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实用8篇)
大班教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文档，它包含了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等重要信息。请大家阅读以下小学教案案例，
了解一下各种教学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一

1.让学生认识本课生字，词语。

2.让学生学会自己感受文中景物。

3.让学生勾画出作者在山中访问了哪些“朋友”。

4.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认识生字词及多音字。

2.理解课文。

3.作者访问了哪些“朋友”？

4.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从那些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和山里的“朋友”有着深厚的感
情。

2.体会个别句子的好处。

多媒体选用

1.导入。

同学们，今天是你们步入六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从小学到



六年级一路走来老师相信你们一定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那么你们在一个暑假没有见到老同学了，心中一定有许多的
感慨吧，那么先给你们几点分钟一起叙叙旧吧！

同学们，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你们是怎样访问老朋友的呢？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篇关于访友的课文吧！(板书：山中访
友)

学生相互讨论中。

2.生字词的认识。

同学们，读了一遍课文，一定有一些生字词难倒你们了吧？
你们有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呢？快动手查查这些生字词
吧！你们是最棒的！（激发学生自我动手能力）

3.同学们，预习了文章也查了字词典，那么你们知道文
中“汩汩”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吗？（抽学生回答并给予鼓
励）

4.同学们文中有哪些作者的老朋友呢？（抽生回答并给予鼓
励）

师：哦，你说的没错，作者访问了古桥、鸟儿、露珠……

师：还有哪位同学来补充一下呢？

生：还有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云雀。

师：你读课文是真仔细，真棒！

生：作者访问的朋友不是人，而是山里的植物和动物。

师：你说的真对！还有那位同学补充一下？



生：作者把动植物都拟人化了！

师：恩，你真棒！

师：作者又是怎样访问这些“老友”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
课文了解一下吧！

师：同学们，作者是怎样访友的？这个问题我们下节课再来
讨论吧！下课！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二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
访“山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
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在叙述方式上，本文独具匠心。题目《山中访友》给人的感
觉似乎是作者要到山中去寻访一位朋友，但读到文章的第3段
时，读者便会恍然大悟，原来作者要访的是古桥、树林、山
泉、小溪……是一些自然界的朋友。通篇以这样的方式叙述，
使读者也进到画面中，进到作者的心境中，仿佛这些自然界
的朋友，不但是作者的，也是我们每一位读者的，于是更加
感到亲切。作者根据表达的需要，还恰当地变换叙述人称，
对山中的“朋友”，作者有时用第三人称叙述，有时感情强
烈了又以第二人称称呼，从而使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

本文想像丰富、新奇，充满童心童趣，有浪漫色彩。
如：“我闭上眼睛，我真的变成了一株树，脚长出根须，深
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呼吸地层深处的元气，我的头发长成树
冠，我的手变成树枝，我的思想变成树汁，在年轮里旋转、
流淌，最后长出树籽，被鸟儿衔向远山远水。”作者把自己
想像为一株树，使树与“我”融为一体。又如：“你好呀，
悬崖爷爷！高高的额头，刻着玄奥的智慧，深深的峡谷漾着



清澈的禅心，抬头望你，我就想起了历代的隐士和高僧，你
也是一位无言的禅者，云雾携来一卷卷天书，可是出自你的
手笔？”想像中，悬崖似乎成了一位智者。由此可见，想像
使景物栩栩如生，灵气飞扬，也使文笔生动活泼，如溪水畅
流，不时激起美丽的浪花。读这篇文章，绝不会有呆板、陈
腐的感觉，你会时时为作者的童心所打动，时时为流淌在字
里行间的激情所感染。真的，如果用你的心去感受作者的心，
透过语言文字，看看那充满诗意的画面，你就会进入作者所
描绘的“童话般的世界”。

《山中访友》课文主要内容1：《山中访友》那篇课文让我贯
通到了大天然实谛。

那篇课文主要写了：作者带着兴奋的心境探访山中“密友”，
与伴侣互诉心声，在作者眼里，山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石，
一草一木都是作者的好伴侣，都是富有死命的人。从而营制
了如诗如绘的世界，表达了作者对大天然的爱好。

读了那篇课文，我对大天然有了好别的不雅面。仄时，我们
只对哪些特天斑斓的大天然景物有爱好之情，而对那些仄凡
的事物，则视而不睹。可作者却不一样，每个大天然景物，
都有着极端细彩的汗青，作者跟每个景物都有着密意厚谊，
仿佛已和大天然融为一体了。

大天然的万物都是我们的好伴侣，他们都有本人独特的中心。
只要我们专心往跟大天然互换，便会发现，原往，大天然是
如斯斑斓。他不是只有我们能看到的好景，而是有很多很多，
只是我们出有仔细肠往不雅不雅察，专心往和大天然交伴侣。

大天然，他是妙趣非命的，是妙趣非命的，是岌岌可危的!

《山中访友》课文主要内容2：这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象
力、充满好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
山林，探访山中的“朋友”，与“朋友”互诉心声，营造了



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在叙述方式上，独具匠心。一读题目，触发思绪的便是作者
到山中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了。但读到文章的第3自然段时，读
者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要访的是古桥、树林、山泉、溪流、
瀑布、悬崖……是一些自然界的朋友。通篇以这样的方式叙
述，使读者也进入到画面中，进入到作者的心境中，仿佛这
些自然界的朋友，不但是作者的，也是我们每一位读者的，
于是倍感亲切。作者根据表达的需要，还恰当地变换叙述人
称，对山中的“朋友”，作者有时用第三人称叙述，有时感
情强烈了又以第二人称称呼，从而使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

想象丰富、新奇，有浪漫色彩。如，“我脚下长出的根须，
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胳膊变成树枝，血液变
成树的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作者把自己想象为一
棵树，使树与“我”融为一体。又如，“你好，陡峭的悬崖!
深深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躯，你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
了智慧。”想象中，悬崖似乎成了一位智者。由此可见，想
象使景物栩栩如生，灵气飞扬。同时，作者还采用比喻、拟
人、排比等手法，使文笔生动活泼，而且，也很好地表达了
对山中“朋友”的那份深厚感情。读着这篇散文，绝不会有
呆板、陈腐的感觉，你会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诗一样的韵律和
情怀，你会时时为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所打动，时时为流
淌在字里行间的激情所感染。真的，如果用你的心去感受作
者的心，透过语言文字，想想那充满诗意的画面，你就会进
入作者所描绘的美好境界。

作为本组“感受自然”的第一篇课文，目的一是通过感受作
者描绘的`境界，体会他一路上的好心情，培养学生热爱自然、
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二是学习作者通过比喻、拟人、排比、
想象来表达情感的方法，并积累语言。

本课的重点是感受作者对山里的“朋友”那份深厚的感情，
并体会作者表达情感的方法。



山中访友原文

走出门，就与含着露水和栀子花气息的微风撞了个满怀。早
晨，好清爽!心里的感觉好清爽!

不坐车，不邀游伴，也不带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踏一条幽径，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

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老桥，你如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你把多少
人马渡过对岸，滚滚河水流向远方，你弓着腰，俯身凝望着
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
散，唯有你依然如旧。

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我
靠在一棵树上，静静地，以树的眼睛看周围的树，每一株树
都在看我。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变成了一株树，脚长出根
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我的头发长成树冠，我的手变成
树枝，我的血液变成树汁，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我亲切的和他们打招呼：
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一面明镜照我，是要重新梳妆吗?你
好，汩汩的溪流!你吟诵着一首首小诗，是邀我与你唱和吗?
你好，飞流的瀑布!你天生的金嗓子，雄浑的男高音多么有气
势。你好，陡峭的悬崖!深深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躯，你
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智慧。你好，悠悠的白云!你洁白的
身影，让天空充满宁静，变得更加湛蓝。喂，淘气的云雀，
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行中看
到的好风景。

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我
听见时间的隆隆回声。拾一片落叶，细数精致的纹理，那都
是命运神秘的手相，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短
暂而别有深意的仪式。采一朵小花，插上我的头发，此刻就



我一人，花不会笑我，鸟不会羞我，在无人的山谷，我头戴
鲜花，眼含柔情，悄悄地做了一会儿女性。

忽然下起雷阵雨，像有一千个侠客在天上吼叫，又像有一千
个醉酒的诗人在云头吟咏。满世界都是雨，惟有我站立的地
方没有雨，却成了看雨的好地方，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
恩泽?俯身凝神，才发现许多蚂蚁也在洞内避雨，用手捧起几
只蚂蚁，好不动情，蚂蚁，我的小弟弟，茫茫天地间，我们
有缘分，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三

李汉荣先生给这篇美文起了一个让你容易往“写人叙事”方
面思考的题目——山中访友。乍一看，你一定以为作者写得
是去山中探访一位隐者，等你读全文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
来如此。“山中访友”这个题目是全文之眼。这个题目很精
彩，“山中”指出了地点，“访友”说明了事件。精彩处当
然在于“访”和“友”两个字上。访是探问，看望的意思;友
即朋友、故人。写景之文用“访”——看望，作自己的行动
取向，而不同“赏”更不用“游”;对景物的称呼用了一
个“友”字，使文章未始，就已给自然界的景物赋予了人格。

全文都是围绕“访友”而展开叙述的。全文的开头，结尾以
及主体部分用了五勾带“朋友”的句子，与课题呼应，并由
此展开全景式的叙述。

开头，“独白去访问我的朋友”。作者在开头运用富有节奏
的，跳跃性的短语进行描写，表现了心情的愉悦。第一小节，
作者特意将“早晨，好清爽!”这个个人的感受放在段尾，这
是有意安排的。作者的清爽不是因为昨晚的好梦，而是“走
出门，就与微风撞个满怀”，而且“风中含着露水和桅子花
的清香”。与这湿润的甜蜜的芬芳的微风撞了个满怀，使作
者不由得发出“早晨，好清爽”的'感叹。随即便有了“不坐
车，不邀游伴，也不带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踏一条



幽经，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的念头与行动。

本段中的“撞”字，赋予了微风人格，把风儿当作了朋友，
同时也表现出了与风儿相遇的突然，与风儿碰得结实。第二
小节中三个“不”和一个“就”的描写也极俱特色，写了三个
“不”是为了突出一个“就”——“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重点在于“好心情”，有好心情就足够了，至于怎么走，与
谁走，带什么走，都是次要的。

接着，作者用三个带“朋友”的句子，统领课文主体部分的
三个小部分，展开“全景式”的描写。

第一个小部分，作者写“古桥”，读到这一段时，我们才会
明白，作者所说的“友”不是人，而是物，但这些物，却有
人一样的品格。

第二部分写“树”，说“每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

第三部分写“山中的一切”，说：“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
我的朋友?”

文章的结尾，说“我轻轻地挥手，告别山里的朋友，带回了
满怀的好心情，好记忆，还带回一路日色”点名时间，我在
山中呆了一天，又与课题与文章开头呼应。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四

那篇课文主要写了：作者带着兴奋的心境探访山中“密友”，
与伴侣互诉心声，在作者眼里，山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石，
一草一木都是作者的好伴侣，都是富有死命的人。从而营制
了如诗如绘的世界，表达了作者对大天然的爱好。

读了那篇课文，我对大天然有了好别的不雅面。仄时，我们
只对哪些特天斑斓的大天然景物有爱好之情，而对那些仄凡



的事物，则视而不睹。可作者却不一样，每个大天然景物，
都有着极端细彩的汗青，作者跟每个景物都有着密意厚谊，
仿佛已和大天然融为一体了。

大天然的万物都是我们的好伴侣，他们都有本人独特的中心。
只要我们专心往跟大天然互换，便会发现，原往，大天然是
如斯斑斓。他不是只有我们能看到的好景，而是有很多很多，
只是我们出有仔细肠往不雅不雅察，专心往和大天然交伴侣。

大天然，他是妙趣非命的，是妙趣非命的，是岌岌可危的!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清爽、吟诵、唱和、陡峭、
挺拔、身躯、精致、蕴含、奥秘、侠客、德高望重、俯身凝
望、津津有味、别有深意”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作者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
美好感情。

4、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点：

1、通过入情入境的朗读，感受作者对“山中朋友”的深厚感
情。

2、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来表达感情的方法。

教学准备：电脑课件。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游戏导入：

（和学生玩古诗接龙的游戏，一起背诵一些写山的诗句。）
当我们背诵这些诗句时，心情往往会无端地平静下来，古往
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向往着山，迷恋着山，寄情于山。今
天，让我们跟随着现代诗人、散文家李汉荣先生，一起走进
他心中的山。

二、初读，读通顺。（勾画、理解有新鲜感的词句）

“山中访友”写的是什么呢？请大家静下心来，自由地朗读
课文，碰到你觉得新鲜或生僻的词，用笔画下来，借助字典
解决，争取读得正确、通顺。（出示生字词，正音，识记）

三、再读，读出景。（透过语言文字看到画面，享受大自然
的美景）

读了课文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选择你喜欢的段落，读出
你透过语言文字看到的美景。（生本对话，读文章想画面，
体会景美。）明明是古桥、树木、山泉、溪流……题目怎么是
“山中访友”呢？看来，“友”不是“友”。

四、三读，读出情。（凭借语言体会友情，结合生活，体验
友情）

“友”是不是“友”呢？让我们再来读课文，你从哪些段落
能体会到“友情”？

1、学习文章开头，体会“满怀的好心情”。



2、正是这满怀的好心情伴随着“我”，桥不仅仅是桥，
在“我”眼里，桥变成了老朋友。谁来读第3段。（相机评价、
指导，体会“情深”）

3、“树”一段：你从“这片”体会到什么？（是“我”常来
的这片树林，是我的知己。）

4、走入山中，又见知己，能没有好心情吗？“我”带着满怀
的好心情，发出由衷的感慨：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
朋友？（在读中训练句式，体会反问句表达情感的作用）请6
位同学读，读出与老朋友打招呼时的“热切”。

5、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即使是一朵落花，一
片落叶，一块避雨的岩石。请大家自由朗读6、7自然段，感受
“我”与山中朋友之间浓浓的友情，体会“我”满怀的好心
情。

6、这时候，大家再看题目，“友”不是“友”吗？友确是友。
引读文章结尾，体会友情。

7、大自然是美的，多情的诗人以他独特的感受赋予大自然深
深的情感，正所谓“景语皆情语”，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山林，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体会作者与大自然浓浓的友情。（配乐
朗读）

五、明明是山水树木、花鸟雨露，为什么在作者的眼里都变
得含情脉脉、有情有义呢？文章在表达上有什么特点？下节
课我们继续学习。

六、作业

1、带着感情通读全文。

2、抄写生字，听写新词。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六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想象文中的情境，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

3、学习本文栩栩如生的景物描写，透过语言文字，感悟作者
充满诗意的画面，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想象文中的情境，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

难点：学习本文栩栩如生的景物描写，透过语言文字，感悟
作者充满诗意的画面，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

师：在小学，我们学过这样一首诗(出示课件)，请大家齐读。

生齐读：《寻隐者不遇》——贾岛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师：请说一说这首诗讲了什么?(生答)

师：对，这首诗讲的是诗人到山中去拜访一位隐者朋友。我
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也是一篇作者到山中拜访朋友的文章，
那就是李汉荣的《山中访友》。

(出示课件)

二、朗读课文，整体把握

这是一篇写景抒情散文，下面就请同学们伴着优美的音乐齐
声把课文读一遍，看看作者到底拜访了哪些朋友。(生齐读，
放音乐。读后纠正字音。)

师：作者在山中访问了哪些“朋友”?(按照顺序找)

他是怎样称呼这些朋友的?

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生答，边答边出示幻灯片)

明确：作者拜访了古桥——老朋友、树林——知己、山
泉——姐姐、溪流——妹妹、白云——大嫂、瀑布——大哥、
悬崖——爷爷、云雀——弟弟、石头、落叶、小花、蚂蚁，
老柏树等。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朋友，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
喜爱，大自然是他的亲密的朋友。

三、品味赏析



(学生浏览课文，出示幻灯片)

附：

古桥：像慈祥的老爷爷，无言地唱着历史的歌，老桥总是默
默地为人们服务着，它宁愿自己永远保持同一种姿态，我喜
欢它那种坚韧的意志。

大树：出现了浪漫、新奇、童话般的世界，这都是想象的功
劳。

山泉：人们可以找到自身的污浊，使自己变得高尚起来。

白云：她非常纯洁，让憔悴的天空返老还童，露出湛蓝的笑
容，就象白衣战士，给病人减轻痛苦，使病人露出笑容。作
者把白云的纯洁比喻成白衣天使，使我感到生动亲切，并且
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白云用自己的身躯为天空增添活
力，使我仿佛感到白云有了思想，有了生命，而且是一位热
情的大嫂，有无私奉献的秉性。

瀑布：他是雄浑的男高音，纯粹的歌唱家，不拉赞助，不收
门票，天生的金嗓子，从古唱到今，不知疲倦，不求回报，
无私高洁，值得我们崇敬。

悬崖：喜欢玄奥的智慧，清澈的禅心，喜欢他心如止水的平
静。

老柏树：慈祥，就象我的爸爸妈妈关爱我，有依靠感。

雷阵雨：天空中的雷鸣，能给人一种震撼，在人们百无聊赖
的时候能使人警醒，使人振奋。

师：大家想想，这篇文章为什么写的这么美、这么生动啊?

(生答)



明确：作者把山中的景物当成自己的朋友，用第二人称来称
呼他们，显得亲切生动自然。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文章题
目好象是说要到山中去拜访一位朋友，而文中第三段写的却
是一些自然景物。并用了许多修辞方法，更加形象，富有活
力。

四、探索问题

师：从大家刚才的交流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山中朋友的美
丽，而且得到了许多珍贵的启迪，相信大家已经深深的体会
到了。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看了一路的美景，
可作者为什么说成是“山中访友”?而不是“林中观景”?下
面请四人小组讨论一下。(四人小组讨论，老师点拨)

明确：作者把进山看风景说成“山中访友”是拟人化的说法，
将古桥、小溪、山泉等看成自己的朋友，想象丰富、新奇，
充满童心童趣。这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五、写作训练

师：这篇文章的景美，情美，语言更美。老师想让同学们读
一读，看看大家能不能出作者要表达的这种感情来。就读第
五段吧。分角色朗读，谁来拜访姐姐?谁来拜访溪流妹妹?谁
来拜访白云大嫂?谁来拜访瀑布大哥?谁来拜访悬崖爷爷?谁来
拜访云雀弟弟?(六位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师：“我”深情地把山泉称作姐姐，把溪流称作妹妹，把白
云唤作大嫂，把瀑布唤作大哥把悬崖敬称爷爷，把云雀当作
弟弟，在“我”的声声呼唤之下，在“我”的热情赞美声中，
这些山中朋友也该深情回应了吧，请你为山中的朋友设计一
段话，作为对“我”的回答。

要求：选择其中一到两种景物进行创作，扣住文章展开想象，
不超过50个字。



(生写，写完后读)

师：每位同学表现得都很不错，想象丰富，语言生动，富有
感染力，我们只有在大自然这么宁静和谐的气氛里，才会奔
涌出这么多的新奇美妙的灵感。

六、作业

一、请模仿本文风格，也可按自己的风格描写一位你喜欢的
自然朋友，字数不限。

二、做《基础训练》13课。

三、朗读《秋天》，预习字词。收集有关秋天的诗词，试着
给三节诗各起一个小标题。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七

一、教材分析：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中
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童话
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山中访友》这篇文章景物优美、写法独特、感情真挚、语
言精彩，对初一学生来说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他们的文章，在
讲课过程中应着重调动起他们对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优美的
语言的体验和感悟，让他们进入作者用文字营造的优美的自
然世界中。

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今天，能有一次回归自然的远足应是
多么的珍贵，能在心田里保有一片清朗纯净的自然则更是珍
贵。作者满怀激情投身到大自然中，充当大自然中的一个角



色来赞美自然，歌颂美景，同时，也想让同学们领悟到人与
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真谛，这也是生命教育指导思想中的一
部分：引导学生热爱生命与自然。

二、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本文讲课中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对景物的描写过于繁多和零散，
如果逐一分析，难免会显得零乱，时间上也不允许，而且逐
一讲解的后果是课文给学生的感觉会支离破碎。如何使学生
既能细致地体味课文，又保持着课文的整体感、一气呵成的
美，这是教材处理中的一个难点。

在教材处理中尽量注意给学生时间去认真阅读文本，注重学
生个性化的阅读感受，教师起到统观全局的作用，在遇到重
点、难点时着重强调，其它地方点到即可，用自己的激情去
感染学生，指导学生用美好的情感去阅读美丽的语言。

另外，在由文本中想象的特点拓展延伸到课外所学的古诗时，
学生思考起来可能会觉得吃力，这时，教师可用学生最近知
识储备中的古诗为例加以引导，作为学生思想飞跃的跳板，
进而让思想的火花穿越时空，感知想象的魅力所在!

三、教学目标：

1、积累课文中出现的词语，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品味优美的语言，领会文章第二人称
的妙用、拟人手法的运用，鉴赏本文新奇浪漫的想象美。

3、 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并用心去感悟我们的周
围，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四、教学重点：欣赏品味文章的语言，在欣赏和品味中感受
作者心境，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学习本文写景的技巧(细心观察、用心领悟)，感
受其中蕴涵的情感。

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与探究式教学相结合

教学手段：ppt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新课：

寒假刚刚过去，我想请问大家在寒假你都做了什么?

走亲访友是逢年过节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好久不见的亲朋
好友聚在一起，或在家中抑或在饭店，聊一聊天，促进了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

有位作家李汉荣也曾经有一次去拜访他的朋友，带回了好心
情，好记忆，同时也把他的好心情记录了下来，写了这篇文
章。

他拜访了怎样的朋友呢?就请我们来共同欣赏李汉荣的《山中
访友》

学生自由回答：

帮助父母做家务

学习



课文山中访友教案设计篇八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整体感知内容。

2、品味重点语句，理清思路，了解文章的新奇的构思；

3、展开想象，感受作者情感，体味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感受作者心境，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

阅读标题，揣测文章内容，猜测作者创作内容。

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带着丰富的想象，跟随着作者，
走进山林，走到山涧边，去感受作者的心，去会晤作者山中
的众朋友，去感受作者用动情的话语描绘的那童话般的世界。

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1、作者在山中拜访了那些朋友？作者都是怎样称呼它们的？

2、本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老桥老朋友树知己山泉姐姐溪流妹妹白云大嫂瀑布大哥悬崖
爷爷云雀弟弟蚂蚁小弟弟

你认为文中的哪些语句令你有所感触，请你找出来，与同学
们一同交流一下。

（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点评）

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今天，能有一次回归自然的远足该是
多么的珍贵，能在心田里保有一片清朗纯净的自然则更是珍
贵。在自然野地里筑起围墙、栅栏，树起表示文明文化的各



种标牌，由导游引来成百上千人践踏、污染，这种地方不再
是自然之地；在柏油马路旁边或在水泥地中间种上一片红绿
花树，这种保留地也不是自然之地；带着各种欲念进入自然
场地，拍张照片表示到此一游，这不是回归；即使带着画家、
诗人的眼光，心想作品，却只是像旁观者似的张望一下便回
家创作起来，也不是真正的回归。最重要的是端正或净化心
态与意向。人们啊，不妨一试，不骑车，不邀游伴，也不带
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哼几段小曲，踏一条幽径，
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面对山水林木飞禽走兽呼唤一回亲朋
好友，放下红尘负载轻松自然地进入精神涅境界，恍兮惚兮
惚兮恍兮不知我之为物抑或物之为我，这才是真正的回归，
或曰与自然同化。人生有一次这样的回归与同化，足以永铭
心间。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努力帮助学生们树立一种环保意识，提
高学生们的人文素养。学生很喜欢这篇文章，让学生仿写一
篇小文章，他们写得很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