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 望岳七年级
语文教案(模板20篇)

高一教案是教师的工具，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教
学过程。这里有一些小班教案的实例，希望对大家的教学工
作有所启发。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的：

1、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

2、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3、探究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个人遭遇之间的关系。

二、教学重点：

1、领略泰山雄伟神奇的景色

2、感悟诗人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抱负

三、教学难点：

理解诗中哲理和意境；

四、教学对象：

八年级学生

五、教学课时：

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

2、介绍“泰山”,同时展示课件。

“泰山”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又称东岳，中国最美的、
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自然景观
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
烘托，著名风景名胜有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
五大夫松、望人松、龙潭飞瀑、云桥飞瀑、三潭飞瀑等。泰
山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数千年来，先后
有十二位皇帝来泰山封禅。

3、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杜甫笔下的泰山是如何一番景
色！

（二）讲授新课：

分两步：先通过解题使学生达到整体感知；后逐句诠释。

整体感知：

1、朗读，强调字音、字形。

2、解题：诗题叫《望岳》，可见作者并未登上泰山，诗中句
句都是写“望”字，只是望的角度不同，有远有近，有虚有
实。

逐句诠释：（此诗虽是八句四联，中间两联还是对仗，但它
不是律诗而是古体诗，它不讲究平仄，故不可使用“颔
联”“颈联”等名称）

1、“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开篇以设问起句，表现诗
人虽未得亲历其境，但久慕其名。接着解释“岱宗”一词，



再问：“夫”是个虚词，首句意思只在“如何”(怎么样)上，
试比较“岱宗如何”和“岱宗夫如何”在语气上有什么不
同?(加“夫”则惊奇、赞叹之情更明明，也更强烈。)接句自
问自答，“齐鲁”是春秋的两个诸侯国，泰山北为齐，泰山
南为鲁。“青”，指泰山之色，请问，这表现了泰山的什么
特点？明确：青翠。“未了”，形容泰山山脉绵延深远，从
齐到鲁看不到尽头。这又表现了泰山的什么特点？明确：绵
延不绝。整句话是摹写泰山山脉卧于齐鲁大地，那这就应该
是远望所见。

2、“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两句中的“造化”，指
天地自然。“钟神秀”，天地间神奇秀美皆聚泰山。“钟”，
聚集的意思。大家觉得这应该是虚写还是实写呢？明确：虚
写。表面上写造物主独钟泰山，赋予之神秀之气，而实际上
抒发了诗人对泰山的赏慕有加。“阴阳”是指山的南、北两
面，这句话就是说：“山南山北，虽在同一时间，但一边明
亮如清晨，一边却阴暗如黄昏。”大家觉得这句话哪个字用
得最好？为什么呢？明确：“割”字，突出南阳北阴之景色，
泰山巍峨高大的形象跃然纸上。第四句应为实写，极尽夸张
之能事，写泰山山势之高峻。这一联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
那么综合起来，这句表现了什么样子的泰山呢？明确：神奇
秀丽、高大。比较首句，诗人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整个泰山山
脉发展到泰山的山南、山北。这么看来这句应是从那个角度
进行“望”呢？明确：近望。

3、总结:这两联可以概括为：泰山的整体形象。

4、过渡：这是我们这个节课的教学重点之一：领略泰山雄伟
神奇的景色。当然，学习一首诗，重点还在于理解诗中
的“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诗的第三句以及第四句。

5、后两句为本诗的第二层，也写了泰山景物，但着力表现的
是诗人的感受。



“荡胸生层云，决眦人归鸟。”这两句是想像之辞。这两句
诗亦景亦情，情由景生，这里的景是指？明确：层云、归鸟。
诗人由远望、近望进而想到泰山气象万千，云气层生，一定
会震荡人们的心胸。使之豁然开朗，这表达了怎样的心情？
明确：心情激荡。接着站在泰山之上，眼光也会更加敏锐，
连一掠而过的归鸟也收入眼底。这说明站在泰山上，视线如
何呢？明确：眼界空阔。这一句是抓住了层云和归鸟这两个
景物细节来抒情，所以这一联应为“细望所见”。

6、接着诗人顺理成章地写出了他心底的愿望：“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这是化用孔子的名言：“登泰山而小天下”。
请大家结合注释理解这一联的意思。明确：有朝一日，我一
定要登上泰山的绝顶，把周围矮小的群山们，一览无遗！那
么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可以一览群山呢？明确：俯视。
接着是本课重点：结合写作背景，启发学生理解这一句的深
层含义。让学生各抒己见。(参考答案:因泰山之雄伟而引出
一览无余而后快的心绪，抒发了诗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
博大胸怀。)

7、总结：这两联可以概括为：诗人的感受

8、结合整首诗，进一步感悟诗人情感：讨论问题一、年轻的
诗人科举不第后游历齐赵，见到了泰山，写下了这首诗，在
诗中你能看出任何科举败后消极颓废情绪吗？那整首诗给你
的感受是什么？学生自由发言。（参考答案：诗人热情赞美
了泰山的神奇秀丽，流露出了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尤其
是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顶
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魄，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
志。）

学生自由发言。

五、布置作业:背诵这首诗,完成课后练习。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二

1、掌握课文中的字词及相关的文学常识。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体会作者蕴含的思想感情。

2、体会本文风趣幽默、生动形象的语言。

情感目标：体验生活中的童真童趣，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学习设想：课文是作者多自己童年往事的追忆，有无穷的孩
童生活趣味，针对这一点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探究欲
望，由粗到细，有整体到局部，从故事内容、主题到写作手
法、语言特色进行感知、感受、感悟，让学生勾起对童年生
活的回忆，从而达到情感升华。

1、 课件展示童年情景

2、 引入课文，板书课题

3、 出示学习目标(课件)

4、 作者简介(课件)

1、散读课文 。(阅读过程中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2、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都讲了哪些童年往事?

3、试着概括一下这一幕幕趣味盎然的童年故事，并给它们加
上小标题。

4、作者想我们展示她的童年生活，蕴含着什么思想感情?



5、小组合作探究完成，教师抽学生汇报。

明确：

(3)玩具风波、多彩童年、可爱玩伴、四季感受

(4)抒发了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情表达了追求自由与快乐的纯
真童心的赞美之情。

1、本文多处运用对比，有今昔对比，有自己感受与他人态度
的对比，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来，分析一下。

2、 明确

(1)第1段与第3段，鲜明的对比留给人不尽的深思。

(2)第4段与第7段，作者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现在的孩子生
活的单调枯燥形成鲜明的对比。

(3)第11段与第3段，写自己童年没有雨鞋而在梅雨季节的痛
苦状况与今天的儿子给他买雨鞋进行“撅嘴跺脚”对比。

(4) 第5段，刚识几个字的我读精装英汉大字典的自我陶醉与
行人的捂嘴而校;自己梳妆打扮觉得漂亮极了与妈妈等人
的“前俯后仰”“差点背过气去”。这里将自己的感受与旁
观者的反应对比，更突出我的稚憨可爱。

1、本文语调诙谐，真切地写出了童年心情，充满童趣，请从
文中找出来。

2、结合课本38页练习分析。

1、作者的童年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对此你有
什么看法?



2、作者爱劳动的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对他今后有何影响?你对
此有什么想法?

1、配套练习

2、小作文 《童年往事》

六、板书设计

一、玩耍的乐趣

二、自豪的往事

三、可爱的玩伴

四、四季的感受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三

本单元的写作要求是“抓住细节”，这一单元的写作目的是
指导学生抓住细节，刻画人物，表达情感。教材中首先指出
什么是细节描写；接着列举《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例子帮助
学生更好理解；然后通过回忆学过的课文内容，简短记录记
忆深刻的细节的方式，更好的体会细节描写的作用；最后提
示学生细节描写要注意的问题：要学会抓住真实、典型、生
动的细节进行描写，才能更好地表现事物特征或作者情感。

二、学情分析

七年级学生的写作类型主要以写人叙事的记叙文为主，他们
虽然有小学六年写作经验的积累，但是缺少对人物、生活细
致的观察。记叙事件不具体，很笼统，描写人物和写景状物
时，不会抓住细微处具体刻画，造成文章空洞，缺少细节，
不能很好刻画人物，表达情感。因此，对学生进行细节描写



的指导与训练尤为重要。

三、教学目标

1。了解细节描写及常见类型，理解细节描写在写作中的作用。

2。学习捕捉生活的细节，描写生动的细节。

3。在写作中运用细节描写来表达情感。

四、教学重点

掌握几种细节描写的方法并会运用。

五、教学难点

学会运用典型、生动的细节来表达真情实感。

六、教学准备

学案：人物描写分析材料

七、教学时数

一课时

八、教学过程

（一）对比句子——明确什么是细节描写

句子1：烈日当空，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极了。

句子2：烈日当空，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道路两旁的庄稼
热得低下头，弯下腰；河里的水烫手；地里的土冒烟。



出示任务：

1、你认为哪一个句子好？为什么？

2、第2句比第1句增加了一些内容，说说增补了哪些内容？

3、什么是细节描写：细节描写是对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现
对象的细微而具体的刻画。

小结：根据表现内容，细节可以大致分为肖像细节、语言细
节、动作细节、景物细节等。大家之所以认为第二个句子好，
正是因为与第一个句子相比较，第二句对周边景物进行了更
加细致的描写，更好表现了天气的炎热。因此，要想更好表
情达意，抓住细节描写是非常重要的。

（二）欣赏典型细节描写——体会细节描写作用

2、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
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
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3、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
发矢十中，但微颔之。

出示任务：请同学们欣赏以上带有细节描写的语段，并说一
说分别运用了什么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好在哪里，有什
么作用。

反馈指导：

1、作者对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时的动作、肖像细节进行描写，
写出了作者当时惊讶又有些害怕的心态，为后文表达内心的
愧怍做了很好的铺垫，这种真实的感受，让读者也仿佛置身
文中，令人难忘。



2、作者对父亲踩黄泥的细节描写，很好地表现了父亲的勤劳
能干。

3、作者描写了卖油翁观看陈尧咨射箭的表情和动作，只用
了“睨之”和“但微颔之”两个语句，就惟妙惟肖地表现出
人物的态度和心理，非常精彩。

小结：细节描写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写人记事的文章里，如
果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细节描写
是塑造人物形象，彰显人物个性的关键。在写景的文章里，
细节描写能更好地突出景物的特点，起到以小见大、画龙点
睛的作用。

（三）回忆生活细节——总结细节描写方法

请同学们说说你曾经留心过的生活细节。当我冬夜苦读时，
母亲为我送来热腾腾的奶茶，这是一个爱的细节；当我不小
心犯错时，父亲的手掌愤怒举起又轻轻落下，这是一个爱的
细节；当我____________时，老师（同学、父
母……）______________，这是一个爱的细节。

出示任务：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讨论细节描写的方法。

指导反馈：

1、善于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物，用心去感悟。发挥想象和联
想，做生活的有心人。

2、写人记事的时候，要抓住人物的特征，善于运用外貌、语
言、动作、心理、神态等描写方法。

3、用心灵捕捉身边的一人一事一物，养成反思、省悟的习惯，
在描写中渗透个人独特体验。



（四）学习细节描写方法——学会运用

1、那天，他在雪地里罩住了一只小鸟。

课文示例：他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
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捧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
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
便罩住了。

出示任务：先让学生比较后分析总结其中的方法，教师引导
补充。

学以致用：她好不容易捉住了一只蝴蝶，一不小心又让蝴蝶
飞了。

出示任务：细化动作，延长过程，具体写出动作的过程。

提示：细化“好不容易”“捉住”的过程。给学生5分钟时间
写完，分组交流，推荐，全班展示优秀的细节描写片段。

2、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年龄不大，长得很瘦，穿得也很差。

提示：（1）“小”到什么程度？（2）怎么个“瘦法”？（3）
穿得有多“差”？

指导反馈：这段文字之所以写得生动，是因为作者抓住特征，
步步追问，在细微处驻足，这也是我们在写作时要学习的。

学以致用：请抓住人物特征，给下面的句子加上细节描写：

那天，迎面走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弯着腰，拖着笨重的身子
在风中慢慢走着。

提示：老爷爷什么样子？可以扣住他的脸、头发、眼睛等外
貌特点来展开细节描写。



（1）除夕晚上，儿子、孙子都来到她身边，她满脸皱纹都舒
展开了，就像盛开的菊花瓣，每根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

（2）三个月后，小草莓结出了果实，小小的果实竟然压弯了
枝头，但纤柔的茎并不生气，兴奋地背着自己的硕果炫耀着：
“看，这是我的果实。”

（3）那抹夕阳红，如丝绸般挂在天边，好似随风飘舞的仙女，
令我如醉如痴。

指导反馈：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
更加具体生动，展现人、事、物的特征，更好地表情达意。

出示任务：运用至少一种修辞手法刻画细节，使下面的语句
更加充实生动。

小草发芽了。

学生写完后分组交流。

（五）牛刀小试

出示任务：读一读前两个单元写的作文，看看是否做到了抓
住细节进行描写。根据提示，做出修改：

（1）修改时，注意写一些能表现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或
者心理特点的细节。

（2）带上自己的情感。比如赞赏或厌烦某个人，可以在用词
或者语气上有所体现，也可以直接写自己的评价。

（3）将修改后的作文和原文对比着读一下，体会修改后的优
点。

指导反馈：完成修改后小组内交流，教师指导学生关注修改



前后的不同，然后每个小组推选一名修改最成功的同学参与
全班展示，教师引导学生总结修改成功的方法。

小结：同学们，大千世界中的美无处不在，我们要有一双敏
锐的眼睛，更要有一颗善感的心灵，发现生活中每一细微处
的美，做一位具有丰富情感，细腻笔触的幸福之人。

（六）作业：我们的记忆中总会有许多难忘的时刻。所谓难
忘，可能是惊喜、兴奋、有趣，也可能是惭愧、尴尬、甚至
是难堪。回忆一个自己难忘的时刻，并以《的那一刻》为题，
写一篇作文。不少于500字。

（七）板书设计：

抓住细节

细心观察细化动作，延长过程以小见大

用心感悟抓住特征，步步追问画龙点睛

运用修辞，充实生动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四

知识目标：

1、理解并积累雅致的二字词语，生动的四字词语。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搜集资料能力，提取整合的能力。

2、研读精彩语段，调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品味赏析本文优
美生动的描写。



3、学习本文的写法，培养学生将感受到的美转化为语言文字
的能力即语言表达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感受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

2、学生感受中国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提高艺术欣赏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习运用各种手法描写视觉形象的写作手法，进
行仿写片断练习。

教学难点：研读精彩语段，调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品味赏
析本文优美生动的描写。

三、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诵读赏析法、合作探究法

一、自学奠基

1、初读——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作者作品简介。

3、课下注释及课后字词预习展示。

二、交流展示

用一句话概括全文内容。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积累文言词汇，理解文章内容

理清逻辑关系，掌握委婉机智而又循循善诱的交流技巧

教学重点：积累文言词汇，理解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理清逻辑关系，掌握委婉机智而又循循善诱的交
流技巧

教学流程：

1、雄辩的孟子，与孟子有关的成语。

2、“顾左右而言其他”字面意思为何?

1、这篇文章记录了哪两个人物的对话?他们的身份各是什么?

2、自读课文，就有疑问的字句提出问题并解决。

3、孟子与齐宣王谈话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孟子选择宣讲、谈
话、还是问答?

4、问答从哪三个问题展开?齐宣王分别是如何应答的?

1、讨论：孟子的问题妙在哪些方面?

a、问题中哪些是虚?哪些是实?

b、问虚的目的是什么?

c、问题的顺序有什么妙处?



d、问的形式为何选用特殊疑问句?

2、齐宣王没有回答孟子，孟子的目的达到了吗?是不是应该
追问呢?

3、归纳孟子谈话艺术中值得借鉴之处。

4、模仿本段设计一段人物对话，要求具有层层推进，引人上
钩的效果。

1、通过这样一则简短的材料，你能从中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
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你如何评价齐宣王这个人物?当时的时代背景怎样的?

3、根据时代和人物特点，结合对人物心理的合理想象，扩写
这个故事。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诵读欣赏课文，体会课文生动、细致的描写。

2、深入探究三叔的语言，理解其深刻的含义。

3、合作学习，领会珍惜时间、抓住生命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

1、反复朗读课文，体会课文生动的语言。

2、领会珍惜时间、抓住生命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探究三叔的话，理解其深刻的含义。

教学方法：自读感悟，合作探究。

教具：投影仪、录音机。

教学活动：

一、播放歌曲《童年》，导入新课。

指名介绍自己的童年。

老师总结，导入课题：

刚才几位同学都介绍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童年。童年，几乎对
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快乐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作
家程海笔下“我”的童年。板书《三颗枸杞豆》。

二、引导学生初读感悟，发现问题。

1.过渡到入：同学们，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越来
越需要创新型的人才，而成为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就在于敢于
怀疑、敢于发现问题。听说我们班的同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
出色，下面，老师就给大家一次表现的机会，大家想不想表
现!

2.教师投影出示：以跳读的方式大声朗读课文，在朗读过程
中发现自己不理解的问题，并随手作笔录，看谁找的最多，
最有价值。

3.老师读题，强调跳读的方式。

4.学生跳读课文，找出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5.指名说，老师及时予以鼓励。



注：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

〈1〉小树林为什么能成为我的乐园?

〈2〉我被送进学校后，为什么觉得脸汉字都是黑乎乎的?

〈3〉爸爸的拳头，使我乖乖的上了几天学，但为什么我经过
小树林时，又旧病复发了?

〈4〉阳光为什么是一绺一绺地，像金色的丝绸?

〈6〉三叔为什么说“谁又不是这样呢”?

〈7〉“我呆呆立了一会儿，忽然感到很乏味”，这是为什
么?

〈8〉三叔三幅画的含义是什么?

三、引导学生采取合作的学习方式，探究三叔语言的含义。

2.指名说。

4.教师投影出示以下问题：

回忆课文，结合问题，合作探究：

〈1〉三叔两次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太迟了”，你能揣
摩出三叔的内心活动吗?

5.前后位四人为一组，讨论、交流，师巡视指导，予以鼓励、
表扬。

6.回答问题，师及时评价、指导。

注：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教师对于重点部分加以强调，回答



优秀的地方教师及时用适当的语言加以表扬。

七年级语文课文春教案篇七

《说“屏”》是一篇科学小品文，而且可以说是散文化的说
明文。\'屏风\'这种事物，在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常
见了，但是在古代，屏风却是一个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
审美艺术性的一种事物，想通过学习此文，让学生了解古代
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
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

为了达到以上几点要求，首先，在备课环节，我明确了两个
目的：第一，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有关\'屏\'的知识;第二，
明确说明文的相关知识，提高阅读说明文的能力。因此，在
开课，就创设了很好的情境，我出示了故宫博物院太和殿(金
銮殿)朱漆方台上雕龙御座及其背后雕龙屏的图片，接着又出
示了一组屏的图片，并让他们谈感受。这一环节，不仅让学
生对屏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
同时也锻炼了他们语言组织、运用和表达的能力。

其次，在教学中为学生创造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氛围，
以强来带弱。例如，在探讨文章的说明方法这一环节，我以
学习小组为单位组织讨论，互相交流研究，并辅以一定的鼓
励措施(小组加分)，这样，凭着集体的力量，不仅可以节省
去指点每个不懂的学生的时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在学习中
的团结合作精神，自主探究的意识。

最后，在教学中，能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让学生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在课堂上，尽量表现得和蔼亲切，语言上尽
量做得柔中有刚，给学生营造一种轻松、活跃的语文课堂气
氛，同时，这样一种氛围也是给学生的很好的鼓励和动力。



本节课也有很多的不足，比如屏风的图片贴在黑板上后面的
同学看不太清楚，不如拿到学生中间给他们看。同时在这一
环节上花的时间也稍多了一点。在朗读这个环节上，我采取
的是教师配乐朗读全文而没有给学生机会去锻炼自己的朗读，
正因为学生没能充分的读，在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上也受到了
影响。在这个环节，如果能教师范读一段或两段，剩下的部
分让学生自己来完成，我想，这种效果会更好，课堂气氛也
会更热烈。在学生质疑、解疑过程中，教师干涉得过多，如
果能放手让学生自己纠正错误，那样彼此的印象会更深刻。

语文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要教好语文，学生更要学好语文，“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愿在以后的自我改善中取得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