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教学设计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学设计
(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雪教学设计篇一

一、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目标：

1积累“虐杀、苦心孤诣”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中蕴含的浓浓亲情。

3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课文。学习圈点勾画的读书方法。

过程方法目标：

自主、合作、探究式的探讨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感受文中浓浓的手足之情，学习鲁迅严于自省、知错必改的
情操与美德。

（一）情景导入

1、配儿歌展示儿童嬉戏图片，感受幸福童年。

2、导入新课：我们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21课《风筝》，
了解在旧中国，封建教育观和家长制下的儿童生活吧。

（二）作者介绍（课件出示）

（三）读文探究

1、指导朗读

（1）教师指导读文要求（课件出示）

a、读准字音；b、停顿恰当；c、读出感情；d、读出重音。（课件
出示）

（2）解决字词（课件出示）

（3）就第4段教师做范读指导（课件出示重音）

（4）由学生自由练习朗读，读时注意重音、语速、节奏和感
情，然后由学生推荐他的同学来朗读（本环节设计可以充分
体现课堂上师生的平等，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也体现了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让课堂气氛也更活跃。读后请学生评
价，师生共同探讨朗读方法。）

2、合作探究

1—2段：第一组问题

（1）为什么“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3—4段：第二组问题

（1）3－4段一面写“我”，一面写小兄弟，对小兄弟的描写
流露出什么感情？



（2）对我流露出什么感情？

5—8段：第三组问题

（1）“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为什么说
“不幸”？

9—12段：第四组问题

（本环节先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各小组讨论后再让
学生畅所欲言。重视引导、多给学生鼓励，引导帮助学生认
真品味文中思想、情感。开拓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语言的组
织和表达能力。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先由教师作个示
范，再由学生发言。）

3、感悟主题

让学生思考作者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想表现怎样的主题

（知错就改、手足情深、反抗封建教育）

（四）说话训练

课文中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
使。”你小时候也做过很多游戏，玩过不少玩具吧？选一个
你最难忘的说给同学听听。（这样设计可以唤起学生对生活
的关注和感受，拓展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文化品味，激
发他们的写作兴趣。从而领悟到写出真情实感是写好文章的
关键。）

（五）深化总结

对于教育，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我们时刻注意，时
刻反思。鲁迅的《风筝》一文，让我们掩卷沉思，心潮难平
啊！



（六）作业：给我们的老师、家长写一封信，和他们来一次
诚意的恳谈。

总结语：这堂课我以朗读贯穿始终，让学生通过充分的朗读
感悟课文，体会文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使学生在品味语言的
同时，又得到精神的熏陶。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
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大胆质疑，发表见
解的能力，营造了民主、平等、自由、轻松、活泼的课堂气
氛。在阅读思考中，理解文章的情感、写作技巧，得到学习
语文的乐趣。

雪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内容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九年级（上册）第1课《沁园春雪》。

教材分析《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
国现代诗坛的一首杰出的词作。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为
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
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

设计理念立足教材、立足学生实际，运用现代教学媒介，通
过具体、直观材料，调动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采取小组合
作学习的方式，注重学生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探究，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
中提高、在合作中成长。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简介作者毛泽东的主要事迹及本文的写作背景。

2.读准“莽”、“逊”、“娆”、“骚”、“朝”、“分”、



“汗”等词的字音。

能力目标

1.能够准确熟练地背诵全诗。

2.揣摩诗歌中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和写景

3.学习写景方法：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情感目标

体会诗歌的意境和想像，感受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
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1.感受诗歌的意境和想像，理解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情
怀。

2.理解写景、抒情相结合的特点和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
运用及其议论抒情相结合的特点。

教学难点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

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声，文并用，达到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审美欣赏诗词的能力。

教学资源多媒体课件

课型新授课

课时一课时

教学流程



活动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一、导入新课，培养兴趣，强化动机。

1.毛泽东同志

不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也是杰出的诗人。在长
期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下了许多卓越的诗篇。他的
诗词是伟大革命实践与高深文学造诣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
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诗篇；是旧的诗词形式与新的
革命内容完美统一的珍宝。《沁园春雪》就是其中的一首。

2.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篇毛泽东的代表作《沁园春雪》同学们
对毛泽东的诗词会有初步的认识。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发表
自己的看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学生
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进入新课学习。

活动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教学意图

二、简介作者与写作背景通过多媒体向同学们展示作者简介
与写作背景。（资料略）欣赏视频材料，对毛泽东同志的生
平与写作背景进行深一步的理解。为学生更好的理解这首词
的内涵作准备。

三、配乐朗诵

事先制作教学软件：选一些雪景图片，包括高山、大河、长
城等雪景图片，叠加自下而上移动的《沁园春雪》文字，再
配以朗读录音。观看视频材料，读
准“莽”、“逊”、“娆”、“骚”、“朝”、“分”、“汗”
等词的字音。扫除文字障碍，感受诗歌的意境。

四、深入阅读，理解思想和艺术



逐层理解上阕

分析第一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教师设疑：该句写了北国雪景，从哪几个词上可看出？这几
个词用得好不好，好在哪里？（采用学生举手回答）。

教师明确：“冰封”，“雪飘”两字用得好，写出了北国的
雪景。“封”显凝然静态，“飘”显轻盈动姿。动静结合，
纯朴净美，广阔的意境，宏大的气魄，豪迈的情趣充盈其间。

分析第二层：“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
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提问1：“望”字在该句起什么作用？“望”到了哪些景观？
作者为什么选取这些景观？（学生讨论）

教师归纳：“望”字领起下文，从“长城内外”到“欲与天
公试比高”都是“望”字统摄的内容。

“望”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因为这些景观最能反
映北国风貌，也是伟大祖国形象的象征。

提问2：这两句描写眼前望到的景色的句子，在写法上有什么
不同？（教师可作适当的点拨）

明确：“惟余莽莽”照应“雪飘”，显示白茫茫一片；“顿
失滔滔”照应了“冰封”，写出了变化之速，寒威之烈。这
一句是壮阔的静态描写。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动态描写，前者舒展柔美，后者
奔腾壮烈，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更加展示了奋飞的态
势，竞争的活力和豪迈的精神。

分析第三层：“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提问：这一层写景与上一层写景有什么不同？这样描写流露
出作者怎样的情怀？

学生讨论后教师归纳（投影幻灯片）

这一层写景是作者想象中的景色，翻出了一派新的气象，是
虚景。想象雪后晴日下的景色，纯洁素雅，又富丽热情，流
露出作者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分析：

1.词的上阕

2.前三句。创造了一个广阔博大的意境。

3.运用拟人、比喻的修辞方法；化动为静的写法；写出了山
的连，原的高。

4.虚景。从“须”可以看出。

合作学习的过程中，相互讨论，相互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
互补作用培养学生交流、倾听、评价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逐层理解下阕

分析第一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前句总括了上阕的写景，“娇”与“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相照应。

后句总领下文的抒情评论。“引”字，引出评古。“折腰”与
“娇”呼应，也概括了每一个英雄为美好山河奋斗不已的姿
态。“竞”写尽了一代代英雄相继崛起，激烈奋争。

分析第二层：“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设大雕。”

“惜”字总领，饱含叹惋之情。以下所写，肯定了历史上杰
出人物的赫赫武功，叹惜他们的文治不足。准确有分寸。

分析第三层：“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俱往矣”承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写出了坚强
的信心，伟大的抱负和昂扬的斗志。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分析：

1.词的下阕。

2.“惜”惜中含褒，肯定他们是英雄；批评他们缺乏文学才
华。

3.新时代的人民群众。

六、小结这首词写景，议论，抒情相结合。上片写景，句句
都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整首词有近景，有远
景，有实景，有想象，有静有动。由于“情”由“景”
生，“议”由“情”发，产生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指导学生小结全文小结

[《沁园春雪》教学设计(人教版九年级上册)]

雪教学设计篇三

一、教学目标：

通过片段训练，使学生能进行细致的描写。

二、教学重点：



片段练习

三、教学难点：

通过片段练习，掌握进行细致描写的技巧。

四、教学设想：

演示实验——练习——分析——片段练习——方法

五、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课堂导入：

(二)讲授新课

1、教师演示：教师手拿一个纸飞机，用力射出去，然后飞机
掉教师演示到了地上。要求：

(1)同学们要仔细观察，然后用一段话进行描写。

(2)同学们之间交流、分享。

2、摘录例句：、摘录例句：

a、老师把纸飞机用力的射了出去，飞机在空中飞了一圈，掉
到了地上。

b、老师右手拿一个纸飞机，高高向斜后方举起，身体向右倾
斜45度角，右脚后退一小步，头微微抬起，向斜上方看，用
力的将飞机射了出去。飞机在空中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女子，
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轻轻地站在了地上。

3、分析：这两段话，你认为哪段写的好?为什么?



4、教师引导分析：得出“描写三原则”。师总结：描写是什
么呢?我认为描写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一件
物品、一个场景，告诉没有看到的人。如果你要告诉别人什
么，首先一定要告诉别人。师总结：描写时，除了告诉别
人“有什么”“怎么样”外，还要告诉别人“像什么”(板书：
像什么)运用一定的修辞，这样才能使你的作文生动形
象。“有什么”使我们明白了描写的对象，“怎么样”使描
写具体起来，而“像什么”使描写变得更形象、生动，这三
点就是描写三原则。

5、下面，同学们按照描写的三原则，检验一下自己刚刚的描
写，进行修改。

6、教师让同学们将自己修改后的片段读出来，然后同学之间
进行互评，教师让同学们将自己修改后的片段读出来。

7、美文共赏：

朱自清的《春》分析：春天里“有什么”?春天里“怎么
样”?春天的事物“像什么”?

8、作业：

每人发一张图片——小鸭游水图，让同学们课后按图片所画
进行描写练习。要示：用词准确，100字左右。

9、板书设计：三式妙法巧绘大千世界

1.有什么(对象)描写三原则：

2.怎么样(细致)

3.像什么(修辞)

10、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对描写的练习，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原来作文
很简单。这也是这节课，我要告诉同学们的一个道理——作
文并不难。但也有一部分同学词句匮乏，以后教学中，一定
要加强词句的积累。

雪教学设计篇四

《草原》一课是篇散文，字里行间浸润着浓郁的草原风情;那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那马上迎客、把酒联欢、依依话别的
动人情景，那淳朴、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都令人难以忘
怀。本文是作者第一次访问内蒙古大草原时的所见、所闻、
所感，并通过这些所见、所闻、所感，赞美了草原的美丽风
光和民族之间的团结。

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上课伊始，我便播放草
原的课件，让学生看到优美的画面，听到动听的音乐，把他
们带入辽阔美丽的大草原。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激发了学
习兴趣。课程结束，以歌曲结束，让学生再次受到美的熏陶。
第二步，抓住重点语句感悟想象景美。这一环节充分体现了
以学生为主体，以读为本，以自主发展为灵魂的教学思想，
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第三步，选精彩段
落感悟人情美。这一环节主要通过自学，小组交流概括出主
人热情好客。整体来看，本课完成的较为理想。

不足之处：学生放手不够，教师点拨语、总结语缺乏感染力。

雪教学设计篇五

1、把握文章主旨，体会人物形象美

2、锻炼发现美的眼力，学会欣赏美。

3、在熏陶感染中受到思想教育。



【教学重点】

课文理解，美点寻踪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方法】

点拨、讨论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播放歌曲《我想有一个家》

2、导语：

“我想有个家”，这是每个人的心声。家，一个多么温馨的
字眼，它是一个避风港，一个幸福的摇篮。它给了我们无尽
的关爱和温情。今天，我们一起跟着莫怀戚一家人去《散
步》，去感受这个四口之家的浓浓的亲情。（板书课题）

二、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1、听读课文，轻声跟读。（请同学们听录音朗读课文，也可
以轻声跟读）

2、问题探究：

——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中写了哪些人？用不同的表述来介绍。（说到三代



人时点击出现幼、中、老）

——以文中小男孩的身份说说“我”有一个怎样的奶奶、怎
样的爸爸、怎样的妈妈。

——你喜欢这个家庭吗？说说喜欢的理由。

——作者讲述这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他想要告诉我们什
么？（学生说出尊老爱幼时，点击“尊、爱”。并要求学生
找出有关语句读一读。

并插问：假如是父亲或母亲，当尊老爱幼不能两全时，你会
怎么做？

学生发言后，师小结：老人为养育我们，付出了心血，为社
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理应受到家人及全社会的尊重）

学生说出中年人的责任时，（学生说不出时，师说出中年人
的责任）边点边小结：中年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一肩挑两
头，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育子女，责任重大。

3、师小结：课文启示我们：一家人要互敬互爱（点击），家
庭才其乐融融（点击），家和万事兴。其实，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人与人之间也必须和睦相处，我们才能实现和谐社
会的理想。

4、同学们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以小组为单位，谈谈自己家
庭中平凡而感人的小事。（也许同学们都有一个像莫怀戚一
样的幸福家庭，幸福家庭的生活细节也往往渗透着深情的爱，
下面请同学们在小组里谈谈发生在自家的充满亲情事，让你
的同学与你一起分享）

5、代表发言。（3名，内容要有尊老也要有爱幼）



三、品读课文，美点寻踪

1、激发：刚才同学们讲的故事非常感人。课文讲述的故事也
很平凡，语言也朴素平易。但这朴实无华的小文章却能给人
以美的享受。因为文章中到处闪烁着美的光茫。下面我们就
进行一项比赛——美点寻踪。

2、学法点拨（课件）：

所谓“美点寻踪”就是找出课文中自己认为写得最恰当、最
生动、最形象的，给人强烈的美感、给人有力的感染、给人
深刻的教育等等内容。

如生动的景物描写；感人的精神；贴切的修辞；特色的句式；
含义深刻的语句；精当的用词……（以上内容指名读）

举例：美在对春景的生动描写。

3、学生看书，用笔在文中圈点，对课文进行美点寻踪。

4、美点寻踪小组赛（一）

（当学生说到一个对称句时，要求学生再找几个句子品读，
特别是说到“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可问：这句子美在哪里？（一对称；二表现儿子天真聪明。
还防“也”字分析）

四、学法实践

理解《金黄的大斗笠》的内容，寻找其中的美点。

1、速读《金黄的大斗笠》。

2、谈谈对《金黄的大斗笠》内容的理解。



3、美点寻踪小组赛（二）

要求找出美点，并能说说为什么美？

品析几个句子：

干干净净的蓝天上，偷偷溜来一团乌云，风推着它爬上山头

树枝挂满绿叶，歌谣般亲切、柔和。

乌云被太阳照得受不了，越缩越紧，于是挤下了雨。

它抱住每一棵它遇到的树，用力摇，摇得叶子哗哗响。（拟
人）

斗笠像个大蘑菇。

4、小结，评价。

五、师生总结：

这一节课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六、课堂延伸

以《家庭琐事》为题写篇文章，要求写出真情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