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 初三语文与朱元思书
教案设计(汇总5篇)

中班教案的编写要注重循序渐进，将知识、技能和情感发展
有机结合，以促进幼儿全面成长。这些小班教案范文中的教
学评价和反思部分，可以帮助你总结教学效果，发现教学中
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自学寻找资料，了解吴均的创作和写作特色。

2.通过课堂竞赛、导游、演讲把握文中的字词解释，解读作
者对山水的喜悦之情。

3.体味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和避世隐
逸的高洁志向。

4.培养学生想象与联想的能力。

【教学步骤】

一、课前活动

1、根据以下论题搜集资料

1）吴均的生平

2）吴均的主要文学创作及代表作品

3）吴均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2、根据搜集材料的多少和理解程度选择两个论题写成200字
的小论文。

3、教师评改论文，指出优劣。

4、学生修改小论文。

二、课堂活动

（一）新课导入

1、美景图片情景导入

2、你去过的景色最优美的地方是哪里？

（二）赛一赛：吴均知多少

1、以大组为单位接力介绍吴均的文学常识，每组每次一人，
每人只说一句话，选出说得最多的优胜组进行表扬。

2、学生接力竞赛时教师择要在黑板上板书

3、学生在接力比赛后笔记加横线的内容：

吴均，字叔痒，梁朝吴兴故彰（今浙江省安吉县）人。他出
身贫寒，为人性格耿直，好学，有俊才。他的诗文“清拔有
大气”，曾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的称赏。当时有的人效仿
他这种文章，称“吴均体”。吴均善于以骈文写书信,今存
《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3篇,俱以
写景见长。还著有《后汉书注》、《齐春秋》、《庙记》等
书，后来都失传了。

（三）说一说：小导游说富春美景

1、齐读课文



要求1）读准字音，读出句读

2）边读边感悟文句之美

3）初步感知文章的大体内容

2、小导游说富春美景

1）学生根据工具书或资料口头翻译课文一遍，同桌之间相互
指正。

3）15分钟时间写出导游词。

要求：a、紧扣课文大意，然后大胆加入想象

b、尽量学习课文优美而富有韵味的语言，又要适宜口语叙述。

c、选择山景或水景之一，不需面面俱到，时间控制在三分钟
之内。

4）导游技能比赛

学生自愿举手参加导游技能比赛，教师作为评委从反映原文
精髓、想象奇特合理、口语表达流畅三个方面给小导游打分，
评出最五星级导游一名、三星级导游两名，给予象征性的物
质奖励。

3、教师小结，点评导游词，学生明确这些句子的大意：

1）风烟俱净，天山共色：风尘和雾气全部消散一片明净，晴
空和青山显现着共同的颜色。

2）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任凭（船儿）随着江流往东或是往
西。



3）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飞腾的急流，比箭更快；汹涌的浪
滔，与快马无异。

4）夹岸高山，皆生寒树：紧贴两岸的山上，长满了常青（阴
森森）的树木。

5）负势竞上，互相轩藐：树木凭着山势，仿佛争着向远处高
处伸展。

6）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那些像老鹰那样极想得到名利的
人，看到这样雄奇的山峰就会平息热衷功名利禄的心。

7）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横斜的`大树枝遮蔽着天空，即使
白天也与黄昏无异。

8）疏条交映，有时见日：稀疏的小树枝交织的地方，有时或
许还可以漏出点阳光。

（三）想一想；我对课文最理解

1、教师出示思考题

2、学生根据对课文的解读独立完成思考题

3、班级讨论校对，看看哪一位同学对课文最理解，表扬优秀
作业

4、提示：允许多元理解，鼓励新的、合理的创见。

思考题

1、这篇文章的语言好在，例如“”

2、这篇文章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其中以“”句最传神。



3、这篇文章的结构妙在，使文章。

4、这篇文章的主题高在，从“”可以看出来。

明确：

1）这篇文章的语言好在语言优美、细腻，多用修辞，骈散结
合，例句自选

2）这篇文章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描写，通过细致的描写表现了
山川的景色，突出了富春江水之清澈和两岸山之高峻。例句
自选。

3）这篇文章的结构妙在采用总分，使文章开篇点出中心，二、
三段承上分写，条理清晰。

4）这篇文章的主题高在表心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和避世
隐退的高洁志趣，从“鸢鸟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
窥谷忘返”可以看出来。

三、课后活动

1、完成同步和课后练习

2、背诵课文，准备默写

3、参考课文从“水”“山”对富春山水的描写，仿写西湖
的“雨”或“雾”。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资源 教室、多媒体

专题学习目标(说明：描述学生在本专题学习中所要达到的学



习目标，注意与主题单元的学习目标呼应)

1.积累词语、文学常识和有关爱情的文学艺术作品;

2.通过阅读，整体把握文章意思，抓住重点语句品味深层含
义。

3.体会运用小故事阐述抽象道理这一写法的好处。

4、了解爱情的真谛，感受伟大爱情的美好。

专题学生活动设计 专题教材处理

一、学生活动设计一：情境导入

请同学们交流交流吧。师出示交流的问题

2、学生自由发言，师生互动。

3、师总结：同学们的方法真多啊。可我们不敢向我们的父母
发问，而有一个14岁的小姑娘向她的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她的父亲也在一封信中给了她一个诗意的回答。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这封《致女儿的信》，看看这位父亲能不能帮助我
们。

二、学生活动设计二：预习反馈

(一)、学生自测：小组交流预习中的基础知识部分，教师解
疑

小组长带领全体组员交流各自预习情况，补充缺漏知识点，
修改自己作业中的错误之处。分三块进行：作者介绍、背景
解说、字词音形义积累。

(基础知识主要由学生在课下根据书下注释并利用工具书解



决)

(二)、课堂展示：各小组推荐预习知识点较全面的学生展
示(分版块逐一进行)，学生自由发言补充。其他学生摘记、
订正、补充，再识记。教师补充，指导学生完成专项笔记人
整理，相机板写学生发言中的重要知识点，以检测题的形式
出现。

(学生展示时要求说明是哪一段哪一行的哪一个字，需要注意
什么，其他学生做好标记并纠正、补充)

三、学生活动设计

四：整体感知

1、自主读思：生速读全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歌德：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正值豆蔻年华的少
男少女，必然对爱情充满好奇和遐想。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篇三

近几年的中考仿写题是效仿高考仿写题而出现的，是-种综合
性较强的题型，将语言运用与思维创新，将表达形式与思想
内容、知识水平、品德情操结合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思维角度看，考查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创新能力以
及对生活的感悟能力。

2．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考查学生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
的能力。

3．从语法的角度看，考查学生对有关词性、短语、复句及各
种句式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4．从修辞的角度看，考查学生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能力。
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优点，2002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都采用了这
种题型。如：

一、(2007年陕西省中考题)仿照下面例句写一句话，要求与
例句格式相似，并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

例句：我不是挺立在高山峻岭中的巨松，而是辽阔草原上的
一棵小草--为壮丽的河山添上一笔绿意。

仿句：。

二、(2007年天津市中考题)根据你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仿照下面的句子再写一个句子。

大自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滴水可以穿石，是在告诉我们做
事应持之以恒；大地能载万物，是在告诉我们求学要广读博
览；。

我们在完成仿写题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内容上的统一性，要顺应上下文的语言环境，做到文脉相
通。如第二题中仿写的句子要求先写出一种自然现象，然后
写出对这一现象的合乎情理的感悟，这才与前面的句子在内
容上相统一。

2．结构上的一致性，仿句要与例句的短语类型、单句成分、
复句关系、句式-致，字数相近。如第一题例句的谓语部分
是-个并列复句，且前后分句的中心语形成鲜明对照，后一分
句用破折号引导末句对其中心语进行补充说明。那么仿句也
必须是这样。

3。修辞上的一致性，要求与例句中的修辞手法相同，符合句
子的语境。如第一题运用了暗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仿句也



要与此一致。

4．语意上的协调性，要求与例句前后语意连贯，语体色彩、
感情色彩和风格协调一致。如第一题陈述部分的感情色彩是
褒义的，内容是健康积极向上的。第二题仿写的句子要与前
面两个句子风格一致，使其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排比句，且
内容一脉相承。

5．联想想象的创造性，要求仿写的句子除了做到前面的四点，
还应做到创新、有个性，而不是人云亦云。

那么，从以上五点出发，所列举的两道中考题就容易完成了。

第一题参考答案：我不是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高大石像，而是
绵延千里的路轨下的一颗小石子--为繁忙的交通运输献上全
部的力量。

第二题参考答案：青松不惧风雪，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坚毅刚
强。

[同步练习]

1．仿照下面的例句，以“生活”为话题进行仿写。

生活，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生活，是一把六弦琴，
能弹出多重美妙的旋律；

2．仿照下面的例句，以“成功”为开头，写一段文字。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
于弱者是

一个万丈深渊。

[参考答案]1．生活，是一条长河，奔腾不息，淘尽人间善恶；



生活，是一幕人人皆可做主角的戏剧，你刚舞罢他登场，尽
显风流。2．成功对于永不懈怠的人是里程碑，对于骄傲自满
的人是包袱，对于不求进取的人是祸害。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习先总后分的描述方法。

2、体味精美清新的语言，积累描绘山水的词语。

3、培养诵读能力、理解能力、欣赏能力、审美能力。

4、培养热爱祖国的感情，感受江山的奇美。

教学步骤

一、引入课文

1.从吴均的一首小诗《山中杂诗》入手，简介作者及风格。

《山中杂诗》：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
从窗里出。

2.提问：引导学生读一遍后：你能运用第一单元所学的知识
告诉我们写了什么？

（明确：写“景”，作者居住在深山的一座茅屋里，看到四
种景物）

3.提问：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明确：吴均（南朝）（板书），可见这是一位善写山水的
大家。南朝人）



4.引入：今天我们来欣赏吴均另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
《与朱元思书》。

《与朱元思书》是吴均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但现在看到的已
不是当时的完整信件。本文见于《艺术类聚》卷七。由于文
中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富春江的秀美风光，历来被人们当做独
立成篇的山水佳作来阅读欣赏。

二、分析课文

（一）、朗读课文

1、明确读音和句读

轻声朗读课文，标出不明白的读音、句读。学生提出。

（学生若不提出，可提醒：缥碧、急湍、轩邈、泠泠、鸢飞
戾天（板书备用））

朗读：学生全文朗读。（注意其生字新词的读音、句式停顿
的处理）

点评：侧重在句读方面。适当点评学生的情感处理：强调：
向上的那种“劲”。

2.关键词语释义并译句

朗读：出声散读课文；请学生圈出不好解释的词句，准备提
问。

导引：对照注释，是否都能解释？有什么觉得不好解释和翻
译的？

讨论：在学生发问时，视情况作分别处理：



一般词语可互答解决；

涉及下列板书中的重点词句，板书待用，同时依然互答解决；

学生无人发言时：指定下列板书中的关键词，点名回答。

注意：以下几个句子的翻译（学生不提不讲）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风尘和雾气全部消散一片明净，
晴空和青山共同呈现同样青色。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任凭（船儿）往东还是往
西。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飞腾的急流，比箭更快；汹涌的
浪滔，与快马无异。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紧贴两岸的`山上，长满了常青
（阴森森）的树木，

负势竞上，互相轩藐；——……，仿佛争着向远处高处伸展；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那些像老鹰那样极想得到名利
的人，……

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横斜的大树枝遮蔽着天空，即使
白天与黄昏无异；

疏条交映，有时见日。——稀疏的小树枝交织的地方，或许
还可以漏出点阳光

（二）、分析课文

1、理清课文结构



讨论：找找看，文中哪一句话最能概括课文所写景色的特征？
为什么？

（请1—2个学生（水平稍差的）谈自己的看法，要求：自圆
其说，语言完整）

（明确：“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是景色的特征，全文都围
绕着这两个字在做文章）

讨论：作者是怎样一步步展现这个“异”和这个“奇”字的？

（请2—3个学生（水平较好的）谈自己的看法，要求：利用
板书上的关键词句，教师注意肯定、补充）

小结。教师在学生回答基础上，利用板书明确：

景异水：“清”（千丈见底、直视无碍）

“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奇山：“看”（高山寒树，轩藐成峰）

“听”（泉水作响；好鸟成韵。蝉鸣不穷，猿叫无绝）

本文写作手法上采用了先总后分的手法。

先总写：用“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八字大笔勾勒，将一幅
天高气爽、色彩清丽的整体图画推至读者面前。既境界阔大，
又画面清新。接着，在进行具体描绘之前，作者又用高度概
括的笔调告诉我们从富阳至桐庐的大约一百里之内，“奇山
异水，天下独绝”，以激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分写：首先写水。这里的水，第一个奇异之处是极其清
澈：“千丈见底”，甚至游鱼细石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另
一个特点是水流湍急，快如箭马。此外连用两个比喻，将急



水猛浪的迅捷之势表现得十分生动形象。这两个特点可以概
括为一静一动，而动静变化的交替描写，既可以使我们看到
江水的千姿百态，也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接着写出。“夹
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
成峰”，这里写“奇山”——富春江两岸高山之雄伟。

2、明辨课文的主旨

朗读：全体朗读课文，建议学生利用板书内容尝试背诵。

讨论：读完全文，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从中你能悟
出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吗？（放开回答，一般要求能用
最精练的词、短语概括；回答人数不少于5人。适当板书待用）

小结.引导学生回顾作者所选之景、绘景语言等内容后明确：

志——无拘无束、任性自得（负势争高，息心忘反）突破束
缚同时又不被身外之物所累。怡然自得，轻松自如。

生平简介：吴均（469～520）南朝梁文学家。字叔庠，吴兴
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官奉朝请。通史学。其文工于写景，
尤以小品书札见称，文辞清拔，表现沉湎山水的生活情趣；
时人或仿效之，称为“吴均体”。亦能诗，原有集，已散佚，
明人辑有《吴朝请集》。别有小说《续齐谐记》。

总之，生平多坎坷，虽亟思奋发有为，但终未显达，因而有
些消极遁世的思想情绪。

3、体会写作特色

朗读：全体朗读、尝试背诵

提问：读到现在，你觉得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放开回答。注意引导学生关注句式“两两相对”的特点及



其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三、作业

1、比较阅读：小石潭记（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
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
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
日恕已，日奉壹。

吴文尚自然，少人之活动。意境是天然生成的，人只需去感
受即可。

而柳文人的活动更多。意境的生成是需要人的活动的，人是
景的有机组成成分。

吴文句式井然，有韵律。柳文语言活泼，形式自由。

2、探究活动：补写一封结构完整的书信

《与朱元思书》是一篇无头无尾的文章，但与晋宋时期简牍
体的比较分析来看，其风格极为合拍。当时的书简体大都信



笔拈来，随兴而止。而且这种文体直到清末依然不衰，是为
四六体的典范。但是，既然是一封无头书，就有他的可利用
之处。为此，可要求学生“用现代书信的格式，保持原文的
语气，语调，补出全文的开头和结尾，写成一封结构完整的
现代书信”。对于高中的学生来讲，写信并不是一件十分困
难的事，难的是基于这篇原文而把一封古今结合的信写好。

初三语文教案设计篇五

初三语文基础知识复习资料（之三）(人教版九年级必修教案
设计)

三、成语

七（上）1、小心翼翼：谨慎小心丝毫不敢疏忽的样子。

2、擎天撼地：形容力量巨大

3、肃然起敬：由于受感动而产生恭敬和钦佩之情

4、忍俊不禁：忍不住笑

5、可望不可及：只能远远看见而不能接近

6、繁弦急管：各种各样欢快的音乐声

7、灯红酒绿：形容繁华热闹的夜生活

8、具体而微：整个形体都已经具备了，只是比较小而已

9、得失之患;生怕失去个人利益的忧虑的心情

10、获益匪浅：得到很多益处

11、呼朋引伴：呼唤朋友，招引同伴



12、花枝招展：比喻姿态优美

13、弱肉强食：指动物中弱者被强者吃掉

14、莽莽榛榛：草木丛生的样子

15、踉踉跄跄中：走路不稳的样子

七（下）16、人迹罕至：少有人来

17、人声鼎沸：形容人声喧闹

18、马革裹尸：用马皮把尸体裹起来，指军人战死沙场

19、燕然勒功：东汉大将窦宪追击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
至燕然出刻石记功而还

20、锲而不舍：镂刻不停，比喻有恒心，有毅力

21、兀兀穷年：辛辛苦苦地一年到头这样做

22、群蚁排衙：旧入出境官署陈设仪仗官吏依次参拜长官的
情状。文中指整齐地排列

23、迥乎不同：很不一样

24、气冲斗牛：形容气势很盛可以直冲云霄

25、杂乱无章：又多又乱，没有条理

26、义愤填膺：胸中充满了正义的愤恨

27、叹为观止：赞美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

28、戛然而止：声音突然中止



29、本色当行：做本行的事，成绩十分显著

30、叱咤风云：形容威力极大

31、尽态极妍：使丽质和仪态最充分地显示出来

32、毛骨悚然：形容十分恐惧

33、怏怏不乐：形容不满意或不高兴的神情

34、语无伦次：话讲得很乱，没有条理

35、斑斑驳驳;原指一种颜色中杂有别的颜色，这里指颜色深
浅不一

36、生意葱茏：形容草木生机盎然，茂盛青翠

37、进退维谷：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处在困境中

39、略胜一筹：比较起来，略微好一些

40、慷慨以赴：毫无私心，毫不吝惜地前往。

八（上）42、锐不可当：锋利无比，不可抵挡

43、张皇失措：慌慌张张，不知怎么办才好

44、触目伤怀：看到家庭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

45、情郁于中：感情积聚在心里

46、高屋建瓴：形容居高临下的气势

47、惟妙惟肖：形容雕刻得精妙逼真



48、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相差虽极小，而造成的误差极大

49、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

50、自出心裁：出于自心的裁断、创造

51、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活动，不公露面。这里指昆虫
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52、啸聚山林：旧指盗贼盘踞山林。

53、日薄西山：比喻衰老的人即将死亡或腐朽的事物即将没
落。

54、气息奄奄：比喻腐朽的事物即将没落。

八（下）55、油光可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
一样可以照人。

56、鹤立鸡群：比喻一个人的才能或仪表在一群人里头显得
很突出。

57、正襟危坐：整理好衣襟端端正正坐着。形容庄重严肃的
样子。

58、诚惶诚恐：惶恐不安。

59、广袤无垠：广阔无边

60、期期艾艾：形容口吃

61、莫衷一是：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62、众目睽睽：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



63、即物起兴：开头先咏他物起兴抒情

64、颔首低眉：低着头显得很谦卑恭顺的样子

65、合辙押韵：押韵

九（上）66、红装素裹：形容雪后天晴，红日和白雪交相辉
映的壮丽景色

67、敬业乐群：对自己的事业很尽职，和朋友相处很融洽。

68、不二法门：常用来比喻最好的或独一无二的方法。

69、理至易明：道理极容易明白

70、心无旁骛：形容专心致志

71、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孤立截取其中的一段或一句

72、强聒不舍：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73、方枘圆凿：二者合不到一起，比喻两个不相容

74、聚族而居：同族各家聚在一处居处

75、根深蒂固：比喻根基深厚牢固，不可动摇

76、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不知疲倦

77、不言而喻：不用说就可以明白

78、文采藻饰：修饰文词，使之富有文采

79、寻章摘句：搜寻、摘取文章的片断词句。指读书局限于
文字的推求



80、味同嚼蜡：形容写文章或说话枯燥无味

81、吹毛求疵：多故意挑毛病、找差错

82、恃才放旷：依仗自己的才能而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约束

九（下）

83、污人清白：毁坏人家的名誉

84、周道如砥：原指周朝的政治清明、平均如一。这里指公
路平坦、畅通无阻

85、折衷是非：调和是非

86、越俎代庖：越权办事或包办代替

87、有例可援：有先例可以参考

88、中流砥柱：比喻坚强的、能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

89、鳞次栉比：像鱼鳞和梳子的齿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排列
着，多形容房屋等密集

90、顶礼膜拜：形容十分崇拜，这里形容十分虔诚地行礼。

张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