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语文教案社戏 部编版八年级语文
社戏教案(实用9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八年级语文教案社戏篇一

1.体会农家少年的淳朴善良、好客能干和“我”与农家小朋
友的诚挚情谊。2.理解景物描写的作用。

教学重点

感知本文的人情美，风情美，从欢快活泼的写人、叙事、绘
景中领悟鲁迅对童年自由生活的留恋之情。

课时安排 两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们：m1.，扫除字词障碍。2.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列出思
考题，准备讨论、发言材料。3.上网查阅有关绍兴“社戏”
的资料，了解“社戏”这种乡村戏剧的文字及图片。4.师生
合作制作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1.初读本篇课文，熟悉内容。



2.研读本篇课文，整体感悟。

教学设计

导入

1.请多名学生们说出自己童年最喜欢的事情，不作阐发，意
在勾起学生们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

2.教师语：

童年生活犹如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犹如一个欢快跳动的音
符。说不尽，道不完。今天我们就走进鲁迅先生的童年生活，
看一看他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板书题目)

初读本篇课文，熟悉内容

1.课件播放有关“社戏”的图片(可从网上下载)

2.学生们介绍收集到的有关“社戏”知识。

3.放本篇课文朗读的录音磁带。

4.挑战擂台，问题抢答。

男生女生分别挑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本篇课文内容，向对方提
问，以考查对方对本篇课文信息的获取程度。回答的一方应
先合上书。(此环节既可检查提问学生们对本篇课文信息提炼
和处理的能力，同时也可进一步熟悉本篇课文，调动学生们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研读本篇课文，整体感悟



1.整体感悟故事情节

a.学生们速读本篇课文，进一步熟悉本篇课文内容，看看本
篇课文的情节是如何发展的。

b.请学生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全文内容(大意符合即可)。

本篇课文记叙了“我”在乡村和农家少年看戏的一次经历。

2.整体感悟本篇课文意图

小组讨论交流，在组内发言，说一说自己对这篇本篇课文意
图的整体感悟。

各小组推选一位代表在全班发言，交流本小组对本篇课文意
图的感悟观点。(学生们的感悟可以从多角度来回答，不作统
一要求。)

教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发表自己对本篇课文的感悟与理解。

本文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的迷人图画，展示了
那里的人情美和风景美。那里的人：聪明、能干、热情好客、
纯朴憨厚、无拘无束;那里的景：如诗如画，令人陶醉。充分
表达了鲁迅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业

1.抄写“读一读，写一写”中的生字词。

2.完成课后“研讨与练习”三。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1.跳读：品味语言，质疑答疑。

2.精读：课堂讨论，评析是非。

3.美读：比赛朗读，体会意境。

教学设计

跳读本篇课文，品味语言

1 .品味文章重点词语、句子或语段。

a.指导学生们把自己认为精彩的、重要的词语、句子和语段
勾画出来，然后进行旁批，写出自己的看法。

b.四人小组交流。

c.全班进行交流，讨论。

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如果学
生们找的地方不够准确，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们的旁批不
够精确，老师要注意归纳，学生们的发言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八年级语文教案社戏篇二

 l       1、激发学生生活体验，创设阅读氛围。孩子对于新年总
是有着许多丰富的感受。教师在课前可以引导学生漫谈自己
过年的故事，体会引导学生感受那些经历中蕴涵的情感和意
蕴。

2、在充分调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认真研读文章，
细细品味文章关键词语句子，并要求学生在文中圈点勾画。3、
教师应该介绍琦君其人的身世和活动经历，使学生可以在知
人论世的基础上达到对作者较为深刻的理解。l       1、品味文



章的关键性词语和句子，学习文章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体
会其作用。2、理解文章表达的思乡这一主旨。1、根据积累
的生活经验，创设阅读氛围，领悟文章的意蕴。2、通过分析
课文，体会琦君散文结构严谨、写人传神、文笔流畅的特点。
品味文中所表现的故乡的风俗之美、人情之美，品味文中所
表达的浓浓的思乡之情，从而获得美的情感体验。l       1、理
解细节描写对表现文章主题的作用。2、理解作者通过叙述家
乡的风土人情来表达浓浓的思乡之情。3、体会琦君散文结构
严谨、写人传神、文笔流畅的特点。l       1、通过了解春酒的
配制过程及相关风俗知识，感受文中的风俗美、人情美，丰
富精神世界，增强对故乡对母亲的热爱之情。2、通过学习本
文善于运用细节描写突现人物的写法，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3、通过品味本文清新素淡、典雅隽永的语言特点，来感受风
俗美、人情美。l       

多媒体、录音机、示范朗读磁带l        一课时l       1、导语：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从小到大，我们都是伴随
着这些年年依旧的节日，和亲人一起度过的。在这些传统节
日中，同学们最盼望的无疑是春节。春节不仅有玩的、吃的、
穿的，更有压岁钱，可以买很多想要的东西。但每个地方过
年的风俗又不尽相同，那么浙江温州一带是如何过年的，今
天我们就一起学习琦君的《春酒》。2、板书课题、作者：3、
简介作者：（出示幻灯）琦君，1918年出生，现当代女作家。
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毕业于杭州三江大学中文
系。1949年赴中国台湾，后定居美国。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
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中
国台湾散文连在一起。琦君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
学作品30余种，是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的作者。其作品
多以儿童故事为主，大半以她家乡浙江温州为背景，作品中
的那些风土人物勾画出一副中国农村社会的朴素生活图景。
琦君的作品，有与人不同的独特风格。特别是散文，作品中
那股真挚的情意，感人至深。再加上笔致婉约，使文章散发
着迷人的气息。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配乐《思乡曲》）教



师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划出你认为能表达思乡之
情的句子。2、想一想，作者怀念的仅仅是家乡的春酒吗？学
生讨论、交流：教师指导：（作者不仅仅是怀念家乡的春酒，
文中主要通过春酒写故乡的风俗美、人情美，写自己对家乡
的怀念，对母亲的追思，其间流淌着的是浓浓的思乡之情，
是对一种让人难忘的生活的深情怀念。）（一）作者在文中
叙述了儿时在故乡的哪几件事?这些事都是作者家乡的风俗，
你喜欢这儿的风俗吗？为什么？（第1、2小组讨论）板书小
结 :过新年   喝春酒   喝会酒 —— 风俗美（二）
在这几件事中出现了哪些人物？（第3、4小组讨论）板书小
结：母亲   “我”  阿标叔  乡邻乡亲（三）作者用一
些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描写风俗。请你找出来，并谈谈这些
细节描写有什么作用？（第5—12小组讨论）（学生交流后师
作指导，出示幻灯）1、母亲（第5、6小组讨论） 
（1）“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大约摸差不多就是了，我也是
没有一定分量的。’但她还是一样一样仔细地告诉别人。可
见她做什么事，都有个尺度在心中的。” （2）“母亲是从
不上会的，但总是很乐意把花厅给大家请客，可以添点喜气。
”小结：突出母亲热情好客、慷慨大方。2、花匠阿标叔
（第7、8小组讨论）“花匠阿标叔也巴结地把煤气灯玻璃罩
擦得亮晶晶的，呼呼呼地点燃了，挂在花厅正中，让大家吃
酒时划拳吆喝，格外兴高采烈”。小结：突出花匠阿标叔的
热心。3、乡邻乡亲（第9、10小组讨论）（1）“所以乡下人
如果对人表示感谢，口头话就是‘我请你吃十二碟’。”（2）
“席散时，会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母亲和我也各有一
条，我就等于得了两条，开心得要命。”（3）“尤其是家家
户户轮流的邀喝春酒，我是母亲的代表，总是一马当先，不
请自到，肚子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手里还捧一大包回家。
”小结：表现了乡亲们的热情大方。4、“我”（第11、12小
组讨论）（1）“尤其是家家户户轮流的邀喝春酒，我是母亲
的代表，总是一马当先，不请自到，肚子吃得鼓鼓的跟蜜蜂
似的，手里还捧一大包回家。”（2）“其实我没等她说完，
早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
指甲缝的八宝酒了。”小结：表现我充满了童真童趣。（四）



通过对人物的细节描写，你对这些人物也有自己的看法，请
谈谈！（第13小组讨论）学生讨论、交流：师指导要点：人
情美（板书）（五）作者为什么能在几十年之后对家乡的过
年时的生活细节记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细致呢？指导要
点：对故乡有感情。问：对故乡的什么有感情呢？（第14组
讨论）指导要点：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也表达了游子
殷殷思乡之情。问：所以“春酒”是一杯什么样的酒？指导
要点：怀旧思乡的酒（板书）思乡是远离故乡的人都会产生
的一种思绪，余光中的《乡愁》为什么能有这么广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道出了许多游子的心声。叶落归根，这是人之常
情，对故土的眷恋，是任何人也无法割舍的情感。你读过这
类作品吗？把你所读作品的内容说给同学们听一听。学生交
流：师提供相关作品（幻灯显示）1、余光中《乡愁》……2、
王维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李白
《静夜诗》4、杜甫《月夜忆舍弟》“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5、马致远《秋思》6、苏轼《水调歌头》琦君说
过：“人和花草树木一样，都有自己的根。”是啊！故乡是
一个人的根，有谁能够忘记生养自己的故乡呢？，远离故乡
的人，无论与故乡的距离有多远，总不会忘记故乡的山水、
故乡的亲人、故乡的一切。每年春节前夕，离家的人尽管票
难买、车难乘，但家还是要回的。父爱天高，母恩难报，最
难忍受思乡情。这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下来的中国人最深
厚的情感基础。事实上，正是这种特有的情感基础，才让我
们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繁衍壮大，成为伟大的民族。1、积
累“思乡”的诗句。2、研讨与练习3、预习新课  

过新年   喝春酒   喝会酒 —— 风俗美  

人情美 

八年级语文教案社戏篇三

教学目标：



1. 学习分析小说的一般方法，理解文中叙事有详有略的特点。

2. 理解本文景物描写对表达中心思想的作用。

3. 感悟课文所表达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体会景物描写对表达中心的作用。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 检查预习，导入新课

1.正音; 2.朗读课文

二、 明确学习目标

三、 整体感知

四、 小组合作，交流展示

1、本文的中心情节是什么?围绕这一中心写了哪些事情?

2、文中哪些事情详写?那些事情略写?为什么这样安排?

3、平桥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作者为什么说“在我是乐
土”?

4、作者写月下行船是从哪些方面烘托“我”的急迫心情的?

5、写月下归航时，主要写了什么趣事?这时“我”的心情和
去看戏时有什么不同?



6、文章结尾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
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戏”真
的好看吗?请结合文中具体的词句解说。

四、检测延伸：练习巩固(见导学案)

五、作业布置：

熟读课文，对“下夜行船”“船头看戏”“月下归航”中喜
爱的片段进行批注赏析。

第二课时

一、 复习导入

二、 明确学习目标

三、 小组合作，交流展示(见导学案)

四、 检测延伸(见导学案)

五、 作业布置：

和父母交流童年的趣事，积累写作素材，写一篇题目为“童
年的花儿”的作文，500左右。

八年级语文教案社戏篇四

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出“我”十一二岁在平桥村夜航
到赵庄看社戏的一段生活经历。作品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
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
品德，展示了农村自由天地中充满诗情画意的儿童生活画卷，
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摆脱封建束缚的自由
生活的向往。



二、文中的景物描写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
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
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
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
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声
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
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比喻、
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
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
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
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三、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
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友爱热
情。“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
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
看戏时桂生殷切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
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
是他们无私品质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
他的性格表现得也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
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
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
老生夜晚不翻筋头，“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
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敢
于负责，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
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
喜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又
表现了他善于为他人着想的好品质。



文章还刻画了淳朴乡民的形象，以六一公公为代表。六一公
公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
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
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
格。“我”夸了他一句，“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
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至于他夸“我”“读过书”“将来一
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就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
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只不过是当时的时尚风气而已，有人
据此批评六一公公受封建礼教影响，就有些偏颇了。

四、课文末段分析

课文最后一段虽很简短，但实在是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蕴
含着深刻的含义。那一晚的戏，看得人昏昏欲睡，气得小伙
伴们破口大骂;那一晚的豆，也只是滴着露水，带着泥土气息
的普通罗汉豆。那么，文中为什么说“真的，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一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
了?”究竟好在哪里呢?原来“看社戏”和“偷豆吃”
是“我”在平桥村这块乐土感受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两件
乐事，它们给“我”的少年时代带来最美好、最愉悦的心灵
感受，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里人们朴实、真诚、善良和聪明
能干，也不能忘记美丽动人的江南水域风光，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亲密，这一切都是“我”在“那夜”以后的城镇生活，
人生旅途中再也不曾感受到的。因而，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既表达了“我”对乐土生活的赞叹，又抒发了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向往之情。

五、把握教学重点，引导学生兴趣

有关《社戏》的教研论文很多，可以择善而从，不宜不加鉴
别的搬到课堂上。要考虑讲授的主要任务，考虑学生的承受
能力。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是学生们对偷豆的情节
特别感兴趣，对偷豆的行为发生争执。遇到这样的情况，教
师要善于引导，从当时当地的风习、偷豆所带有的游戏性质、



小朋友们在偷豆时表现出来的好品德等方面进行解释，把学
生的注意力引回到正题上来。课文末尾，是讲读的难点。可
以先组织学生讨论，甚至争论，教师要“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等学生们充分讨论过了，再给予点拨解答，以期收到
更好的效果。

六、引导学生关注文化习俗的教学建议

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忆美好的童年往事，教学时要以此为重点。
有很多文章加入批判封建党礼教、抨击黑暗社会的内容，有
些引申失据。

有些问题，如小伙伴们“偷”豆，六一公公的“感激”，要
结合具体情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作适当引导和讲解。

这个单元重点是文化生活，要适当引导学生关注自己家乡的
文化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