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优质19篇)
教案的评价标准应该包括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学过程的完整
性。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教学重点和难点的讲解和训练
方法。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一

(1)出示例句，默读感知比喻句。

(2)弄清本体和喻体：说说句子中间用什么来比喻葛洲坝。

(3)讨论：揭示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

“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与葛洲坝有什么相似之处?”(答案：
形状相似，远远望去，两者皆呈现出带状。)

“无数的珍珠和宝石与葛洲坝又有什么联系?”(答案：葛洲
坝上灯的海洋与无数的珍珠宝石同样灿烂、晶莹、光彩夺目。
)

(4)了解外部特征，找比喻词。

作者用哪个词把相似关系表达出来的?(答案：真好像)我们还
学过哪些这样的词语?指名说。(答案：好似、像、仿佛、
像……一样等。)

(5)读读划划，评会作者的感情。

(轻声读句子，用“。。”圈出你喜爱的优美词语，并说说自
己的感受。

作者用这美好的事物来比喻葛洲坝，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自由朗读，要求：边读边想象，评会情感。

(6)教师引导学生：

比喻句中用来比的和被比的两种事物应注意些什么?

(7)巩固训练：在文中找其它比喻句，尝试分析。

(课文中原句略。)

(8)拓展训练：

(出示小黑板)

a、春天的农田好
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热闹的大街好
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二

】

思妇闺怨，是中国传统诗词中历咏不衰的一个主题，而做得
最多的'又往往是须眉之士。他们或是以己度人描摹体恤女子
情怀;或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失意与惆怅。思妇入诗，最早
是从《诗经》中开始，《诗经·召南·殷其雷》中有“殷其
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感或惶?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而入词则有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暝色
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千年后，台湾诗人郑愁予作了一
首脍炙人口的短诗《错误》，今天我们就从内容、意象、结
构等几个方面来解读这首诗。



二、教师范背《错误》，听录音，学生朗读。

三、分析

1、内容分析

思考：通过阅读，这首诗主要写了些什么内容?

明确：描写的是痴情的女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一次次的希望又
一次次的失望乃至绝望的故事。

这个故事又是通过什么来表现的哪?这就是我们曾学过的意象。

2、意象分析

明确：(多媒体展示)

莲花(的开落)女子芳洁、封闭而又寂寞的心灵

东风(不来)

柳絮(不飞)

跫音(不响)

春帷(不揭)

小小的寂寞的城

小小的窗扉紧掩感情执着、专??

青石的街道向晚

3、结构分析



既然短短90多字就有如此多的意象，如果不精心安排，只是
随意的堆砌在一起，也不会有美的意境;也不会将女子执着专
一的感情封闭而又寂寞的心灵描摹得如此的酣畅淋漓。所以
我们来分析一下诗歌的结构，找一找诗歌的线索，试着将本
诗的各个镜头按照正常的顺序来拼接一下，看一看郑愁予的
时空转换艺术。

明确：本诗歌由纵横两条线索，是整个故事呈现环式结构。

横线——第一节两句是故事的结局，中间五句是对女子的漫
长等待的想象，最后两句是写实。

纵线——从大景(广阔的江南)到小景(小城、街道、帷幕、窗
扉和马蹄声)像从一条幽僻的小巷，从大的背景伸向寂寞的向
晚的青石街道。

全诗按照：“实—虚—实”的思路来倒装的。

4、“错误”分析

(1)我们先看一下“错误”产生的过程：(多媒体展示)

制造者：女子制造者“我”

失之交臂漫长等待

紧掩心扉、令有所盼可能是“归人”

无视“我”回眸难以停留，是“过客”

少妇眼中“我”是过客伤心、失望、绝望

美丽的邂逅情节“达达的马蹄”带来美丽的期盼

“美丽的错误”



(2)产生的原因：(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明确：因为“我”这“达达的马蹄”打开了“你”“小小的
寂寞的”心，打开了“你”“紧掩”的心扉，“你”一定误
以为“我”回家了，于是，一阵惊喜，一片欢心，然
而，“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一
点时，“你”也许更惆怅，更痛楚吧!“惊喜”是美丽的，但
却是虚无的。马蹄本身是美好的，它能带给那位女子以希望。
所以这个错误的美丽，是种痛苦的美丽。但这种错误毕竟能
给女子带来希望，总比什么也等不到要好，所以也可以说是
美丽的。

四、课堂小结

面对这样一位含蓄隽永、情深义重的女子，诗人抱愧和解释是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读完全诗，它表面看是由于一场误会而引起女子心中的波动
和失落。但实际上，这首诗在无形之中对千古吟唱的思妇主
题做了一个男人最隐衷而又最诚实的回答。为什么千年以来
女子“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从而“肠断白蘋
洲”?只因为她们所等待的男人在她们的生命流程中，多半
是“过客”，而不是“归人”。

五、比较性阅读(多媒体投影)

思考：下面都是“倚楼望归”的三首诗，郑诗与白、温、柳
都沿用了“倚楼望归”的主题和意象，但给人的感觉又是迥
异的，试着做以说明。

白居易《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最后借“月明人倚楼”一句兀现，令人怅然长叹，低回久之。

温庭筠《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蘋洲。

柳永《八声甘州》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
处，正恁凝愁。

明确：在女主人公的处理上：白、温、柳词中，女主人公都
以明确的倚楼姿态出现的，无论是“思”“恨”还是“肠
断”，都是直抒胸臆，敞开心扉，但《错误》中的女子，郑
愁予将其处理得十分的含蓄矜持，心理活动也十分的曲折微
妙，层次跌宕，从而为全诗平添了富于古典气息的哀婉和惆
怅。

六、课后作业

1、课外阅读推荐

?郑愁予诗选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88年版

?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2、根据白词、温词、柳词及郑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写一篇
《不朽的失眠》的抒情散文，不少于800字。

附板书：

错误

中国式的意象：



女子芳洁、封闭

而又寂寞的心灵

感情执着、专??

郑愁予

“错误”产生的过程：

女子“我”

编织着美丽的梦带来美丽的期盼

“美丽的错误“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三

一、导入新课：

谁来介绍一下格罗培斯，学生结合资料，教师补充。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看读得是否正确流利。

2、认读生字新词。

三、初读课文，理解内容：

1、指名读课文。

2、课文什么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深刻？

四、细读品味，感悟最佳途径。



1、格罗培斯之所以设计出最佳路径靠的是什么？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品读、思考。

3、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谈论。教师巡视指导。

4、全班交流学习。

（1）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从建筑学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点——
路径设计却让他大伤脑筋。已经修改了五十多次，没有一次
是让他满意的。这2句话中细读品味。

（2）因为老太太的做法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抓住：漫山遍野、
绵延上百里等词语体会格罗培斯受到的启发。

（3）引导学生体会“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摆在
第一位的做法。

五、拓展延伸

根据自己的感想创作名言。

六、作业：完成同步

板书设计：

27*最佳路径

作风严谨思维创新

以人为本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四

1、会认、会写5个一类生字，会认2个二类生字，能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想
象力。

2、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悟诗歌大意，学习通过
换词理解字词的方法。

3、通过学习诗歌，培养学生对夏天的喜爱之情。让学生体会
到暑假生活的愉快。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五

1.认识掌握本课6个生字，正确书写8个汉字，借助字典或者
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中的生字新词，自主积累。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感悟“崭新的怀疑精神”对学习与生活的
意义。培养学生坚持真理的精神。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六

教学要求：

思想品德要求：通过看图和理解课文，认识长城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历的伟大奇迹，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知识要求：学习生字、新词;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
固;学习作者观察事物的方法。

能力要求：在学习中展开联想;体会作者的联想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重点难点：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的联想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方法;一边朗读一边
想像当时的劳动场面，理解作者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教具准备：中国地图，长城的图片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 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2、 请几位同学说说长城是什么样的。(可以用书上的词语)

3、 出示中国地图，找出长城的东西端各在什么地方?长城经
过哪些地方?

二、 介绍长城

三、 仔细看图，从图上你了解到了什么?

四、 自学生字，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记住生字的

五、 学习第一、自然段。

1、 读第一段，你从这段中知道了什么?

2、老师肯定学生发言。这段是作者从远处看长城，是从整体
上看长城像一条长龙，突出了长城的长，请同学一块读读这
段。

第二课时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1、我们随着作者一起去登长城，站在雄伟的长城上看看长城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一位同学做导游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读
读这段课文。听的同学从文中找一个词来概括长城给你的印
象。

2、大家说得真好!下面我们边看图边读课文，看看从哪些地
方能体会到长城的高大坚固。

小结：本段具体地给我们介绍了长城的结构，从长城的建筑
材料，城顶的样子，城墙的外沿的垛子，射口的构造和作用，
城台的样子和作用等方面做了具体说明。同学们在学习过程
中如同实实在在看到了长城，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站在这
样的长城上，作者想到很大，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第三自然段。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

学生自己读课文，标出这段有几句话?每句说什么?学生讨论
后发言。

三、全班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你对“伟大的奇迹”如何理解?

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补充相关内容，加深对“伟大奇迹”
的理解。

四、出示相关图片，把感情融入课文朗读。

五、喜欢哪一段课文?尝试背诵。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七

这是根据教研组研究专题设计和教学的一堂课，长长的一篇
课文，丰富的课文内容和思想内涵，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
这是一次挑战。但课堂效果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是值得尝试的，



课堂上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体现了
教师是引导他们学习的领路人。这种教学方式，最重要的是
给足时间，让学生充分地阅读课文，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
引领他们理解、分析课文。最后一个教学环节，应该是本堂
课的一个亮点，学生是在充分理解课文内容，把握文章的思
想内涵，深刻感悟战士们的高尚品质之后，才可能用那么精
彩的语言给“英雄”下定义。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八

中高年级对特定句型的掌握，认识其规律成为知识组块，尤
为重要。长期这样训练能形成语言的整体，为理解段与打好
基础。本例训练就是通过充分有序地展开训练过程，揭示比
喻句中喻体和本体的相似及了解外部特征，训练层层推进，
能使学生准确而迅速地抓住其构句规律，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果。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九

教学目标：

1.通过查字典词典独立识字，联系上下文理解词义，领会句
子含义。

2.以较快的速度阅读，把握文章主要内容，领悟作者的表达
方法。

3.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分角色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重点：把握文章的的主要内容，理清诗歌的叙述顺序，体会
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课文。



难点：从人物的对话和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和性格，从
大海的变化中去体会金鱼的变化。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提示课题

1.有一个老渔夫的妻子，在一条金鱼的帮助下，从一个老太
太变成了贵妇人，变成了女皇，但她还不满足。她到底想当
什么?最后得到了什么?这就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写的一首童话
叙事诗给我们叙述的故事。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诗歌，(适时板书课题：渔夫和金鱼
的故事)看渔夫和金鱼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快速把课文浏览一遍，把不懂的
字词画出来。

2.让学生提出自己不懂的字词，先让会理解的同学解释，不
能解释的查字典词典解决。

三、快速默读，把握内容

1.让学生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叙述了一件什么事
情?

2.引导学生讨论：

(1)诗歌中的主要人物都有谁?除了写人之外还主要写了什么?

(主要人物是老渔夫——老头儿，老渔夫的妻子——老太太，



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之外，还主要写了金鱼。)

(2)诗歌叙述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让学生把握课文的
主要内容。

(诗歌叙述了一位老渔夫的妻子贪得无厌，对金鱼的要求越来
越高，最后仍然一无所获的故事。)

四、抓住句子，理清顺序

1.让学生在诗歌中找出描写老太婆提要求的句子。

2.学生讨论老太婆的具体要求，教师根据老太婆的要求依次
板书。

4.引导学生概括诗歌的叙述顺序：课文开头简要介绍了人物
及他们的身份，事情发生的地点，老渔夫打到一条金鱼的情
况。然后按照老太婆对金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为顺序，记
叙了事情的经过。

五、体会感情，朗读课文

1.引导学生讨论：

(1)老太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贪得无厌、贪图享受)

(2)老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软弱无能，对丑恶行为姑息、
忍让)

(3)大海的变化体现了谁的变化?(金鱼的变化，由开始时的报
恩逐步到强烈不满，最后恢复了老太婆贫穷的原状。)

(4)诗歌中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思想感情?(谴责了老太婆，也批
评了老渔夫，告诉人们，贪得无厌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



2.以小组为单位，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木盆) (木房) (贵妇人) (女皇) (女霸王)

贪得无厌 一无所获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

教学目标：

1、了解解词的相关常识，掌握诗词的诵读技巧。

2、品味词的语言，揣摩词的意象，体会词中的意境。

3、感受诗人博大的情怀和革命壮志，培养胸怀祖国的情感。

4、教学重点：

1、品味词的语言，揣摩词的意象，体会词中的意境。

2、感受诗人博大的情怀和革命壮志，培养胸怀祖国的情感。

教学难点：

1、品味词的语言，揣摩词的意象，体会词中的意境。

2、感受诗人博大的情怀和革命壮志，培养胸怀祖国的情感。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用具：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导入。由《沁园春·雪》导入。

二、讲授新课。

1、简略讲介作者毛泽东。

2、由“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的比较，学习词牌
和词标题的常识。

词牌：又称词调，是词的格式的名称。每个词牌都规定了这
系列词的段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等。所以，
人们写词又叫填词，即按照词牌的格式把内容填进去。

而词的标题即是与词的内容有关。

3、多形式诵读课文，掌握词的读音、节奏，初步感知内容。

4、简述这首词的写作背景。

这首首词写于1925年，当时农-动蓬勃兴起，毛泽东直接领导
了湖南的农-动，先后建立了20多个农协会，并创建了湖南省
第一个党支部——韶山支部，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斗争。而这引起了当时土豪恶霸的恐慌，湖南反
动军阀赵恒锡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长沙，
同年秋天去广州接办全国农-动讲习所。在长沙时，他重游橘
子洲，看到绚丽的秋色，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回忆起
当年在此求学和革命斗争的生活，不禁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于是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词。

4、赏析课文。

(1)上片



1)分析品读第一句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的
语序及这一变序的作用。

参考答案：平常的语序应为“寒秋，(诗人)独立(于)橘子洲
头，(望)湘江北去”。这一变序凸现了诗人“独立”于天地
间的形象。

2)诗人独立于此，还看到了哪些景物?

(见板书)]

参考答案：

a、多角度地观察事物：远眺、近观、仰视、俯瞰。

b、景物中动景和静景互相映衬。

c、选材典型。

d、语言极富表现力。

e、一改“悲秋”的传统，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
壮丽秋色。

4)从“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句，点明诗人此
时此景的发问。

(2)下片

1)诗人和朋友们的“峥嵘岁月”具体是怎样的?

(见板书)

2)“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体现了诗人和



战友们哪些精神品质?

参考答案：以天下为己任，英勇无畏，蔑视反动军阀等黑暗
势力的精神品质。

3)“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体现了诗人和战友们的志向?

参考答案：决心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

4)从“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句，点明诗人
对“谁主沉浮”的暗答。

三、课堂小结：

《沁园春·长沙》通过对长沙壮丽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
革命斗争的生活的回忆，抒发了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
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决心改造旧中国的壮志
豪情。

四、巩固练习。

1、有感情朗读全文，再次感受诗中的豪情壮志。

3、背诵全文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一

教学目标：

1、 借助拼音，读准生字新词，了解、概括文本的主要内容。

2、 借助教材自主阅读，了解托德和老板唯利是图的性格特
征。

3、 了解作者抓住神态和语言刻画人物特点的方法，初步感



受作者“辛辣、夸张” 的笔触。

教法学法：组织引导;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一、 名言激趣导入：

1、【出示】 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
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
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莎士比亚

(生)课前齐读，(师)提问：这句话中哪个词语很显眼，哪个
词语出现的频率高?在你的脑海中谁会“变”?像我们普通人
不具备这种魔力。

2、今天我们学习一篇马克吐温写的文章，题目是——“有什
么不要有病，没什么不要没钱。”你喜欢钱么?(因为有了钱
我们可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浏览课文】，把这篇课文中的人物圈出来，想想：
他们分别是什么身份?

2、他们三个在金钱的魔力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请大家再读
读课文，用三个人的名字，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出示】“我”去店里_____，因为没有钱，受到托
德_________;

后来，我拿出_______,因为有钱，所以，老板_____“我”。

三、分析感受人物形象



托德

1、自学：【快速浏览课文】，请你把描写托德的句子画出来，
然后再旁边试着用词语概括托德的性格特点。

2、交流：语言、神态刻薄(哼、反语)，奉劝学生不要向他学
习。

(2)【第六自然段】，你在这个自然段边写了什么批注?

a (生)说说有关笑的词语。

b(师)出示有关“笑”的语句。请问托德的笑属于哪一种?

c 你看这张笑脸上有什么纹?(品悟)

(3)师生探究：一个“笑”字可以体会出托德怎样的性格特
征?

四、拓展延伸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二

明确：本文依次写了大小猫洞、大小城门、文庙的大门及状
元桥，各部分之间依次用“无独有偶”联系了两个故事，
用“话说”把上文的故事与下文的故事内容连接起来，再
用“事实上”引导入各种门的作用，进而引出文庙的大门等。
整篇文章思路流畅，层层联想。

明确：在叙述两个故事时，层次也极为分明。先叙事再分析，
接着进行想象，最后进行总结。这样写使文章思路非常明确。

3、本文的中心句是哪一句，起到什么作用？



明确：“人人知道故事，未必想到里面有什么道理。”隐含
了本文的中心论点“故事里面有道理”，一方面这句话作为
结尾，呼应了开头；另一方面此论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故事中悟出一定的道理。

4、大科学家牛顿养猫开洞的故事，曾经引起人们的笑话，说
说你对牛顿的看法。

明确：牛顿是讲科学，“尊重客观，不由人的主观，考虑事
情全面”。牛顿不是思维不灵活，而是不从人的一面考虑，
是从猫的一面进行考虑。之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思维
的角度不同。（因为文章用了隐喻手法：从开猫洞要从猫的
需要出发，来说明考虑问题要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即以人
为本的思想。）

第二课时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三

1、本文的作者是，笔名是金克木,是我国家，著名的文学家、
学者。主要作品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学论集》，
译作有《代致呵利三百咏》、《莎维德丽》、《梵语文学史》
等。2、晏子，字平仲，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

3、本文从牛顿开猫洞的故事，联想到晏子使楚的故事，从城
门联想到文庙的门，从文庙的门联想到文庙的桥，从文庙的
门和桥联想到现在的北大的门和桥，思路流畅，结构清晰。

4、解释词语

前呼后拥：

名满天下：徒步：



5、判断下列各句运用了哪种修辞方法。

（1）三百年前，他养猫总有仆人照看吧，何劳他亲身看管？
（反问）

（2）大猫：这是我的洞，允许你用，要以我为主。小猫口头
称是，心中不服。（拟人）

（3）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没有什么道理可谈？（设问）

楚人：门是供人走的。大人都大门，小人走小门。门以人为
准。

晏子：门是国家的城门。大国的城大，城门也大。小国的城
小，门也小。门以国为准。

6、下列问句中与其他三项不同类的一项是（d、是反问）

a．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没有什么道理可谈？b．我来到楚国该
进什么门？

c．若是各有一洞呢？d．他养猫总有仆人照看吧，何劳他亲身看
管？

7、“门以人为准”是“人本”思想的体现吗？为什么？

参考：不是。作者在这里用了隐喻的手法，以人的高矮隐喻
人的等级，“门以人为准”实质是以等级为标准。所以，它
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人本”思想的体现。

8、你认为“晏子使楚”的故事真实吗？

参考：两个方面：一是晏子使楚骑马乘车，大使个人的高矮
显不出来；二是城墙不是纸糊的，另开一门也不容易。



9、怀疑处处有学问，你能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提出自己的
思考吗？

（要有见地，有深度、培养求异思维能力，见解独特即可。）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四

参考：本文的人本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第一则故事中。作者
认为开猫洞应该从猫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这里的“猫”隐
喻的恰恰是人，是那些在社会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人，而
课文中人则指管理者。在社会的管理体系中，管理者如果能
尊重被管理者，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就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
关怀，就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2、本文是一篇立论，你认为用哪一句话来表达中心论点最合
适？分论点是什么？

明确：中心论点：人人知道故事，未必想到里面有什么道理。
（故事里面有道理。）

故事里面有道理分论点一：牛顿开猫洞的故事里面有开猫洞
应当从人出发，还是从猫出发的道理。分论点二：晏子使楚
的故事里面有门的开设应当以人为准，还是以国为准的道理。

参考：大猫小猫的对话想象丰富，这样使文章的语言幽默，
生动，读来娓娓动听，充满情趣。

4、各小组提问题，并互相解答问题。

例：“楚国式”是指什么？（门以人为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

“齐国式”是指什么？(门以国为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总结：《大小猫洞》是现代著名学者金克木的一篇文章。本
文看似拉拉杂杂，东扯西扯，但是结构严谨，行文流畅，给
人启迪，发人深思，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作者的观
点。通过本文，学生应学习作者开阔的思路和质朴的语言以
及作者表现的强烈的人文色彩和精神理念。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五

一、指名读第一节，其他学生看夏日海滩的图片。

二、自由读第一节，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三、以小组为单位学习第二节。

1、先读一读这节诗歌。

2、用换词的方法理解“掘、堆、拾、造”，比较哪个词用得
好，为什么?

3、说说他们在这美丽的海滩上做了什么?

4、你能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景色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吗?

五、齐读诗歌，体会暑假生活的快乐。

六、完成课后练习。

1、做一做。

(1)填词(此题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金黄)的海滩(坚固)的城墙

五彩的(贝壳)快乐的(暑假)



(2)找朋友。

一轮初升的太阳一条长长的小河

一段美好的时光一座美丽的假山

(3)理解词语。

此题已在第二课时完成。

2、讨论。

(1)课文是怎样讲述“暑假是快乐的”?

(2)暑假里，你想做什么?

七、作业：

1、在虚宫格中认真书写5个一类生字。

2、试着把你的暑假生活写成一首小诗歌。

3、把这首诗歌有感情地朗诵给家长听。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六

?南沙卫士》是六年制小学语文北师大版第12册第六单元的拓
展课阅读课文。本单元主题是“英雄”，学生通过对本篇课
文的学习，一是要在阅读能力及理解能力上都得到进一步提
高；二是在思想上受到启迪和教育，重新理解“英雄”的真
正含义，从而培养学生为国争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

本文讲述了驻守在南沙群岛的解放军官兵在岛上遭受的种种
困难：高盐、高湿、高温，严重缺乏淡水资源，使人的生理
机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与世隔绝的孤独使他们饱受精神上的



痛苦。然而，戍守卫士却勇敢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
争，赞扬了他们热爱祖国，艰苦奋斗，追求作为、无私奉献
的崇高精神。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七

1 认识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花港.清澈.一壶
茶、鱼缸、聋哑”等词语。

2 有感情地朗课文。

3 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4 学习作者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方法。

二 学习重难点：

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中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受到启发;理
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联系。

三 学习准备：学生可搜集一些名画，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
的虾等，体会画家技法的娴熟。

四 学习过程：

第一课时

一 创设情境，提炼研读专题

1 (板题：鱼游到了纸上)大胆推测“游”字的含义。使学生
体会到是对作者的赞叹，赞叹其画技高超，把鱼画得栩栩如
生。

2 那么让鱼游到纸上的画家又是谁呢?这句话又是谁说的呢?



请带着问题自由读书，并尽量读正确、读流利。

二 自主读书

1 学生自主读书、识字和写字。可点拨学生充分自读自识，
在读中批注，并做到读而有疑，然后再找伙伴交流互助。

2 检查认读情况，指导写字。注意笔画较多的字：港 澈 壶
缸 徽 聋

3 尝试朗读。面向全体，自由选择段落朗读。发现问题，并
进行评价和助读。特别注意生字生词和长句子的朗读。

4 课文主要讲了件什么事?(看鱼、画鱼)

5 说说对“鱼游到了纸上”的初步理解。

第二课时

一 回顾复习

1 说说课文讲了些什么?

2 上节课我们有什么问题没解决?

指名(师板书)

二 读书讨论，解决疑问

1 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并勾画。

2 四人小组交流。

三 重点研读



1 读5------7自然段，说说“鱼游到了纸上”的含义。(聋哑
青年画技高超，画出的鱼活灵活现，如同真的金鱼游到了纸
上一般，这是对他的称赞)

2 反复朗读，说说作者是通过怎样的描写，使你感受到“鱼
游到了纸上”的。

(1)用小女孩的话直接赞叹。

(2)细致的动作描写也是在赞叹他。

(3)写围观人物的赞叹和议论。

3 学习作者所用的观察和描写方法。

(1)观察方法：认真看，仔细听。

(2)描写方法：语言、动作描写和侧面烘托。

4 出示插图：作者略写了围观人们的赞叹和议论，如果让你
具体描写，来表现青年画技高超，你想怎么写?(指导学生认
真观察后，从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说一说)

四 研读“先游到了我的心里”

1 默读课文，体会“游到了心里”是什么意思。

2 快速浏览，找到相关段落，说说聋哑青年是怎样使金鱼游
到心里去的。(结合“爱鱼到忘我的境界”，出神地观察，，
刻苦地练习，进而体会到聋哑青年的勤奋与执着)

3 再次研讨作者所用的观察方法和描写方法。

(1)长期仔细观察，并进行笔谈。



(2)举止和神态描写。

4 有感情地朗读你认为描写精彩的段落。

五 讨论“鱼游到了纸上”和“先游到了我的心里”的关系。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八

准备计划

先读读课文里的这段话，想想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准备纸笔，
稍做记录。

分组讨论

恐怕一个人拿不定主意，咱们分小组进行。看哪一组计划的
周密、妥当，咱们就听从他们的意见，每人稍做准备，谈谈
自己的计划，再由小组长统一意见，推选一人作好发言，师
生评议。最后，由班长综合大家意见，制定出一个春游方案。

语文教案参考书有哪些篇十九

读神话《盘古开天地》后回答问题。

放神舟五号飞船记录片：女娲造人，体现了人类可贵的创造
力与探求精神，也使我感受到生而为人的自豪。今天，我们
面对的广大世界，依然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探求，
去感受那种创造成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