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 三峡教案设计
(优秀8篇)

爱国标语可以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爱国标语的表达方式和形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
一些饱含深情的爱国标语，它们歌颂了家国情怀和英雄壮举。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了解文中所描写的三峡的自然景观，感受三峡的自然美。

2．把握本文景物描写的特点。

3．指导学生积累文言知识，重视朗读训练，逐步提高文言文
的朗读和翻译能力。

4．学习古人写景的方法，体会其语言的精妙。

5．引导学生在想像中再现景物，体会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思
想感情，逐步提高鉴赏能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感情。

重点．欣赏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深入作品的意
境，感受其画面美，抓住精彩的写景段落，仔细揣摩画龙点
睛的词语，把握作品景物描写的特点。

难点：把握文章描写景物生动、传神，语言精美的特点，把
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1．诵读法。

2．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显示《三峡》图。

如果说滚滚东逝的长江是一条艺术长廊的话，那么三峡就是
其中的一朵奇葩。它迭出的奇境、变幻的四季、涌动的波涛、
耸峙的山峦，激发了古今诗人画家多少情思与灵感！北魏地
理学家郦道元恐怕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了。今天，我们一起来
学习《三峡》。

二、师生互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了解学生预习情况。

下面老师先了解一下同学们已掌握的情况。先请大家齐读一
遍课文。（评价：同学们读得不错。声音洪亮，字音、停顿
掌握得也不错。请大家看屏幕，来做两个题。）

哪位同学来说说下面几句话的含义？

(对他们的答案，同学们有不同看法吗？

（1）下面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景
的？)

（2）既然写四季的景色，那为什么不按春夏秋冬的顺序写？

（4）郦道元抓住特征，仅仅用155个字，就为我们展现三峡
无穷无尽的美景。这篇《三峡》被称为我国山水游记的先导，
被誉为千古美文！今天我们就要反复朗读，来品味它的美，
最后要有感情地背诵它。

（过渡）要想品味文字之美，就必须学会运用想象，领略文
中美景。做到“目中有景”。（板书：目中有景）



2、品读三峡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课文，边读边想象文中描绘的景色，准
备用“三峡的美”说一句简单的话。

（1）.课文从哪几方面描写三峡?

（2）.如何描写三峡山的?抓住了山怎样的特点?

（3）.如何描写三峡的水的?

（4）.概括三峡不同季节的美.

三峡的水美。三峡的秋色美。哪位同学来说说？

三峡的春冬美。你看，雪白的急流，回荡着粼粼的清波；碧
绿的深潭，晃动着秀美的倒影。还有那绝壁上的怪柏，苍劲
嶙峋；还有那 “悬泉瀑布”，水声阵阵，细沫飘洒，让人心
驰神往。

3、赏读三峡：

三峡美景让人赏心悦目。请同学们带着对美景的想象，出声
朗读课文。

（2）.学习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

（3）.知道本文动静结合.摇曳多姿的写作风格

（4）.体会语言准确,精炼,富有表现力的特点.

4、吟诵三峡：

同学们读得都很投入。不过，要想感动别人必须先感动自己。
读的时候，一定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投入自己的真实情



感，用心体会山的高峻，水的湍急，春冬的静谧，秋的凄凉，
就是要做到“心中有情”。

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理解齐背课文。

三、拓展练习：

水是三峡的灵魂，请仿照文章写景方法描写你见到过的最美
丽的水。（50字左右）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猴子现在虽说看不
见了，三峡中山水的险恶形势，我想同往日是没有什么不同
的。在绿杨城郭桃杏林中的江南住惯了的人，一旦走到这种
地方来，不知道要生出一种什么样的惊异的情感。好比我自
己，两眼凝望着那些刀剑削成一般的山崖，怒吼着的江水，
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宗教的感情，只有赞叹，只有恐怖。
万一那山顶上崩下一块石头来，或是船身触着石滩的时候，
那不就完了吗?到了这种地方，无论一个什么人，总没有不感
到自己是过于渺小，自然界是过于奇伟的。

船身从宜昌上驶，不到一刻钟，山就高起来，绵延不断，一
直到重庆。在这一千多里的长途中，以三峡的形势为最险恶。
在三峡中，又以巫峡为最长，山最高，江最曲折，滩流最急，
形势最有变化。船在三峡中，要走一整天，初次入川的客人，
都紧张地站在船边上看，茶房叫吃饭也没有人理，我自己早
就准备了几块面包，几枝烟，一支蜀游指南，坐在船边的靠
椅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个饱。

开始是西陵峡，约长一百二十里，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黄猫
峡，山虽高，然不甚险，江水虽急，然不甚狭。三游洞在焉。
三游洞者何?唐白居易兄弟和元微之，宋欧阳修和苏东坡兄弟，
都到此地游历过，所以有前三游后三游之称。可惜船过下牢



溪时，不能停泊，只能从崖缝里隐约地望望而已。

第二段是灯影峡。江北的山虽是险峻，都干枯无味。江南的
山，玲珑秀丽，树木亦青葱可爱。黄牛峡黄陵庙在焉。古语有
“朝发黄牛暮见黄牛”之语，现在并不觉得如何危险。不过
南沱至美人沱一段，石滩较多，江流较急而已。在这一段，
我最爱黄陵庙。在南岸一座低平的山上，建立一个小小的古
庙，前面枕江，三面围绕着几百株浓绿的树木，最难得的，
是在三峡中绝不容易见到的几十株潇洒的竹子，石崖上还倒
悬着不少的红色紫色的花。庙的颜色和形式，同那里的山水，
非常调和，很浓厚的带着江南的风味，袅袅不断的青烟，悠
悠的钟声，好像自己是在西湖或是在扬州的样子，先前的紧
张的情绪，现在突然变为很轻松很悠闲的了，船过黄陵庙的
时候，我有两句即景的诗。“黄陵庙下江南味，也有垂杨也
有花。”不过这情景也很短促，不到两三分钟，船就驶入西
陵峡的第三段了。

第三段是空冷峡，山形水势，突然险峻起来，尤以牛肝马肺
峡一处最可怕。两旁的山，像刀剑削成似的，横在江中，成
一个极曲折极窄的门，船身得慢慢地从那门中转折过去。在
江北那一面作为门的山崖上，悬着两块石头，一块像牛肝，
一块像马肺。牛肝今日犹存，马肺已被外国人用枪打坏了。
在陆放翁的《入蜀记》里，写作马肝峡，想是一时的错误。
在离牛肝马肺不远，有一个极险的空冷滩。水从高的石滩上
倒注下来，而形势极可怕。上水船在这里都必得特别小心。
今年上半年，有三只小轮船都在这里沉了。他们行船的人有
一句谚语，“青滩叶滩不算滩，空冷才是鬼门关”，那情形
也就可想而知了。想着往日的木船，真不知道如何走得过去
的。

第四段是米仓峡，又名兵书宝剑峡，距离虽是不长，水势虽
没有从前那么急，在山崖方面，却更加高峻。出了峡，山便
低平，有一个小口，那便是有名的王昭君浣装的地方，叫做
香溪。昭君村离此四十几里，在秭归县东北。杜工部的“群



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要亲自到这地方，才可
以领略到前人用字之妙。一个赴字，把那里的山势真是写活
了。那里的山峰，高的高，矮的矮，一层一层地就像无数匹
的马在奔驶的样子。所谓赴荆门，那形势是一点也不假的。

船过了秭归和巴东，便入了最有名的巫峡，这真是一段最奇
险的最美丽的山水画。江水的险，险在窄，险在急，险在曲
折，险在多滩。山的好处，在不单调。这个峰很高，那个峰
还要更高，前面有一排，后面还有一排，后面的后面，还有
无数排，一层一层地你围着我，我围着你，你咬着我，我咬
着你。前面无路，后面也无路。四面八方，都被悬崖阻住。
船身得转湾抹角地从山缝里穿过去。两旁的高山，笔直地耸
立着，好像是被一把快刀切成似的，那么整齐，那么险峻。
仰着头，才望见峰顶，中间是一线蔚蓝的天空。偶尔看见一
只黑色的鸟，拼命地飞，拼命地飞，总觉得它不容易飞过那
高的峰顶。江水冲在山崖上，石滩上，发出一种横暴的怒吼，
有时候可以卷起一两丈高的浪堆。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李太白这几句诗，要亲自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才知道他是写
得真，写得深，写得活现。在这几句诗里，并没有夸张，没
有虚伪，完全是用写实的笔，把巫峡这一段险恶奇伟的形势，
表现出来了。

三峡里面的山，以青石洞一带为最高。有名的巫山十二峰，
便分布在大江的南北岸。“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树倚绝
壁”，正是这地方的写实。望着神女庙的一线白墙，好像一
本书那么大，搁在一张山上，真好像是神话中的景致。高唐
观在巫山县城西，连影子也望不见。最雄伟的，是松峦峰，
望霞峰，朝云峰，登龙峰，翠屏峰，各自呈着不同的状态，
你监视我，我监视你，雄赳赳地耸立在那里，使人望了，发



出一种恐怖的感情。

过巫山即入瞿塘峡。此峡最短，不过十三四里。山势较巫峡
稍低平，水势仍险急，因有夔门滟堆阻在江中，水不得平流
之故。过瞿塘峡，北岸有一峰突起，树木青葱，玲珑可爱，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白帝城。那一段古城刘皇叔托孤的悲惨
的故事，就表演在这个地方。山顶上有一古刹，为孙夫人庙。
颜色的瓦白色的墙，隐约地从树林中呈现出来。我们走过的
时候，正是下午六点光景，一道斜阳，照在庙前的松树上，
那颜色很苍冷。远远地朝北望去，可以隐约地望见八阵图的
遗迹。庙里的钟声，同夔府那边山上传来的角声，断断续续
地唱和着，那情调颇有些凄凉。所谓英雄落泪游子思乡的情
感，大概就在这种境界里产生的。

到白帝城，三峡算是走完了。山势从此平敞些，江面宽得多，
水势也平得多了。满船的人，一到这地方，都感到一种“脱
去危险”的愉快，心灵中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阵轻松。好像
一个人从险峻的山顶上走到了平地，从一个黑暗的山洞里，
走出了洞口似的，大家都放下心来，舒舒服服地喘了一口气。
不到十分钟，船就泊在夔府的江岸了。天上一轮明月，正在
鲤鱼山的顶上，放射着清寒的光。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熟读课文，理解文意。

2.反复诵读，欣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位语言的精妙。

3.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指导诵读的方法，培养诵读的习惯，
形成诵读的能力。

通过对课文的多遍不同形式的读，完成教学目标，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教学难点：培养诵读的习惯，形成诵读的能力。



教学方法朗读法、练习法、讨论法

运用的

信息技术工具硬件：多媒体网络教室，计算机。

软件：自制的多媒体课件。

教学设计思路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不同形
式的读，如默读、齐读、品读句段等，在朗读、练习、讨论
中完成教学目标，加深文本印象。

教学过程

导入（约3分钟）曾有一位有名的外国友人问余秋雨先生：中
国哪一处景点最值得游览？余秋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三峡。
同学们，三峡究竟有何魅力呢？今天让我们走进郦道元的
《三峡》探究一下。

走近作者及作品（约2分钟）同学们，郦道元因一部《水经注》
而出名，《水经注》因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地理价值而
被后世称颂。这节课我们不仅要了解长江三峡的魅力，还要
欣赏《三峡》语言的特色。

学生齐读书下注解1让学生了解作者、作品

熟读课文，理解文意。（约15分钟）

1、教师范读一遍，学生把自己把握不准的停顿在听老师读时
做上批注。学生再自由读2遍，然后请一名同学展示一下，老
师点评。

2、通过小检测，查看对课文的.翻译是否到位。

（投影出示）准确译，我能行！



1.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2.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3.沿溯阻绝。

4.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1、朗读并要求：正字音、准确停顿。2、译文：借助课下注
释和相关资料把课文通顺地译成现代文。重要的词作出批注，
有疑问做出标记，2、准确完成翻译。

让学生掌握朗读和课文翻译

1、分段朗读，知三峡，欣赏三峡的优美风光2、品位语言的
精妙。3、背诵（约20分钟）

1、评价学生朗读2、出示问题让学生作答。

怎样的山—————

夏水有什么特征———

春冬景色如何———

秋景给你什么感觉——

3、提示学生从从修辞、色彩、观察角度、准确精炼的语言等
角度品味课文，学生完成后展示再作评讲。

1、男生读写山和夏水的层次，女生读春冬和秋景的句子

2、回答问题

3、让学生在书上批注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



4、背诵。

1‘比比看谁更能读出三峡的特征来2、让学生更深刻掌握文
本。

板书设计

怎样的山———————绵长、高峻

夏水有什么特征———————水急、水量大

春冬景色如何———————清静、幽美、趣味无穷

秋景给你什么感觉———————凄凉、肃杀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学生情况分析：

本班学生的基础较好，能按照老师要求做到预习，理解能力
较强，本班为课改年级，通过一年的训练，学生的合作探究
能力有了一定的'基础，学生课堂表现活跃，能与教师密切配
合，学生之间能相互合作。这是设计本课教学活动的基本思
路。

1、知识目标,

(1).积累文言词汇.

(2).把握本文的景物描写特点,感受三峡的自然美.

2.能力目标.

(1).重视诵读训练,提高文言文的诵读和翻译能力.



(2).引导学生在想象中再现景物,体会作品意境及作者情感.

3.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1、欣赏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特点,深入作品的意境,感
受其画面美.

2、重视朗读训练.

3、把握文章描写景物生动,传神,语言精美的特点.

朗读法.讨论法.读-译-思-用-背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二).检查预习

初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掌握字音(投影)

（三）运用竞赛方式检查学生对字词句的掌握。

1、疏通文意。

2、竞赛辨明词义（投影）

（1）通假字。略无阙处（通“缺”空缺）；哀转久绝
（通“啭”声音转折）

（2）古今异义：夏水襄陵（襄：冲上）；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良：实在）

（3）一词多义：

自三峡七百里中（自：在）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自：如果）

（4）重点词语

重岩叠嶂（像屏障一样的高山）

沿溯阻绝（沿：顺流而下。溯：逆流而上）

乘奔御风（奔：飞奔的马，衬托夏水顺流行船之快）

素湍绿潭（素：白色；湍：急流）

清荣峻茂（清：指水；荣：指树；峻：指山；茂：指草）

哀转久绝（绝：消失）

3、相互质疑

（四）指导朗读：读出节奏

注意：

1、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2、沿//溯/阻绝。

3、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4、清/荣/峻/茂



5、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
裳。”

（五）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背诵默写，自我检查。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三峡》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描写三峡四季的壮丽景色。
语言精练，思路清晰。读起来朗朗上口。但由于它是一篇文
言文，对于刚上初一的学生来说，学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会使学生学起来有枯燥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授课过程中，
应该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
解文章内容，以达到本课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2、学习文中描写景物的方法：抓住景物特征，动静结合，情
景交融。

教学方法

设置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采用自主、合作的方式进行
学习。

1、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师：今天，我们不上课。老师想带大家来一次免费旅行—游
三峡。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日，旅游已成为一种时
尚。可当人们到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旅游时，他就一定需



要一个人的帮助，那是谁呢？(生：导游)三峡我们谁也没去
过，所以老师就特意给大家请了一个导游，就是我们的郦道
元老夫子。可就在昨晚，郦老夫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因为要
去参加一个宴会，不能来给我们当向导了。但是他还算够朋
友，不仅以传真的形式把导游稿发给我们（板书：三峡。指
导学生看课文）而且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老师已经把它录了
下来，接下来就请大家边听录音边学习导游稿。（播放录音
范读）

2、在录音范读的基础上，让学生整体感悟文章内容。（小组
讨论，老师适时点拨）

要求：

（1）读得通—排除文字障碍。

（2）看得懂—利用课文注释、词语手册，翻译全文。

3、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1）师：大家看了郦老夫子写的导游稿有什么感觉？如果下
次你的.家人或朋友想去游三峡，想让你当导游，你怎么办？
接下来就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编一篇介绍三峡风光的导游
词，看哪一组同学编得最好。（教师深入各组，适时指导、
点拨）

（2）各小组展示其所编的导游词，教师适时点评，再由学生
自己推选出最佳小组。

（3）分析体会文章写景特点

师：大家刚才在编导游词的过程中，是否注意到这篇文章的
写景有没有什么特点？你觉得文中哪些句子写得最美？哪位
同学能分析一下呢？（安排此环节是为了引导学生掌握必要



的写景顺序，在学生分析词句时，教师适时点拨动静结合、
情景交融等.写作特点。）

4、指出背诵要求，再次让学生齐读课文。

5、布置作业

1）片断作文：写一段文字描述你所游历过的景点或家乡的美
景。

2）背诵全文。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1、了解文中所描写的三峡的自然景观，感受三峡的自然美。

2、把握本文景物描写的特点。

3、指导学生积累文言知识，重视朗读训练，逐步提高文言文
的朗读和翻译能力。

4、学习古人写景的方法，体会其语言的精妙。

5、引导学生在想像中再现景物，体会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思
想感情，逐步提高鉴赏能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感情。

重点。欣赏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深入作品的意
境，感受其画面美，抓住精彩的写景段落，仔细揣摩画龙点
睛的词语，把握作品景物描写的特点。

难点：把握文章描写景物生动、传神，语言精美的特点，把
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1、诵读法。2、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显示《三峡》图。

如果说滚滚东逝的长江是一条艺术长廊的话，那么三峡就是
其中的一朵奇葩。它迭出的奇境、变幻的四季、涌动的波涛、
耸峙的山峦，激发了古今诗人画家多少情思与灵感！北魏地
理学家郦道元恐怕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了。今天，我们一起来
学习《三峡》。

二、师生互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了解学生预习情况。

下面老师先了解一下同学们已掌握的情况。先请大家齐读一
遍课文。（评价：同学们读得不错。声音洪亮，字音、停顿
掌握得也不错。请大家看屏幕，来做两个题。）

哪位同学来说说下面几句话的含义？

（对他们的答案，同学们有不同看法吗？

（1）下面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景
的？）

（2）既然写四季的景色，那为什么不按春夏秋冬的顺序写？

（4）郦道元抓住特征，仅仅用155个字，就为我们展现三峡
无穷无尽的美景。这篇《三峡》被称为我国山水游记的先导，
被誉为千古美文！今天我们就要反复朗读，来品味它的美，
最后要有感情地背诵它。

（过渡）要想品味文字之美，就必须学会运用想象，领略文



中美景。做到“目中有景”。（板书：目中有景）

2、品读三峡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课文，边读边想象文中描绘的景色，准
备用“三峡的美”说一句简单的话。

（1）课文从哪几方面描写三峡？

（2）如何描写三峡山的？抓住了山怎样的特点？

（3）如何描写三峡的水的？

（4）概括三峡不同季节的美。

三峡的水美。三峡的秋色美。哪位同学来说说？

三峡的春冬美。你看，雪白的急流，回荡着粼粼的清波；碧
绿的深潭，晃动着秀美的倒影。还有那绝壁上的怪柏，苍劲
嶙峋；还有那“悬泉瀑布”，水声阵阵，细沫飘洒，让人心
驰神往。

3、赏读三峡：

三峡美景让人赏心悦目。请同学们带着对美景的想象，出声
朗读课文。

（2）学习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

（3）知道本文动静结合。摇曳多姿的写作风格

（4）体会语言准确，精炼，富有表现力的特点。

4、吟诵三峡：



同学们读得都很投入。不过，要想感动别人必须先感动自己。
读的时候，一定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投入自己的真实情
感，用心体会山的`高峻，水的湍急，春冬的静谧，秋的凄凉，
就是要做到“心中有情”。

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理解齐背课文。

三、拓展练习：

水是三峡的灵魂，请仿照文章写景方法描写你见到过的最美
丽的水。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1.《三峡》以凝练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拔、清
幽秀丽的景色。

作者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写山，突出连绵不断、遮天
蔽日的特点。写水，则描绘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夏天，江
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春冬之时，则素湍
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雪
白的激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的清波，美丽的倒影，使作者
禁不住赞叹“良多趣味”。而到了秋天，则“林寒涧肃，常
有高猿长啸”，那凄异的叫声持续不断，在空旷的山谷
里“哀转久绝”。三峡的奇异景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作者写景，采用的是大笔点染的手法，寥寥一百五十余字，
就把七百里三峡万千气象尽收笔底。写春冬之景，
着“素”“绿”“清”“影”数字;写秋季的景色，
着“寒”“肃”“凄”“哀”数字，便将景物的神韵生动地
表现了出来。

文章先写山，后写水，布局自然，思路清晰。写水则分不同
季节分别着墨。在文章的节奏上，也是动静相生，摇曳多姿。



高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
的猿鸣，悲凉的渔歌，构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而又自然和-谐
的画面，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全文无甚直接写景之处，只是以三峡游踪为经，编织中国文
化的悠久历史，多次凸现三峡的文化含义，诗人、奇山异水、
神女、昭君、屈原，三峡几乎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见证者。
在作者笔下，三峡，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山水风景，更含有
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是作者心中的一块圣地，一个无从替
代的意象。没有太多的`抒情，却能让人的心头起伏不定，正
如不需要风的吹拂，三峡的水湍急澎湃――因为水下暗流汹
涌不禁佩服作者，不矫情不夸张，却在平和之中带读者作了
一番留下深刻印象的游历。作者的学者气息、文人气息尽显
无遗。《三峡》绝非泛泛的文人游记。读罢《三峡》，心中
的汹涌远非释卷便可以静息。三峡是美景，更是历史与理想、
力量与激-情的结合体。这片美景外国人不懂，不可能懂，在
千百年中历经沧桑的三峡仅属于中华民族，这是只有我们才
有的骄傲与狂放不羁。

无论你有没有到过三峡，请与我一起，在余秋雨先生的带领
下作一番记忆情的三峡文化之旅。

三峡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知识技能

1、认读生字，正确解释关键词语或句子，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大意，反复朗读课文。

2、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达到情景交
融的方法。

3、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感受三峡壮美的景色。



1、在反复朗读中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灵性，陶冶情操，
丰富文化积累；

2、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和文化魅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
河的情感。

1、教学重点：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
达到情景交融的方法。

2、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和文化魅力，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丰富其文学素养
和古代文化的修养。

诵读法，拓展法，讨论点拨结合法

一、导入

想和大家聊个天，喜欢旅游吗？十月一就要到了，你能不能
向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国内旅游的好地方？今天老师就带大家
进行免费的旅游。放（三峡风光视频）早在1700多年前北魏
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像我们展示了三峡的美景。

二、走进作者

（学生简介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好学博览，留心水道等
地理现象，撰《水经注》。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
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我国古代最全面、
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
歌民谣，具有较高文学价值）

三、整体感知，通过读课文感受三峡的美

1、检查预习情况出示幻灯片，检查字的读音。

2、轻读课文，初步感知三峡的美景



3、指导朗读，体会三峡的美

这篇课文虽然短小，但生字比较多，而且又是文言，大家能
不能克服困难，把它读得自然流畅？读课文，注意不读错字、
漏字，把握好节奏。我相信随着大家对课文理解程度的加深，
逐步感悟到三峡之美时，朗读得会更好。

四、合作交流，质疑解答

1、小组为单位，找出你不太理解得的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2、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在你眼前会出现怎样的景色？

师总结峡的特点：两山夹水的地方就是峡。（板书）

二、三、四段写水，描绘不同季节山峡的不同景象。

总结特点：根据课文内容，想象三峡的景色，并用自己的话
进行描述。1、选一个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三峡的奇景
（教师提醒学生想象要扣紧山水、季节、景物特征，如：高
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
猿啼、悲凉的渔歌等）

4、站在美学的角度，同学们来总结一下三峡具有怎样的美？

老师总结：

三峡的山：延绵，高峻壮美

夏水：迅疾奔放美

春冬：清荣峻茂秀美

秋：凄凉凄美



5、用比喻或拟人的修辞手法对三峡进行赞美，并说出理由。

6、找同学分析文章最后一句引用渔者歌，这样写的目的是什
么？

（明确：借渔者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用哀转久绝的猿
声来侧面衬托三峡的凄凉与悲哀。）

五、拓展延伸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
的决议，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动工。

以下这首诗表现了三峡工程从提出到开始兴建的漫长曲折历
程及三峡工程给长江带来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