、赏析
小说艺术特色是我们学习本文的主要的目标。

第二课时

一、赏析体会

设计原则：充分发挥学生阅读课文的自主性，调动学生赏析
的积极性。以学生选择重点语段朗读、赏析为主，教师适时
指导赏析。

关于小说主旨，应充分肯定学生的独到发现与体会赏析。关
于小说的艺术特色，应落实好重点问题：插叙手法、心理描
写、细节描写、环境描写的运用及其作用;结构上的双线交织，
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

二、合作探究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来探讨研究。(以下两题中任选一题，
充分发挥学生思考和表达的自由。)

提示：《万卡》之所以打动李京京，是因为李京京有与万卡
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情感体验，相似的倾诉需求，他的心与



作品中的万卡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万卡的心声似乎也就
成了他的心声。“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是心里有种憋
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念出来，吐出来。”

启示一：要融进小说中去，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
深入理解作品。

启示二：要从小说中出来，从生活中发现小说，从小说中理
解生活。

教师引导时要把握的方向：教育应该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全
体学生的发展，尤其要尊重和发现每个学生的积极因素，尊
重和爱护学生的个性，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愿望。

三、课堂小结

同学们，我们在课文中听到的是一个少年质朴的发自内心的
呼声，他有着多么美好的心灵啊!作为教育者，我深受教育.
和激励。我们没有理由去歧视任何一个积极向上的学生，没
有理由不捧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让心与心的平等交流成为教
育最亮丽的风景。作为受教育者，我们也应尊重自己和他人
的独特体验，探求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为着健全和完善
自我人格而努力。让我们携手前行吧!

四、作业

平时注意积累，记下自己在文学欣赏方面的经验和感悟。

心声的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八

1．把握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理解“心声”的深刻意义，学
习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

2．体会心理描写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3．学习缩写的写作方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听取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感受。）面对人生，成长中的
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说《心声》，去听
听主人公的心声。

二、整体感知，把握情节

1．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提取故事主要情节，进行复述。

明确：在一次语文公开课的准备过程中，程老师设计了让学
生表情朗读小说《万卡》的教学环节。学生李京京被《万卡》
深深吸引而无比喜欢，很想参与课文的表情朗读。他的这一
愿望遭到老师的断然拒绝和同学的无端嘲笑。最后，在公开
课上，当程老师的按部就班被学生的怯场打乱时，李京京举
起了手，用沙哑的嗓子满怀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表达了主人
公万卡和自己的心声。

2．在复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章内容。

故事的开端：李京京朗读课文的请求遭到拒绝。

故事的发展：李京京用真情和独特的体验朗读课文。

（1）李京京在树林子里的`朗读、体会回忆。

（2）李京京纠正同学的朗读遭到嘲笑。

故事的高潮和结局：李京京勇敢举手，在公开课上朗读了课



文。

三、自主阅读，体验感悟

1．教师引导学生凋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进行个性化
解读，并设计话题让学生讨论。

出示话题并进行讨论：小说着重刻画了几个人物形象？文中
的李京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你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吗？结
合小说内容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

明确：李京京是一个朴实真诚、善良而宽容、自信而勇敢、
对生活有着美好愿望、执著追求真善美的少年。

2．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全文，讨论：

李京京的心声是什么？（结合小说中具体的语句或段落谈谈
自己的依据或感悟。）

明确：李京京渴望得到锻炼机会，渴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
定、理解和尊重；渴望父母和谐，家庭温暖；渴望亲情和友
谊而想念爷爷和儿时玩伴；渴望情感的倾诉与宣泄。这些愿
望都建构在“想朗读课文”这一表白上而动人心魄。总而言
之，李京京的心声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也体现了他
作为成长中的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3．引导学生找出自己感悟最深的句段深人阅读体验，进行有
感情的朗读。

四、课堂小结

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的心声，表达了作者对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关注，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主人公用全部感情朗读那篇动
人的课文，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他的



成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启示。让我们在下一堂课再进行深
人的探究学习吧。

五、布置作业

1．提取小说主要情节，把课文缩写成300字以内的故事。

2．阅读课文，思考文章的主旨和艺术特色。

第二课时

一、导入

这个单元的课文都是反映少年生活的小说。把握小说的主旨、
赏析小说艺术特色是我们学习本文的主要的目标。

二、揣摩体会

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

三、合作探究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来探讨研究。（以下两题中任选一
题，充分发挥学生思考和表达的自由。）

1．《万卡》为什么那样打动李京京？你从中得到有关小说阅
读和欣赏方面的哪些启示？

提示：《万卡》之所以打动李京京，是因为李京京有与万卡
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情感体验，相似的倾诉需求，他的心与
作品中的万卡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万卡的心声似乎也就
成了他的心声。“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是心里有种憋
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念出来，吐出来。”

启示一：要融进小说中去，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



深人理解作品。

启示二：要从小说中出来，从生活中发现小说，从小说中理
解生活。

教师引导时要把握的方向：教育应该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全
体学生的发展，尤其要尊重和发现每个学生的积极因素，尊
重和爱护学生的个性，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愿望。

四、课堂小结

同学们，我们在课文中听到的是一个少年质朴的发自内心的
呼声，他有着多么美好的心灵啊！作为教育者，我深受教育
和激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捧着一颗真诚的爱心，与每
位同学平等交流，让心与心的平等交流成为教育最亮丽的风
景。也希望在座的我们大家，能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五、作业

平时注意积累，记下自己在文学欣赏方面的经验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