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 语文人教
版七年级教案(优秀10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这是初中阶段学习的第一篇神话故事，内容浅显，七年级学
生正是处于充满好奇、充满想象的年龄，对这篇文章兴趣较
浓。在这一课时的学习，老师可调动他们平时的阅读体验，
结合生活实践，激发起他们更强的求知欲，去了解神话的特
点，品读关键词句，感受女娲身上所寄托的人类母亲的优秀
品质，感受人类诞生后的喜悦之情。

经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学生对神话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对课文中女娲的形象也有了更深的感受。在
第二课时，将让学生做一次思维提升，充分发挥他们的联想
和想象力，并运用课文运用的细节描写的方法，以读促写，
尝试改写、续写《女娲造人》的部分片段。

二、教学目标

1.语文常识

(1)了解袁珂的生平简介。

(2)了解神话这一文体的特点及《女娲造人》的相关知识。

2.语言：



(1)理解并积累重要的词语。

(2)理解并积累文中描写生动细腻的词句。

3.阅读

(1)快速阅读，复述故事情节。对比《风俗通》，确定文章丰
富和生发的内容。

(2)朗读品味，把握女娲的形象，体会她的情感。

(3)拓展阅读，体会神话的魅力。

4.写作：

发挥想象和联想，运用细节描写的方法，进行改写、续写。

三、教学重难点

1.朗读品味，把握女娲的形象，体会她的情感。

2.发挥想象和联想，运用细节描写的方法，进行改写、续写。

四、教学方法

朗读品味法、读写结合法

五、教学过程及内容要点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快速阅读，复述故事情节。



(二)把握神话特点，对比《风俗通》，确定文章丰富和发生
的内容。

(三)朗读品味，把握女娲的形象，体会她的情感。

二、教学过程与教学内容

(一)导入新课

为什么喜欢看神话?故事情节巧妙有趣，运用夸张，想象奇特，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神话是怎么产生的?上古时代，人类文化知识很少，无法解释
世界起源(如：天、地的形成、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自然
现象(刮风、打雷、发洪水、干旱等)，就通过神话故事来表
达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理解。

一言以蔽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幻想。特点：想象和夸
张。

今天，我们学习袁珂先生《女娲造人》，走进神话世界，体
会神话魅力。

(二)作者及《女娲造人》简介

袁珂(1916—2001)，中国神话学家。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神
话研究，其作品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
课本。

女娲，中国神话传说中造人，补天，掌管男女婚配的神。又
称娲皇、女阴娘娘，史记女娲氏，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是
福佑社稷之正神。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问题探究1：速读课文，标注自然段，抓住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要素来复述故事。

【要点】天地开辟以后，因为没有人类，显得荒凉寂寞，女
娲感到有些孤独。她想把世界变得热闹，于是照着自己的模
样，用黄泥亲手搓揉，造出了人。小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喊女娲
“妈妈”，让她感受到生命的欢乐。但是她工作了很久，双
手都捏得麻木了，捏出的小人也不能布满大地。于是她顺手
从崖壁上拉下一条枯藤，伸入泥潭，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
结果点点泥浆也变成一个个小人。女娲觉得这种方法简单省
事，越洒越起劲，于是大地就到处有了人。她又想着，人是
会死亡的，难道以后还要重新再造?于是就把小人分为男女，
让他们婚配，繁衍生息。

【要点】更喜欢课文，因为故事更生动，女娲形象更鲜明，
情感更细腻。文中增加了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描写：(1)女娲
为什么造人;(2)女娲造人的具体过程;(3)人造出来之后欢欣
喜悦场面;(4)女娲像人一样具有心理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

作者既大胆想象，又合情合理，比如女娲用黄泥造人，我们
常把土地比作母亲，而我们民族的肤色也是黄色。

(四)细读课文，朗读品析

1.问题探究3：自读课文，勾画相关词句，你最喜欢课文补充
的哪一部分?从_____________词句中，你读到了一
个___________的女娲。

【要点】从4段“她笑，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笑;她假装生
气，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生气”这一神态描写中，我读到
了一个可爱活泼的女娲。

从4段“她忽然灵机一动：世间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了，单单
没有像自己一样的生物，那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像自己一样的



生物加入到世间呢”这一心理描写中，我读到了一个聪明有
爱的女娲。

从5段“她就顺手从池边掘起一团黄泥，掺和了水，在手里揉
团着，揉团着，揉团成了第一个娃娃模样的小东西”及6
段“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地面，就活了起来，并且
开口就喊‘妈妈!’”，这一处动作描写和一处语言描写，读
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娲。

从9段“女娲看着她亲手创造的这个聪明美丽的生物，又听
见“妈妈”的喊声，不由得满心欢喜，眉开眼笑”，读到了
一个慈爱温柔的女娲。

从13段“她工作着，工作着，一直工作到晚霞布满天空，星
星和月亮射出幽光。夜深了，她只把头枕在山崖上，略睡一
睡，第二天，天刚微明，她又赶紧起来继续工作”，读到一
个勤劳伟大的女娲。

可在品析时，适时加入朗读，体会女娲情感，把握她的形象。

小结，可见在《风俗通》里的女娲是一个高冷的女神，而经
过课文大胆奇特的想象和一些细节的描写后，我们感受到了
她不仅具有神性，还具有人性的可爱活泼、聪慧温柔，更有
了母性的勤劳、慈爱和伟大，这样女娲作为我们人类母亲的
形象就更加鲜明丰富了。

(五)课时作业

1.把课后“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抄写三遍，理解词义。

【参考答案】略

2.上网或查阅图书，搜集有关女娲的记载。



【参考答案】《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能匠之?”王
逸注：“女娲人头蛇身。”

《说文解字》：“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
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淮南子•说林训》：“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
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
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_水。”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
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
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

《绎史》卷三引《风俗通》：“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
置婚姻。”

从古籍中可知，女娲造人，一日中七十化变，以黄泥仿照自
己抟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因世间天塌地陷，
于是熔彩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留下了女娲补天的
神话传说。

女娲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雌和抟土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
造万物的自然之神，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
七十样东西。她开世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是被民间
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把握神话特点，发挥想象和联想，运用细节描写的方法，
进行改写、续写。

2.拓展阅读，体会神话的魅力。

二、教学过程及内容要点

(一)导入新课

上一节课，我们感受了袁珂笔下女娲的慈爱温柔、勤劳伟大、
可爱活泼，这位神通广大女神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有了很多
我们自己妈妈身上的美好品质，这源自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和活泼生动的描写。雨果说，想象是人类最美的花朵。我相
信，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自己想象的女娲和她造人的
故事。这节课就请同学插上想象的翅膀，自己来创作，对袁
珂的《女娲造人》进行改写或续写。

(二)问题探究1：提供角度，指导写作

为同学提供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改写或续写。同学可选择其
一，也可自选角度。

【要点】

改写：1.女娲造人时的心情，及造人前后的情感变化。

2.女娲怎样创造人的身体，赋予他们思想和情感。

3.女娲怎样造更多的人。

续写：想象人类出现以后世界的变化，续写后面的故事。

【方法指导】



1.运用多种描写方法，如对人物的外貌、心理、语言、行为
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对涉及到的环境、场面、气氛做必要
的充实和渲染。

2.多角度想象，可想象几种情况，从中加以选择。既要大胆
想象，故事情节设计又要合情合理。

3.改写要与课文中女娲的言行和性格相符，续写要注意前后
照应，不要自相矛盾。

(三)课时作业

1.查找、搜集各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看看先民们
的想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参考答案】见教师用书

2.请同学们发挥大胆新奇的想象，自己寻找文中值得填补的
空白点，进行扩写。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淮南子•姮娥
奔月》)

3.课外阅读，推荐一些神话选本，如《山海经》《淮南子》
《故事新编.补天》《伊甸园里》《中国神话故事》《希腊神
话故事》等。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重点：说明人口腔上皮细胞的基本结构，比较动植物细胞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提高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

难点：制作临时装片过程中的刮取(首次观察自己身体上的细
胞，学生感到既新鲜又好奇，取材关系到实验效果)



细胞结构的观察(与植物细胞相比不易观察，略有难度);

设计实验(应用以往的学习经验，是较高层次的学习)。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本文是人教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
上册第三单元的一篇散文，属于一篇自读课文。庄子
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编者的意图或许是想让学生领
略大自然之美吧。有人评价梁衡的《夏感》是“六百六十六
字凝成的精美镜头”，的确如此。文章从夏天的景色、夏天
的色彩和夏天的旋律三个方面来盛赞夏天旺盛的生命力，盛
赞人们的劳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学本文，应根据
单元教学要求，引导学生朗读，在朗读的基础之上去体会作
者的思想情感。同时，还要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加
强与文本的对话；要让学生通过联想与想像，品味文章优美
的语言，真切感受夏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
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识记与理解：识记周武王灭商、西周的建立与结束;理解分封
制的主要内容。

能力与方法：培养学生文史结合学习历史的方法与能力，以
及分析比较的能力，提高学生阅读分析历史材料的能力。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结果，客观历
史地认识分封制的作用，认识到正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
整统治正确的重要性。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第一节植物的激素调节



设计思想：

1、设计主线

以植物生长素的发现实验、生长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在农业生
产中的应用、植物激素调节的作用机理为主线展开教学活动。
在此过程中及时渗透科学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价
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设
计实验的能力、动手操作的能力。

2、课时计划：

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用三课时完成。以教师提供讨论素材，
组织引导学生讨论、活动，最后由师生共同总结的形式进行。

第一课时：第一阶段，由教师提问或呈现植物感性运动、向
性运动的材料，启发学生思考、讨论;练习，提出假说、设计
实验求证假说;第二阶段，由教师介绍达尔文的实验以及达尔
文根据实验观察提出的假说。

第二课时：第一阶段，由教师提供有关验证达尔文假说的实
验素材，组织学生讨论分析实验素材，引导学生得出对达尔
文假说的验证实验结果，并总结对激素进行研究的具体实验
方法;第二阶段，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设计的练习。

第三课时：提供素材使学生了解生长素的生理作用以及各种
植物激素间的相互关系，懂得植物激素调节的作用机理，以
及在生产实践中如何应用有关生长素的知识。

3、重难点分析

重点：

(1)生长素发现过程中的三个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分析。



在科学研究与发现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观察(包括实验
观察)、根据观察过程中所发现问题进行的分析、根据分析提
出的假说和对假说的求证活动。课文中所介绍的生长素发现
历史中的三个实验，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假说的提出和求证过
程，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史教育的极好素材。如果能很好地利
用这一素材，也可以使它成为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训练的一
个极好机会。

(2)生长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科学研究的成果只有通过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才能造福于
人类。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理解生长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在
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既有助于学生理解科学研究要为社会生
产服务，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激素调节的作用机理。

(3)植物激素间的相互作用。

其他植物激素以及植物激素间的相互作用这部分内容，也是
在教学中应着重处理的一个重点。只有让学生对植物体内的
其他激素有所了解，才能使学生理解植物的生命活动是由多
种激素共同调节的。

难点：生长素生理作用的两重性及其运用两重性分析问题。

“引起不同器官(茎尖、根尖)细胞生长的生长素浓度不同”。
如果学生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特点，就会在运用生长素生理
作用的两重性分析实际问题时出现混乱，因此此部分是学生
掌握知识的一个难点。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设法
突出地明确两点：第一：生长素对各种器官具有低浓度促进
生长、高浓度抑制生长的特点;第二：生长素对不同器官促进
生长的最适浓度不同。

4、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通过语言陈述、由课本的彩图呈现或由教师呈现
事先准备好的植物的向性运动实验装置，首先应与绪论课的
内容联系，明确所发生的现象是植物应激性的表现。提出问
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引起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的注
意。

主要教学过程：通过动画媒体介绍发现生长素的一系列实验，
介绍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训练学生根据实验结果，分析问
题，提出假说、求证假说、得出结论的能力。

第一课时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植物为什么会表现出向性运动呢?早在1880年达尔文就针对
这一现象进行过实验。”(可利用动画课件,分为两部分对达
尔文实验的进行介绍，从而实现引导学生学会对实验结果的
分析)“根据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你认为产生向光运动的部
位在植物体的什么位置?” “――在胚芽鞘的尖端。”学生
会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

“根据实验的第二部分结果，你是否能够知道胚芽鞘的尖端
是受了环境中的什么因素的刺激才产生影响的?它的影响方向
大概是朝向哪个方向?” “――胚芽鞘的尖端是受到单侧光
的刺激才发生影响的。”但要得出“它的影响作用方向是从
胚芽鞘的尖端朝向下方。”这个结论，还需要教师进一步引
导学生注意观察：胚芽鞘尖端之所以产生向光运动是因为在
胚芽尖端的下方发生了弯曲。至此，就可以介绍达尔文根据
实验结果提出的假说――尖端产生了某种向下的影响。

科学方法训练：

要落实对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和训练，既要把对科学研究一
般过程的介绍贯穿在生物学的知识教学过程之中，还要注意



及时为学生总结前人进行工作的具体的实验(操作)方法。

“回顾生长素的发现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1880年到1934
年的几十年时间里，有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在为揭开植物生命
活动的奥秘进行了不懈地努力。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分析一下
科学家们所使用的一些具体的实验方法。”“在达尔文实验
的第一部分中，他对胚芽鞘进行了什么样的处理?”“――切
除了一部分胚芽鞘的尖端。”“这就是达尔文使用的实验方
法――切除的方法。”“在切除了这部分胚芽鞘尖端的同时，
是否只观察被切除胚芽鞘尖端的幼苗呢?”“――是将切除了
胚芽鞘尖端的幼苗和没有切除胚芽鞘尖端的幼苗对比观
察。” “这就是开展实验必须设置的对比实验的方法。”

第二课时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1928年，荷兰科学家温特利用胚芽鞘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
他在达尔文实验的基础上，对实验的操作进行了技术上的改
进。”(利用动画课件介绍温特的实验)“从温特的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证实了达尔文关于植物向光
性运动原因的假说――确实存在一种物质致使胚芽尖端产生
了向光运动”。

“1934年，荷兰科学家郭葛等人从植物中分离出了这种能使
植物产生向光性的物质，并确定它就是吲哚乙酸。”这就真
正从化学物质的角度证实了达尔文的假设。

科学方法训练：

“温特的实验不仅证实了达尔文关于植物产生向光运动原因
的假说――确实存在某种物质致使胚芽鞘的尖端弯向光源生
长，而且在实验方法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在切除之后
又设法把假设存在的物质添加回植物体，然后进行对比观察。



这成为后来的植物学家对激素进行研究常用的‘切除-添加’
的实验方法。”

第三课时

科学方法训练：

学生了解了研究植物体激素的具体操作方法，才能展开思维
的翅膀，使教师对学生进行拓展思维的训练成为可能。

(1)“根据温特的实验，你能否设计一个实验证明：胚芽鞘尖
端产生的生长素，只能向下运输，而不能向上运输?”通过这
样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

(2)“要想知道在植物体内，除了胚芽鞘尖端能产生生长素之
外，还有哪些部位的细胞能产生生长素?你认为应该选择哪种
细胞进行检测?”经此一问，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也可转入对
生长素的产生部位和分布的教学活动。

(3)“在能够从植物体中分离提取出生长素之后，要想知
道：‘除了能使植物产生向光运动之外，生长素对于植物的
器官还有什么作用?’你可以采用哪种方法来进行试验?”通
过这一提问，既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也可以顺利地转入关于
生长素的生理作用的教学活动。

对难点的-：生长素作用的两重性

陈述：当科学家们能够分离、提取生长素后，利用生长素做
进一步的实验就成为可能。

引导分析：从对实验结果的描述中我们能发现什么?三种生长
素难点变化曲线图

师生讨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添加的生长素浓度加



大，植物器官的生长速度并不总是随之加大。而是当浓度超
过一定值以后，随着生长素浓度增加植物器官的生长速度反
而呈下降趋势。这就使科学家们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生
长素促进生长的生理作用具有两重性――低浓度促进生长、
高浓度抑制生长”。

进一步的分析：“那么，促进或抑制生长的生长素浓度是否
对植物体的所有器官都是相同的呢?”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
出：根、芽、茎所需要的促进生长的生长素浓度各不相同，
对它们起抑制作用的生长素浓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如： 这个
浓度值对根和芽都是起抑制生长作用的，而对茎来说则是起
促进作用的。

进一步的讨论分析：茎的背地性是较高浓度的生长素促进了
近地一侧细胞的生长。而根的向地性是较高浓度的生长素抑
制了近地一侧细胞的生长。根和茎在生长素的作用下都表现
出了应激性的现象，但生长素对它们的作用机理并不相同。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器官对生长素浓度的敏感性不同。

总结提高：无论是生长素的生理作用，还是其他植物激素的
调节作用，都存在着促进或抑制某种植物生命活动两个方面
的过程。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共同调节着植物体的生命
活动。

【板书设计】

第一节 植物的激素调节

一、生长素的发现过程：

1.达尔文通过对比观察提出了假设：尖端产生了某种物质，
在光的刺激下对下面的部分产生了影响。

2.温特通过实验证实了达尔文的假设：确实存在某种物质。



3.郭葛分离并鉴定出了产生影响的物质：吲哚乙酸，即生长
素。

二、生长素的合成与分布：

合成部位：生长旺盛的细胞、分生组织。

分布：1、向光一侧比背光一侧少

2、在尖端产生，向下运输

三、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1、低浓度促进生长，高浓度抑制生长。例：顶端优势。

2、能促进植物不同器官生长的生长素浓度不同

四、生长素在生产中的应用：

1、促进扦插枝条生根

2、促进果实发育

3、防止落花落果

五、其他植物激素：

1、赤霉素

2、脱落酸

3、细胞分裂素

4、乙烯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七年级的学生还是处于一个好动的年龄，在学生已经观察了
植物细胞的结构并有一定的了解下，这节课采用灵活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动物细胞的结构。而且在
学生实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下，还不是很强，所以只
有充分的感性认识才能吸引学生兴趣，把握课堂的重点。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七

《散步》是人教版教科书（新疆专用）七年级上第一单元讲
读课文，是一篇讴歌亲情，揭示生命意义的精美散文，语言
清新自然，所叙故事为生活中所常见，内容不难理解。但文
章抒发的细腻感情不容易体会，揭示的深刻主题不易把握。
其原因，一是初一的学生在阅读中容易忽视语言形式的分析、
揣摩，本文在标点、词语、句式等方面的运用很讲究，使朴
素的语言具有深刻的含义；二是现在城市中的少年儿童多以
自我为中心，对亲情感受太不敏感，很难与文章发生情感共
鸣，难以真正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更难被文章感染而在生
活中反思自己。学习这篇课文，应对其语言形式进行深入揣
摩，挖掘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意，体味文中饱含的情感。教师
组织教学宜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
习，关注语言现象，揣摩语言，体味情感，认同尊老爱幼的
美好品德；并向课外拓展，使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会自
己周围真挚的亲情，增强感恩情怀。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整体感悟课文内容，解释文章富有感染力的语
句的内涵，准确概括

出文章的主题；

能围绕对文章的内容理解和思想情感把握从文章言语方面提



出问

题，并通过多种方式解决问题。

过程和方法：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文中一家间三代浓浓的亲情，认同尊
老爱幼的美好品德，

认识到亲情至贵，增强感恩情怀；

具有质疑问难，勇于探究的精神。

教学重点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揣摩品味语言，体味文中的情感，准确
把握文章的主题。

教学难点

揣摩品味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语言的深刻内涵，体味文中
的情感，准确把握文章的主题。

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法、揣摩教学法、讨论法。

教学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前准备

第一课时，在老师辅导下学生预习。



学生：预习课文，做到读课文两边以上，至少有一遍是出声
读；圈点生字词，查词典，读准字音，理解词义；能概括出
文章的内容，试着说出文章抒发的基本感情和主题思想；勾
画出文中不理解的句子；提出疑难问题；小组交流解决问题，
将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交全班。

教师：当堂引导学生归纳整理各组提交上来的预习中产生的
问题，并在课后将整理好的问题在第二课时前印发给每个同学
（见附件1、附件2）；制作ppt演示文稿。

教学过程

一、话题导入，引入课文：

师：散步是一项有益的活动。与朋友一起散步，边走边聊，
增加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与家人一起散步，互相关爱，感
受亲情，其乐融融。散步总给人温馨的感觉，让我们今天再
一次走进莫怀戚的《散步》，去感受作者一家三代的天伦之
乐吧。

二、整体感知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感情：

1、指名读文旁批注中的字词：

酷冬嫩芽分歧一霎时粼粼

2、指名朗读课文。（要求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处理语速、
停顿、抑扬等）

3、简要叙述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

[提示]请同学们思考，所叙述事件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就本
文来说，哪些细节应该关注？



--时间（初春的一天），地点（田野），人物（我、我的母
亲、我的妻子和儿子），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要注意
重点记叙的路上的分歧，分歧的解决及“我”背着母亲，妻
子背着儿子走的细节。

--表现一家三代之间真挚、浓郁、厚重的亲情

（以上部分既是预习情况的检查和所学知识的巩固，也为进
一步深入探究做铺垫。）

三、品味语言，深入研讨：

同学们在预习中以小组为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从这些问题
可以看出，同学们预习很到位，所提问题很有意义，解决了
这些问题，我们会对文章有更深刻的理解。各组的问题有些
是相同（一致）的，有些是相互关联的，只要解决了其中一
个，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上一节课我们已将问题
归了类，课前印发给了大家，下面我们共同来解答这些问题。

（演示ppt演示文稿）

[提示]解决问题的一点思路：

依据：好的文章，所有材料都应该直接或间接为表达中心服
务。讲究遣词造句、手法选择、结构安排等都是为了有力地
表现中心的。

方法：先整体感知内容和中心，然后把遇到的“为什么”的
问题转化为分析“××是如何表现中心的”。

（一）、第二三四段可否不写？第五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必要时提示]：



1、写了哪些内容？表达了“我”什么样的感情？

--第二段，介绍母亲的身体情况，和母亲对“我”的信
赖；“我”对母亲的关爱体贴。

--第三四段写春天景色明丽，突出其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
表达对母亲“熬过”冬天的欣喜，对生命的奇迹的感叹。

（“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一句的理解会较难，
引导学生分析：

“这一切”指什么？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昭示着生命
的轮回，生命的再生，生命的意义。）

2、启发学生从多角度理解第五段的作用。

（二）、你对下面哪个问题有见解？

1、“母亲又熬过了一个酷冬”中的“熬”是什么意思？南方
怎么会有“酷冬”？

2、“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为什么用两个“太迟”？

3、段6中“分歧”能换成“不同意见”吗？

4、段8中“走得很仔细”是什么意思？

5、结尾句中“整个世界”一词怎么理解？

[必要时提示]：

1、这些词语、句子是怎样表现一家三代人之间浓郁厚重的亲
情的（中心）？侧重于揣摩“我（们）”的内心世界，体
会“我（们）”的情感。



2、注意大词小用，重词轻用，词语反复的表达作用。

3、还可以反复诵读“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以加深体会。

（三）、结合语境理解重点句子。

[必要时提示]：

结合前后文来理解。走大路还是走小路，一般情况下都没有
多大要紧的，但作者一家人中，“一切取决于我”，作者却
找不出一个既不拆散一家人，又能满足每个人的想法的办法，
感到非常为难。表达了作者尊老爱幼，维护家庭和睦的思想
感情，也强调了中年人在家庭中负有重要责任）

2、“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怎么理解？

[必要时提示]：

“我”背上的和她背上的具体是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又代表
着什么？再结合前面对“一切取决于我”和“责任的重大”
的分析结果就不难理解：

（四）、现在再来看看下列问题能不能自己解决？把你的理
解与同小组中其他同学交流一下。

1、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2、母亲摸着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

3、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
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

（教师深入学生中，参与交流，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及
时予以帮助。）



（五）、同学们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是否又发现了新的
问题？试着在小组内讨论一下，看能否解答。

四、再度整体把握，准确领会文章中心，体会文中抒发的亲
情：

1、在初读中，我们只体会文章是歌颂亲情的，现在同学们对
文章中抒发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中心也有了更准确
的把握，请同学们把文章的中心概括在笔记本上。

2、请一位同学深情地朗读全文。

（在朗读和听读中再度体味作者一家人的融融亲情。）

五、课外延伸

一次普通的家人集体散步，表现出的亲情感人至深。事实上，
爱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更多的时候，爱的表达是含蓄而深沉
的，就像春雨润物而无声，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包括亲人
之间的爱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也需要表达。同学们课后可
以写篇文章表达对亲人的爱或述说你家庭中温馨的亲情故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亲情，用行动表达对亲
人的爱。

课后反思

一、学生的学习潜力是巨大的。“学生是学习主体，老师是
学习的主导。”每个老师都很熟悉这一理念，但少有老师能
在教学中真正实践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老师们不了解学生
有多大的学习潜力。只要教师给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学习情境，
又有好的学习指导，学生会表现出让我们惊讶的学习能力。
一般概念中，对于初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这篇文章的深
刻主题并不好理解，但这节课中学生们对文章理解的很透彻，
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传统的阅读教学中老师习
惯于灌输式教学，学生习惯于记忆现成的答案，思维得不到
有力的训练和发展。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简便方法就是让学
生提出问题，而提问题是需要问题意识和质疑方法的，老师
需要给与方法的指导和问题意识的培养。本文学习中，学生
们所提问题绝大多数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探究，阅读向深层推进。学生的问题是老师组织教学的切
入点，是教师教学智慧的生发点。教师要重视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需要注意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等于把学
生的问题原汁原味地全部搬到课堂内，逐一解决，归纳整理
是必要的；与学生一起归纳整理是对学生问题意识和问题探
究方法的进一步培养，也是剔除伪问题，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的有效形式，更何况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解决。

三、重视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关怀。阅读教学不只是让学生在
理性层面上明白了文章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那么写
等等，还应该使学生通过阅读得到合作意识、探究意识的培
养，得到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得到亲情、友
爱等美好情怀的感化……但语文教学忌讳生硬的德育标签。
学习《散步》，不能简单化的喊“亲情致贵”，不能强求学
生珍爱亲情，只能使学生在阅读理解文本中，真切的体会和
感悟亲情，本课对文本言语的深度揣摩就起到了这种效果。
言语教学与人文关怀不矛盾。

附件1

初一2班学生预习《散步》所提问题

谷有稷组：

1．第三段的作用？

2．从“水咕咕地起着水泡”为什么能想到生命？



3．段7：为什么写“她的眼……池塘”一句

4．既然小孩要走小路，为什么还要背他？

孙莹组：

1．春天为什么有冬水？

2．第二三四段可否不写？

3．段6中“分歧”能换成“不同意见”吗？（薛东洁）

4．段8中（母亲）“高大”一词怎么理解？

5．“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怎么理解？

杨硕组：

1．南方怎么会有“酷冬”？

2．段5的作用？

4．为什么说“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5．这篇文章表达什么中心？从哪词语能体现出来？

姚立颖组：

1．“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是什么意
思？

2．为什么写第三段？

3．母亲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4．为什么写“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
子。”

5．为什么写“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
一样。”

宋杰组：

1．文章3、4段的用意？

2．母亲为什么变主意？

3．为什么“我”觉得母亲“高大”？

4．文章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施凯钟组：

1．为什么说今年春天来得太晚了？

2．什么叫“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3．为什么奶奶会改变主意走小路？

4．冬水应该冻上了，为什么会冒泡？

姚爽组：

1．“整个世界”的含义？

2．“母亲”为什么要同意走小路？

3．第三段的意义是什么？

4．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任笑男组：

1．段4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2．为什么母亲身体不好还要走小路？

3．第五段在文中的作用？

4．文中为什么要仔细描写自然景色？

5．段8中“走得很仔细”是什么意思？

6．文章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史歆晔组：

1．“母亲又熬过了一个酷冬”中的“熬”是什么意思？

2．段4，为什么看到这一切会想到生命？“新绿”的含义是
什么？

3．“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为什么用两个“太迟”？

4．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5．段7中“她的眼随小路望去……”的意思？

附件2

对初一2班学生预习《散步》后所提问题的整理

词语方面

1．“母亲又熬过了一个酷冬”中的“熬”是什么意思？南方
怎么会有“酷冬”？



2．“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为什么连用两个“太迟”？

3．“新绿”的含义是什么？

4．段6中“分歧”能换成“不同意见”吗？

5．段8中（母亲）“高大”一词怎么理解？

6．段8中“走得很仔细”是什么意思？

7．结尾句中“整个世界”一词怎么理解？

句子方面

1．段4，为什么看到这一切会想到生命？

2．为什么写“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
一样。”

3．文中为什么要仔细描写自然景色？

4．为什么写“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
子。”

5．母亲为什么变主意，同意走小路？

6.段7中“她的眼随小路望去……”的意思？

7.“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怎么理解？

段落方面

1.第三段的作用？

2.第二三四段可否不写？



3.第五段的作用？

篇章方面

1.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2.这篇文章表达什么中心？从哪词语能体现出来？

孙宇

[语文七年级上人教版（新疆专用）1《散步》教案]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八

学生活动

备注

一、导入新课：大家看过电视《封神榜》吗?谁来说说它讲述
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导入。

二、西周的建立

1、周族的发展：简要讲述。

3、西周的建立：学生一起说西周的建立时间与建立者。教师
运用书上的地图说明西周的来历。

提高学生参与的热情。

让学生通过分析认识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败的最关键性的因
素。

观察地图、识读地图



三、分封制

1、学生一起阅读教材以后，抽一学生来主持：对其余的学生
进行提问。

由学生来主持，热情很高

参与积极

2、学生或教师进行归纳整理。有关分封制利与弊的分析，为
以后春秋的学习打下基础。

培养、提高归纳概括能力

四、西周的结束

点出西周末年，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决定了西周灭亡的必然
命运。最终在周幽王在位时的前771年，被犬戎攻破镐京而统
治结束。

要求学生阅读书上的小字找找西周在周幽王时灭亡的主、客
观原因有哪些?

学生阅读教材，找出原因，训练概括能力

五、小结全课：学生来小结全课的内容。教师补充。

六、学习与探究：学习测评，阅读“史海拾贝“。

布置作业：心得与疑问。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九

回答1：把天竺葵放到黑暗处一昼夜，将用于实验的植物叶片
中的淀粉除去。不至于影响实验想象。



师：很好，在黑暗处叶片不能再进行光合作用，叶片中原有
的淀粉一部分通过叶脉运输到其它部位，还有一部分被呼吸
作用消耗掉。

回答2：水浴加热后，叶片变为白色。

师：为什么变为白颜色呢？

回答：略。

师：由于酒精溶解了叶绿素，从而去除了叶片中的绿色。

回答3：加碘液后，叶片四周变为了蓝色，而被纸片遮住的地
方颜色没变，从这可以判断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是淀粉。

师：淀粉遇碘液变蓝色是我们判断淀粉存在的有力证据。那
为什么有上面现象产生呢？

回答：因为叶片被黑纸片遮住后，就不能接受光进行光合作
用了产生淀粉，所以加碘液后四周显蓝色，而中间不显蓝色。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案篇十

【教学步骤】

一、导语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到郊野散步的情景吗？
当路不好走或者你感到累了的时候，父母是怎样做的？还记
得你当时的心理感受吗？（2―3名学生回答）今天，我们一
起学习《散步》，看看一个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中年人，在
与一家人散步时，是怎样做的，又是怎样想的。

二、整体感悟



1、默读课文。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字词：信服嫩芽霎时拆散委
屈水波粼粼各得其所

2、朗读课文。要求学生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按意义节奏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

（1）各自练读。

（2）让2―4名学生示范朗读课文片段。师生共同评价。

3、整体感受。

（1）用圈点法圈出精美的句子，并说出自己的感受。

（2）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明确：先写散步的理由――“我”劝母亲；再铺写初春景
象――全家一起散步；然后写发生分歧――“我”决定委屈
儿子，母亲却依从儿子；最后写路不好走――“我”背母亲，
妻背儿子。

三、品味探究

要求学生四人一组对文章进行多角度品味探究。鼓励学生敢
于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1、结合课文说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妻子、母亲、儿子的
性情又怎么样？

明确：“我”诚恳、孝敬；妻子贤良、温顺；母亲老迈、顺
从而又有涵养；儿子听话、懂事。

2、作者为什么把“我”背母亲妻子背儿子描写得那么郑重其
事呢？



明确：在一个家庭中，中年人的责任，既要赡养老一代，又
要抚养下一代，起着承上启下的中坚作用。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也是如此。

3、从文中找出大词小用的语句，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

明确：（1）后来发生了分歧――表现出老一代和下一代的巨
大差距；（2）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表现出一个中年人在
家庭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中坚作用；（3）我决定委屈儿
子――体现出一个中年人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把握的基本原
则；（4）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
界――（同第2问）

4、从文中找出景物描写的句子，并思考其作用。

明确：共两处。一是第四小节描写了“南方初春的田野”景
象，显示出不可遏制的'生机。二是第七小节描写了“金色的
菜花”、“整齐的桑树”和“水波粼粼的鱼塘”，字里行间
透露出对生命的珍爱。

四、质疑问难

针对文章中出现的问题，先由学生在小组内讨论解决，小组
内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来大家共同讨论解决。

五、拓展延伸

比较阅读《散步》与《三代》，看看哪个故事更能感动你？
请说出自己的理由。

六、布置作业

你和家人的哪一次散步给你的印象最深刻？你能用500―600
字把当时的情景写下来吗？不妨也用《散步》作题目。



【本教案设计思路】

本文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比较接近，学生就容易产生感情
上的共鸣，形成“自己的情感体验”，并能“初步领悟作品
的内涵”，联系实际自然就会获得对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另外，由于本文秀美隽永、意蕴丰富，因而须在教师的引导
和启发下，学生才能更好地“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