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
反思(大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一

1、通过反复诵读，感受黄河雄壮的气魄和中华民族伟大坚强
的精神。

2、初步认识黄河在中华民族中的特殊地位。

3、品读歌词中的语言。

重点：通过反复诵读，感受黄河雄壮的气魄和中华民族伟大
坚强的精神。

难点：揣摩意蕴丰富的语句，理解其深刻含义。

教师要深人认识关于黄河、《黄河大合唱》的知识，做好相
关课件。

学生要寻找有关《黄河大合唱》的视听资料，聆听黄河大合
唱中的豪迈歌声。查找了关于黄河的地理知识、悠久的历史
及文化精神的资料。

一、导入

师：同学们，当一个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我们实在需
要母亲河的召唤！当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诗人光未然



随军行进在黄河岸边。雄奇壮丽的山河，英勇抗敌的战士，
使他感受到中华民族顽强的奋斗精神与不屈的意志。于是，
他向着黄河母亲，唱出了豪迈的颂歌！

（教师借助画面、音乐的力量，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轻
声跟诵《黄河颂》。

学生展示自己课前的所了解的《黄河颂》的相关知识，了解
《黄河颂》的写作背景。）

二、自主学习，自由诵读，初步品味歌词中的`语言

1、自由诵读《黄河颂》，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2、酝酿感情，自由节选文中几句或一节，给全班同学诵读。

3、自我评价，品味课文中的语言。

教师设疑：你在刚才的朗读中注意到了哪些问题？哪些地方
或哪些词句不够满意，为什么？

4、学生相互质疑，也可师生相互质疑，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5、全班评议首轮诵读者，予以鼓励。

（教师对学生朗诵的要求无需过高，对课文的理解要求也无
需过深，相信学生的感悟能力，把握住情感的基调、理解的
基本方向即可，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案《鄂教版八年级语文上
册教案全集第13课《黄河颂》》。教师在此可以做出调整性
的解答。）

三、感知课文，合作探究

1、主体部分中“望”字所统领的内容？



2、颂歌的首尾如何呼应的？

3、为什么把黄河比作“摇篮”和“屏障”？

4、“啊！黄河”在诗中反复出现，有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学生概括难度较大，教师可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
方面思考：黄河的自然特点、地理特征、黄河在历对中华民
族的贡献，黄河已成为民族精神上的城防等等。）

四、小组合作，诵读课文

1、鼓励学生小组合作探究，设计多种形式合作朗诵。

例如：人员数量的搭配——二人组、三人组、四人组、男女
混合组……

歌词篇幅的选择——全文、一小节、甚至一两句。

诗句的具体分工——学生对所选语段进行分工朗诵，创造多
样式的朗诵方法。

2、全班评出最有情感感染力的组合，予以鼓励。

（本环节的设置意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领略歌词美感，
将学生的情感逐渐引向高潮。）

五、深人探究，探寻诗歌的朗诵要点

教师质疑：以本课为例说明怎样才能更好地朗诵一首诗词？

（学生思考、讨论。师生共议明确。）

1、把握诗词的节奏、重音。



2、对诗人生平和时代背景的把握。

3、对诗词语言的品味。

4、调节自己的感情。

学生再次自由朗诵，将刚才的所得加以体会。

让首轮诵读欠佳者再诵课文，展示自己的进步。

六、再诵课文

配以音乐，将学生的感情调至高峰，教师读朗诵词，全班一
起朗诵。

七、拓展延伸

教师提供《长江之歌》歌词，学生阅读，并思考文后的题目。

多媒体显示：《长江之歌》。

1、比较《长江之歌》与课文《黄河颂》，说说这两首诗有什
么内在联系。

2、仿照“黄河颂”中比喻、拟人的写法，以“啊！老师”
（或母亲，朋友……）为题，写一两个片断。

3、课余欣赏《黄河颂》与《长江之歌》，在激昂高亢的旋律
中领略黄河、长江的风采，感受歌中洋溢的爱国热情。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二

审核人

课型



新授课、阅读课

上课时间

教学目标：

1．学习古人高洁的品格和情操。

2．掌握一些文言词语。

3．理解短文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1）朗读、背诵文言课文。（2）疏通文言语句，
分析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1）理解作者在文中所寄寓的思想感情。（2）
学习托物言志的写法。

【教法学法】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本文选自《全唐文》。作者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
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人。曾中进士，宫接监察御史。他热
心赞助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政治



革新失败后，被贬官降职多次。他与柳宗元交情深厚。有
《刘宾客集》。这篇《陋室铭》是他贬为和州刺史时在任上
写的。

2．关于“铭”

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
来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一般都是用韵的。

二、

1．朗读课文。

2．请学生逐句翻译课文。掌握重点词语。

运用比喻、对偶起兴，以虚衬实，以山水引出陋室。

4．提问：“斯是陋堂，惟吾德馨。”这两句在文中起什么作
用？深刻含义是什么？

“陋室”二字扣题。“德馨”二字统领全篇，是全文的核心。
用“惟”字加强语气。这两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由于人
的品德高尚，就忘却了室陋，另一层意思是由于人的品德高
尚为陋室增光添采。

5．提问：“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写什么？

写陋室幽雅的恬静的自然环境。

6．提问：“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写什么？

写陋室来往客人之高雅。可知堂中人也是一样的高雅。

7．提问：“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
劳形”这几句写什么？



写室中事。可见主人高雅脱俗的情致，怡然自得的神情。

8．提问：“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两句写什么？

运用类比，引古贤之名定证“陋室”，意在以古代名贤自比，
表明自己也具有古代名贤的志趣和抱负。

9．提问：“孔子云：何陋之有？”是写什么？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九夷虽然简陋，
但是有君子住在那里，就不简陋了。此处引用孔子的话
证“陋室”说明“有德者居之，则陋室不陋。”与前文“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遥相呼应。把个“陋”字彻底翻了过来，
达到“不陋”的最完美的境界，这是全文的点睛之笔。突出
表明了作者高洁做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四、小结

本文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以其立意鲜明、格调高雅，构思
巧妙，意境隽永、韵味深长、文句精美而胜炙人口，久为传
诵。本文是作者用来自述其志的。通过对居室情景的描绘，
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一种高法做岸的情操和安贫
乐道的情趣。

第二课时

《爱莲说》（周敦颐）

一、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本文选自《周元公集）。作者周敦颐（1017—1073）道州人，
字茂叔，谥号“元”，宋代哲学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



居庐山莲花峰前建流溪书堂讲学，峰下有溪，也命名为濂溪，
世称“濂溪先生”。他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著有《周元公
集》。《爱莲说》是他在商康郡（今江西星子县）任职时写
的。此间，他曾亲率属下在郡府署一侧挖地种莲，名曰“爱
莲池”。

2．题解

“说”是古代一种文体，可以记事，也可以议论，都是为了
说明一个道理。

二、

1．朗读课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读时注意节奏、重音，
正确、流利、有感情。

2．学生翻译课文，补充课文注释：

3．提问：作者描写莲花，为什么要先写陶渊明爱菊，世人爱
牡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喜爱哪一种花，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作者用“菊”
和“牡丹”来作正衬和反衬，含蓄而突出地表达了文章的主
旨。

4．提问：文章用了两个“独”字，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生活
态度。

两个“独”字，都表现出倚世独立，决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态
度。但“我”爱莲又与陶渊明的爱菊又有所不同。

5．提问：“我”爱莲花什么呢？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
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6．提问：具体地说说作者写莲的哪些美好形象。

（1）生长环境方面：写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灌清
涟而不妖的质朴；

（2）体态香气方面：写她“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正直，
写她“香。远益清”的芳香；

（3）风度方面：写她“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清
高。这些描写，是将莲人格化了，是把她作为一种高贵品质
的象征。

7．提问：文章第二段作者把“菊”“牡丹”“莲”比喻象征
哪三种人？

菊花比喻象征隐士，牡丹比喻象征富贵的人，莲花比喻象征
君子。

8．提问：作者对“爱菊”“爱莲”“爱牡丹”的态度分别是
什么？

爱不同的花象征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菊花秋天开花，独抗
寒霜比作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隐士，作者对爱菊并不反感，
只是慨叹真正的隐士极少。牡丹雍容艳丽，比作富贵之人，
作者对爱牡丹是厌恶鄙弃，讽刺贪图富贵，追求名利的世态。
而对爱莲同气相求。作者托物言志，在莲的形象中寄寓了自
己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操守和感情。

四、小结

这篇短文，将花的形象比拟为人的品质，以莲的形象比拟不
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以爱莲之情来表达自己对这
种生活态度的赞赏和追慕，表达自己对追名逐利、趋炎附势
的恶浊世风的鄙弃。短文运用比喻、象征、衬托手法，突出



了莲的美好形象。将记叙、抒情、议论结合起来，表达思想
感情。句式骈散交错运用，读起来铿锵悦耳，顿挫有致。

【个性修改】

【板书设计】

陋室铭

刘禹锡

山水比兴引陋室—————德馨

对偶拟人写景—————幽雅

对偶衬托写人——————高雅

虚实正反写事—————有趣

类比隐含立志—————高远

引经据典表态—————高洁

爱莲说

周敦颐

菊花正衬莲花菊花——隐士——陶后鲜有闻

牡丹反衬莲花牡丹——富贵人——宜乎众矣

莲花——君子——同予者何人

【作业布置】



1、作业本练习。

2、学习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联系自己的志趣和追求，写一
篇随笔。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三

当代作家张抗抗的散文《故乡在远方》被选入初一语文新教
材中,这篇文章收入第二单元/'故乡情思/'的最后一课,属于
精讲篇目.

这是一篇描绘/'故乡/'的写景散文.文中的/'故乡/'既是地域
意义上的/'故乡/',又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从地域意义
上看,作者选择了与自己人生有密切关系的几个/'故乡/',描
绘了它们各自的美景.

在作者笔下,四个/'故乡/'都很美,都充满着诗情画意,四种故
乡情,一样真挚,毫不矫情.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感
情倾向:/'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
地/',/'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怀
疑自己是否会留在这里/',/'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
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
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

教学对象分析:

七年级学生年龄小,对自己的家乡缺乏了解,即使部分学生有
远离家乡的感受,也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作者对故乡那份浓浓的
眷恋之情.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和引导点拨,学生应该能品味出
字里行间的故乡情思,能理解作者把为之奋斗奉献过的远方当
作/'永远的精神家园/'.

1,知识与技能:



学习作者多角度描写景物的方法,并学会欣赏作者笔下语言的
诗意美.

2,过程与方法:

以问题牵线,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和引导点拨,学生通过小组讨
论,全班交流等形式,学习多角度写景方法,理解文章主旨.

3,情感,态度,价值观:

品味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培养自己热爱自然,热爱故乡的
美好情感.

教学策略与教法:

在教学形式的组织上,运用/'话题——讨论/'的方法,关注学
生的内心体验,促进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的自主感受,体验文学
作品的语言魅力以及投射出的人文关怀,促进学生语言运用能
力,思维能力,个性品质的同步发展.通过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等形式,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其中,一旦思维激活,生生之间
相互启发,应该有鲜活的感悟异彩纷呈.

教学媒体的应用设计:

根据课程内容设计需要,有机结合教材,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
息能力,注意知识整合与拓展,重视课内外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声音,图像等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掌握.

教学过程(过程与意图):

教学步骤

媒体应用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设计意图

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媒体显示课题.

让学生回顾曾经学过的思乡的古诗

学生说出自己知道的关于思乡的古诗

(1)引出课题:故乡在远方

(2)初步感知人对故乡的情感.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要求学生初读课文,扫除文字障碍.

(2)要求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有关作者张抗抗的相关资料.

(1)学生初读课文,扫除文字障碍.

(2)学生交流作者相关资料.

初步整体感知课文.

精读课文,品味感悟

媒体展示图片以及相关文字链接.

再读课文,找出作者笔下故乡的景物特点,作者是如何描写的
感情倾向又是如何



(1)学生讨论交流.

(2)诵读喜爱段落.

(1)学习多角度描写景物的方法,体味作者语言诗意美.

(2)品味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理解感悟,探究主旨

思考问题:以/'故乡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为讨论契机,学生
讨论交流自己的问题.

(以课内课外文本为依据)

学生交流,补充,概括.

感悟,积累,探究.

吟唱歌曲,总结课文

媒体播放歌曲《橄榄树》.

小结:故乡不仅是祖辈生活过的地方,曾经留下奋斗足迹的地
方,也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1)激发爱自然,爱家乡情感.

(2)引导认识作者真正故乡意义所在.

读写结合,拓展延伸

媒体展示作业要求.

(1)选择作者描写/'故乡/'的精彩语段朗读,用100字左右作评



论.

(2)模仿作者的写法,用200字左右写一段描写自己故乡的景色.

巩固多角度描写景物的写法.

教学反思:

1,运用话题——讨论的教学方法巧设/'问题/'很重要.问题设
计既要结合知识的重难点,新颖有启发性,体现创新精神,又要
接近学生/'最近发展区/'.本课问题基本符合上述要求.

2,要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本课以问题为主线,
以阅读为思考,学生讨论为主要内容,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独立
思考空间,让学生尽情发挥潜能,在相互讨论交流中,学习达到
较好效果.

3,本设计旨在探究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和效益.重点读析课文,
以期对作者笔下的人,事,景,物之美作/'知新/'的学习,更深
刻地理解作者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浓浓乡情以及故乡作为精神
家园对游子的深远影响.学习过程中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营造学生,文本,教师之间多向交流的氛围,努力达成
知识传承,能力发展,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统一.

《故乡在远方》是九年级(下)第三单元“感悟生活”中的一
篇散文。我们要让学生学会欣赏作者笔下语言的诗意美。品
味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培养自己热爱自然、热爱故乡的
美好感情。

作者在文中细致的景物描写非常成功，值得一学。教学中我
请学生到文中找一找作者对广东新会(祖籍)、浙江洛舍(外婆
家)、杭州城(出生地)、北大荒(插队落户的`地方)描写性的
句子，并揣摩这些描写性的句子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学生体
会到他们都有着大自然的妩媚和婀娜，都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能够生活在这种地方应该是幸福和快乐的。

通过学习，我们感受了作者笔下语言的诗意美。张抗抗的散
文，以对自然、生活、社会和个体的细腻描写与刻画，赋予
了散文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其散文的语言艺术魅
力在于华丽而不浮燥，自然而不堆砌，意韵悠长、至情至真，
饱含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褒扬与崇尚，饱含了作者对社会、
自然、个体的真、善、美的赞美和宣扬。文字之中流露的是
自然之美、心灵之美、和谐之美。散文语言格调高远、文笔
精炼、秀美绚丽、璀璨夺目、纯朴自然，令人阅后如浴春风，
在心潮澎湃的同时，心灵受到震撼和洗礼。她把散文的语言
艺术和思想相容相生、天衣无缝，充分彰显了她扎实的传统
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和对自我情感的调控能力。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四

1、了解小传特点，理清顺序。

2、品味俭省、平实的语言。

3、培养、提高学生网络环境下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

1.了解鲁迅先生的主要经历,解读鲁迅精神。

2.品味俭省的语言，感受含蓄情感。

一、 导入新课

有这样一位父亲，他穷尽一生之力呵护着“十世单传的婴
儿”，教给他在风沙扑面的世界上作为人的生存本领;有这样
一位战士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历程中“生命不息、战斗不
止”;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他的爱纵贯了长幼，跨越了尊
卑……….他是伟人，也是凡人。



同学们知道他是谁吗?(请在桌面上打开课件“鲁迅自传”)在
你的心目中先生是个怎样的人?(请在空格中打上“你眼中的
鲁迅”。)

哪位同学想把你的评价展示给大家?

(“转播”学生评价，演示给大家，并作简要评价)还有不同
评价吗?(再“转播”，再简评)下面请大家阅读上“名人眼中
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鲁迅”怎样，请让我们一起走近鲁迅，去追寻
他闪光的人生足迹。

二、 明确学习重点、难点：

课前，大家已作了预习，你认为应确定怎样的学习重点、难
点?

我结合课文确定了这样两个重点，请齐读。如果你还有补充
请添补在下面“空格”内。

三、自主、合作、探究

下面请让我们一起运用网络资源来研读鲁迅。

(一) 整体感知课文。点击“自主、合作、探究”。

首先请自主朗读课文，并思考：

1、本文以 为顺序，以 为线索。

2、概括各段大意。

小结：



1、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以思想转折为线索。

2、少年变故、青年求学、回国工作、著述情况。

(二) 重点、难点突破

我们已粗略了解了鲁迅的主要经历，请同学们按“shift键”进入
“合作探究”，依据问题，再读课文，归纳梳理先生的人生
足迹，窥探、感受先生的精神世界。

了解自传特点,追寻伟人足迹

阅读课文，两人合作完成下面的任务：

梳理鲁迅在1881年到1930年 的主要活动，并在文中划出 有
关时间和事件的关键词句。

品味含蓄语言,触摸伟人心灵

1、联系你学过的课文,你能为鲁迅的童年补上“空白”?揣摩
词语和标点,体会先生的感情,补上语言背后的“空白”。

2、鲁迅为什么不走乡间子弟的老路?

3、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学医?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弃医从文
的`?

4、鲁迅回国后，为什么屡屡从这个学校辗转到另一个学校?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大家“合作研究”的成果。

1、 在“表格”内“单击”出现先生主要经历，请对照。(有
无疑问?随机点拨)

2、 谁来读读第一段?你是怎样完成前2个问题的?为什么?



3、谁回答第3个问题

四、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翻页到“拓展延伸”，迅速浏览页面内容：

1.总结：我们今天学习了一篇名人自传。这篇自传以时间为
顺序，选择生活中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成文，不能面面
俱到，要详略得当，分清主次。对关键的事件要交代清事情
的原委，让读者看的明白，理解的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
从鲁迅先生的自传中了解了先生热爱国家、人民、求学进取、
自强不息、追求进步、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鲁迅先生虽然
并不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但他的精神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力
量，激励我们为国家、人民而努力读书，不畏邪恶，正直自
强。

2.扩展：为了让同学们对鲁迅先生有更多的了解，更好的认
识学习先生身上高尚的思想、伟大的品格，请同学们将你课
下搜集到的关于鲁迅先生的语萃、事迹讲给同学们听，要求
同学们试着谈谈你从中得到的收获。全体同学准备好摘记本，
将你认为同学们交流中有价值的材料记录下来。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五

1、把握诗中的意象

2、能够结合诗中的意象构设画面，体悟诗中作者的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全诗，并能找到记忆的恰当方法

4、能够结合该篇自己创设意象

1、准确理解诗中的意象，有感情地朗读



2、学以致用，自如想象，创设新意象

课前播入《乡愁》曲，创设氛围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乡愁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当中一个历
久常新的主题，提起它，我们的脑里会涌现许多有关乡愁的
诗句。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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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
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
江上使人愁。(崔颢)

每个日落的黄昏，每个月圆 的夜晚，每阵歌楼的雨点，每阵
西风里断雁的叫声，都会牵动游子的离愁别绪，都会勾起对
故乡的眷恋。诗人们都会把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愁诉诸于笔端。
于是我们便能欣赏到那一首首凄婉哀伤的诗歌，感受着诗人
那绵绵的思念，那柔美的哀伤。下面我们来看一首台湾当代
诗人的思乡之作。

二、了解余光中

学生根据所积累的资料，简要地介绍。



三、听录音，感受一下诗的感情基调和诗的朗读节奏

1、 明确：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深沉的，深沉中又略带
哀伤，所以朗读时的速度就是——缓慢的。

2、生小声朗读，边读边标出节奏和重音(“/”、“?”)

师巡回，指导有疑难的同学：

小时候 后来啊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新娘∕在那头

长大后 而现在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外头 我∕在这头

母亲∕在里头 大陆∕在那头

3、请学生个别朗读，要求有感情地朗读并适当指导：

第一、二节，语速慢，读出思念之情

第三节，注“呵”的变调，应读为轻声，读出适当的颤音(生
列离别)

第四节，音调上扬，要有荡气回肠的感觉，“在那头”要一
字一顿。



4、齐读

四、解读全诗，以便更有感情地朗读

1、整体感知

你投入了怎样的感情去朗读?(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
情?)

作者对家乡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2、细细体会

(1)诗人的这种感情是不是突发偶感?

四个时间序词，代表了四个人生阶段。诗人以时间的变化来
组诗，四个时间序词也即概括了诗人的整个人生，也就是浓
浓的乡愁牵动了诗人的一生。

(2)这种感情看得见吗?

要把这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抽象的情感具体地表达出来，作
者是怎样做到的?借助了一些形象的事物，也就是借助了意象，
什么是意象?(p108)意象就是诗中的形象。

找一找，这首诗借助什么样的意象表达这份浓浓的思乡之情?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3、想象构图

其实诗人是巧妙地运用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方法——托物寄情。
诗是精当而储蓄的艺术，只懂得这四个意象还不够，还应根
据意象想象诗歌表达的具体内容(诗中有画)



(1)教师用语言描述自己读第一节诗后脑中出现的画面。

深秋的傍晚，村口，小路向远方延伸……

一位少年，目光坚定，背着一个大包，步履匆匆……

一位母亲，满脸伤感，提着一个行李箱，吃力地跟着……

只听见他们脚下的落叶嚓嚓地响。

到了分手的路口，不能再送了。少年停了下来，母亲也缓缓
放下箱子。

母亲盯着少年的脸，悠悠地说：“别忘了来信。”少年用力
点点头。片刻，母亲再次提起箱子，慢慢递给少年：“路上
小心，晚上不要忘记加衣服……”少年没有回答，提起箱子
转身走向前方。

解析：母子别——邮票小小，含情依依。 (媒体示)(朗读时
注)

(2)学生轻读，作画(媒体音乐)

(3)说一说，适当评论(学生自评，师评结合)

(4)结合媒体所示，问：第四小节表达的情感，跟前三节比有
何不同?

(5)请一生再次有感情地读一读，或齐读

七年级语文上教案人教版带教学反思篇六

1、教材简析

(本说课内容在学科知识体系中所处地位和作用)



莫怀戚的《散步》这篇课文是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的一
篇自读课文，第五单元的学习要求是要在整体感悟课文内容
的基础上，注意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并学习朗读和圈点勾画。
所以，教学这篇《散步》，要在学生学习前面课文所掌握的
方法的基础上，在老师的启发指导下，学生的合作探究过程
中，学生运用所学方法，继续巩固单元要求。

2、教学目标

通过对教材的分析，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新课程标准，确
定教学目标 为：

1、知识和技巧目标：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过程和方法目标：揣摩词句的含义，品味文章的语言美

3、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培养尊老爱幼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的确定是根据教材的特点、教学的目标及学生的实
际;至于教学难点 ，则是就学生接受而言，学生经过预习，
还存有疑问，理解还存在困难的地方。

所以，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为：a、教学重点：

1、培养尊老爱幼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2、揣摩精美词句，品味语言的美

b、教学难点 ：如何理解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章最后一句话。

二、说教法学法



1、教法

在教师有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自主探究的方法探究主旨、
品味语言。教师还可借用多媒体来辅助教学，有利于扩大教
学的容量，并且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直观，有利于调
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2、学法

先让学生熟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然后引导学生通过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抓住关键语句精读课文，深入思索，
反复咀嚼，领悟课文深长的意味，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
养尊老爱幼的思想感情。在学习时，我认为要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
习的主人。

三、说教学过程

(一)、如何导入

结合日常生活，引入学习。

出示问题：你们一家人经常一起散步吗?散步过程中发生过什
么有趣的事情?

——请两位同学讲述经历，与大家共享。

(新知识的学习往往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学生现
有的生活积累为学习的前提，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积累生活感
悟生活的能力，给新的学习构筑起合适的背景，奠定教材与
生活，作者与读者以及教师与学生情感上有效沟通的基础，
有利于新知的学习。)

(二)、出示目标



(据有关人士分析，有明确目标的学习与目标不明确的学习，
效果相差9倍，设计这一步的原因是对教与学起统帅作用，使
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方向性。)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初步体会文章的语言美、情感美。

2、轻声地朗读课文，熟悉课文的内容。

(“听”和“读”是学生接触课文的开始，也是学生自主与文
本进行情感交流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在这一过程教师要给
予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深入到文本中去，理解文本、品
味语言而不要流于形式。)

3、检查阅读效果：(屏幕显示)

(问题宜简单，学习起步阶段要尽量让每个学生感受到成功的
愉悦。梳理内容的目的是提醒学生初读文章时应该关注的要
点有哪些，也是让不同程度的学生拉近距离，为下一步的学
习活动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

(四)、研读课文 探究主旨

(1)“我”听母亲的：(2)母亲听孙儿的：(3)妻子听“我“的：
(4)儿子听“我”的：

2、那么究竟听谁的呢?

——由“爱”决定，这个“爱”，对长辈来说，是“爱幼”;
对子女来说，是“尊老”。

——请同学们齐读课文最后一段，体会这段话的深刻含义。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互相交流探讨一下说说你对这段话的理



解。

——“我”背的是母亲，妻子背的是儿子。母亲给我们以生
命，而儿子又是这生命的延续。这血脉相连的三代人紧紧连
接在一起，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如今，我们把母亲和儿子背
在背上前行，正是背负着完整的生命世界，因而油然产生了
一种深沉、庄严的感觉，这正是家庭生活中、人类社会中承
前启后的一代中年人特有的心理感受。

(这部分讨论旨在让学生自主探究，通过交流合作，最终挖掘
出课文主旨、体会文章的人性美。对于学生的讨论和回答，
教师应鼓励、肯定，积极引导，适时点拔。)

(五)、探究课文，品味语言

本文语言优美，值得我们好好的揣摩揣摩，下面我们采用鉴
赏法来仔细品味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