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同课异构新闻稿(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语文同课异构新闻稿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朗诵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

培养学生对语文的感受能力，感悟能力，品味文章的语言美，
画面美，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培养圈点勾画的比较鉴赏能
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观察自然、感悟自然的能力和热，爱自然的感情。
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

设计理念：

春是学生笔下的常客，但写的好的很少。朱自清的《春》是
一篇好范文。本课着眼于感受、欣赏、品味朱自清美的语言，
用听读、美读、赛读，画面再现文字，圈点勾画、旁比等多
种多样的形式，体味朱自清的语言美丽。在充分领悟语言美
的基础上，通过画面再先后的分别用自己的话和用朱自清的
原文描述画面环节，让学生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认识到自身



与名家在遣词造句上的差距，培养学生的鉴赏与反思能力，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为巩固并化课堂内容而设置了练笔、
积累和美文推荐的课后作业。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你写过春么?你笔下的春是怎样的呢?

朱自清先生也写过春，一起听听吧。

二、整体感知

1、听师范背，配乐《渔舟唱晚》。

闭上眼睛，跟着音乐，我们一起来走进朱自清的《春》。

2、用一句话，一首诗，一段歌，来形容你听后的感受。

三、美读

1、如此美文，该如何读?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能示范一下
么?

2、综合刚才同学们的建议，并保留自己对文章的独特理解，
大声地、有感情的读一读课文吧!

3、这么好的文章，真该多读几遍啊!大家打擂台吧，看看谁
读得最有感情，有自告奋勇当擂主的吗?各选自己读得最好的
一段，擂主和攻擂者的胜负取决于在座同学的举手表决，以
支持人数多者为擂主。

四、想象画



1、听着大家优美的读书，老师的眼前不时会浮动着一幅幅春
天的画面，大家也有这样的体会吗?我们来一起画一画朱自清的
《春》吧!记着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

2、画之前，可以再读读课文，作简单的圈点勾画，熟悉朱自
清笔下的《春》。

3、动手绘一绘吧，任选文中的一处春景画一画，别忘了添上
你的想象。

五、反思

1、一幅幅别具匠心的的春景图在我们同学的笔下诞生了，现
在我们来看图说说春景吧。

分别用朱自清的《春》的原文和自己的语言描绘所画的春。

同学相说一说，评一评，代表全班说。

六、研读品味

名家的语言是我们须去开掘的宝藏，怎么去开掘呢?不妨再读
课文，找出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句子，好好有感情地读一读，
并做简单的旁批，可与小成员交流你的赏析成果。

七、欣赏美文

读完《春》，我们只想说一个字，那就是美!其实在朱自清的
笔下，还有很多这样的美文，甚至比《春》更美。

1、 欣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
的写景的经典片段。

2、 读中悟朱自清的语言特色。



八、布置作业

1、练笔

a、模仿《春》，写《秋》;b、通过朱自清语言的学习，写自己
的不足，写《反思》;c、与《春》对话，写《春，我想对你说》
;三者任选其一。

2、积累

摘抄你认为美的句子在积累本上。

3、美文推荐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

教学后记：

本课重在感受、领悟朱自清《春》的语言美，从语言的角度
切入课文，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来走近课文，并且淡化了朱自
清和写作背景，只留下《春》，突显《春》的语言。

在听师诵课文这一环节，随着古典的《渔舟唱晚》的响起，
学生闭上了眼睛，陶醉于美的意境当中，也有学生发现了师
的背诵，露出钦佩眼神。

师感情诵读这一环节的情境营造较为成功，较好地发挥了师
的朗读优势，起到了正面的示范作用。生古诗吟诵《春》这
一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兴致颇高，在课堂一
开始就体会到了被欣赏的喜悦，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而朗读
擂台赛这一环节让学生真正做了一回主人，在不断地更新擂
主和攻擂者的过程中，课堂掌声不断，激情飞扬，气氛推向
了高潮，学生在竞争中学习了竞争并学着做人。



课堂在读上下足了功夫，学生读得充满激情，但课堂发言方
面，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就比较薄弱。课堂一开始的用自己
的语言咏春，画好春图后的描绘春，学生大多不敢说，小声
说，没有底气说，说得无条理，不完整，更少流畅的，口头
表达是该用心加强的。

课堂设置了培养学生想象力的训练，但遗憾的是学生拘泥于
书本，想象毫无生气，更无新意，思维始终没有被打开，创
新只是美好的愿望。

在圈点勾画中，学生进一步感知着课文内容和语言美，通过
旁批，学生也学着鉴赏，学着反思，初步学会读书的方法。
但相对而言，学生的兴致不高，反思显得无所适从，缺乏反
思的意识。

美文推荐这一环节还是相当有意义的，不仅拓宽了知识面，
增大了信息量，而且更深入地感受了朱自清的语言美。

学生练笔内容很丰富，并且都在有心地模仿朱自清的语言。
安排积累好句，意在培养学生成积累的习惯，训练学生筛选
信息的能力，积累之后的研读是关键，要落到实处。

课堂感悟语言美是到位的，反思尚无明显效应。有一点感触
很深，学生做的每一件事师应事先做过，比如朗读中的范背，
赏析前师的范例，作文前师的范文，事无巨细，师都得身体
力行，做好学语文的示范，渗透读书方法，特别要注意细节，
比如写黑板上的字要注意规范，写清楚，写工整，而不只会
要求学生字写清楚，而自己却为节省时间而字迹潦草，课堂
语言也得规范，这些都是学生的学习资源，努力做到“学
高”、“身正”。

最大的不足是对学生发言后的点评不够精到，鼓励多但针对
性不强，更没有对学生提出较有发展性的建议，课堂前后环
节的衔接略显生硬，课堂语言不够艺术，不够美。



整节课充分还学生以课堂，感到困惑的是，调动了积极性，
让学生跃跃欲试，热热闹闹新课改之后，课堂又有些难以掌
控，难以把握平衡点，也不清楚学生收获如何。还存在两极
分化的问题，有的学生的手总举着，有的学生一次也来不及
举，在面向全体学生，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的问题上有于深
思。

语文同课异构新闻稿篇二

学习目标：

1、会认5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假日、防止、
壮胆、无影无踪、荒无人烟、小镇、处境、交易、鼻子、犹
豫、反应、摔倒、费用”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内心情感的变
化。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到“我”对国旗的尊重和热爱，也体
会到面包店老板对“我”的敬重和理解。

第1课时

一、创设情景，揭题导入

1、播放天安让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2004年奥动会上我国运
动员获得金牌时，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录像。

2、师：看完了这个短片，你们对五星红旗有了怎样的认识?
学生各抒已见。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1、选择你喜欢的方式，通读全文，画出生字生词，读准字音。



2、小组合作交流，互相认读生字，轮流读课文。

三、读课文，理清课文脉络

1、小组合作，再读课文，讨论交流：课文围绕什么来写
的?(五星红旗)

2、汇报交流，列出标题

手举五星红旗、脖系五星红旗、拒换五星红旗、花拥五星红
旗。

四、品读课文，读中感悟

1、在这些写到“五星红旗”的句子中，你感受最深的是哪
些?选择你最为感动的地方读一读。

2、汇报交流，深入理解，引导学生在读中提出问题，并相互
解决问题。

(1)手举五星红旗部分：

作者去河漂流，带的东西本应越少越好，为什么要手举五星
红旗?

(2)脖系五星红旗部分：

为了防止丢失，也为了行动方便，我把国旗从旗杆上抽下来，
系在脖子上。

(3)拒换五星红旗部分：

在怎样的情况下，面包店的老板提出用面包换五星红旗?

“愣了一下，然后久久地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这



时，“我可能”会想些什么?

(4)花拥五星红旗部分：

小组讨论：画出面包店老板态度的句子，想想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变化。

模拟采访，深入理解。

记者：面包店老板，你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中国
留学生呢?

面包店老板：……

记者：这位中国留学生，你想对面包店老板说些什么呢?

五、总结课文，升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