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
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汇总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
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一

1．感受汉语之美之奇之瑰丽。

2．明确阅读的重要性与个性化写作的必要性。

感受语文之美，明确学习方法及要点。

一、问大家一个应该非常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语文？（自由回答）组织讨论。

二、刚才的回答我们似乎是在力求科学。我们能不能改变一
个风格，回答得尽可能诗意一些，这样，我们以“语文
是……”的形式在练习本上尽可能地多地写一些话，给大家
三分钟时间，然而小组内交流，请把大家认为精彩的话作上
记号，待会儿请一个同学组织一下代表小组发言。

1．独立书写，小组交流；

2．各组奉献，前面已经被人讲过的就不必再说（发言者自己
先报姓名。老师遇到十分精彩的，要问这个创作者的姓名，
要求课后交上来）。

三、出示袁卫星的有关语文一段话，请大家尽快记诵。



1．大声地朗读。

语文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是皎洁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
琵琶，是高山流水的琴瑟；是“推”“敲”不定的月下门，
是但求一字的数茎须；是庄子的逍遥云游，是孔子的颠沛流
离；是魏王的老骥之志，是诸葛的锦囊妙计；是君子好逑的
《诗经》，是魂兮归来的《楚辞》；是执过羊鞭的《兵法》，
是受过宫刑的《史记》；是李太白的杯中酒，是曹雪芹的梦
中泪；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
书》……（袁卫星）

2．提问：你知道其中的哪些典故？哪几本书？

3．你还想知道其中的哪些典故？哪几本书？

4．背诵，默写。

你听说过什么办法？你认为哪些比较可行？（自由发言，小
组讨论，请另一人发言。也要先报姓名。）

古人讲“一日不读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又说“正
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可见，读书并非为了眼
前的功利目的，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

学习语文的过程正是思想意识、道德情操、人格精神、人文
素养的不断培育和提升的过程。读书人之于文盲，不仅在于
他们认识字，能读书，更在于他们能通过读书而知道越来越
多的道理，增长越来越多的智慧，培养成真正属于人的性情。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就是人类具有的良知，
能够同情，并且有求进步的愿望。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在高尚的人中，一切本能都服从良知
的命令——责任发言时，一切私欲都哑口无言了。”他又说：
“凡人都是同胞。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生命的源泉，我们都同



样的易感受痛苦，同样的有弱点，走入相同的最后命运……
现在的世界是一灰色的世界，我们就算不互相为难，也还有
不少的.忧虑——如饥饿、火灾、地震、风浪、疾病、死亡等
等。我们应当互相信托，互相亲爱，互相同情和扶助，忍耐
和宽容。”努力培养这样的感情，就是个人最重要的进步，
也是人类最伟大的进步。

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不同的人对“向上”的
理解不同，但我始终坚信，任何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如果不
能同时伴随着人性的进步，就必然使人越来越沦为感性的奴
隶。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有智慧，古人思考过的许多问题，
如生与死、义与利、天与人、善与恶等等。现代人并没有解
决，反而更加暧昧。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没
有给现代人带来多少幸福。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人类，其精神
究竟进步了多少？其品性究竟发展了多少？人类将走向何方？
还能走多远？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时时抽打现代人灵魂的鞭子。

为什么要对广大青年（少年）进行语文教育和教学？就是要
让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求发展，求进步。不从人
性发展、人类进步的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功
能，就难以把握语文教育的命运，难以树立正确的语文教育
思想。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需要有学习兴趣，好的学习
习惯

等都是很重要的。有人感到学习语文很吃力，我想主要是由
于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没有拥有一把打开语文之门的金钥
匙。

学好语文，要注意培养学习兴趣，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积累
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等。我希望当你读完这篇“烂文”
后，能为你的语文之路，垫石铺地，为你的语文大厦添砖加
瓦，为你学习铺上一条通天大道。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二

1.回顾上学期的各科成绩，明确取得成功(或造成失败)的原
因。

2.了解本册数学，语文书的内容。

3.说说自己在暑假中的收获。

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提出要求，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1.明确自己本学期应有的学习态度，认真扎实地上好每一节
课。

2.进行强化训练，使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

大家在暑假里肯定过得非常愉快，非常充实。你能将自己记
忆最深刻的一段与大家一起分享吗?可以说说自己游玩的事情，
可以说自己学会的本领，也可以说说自己在自学中取得的收
获。

1.回顾上学期的成绩。

2.由成绩优异的学生谈一谈自己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

3.以不点名的形式向平时懒于学习的同学提个醒：不能将过
多的心思花在学习以外的地方。

学生看书，师和学生一起说。

1.课前准备：



(1)课前预习;(2)准备好上课所需物品。

2.上课的要求：

(1)认真听讲，积极思考;(2)大胆发言、质疑。

3.课后的要求：

(1)课后复习;(2)独立完成作业;

小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地方：

(1)学生讨论。

(2)集体交流后归纳：

a、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不
爬树，不接近有电的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社
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课外不玩火，不玩水。

b、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交
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切勿双手撒把。
上、下坡要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c、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盗、
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d、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鸡
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3)、学生自查：

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师小结;我们必须抓住时间中的分分秒秒，莫让光阴空自流。
小朋友，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
为了让我们的梦想能成为现实，在这里，老师给大家提几点
希望和要求：(1)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学习。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三

1.让学生初步了解小学生活，感受老师的亲切，同学的友爱，
学习的快乐。

2.知道上课要遵守纪律，做到坐姿端正、专心听讲，主动举
手发言，声音响亮。

3.熟悉校园，教育学生爱校、尊老师，为自己成为一名小学
生而骄傲。

教学教案重点：老师生初步熟悉，了解学校生活。

教学教案难点：学生能言行合一，逐步养成习惯，做到主动
自觉。

教学教案准备：幻灯 儿歌

教学教案过程：

1.静听上课铃声，养成良好预备习惯(教老师提前1分钟，面
带微笑走上讲台。)

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再过一分钟，我们就会听到上课铃
声了，让我们静静地等待吧。(孩子们静静地倾听。)

铃声响过，老师：这就是上课铃声，多响亮呀，它告诉我们：
上课啦，上课啦，小朋友们坐好啦!身子快挺直，小手快放好，



眼睛看前方，小嘴不吵闹。(教老师示范，表扬做得好的孩
子)

老师：小朋友们可真会聪明，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坐得多
端正，听得多专心，对啦，铃声响起来，我们的心儿静下来，
笑容露出来，快乐的学习开始啦!

2.通过识字、复习汉语拼音，进行教老师的自我介绍。

3.教老师展示自己的特长，给学生留下好的印象。

老师：x老师和小朋友们一样，平时也有很多爱好呢，请小朋
友来猜猜看，老师喜欢什么?(教老师根据自己的特点，画一
些简单的符号。例如书(爱看书，说说自己看书的故事)音
符(喜欢音乐)画笔(爱好画画)漂亮的字(爱好书法)

表达对孩子的喜爱,最后画两个小朋友的简笔画。

老师：我还喜欢什么呢?对啦，x老师最喜欢小朋友们!小朋友
们，愿意和x老师交朋友吗?呀，我真是太高兴啦，我多了那
么多的朋友啦!那你们愿意跟着x老师学本领吗?好的，朋友们，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自己
变得更棒!

1.歌曲引线，让学生体验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

2.知道学校名称、班级名称以及所在位置。

3.填写表格(拼音)。(反面印儿歌)

学校：

姓名：



班级：

教室所在位置：

我的老师：

(请几名小朋友上来读读自己填写的内容)

1.学习《上下课》儿歌。

上课下课歌

上课铃响，快进课堂。 下课铃响，不慌不忙。

坐姿端正，专心听讲。 做好准备，再出课堂。

积极动脑，发言响亮。 走路轻轻，入厕及时。

自觉做好，人人夸奖。 游戏文明，争做榜样。

老师：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上下课应该怎么做呢?我们
来学习一首儿歌。

下课铃响，及时上厕所，课间不在走廊里追逐打闹，做好下
节课的准备工作，书本文具摆在什么位置，上课怎么站立和
老师打招呼，举手发言姿势、下课和老师再见等方面的要求。

老师：小结：小朋友们，我们是小学生啦，我们的学校又大
又漂亮，有美丽的花坛，干净的操场，宽敞的教室，还有可
亲的老师，可爱的小朋友，喜欢我们这个大家庭吗?让我们相
亲相爱，在这个大家庭里开心地学习、生活吧!

其他要注意训练的要点(可选用，时间允许的话，可加入第一
课时)：



一、小朋友简单自我介绍(让孩子们互相认识，知道这是一个
受欢迎的新集体。)

二、知道养成正确的读写姿势才能保护视力，初步学会正确
的读写姿势，初步养成良好的读写习惯。进口语文 课本进行
训练(读书看书姿势，握笔姿势，坐姿，站姿)

三、继续进行坐姿训练、听课发言常规训练、课前准备和下
课时的常规训练。

四、参观校园，进行路队训练。

五、行为要点。

1.爱护公物。学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学校里所有的东
西都要爱护。不踩花，不摘花，不踩草坪，不摘树叶，不在
桌子上乱刻乱画，不在教室里追逐打闹。我们学校的操场正
在施工，请小朋友们不要到操场上玩耍。

2.爱护自己的学习用品，包括书本、练习本、铅笔、橡皮、
文具盒等，每天上学前或放学时检查自己的学习用品有没有
带整齐。

3.下课之后马上先去厕所，去过之后再玩耍，并做到不争不
抢，文明入厕。

4.讲文明，懂礼貌。要来上学时，要跟爸爸妈妈说再见。要
尊敬老师，向所有见面的老师问好，和小朋友之间文明相处，
团结友爱。

5.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要及时向老师求助，找老师帮忙。

6.按时作息，晚上早睡，早上不懒被窝，并认真吃早餐，按
时上学，不迟到。



7.讲究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坚持每日刷牙，每周洗
澡，特别是要勤剪指甲，衣服要干净整洁。垃圾要丢进垃圾
箱，不随地吐痰，预防传染病。

8.我们是小学生了，不能带玩具来学校玩，并且注意不随便
乱吃零食，在校园、在班级不乱扔果皮纸屑。

9.爸爸妈妈不来接送，不得私自走出校园，和小朋友做游戏
时要时刻注意安全。放学路上靠右走，不在路上玩耍，要准
时回家。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四

1、回顾小结自己快乐的寒假 ，进一步对孩子进行诸如学习
习惯等常规教育。

2、交流讨论新学期的打算，激发对新学期、新知识的学习热
情。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使学生建立
起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教学难点：认识了解自主学习方法以及自主学习本的使用。
教学设计：

过了一个开心而又漫长的寒假，师生之间彼此建立的情感也
许会有些淡了，好的学习习惯有些遗忘了，今天我们再一起
讲讲学习习惯，重树学风。

1、听讲时身体坐正，双手抱胸，双脚放平，注意力集中，不
随便交谈、打闹、下位，不做小动作，不伸懒腰，不阅读与
上课内容无关的书籍或做与本节课无关的作业。(训练坐姿)

2、珍惜课堂每一分钟，认真倾听，积极思考，大胆发言、质



疑，不但学懂学会，还要掌握学习方法，逐步做到会学。我
们是四年级学生，应有选择地做好听课笔记，将老师上课讲
的重点写在书本上，以提高学习效率。

提出建议或进行补充，“我补充……的意见”，不允许插话、
抢嘴，随意地打断同学发言。

1、课堂上回答提问与提出问题规范地举起右手示意，不能站
着举手或是边举手边喊，经教师允许后起立站直回答，如果
不知道怎样回答，应礼貌地如实告诉老师：“对不起，我不懂
(我没想好)而不是站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发言完毕，经老
师同意后轻轻坐下。

2、答题或提问态度严肃认真，立姿自然得体，讲普通话，吐
字清晰，声音响亮。答题形式讲究规范，用上“我认
为……”、“我发现……”、“我补充……的意见”等说话
形式，做到说话完整，条理清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1、在课堂上做作业时应该听清要求，明确格式，不擅自离开
座位或窃窃私语，保持教室的安静。

2、作业格式规范、行款整齐，独立、按时完成。 3、作业姿
势要端正，左手按住作业本或是平放桌上，右手离笔尖一寸，
胸离课桌一拳，眼离书本一尺，自觉保护视力。 4、作业本
要妥善保管，不能乱扔、乱写、乱画与撕毁，保持作业本的
卫生与整洁。

1、围绕主题人人参与小组讨论，主动有序地发表个人意见，
认真听取他人发言，待同学讲完后再补充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2、在班里发表小组意见时，用上“我们认为、我们觉得”等
说话形式，尊重合作学习的劳动成果。

1、督促孩子做完作业后及时检查。



2、与家长沟通，形成家校合力。在家中孩子做完作业后让孩
子自己检查后家长再检查一遍。

老师相信：在新的学期里，同学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
得更优异的成绩!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五

1、知识与能力：引导学生赏析文中重点语句的表达特点，体
味文章悲壮激越、肃穆深沉的情感。

2、过程与方法：指导朗读，读中品，读中悟。

3、情感态度价值观：理解和认识为了谛造我们幸福生活，中
华民族所付出了的巨大代价，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生活、创造
生活、奉献社会的使命感。

1、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品析中体味文章悲壮激越、肃穆深沉
的情感。

2、体会作者是如何从理性认识升华到内心的'情感认同，从
而激发学生的使命感。

1、创设情境，渲染气氛。

2、学生品读，体味情感。

3、学生解读，理解内涵。

一、创设情景，导入文本

二、初次析题，整体感知

【学情预设1】



1.作者读碑，读的什么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九龙泉烈士纪
念碑)

2.这两座碑之间是什么关系?试从文中找一个句子来表达。

【学情预设2】

1.作者读碑，读的什么碑?(人民英雄纪念碑)

2.作者读了几次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什么第一次没读懂?

3.这两座碑之间是什么关系?试从文中找一个句子来表达。

三、品读文本，体味情感

1.学生找出文中能表达作者第一次读人民英雄纪念碑情感的
句子并分析。

2.学生齐读，了解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内容。

3.学生从描写九龙泉烈士纪念碑的语段中找出最能打动自己
的语句进行朗读。

4.教师引导学生品读重点语句，体味作者的情感。

5.教师导入情景，再读碑文。

四、再次析题，升华情感

1.再读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作者的感受是什么?

2.悲壮感从何而来?使命感是什么?

3.作者心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象征了什么?



4.联系生活实际，学生谈使命感。

五、拓展延伸，课后练习

文档为doc格式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六

1.交流暑期生活,回味其中的乐趣,分享自己的收获。

2.进一步明确语文课堂常规,进行针对性训练,回笼心情,步入
正常学习秩序。(重点)

3.初步了解本册课本的结构,了解篇目及每单元特色,明确学
习任务,激发学习兴趣。(难点)

4.感受童话、儿歌的趣味性。

一、教学引入。

1.新学期寄语。

暑假生活如流水一般匆匆地过去了。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变为
二年级的新生,新的学期开始了。老师给大家带来一首小
诗——《让我们畅快呼吸》。

2.让我们畅快呼吸

一个雨后的夏季,

小蘑菇钻出泥,

它说:“咦每片叶子嫩绿欲滴。”

一个有雾的夜里,



小花苞探出手臂,

它说:“咦浓浓的白雾这么神秘。”

九月份的一个清晨,

小弟弟把书包背起,

他说:“咦书里精美的画面又深深把我吸引。”

小蘑菇、小花苞弯起微微笑的眉,

大喊:“哇,新的生命!”

刚步入二年级的小弟弟,咧起微微笑的嘴,

大喊:“哇,新的自己!”

体验别致的“新”,让我们畅快呼吸!

3.教师有感情地朗读。指名学生扮角色朗读。

4.师:雨后,新的空气,新的蘑菇、花苞,新的小朋友们。瞧,今
天是全新的开始。二年级对于每位小朋友都是新的开始,新的
起点。

二、回味暑假生活。

1.假期真令人回味,有时它像葡萄,酸酸甜甜,令人心情愉悦;
有时它像苦瓜,带着苦涩;有时又像辣椒,辣得我们泪水挂满脸
颊。孩子们,你们在假期都品到了哪些味道呢把事情的来龙去
脉和大家分享,再说说自己的收获吧。

2.全班分小组进行讨论。



3.每组选代表上台讲述令人回味的插曲。

三、回归课堂。

2.全班分小组讨论,派代表条条列出。教师选择性朗读。

3.教师书写。

应该做到:

(1)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2)大胆发言、质疑。

(3)耳到、眼到、口到、心到。

杜绝:

(1)尖叫、说脏话。

(2)和老师顶嘴。

(3)三心二意,注意力不集中。

4.齐读《上课歌》。

上课歌

课堂上,精神爽,

小动作,要去掉。

有疑问,不喊叫,

先举手,后发问。



专心听,细心记,

勤思考,最重要。

四、提出新学期语文学习要求。

师:“耳听、眼看、口说、心记”合起来就是个“聪”字。新
学期,我希望每位同学都成为聪明的孩子。现在老师提出新学
期语文学习的要求:

1.团结友爱,学会分享。

2.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学习;课堂下,认真复习。

3.早睡早起,精神饱满地和大家开心学习。愿我们在这个温暖
幸福的大家庭里,快乐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收获每一天!

五、畅所欲言谈“语文”。

师: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会学习新的语文知识。谁能告诉我,什
么是语文

1.指名谈一谈对语文的认识。

2.教师点评。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

“语”指语言,说话。“文”指文章,文采。

语文书上的课文是我们学习的媒介,它用精美的画面、优美的
语言教会我们怎样做人,怎样阅读,怎样欣赏,怎样写作。语文
是学好各门功课的基础。

3.诵读儿歌。



练好语文基本功,优秀诗文勤记诵,

报纸杂志常翻阅,买书看书做书虫。

六、和语文书打个电话。

“喂喂喂语文书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嗨嗨嗨!小朋友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语文书!这学期,我将
带着你探索童话的城堡,请问,你将怎样把我保护好”

……

师:小朋友,语文书的电话接通啦。快来回答它的问题吧。

1.点名回答。

生1:我为你穿上精美的保护衣。

生2:你是我的小宝宝,我做你的妈妈,精心呵护你不受伤。

生3:哇,你有浓浓的秋的味道,我要保持这份美好!不在你身上
乱涂乱画。

……

2.教师总结:和书做朋友,爱护语文书。

七、读目录,知内容,初步感知。

让我们轻轻打开语文书,翻到目录看看。

1.这本书一共有几篇课文共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单元又由哪几
部分构成



2.初读课题,你能说出每个单元讲了哪些内容吗指名回答,教
师补充。

3.翻开课文,你最喜欢哪一篇读一读。

八、师生齐诵。

过渡:老师有一首诗想送给大家。

送你一束蒲公英

秋天,我来到田野,

采一束蒲公英送给你;

虽然它的花已经凋谢,

但它留下白茸茸的种子更美丽。

请收下这一份小小的礼物,

这是一颗颗会飞翔的心,

有它伴你走很远很远的路,

你就是一个快乐的旅人。

你一路播撒送给秋风,

别忘了留一枝带回家,

春天来了,你去播种,

就种在你家的篱笆下。



当它开出灿烂的花朵,

我知道那时你会想起我。

(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九、教师寄语。

小朋友们,学好语文只读一本语文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课
外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希望有我的陪伴,你们能快乐地
完成本学期的学习任务。

开学第一课

回味暑假生活

了解语文课学习常规

和语文书交个朋友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七

开场白：同学们，大家好，在火热的八月看到火热的你们，
我由衷感到高兴与激动。今天是新学期第一节课，我有个习
惯，第一节课我喜欢随意聊聊。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
这个新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那我就先自报家门了。

一：自我介绍(略)

二：澄清语文的概念

流行的几种说法:

1.语言与文学



2.听说读写

3.叶圣陶：口语与书面语

高中语文学习的主要任务：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具备初步的
文学欣赏能力与写作能力。能阅读浅易的文言文。另外在如
今应试教育体制下，同学们还要掌握好应试的技能。

三：如何学好语文

古人讲人的修为时，主张“仁义礼智信”，我这个话题，可
以用“缘趣意信方”来概括。

趣，兴趣是的教师，同学们应该主动去体验和发掘语文的乐
趣。这里我随便谈谈。

1.音趣。我们通常会被*中精彩的对白和大师精彩的朗诵所折
服，在这里我们欣赏一曲散文朗诵《野马度》，感受一下语
文的魅力。(打开论坛，播放朗诵)

2.字趣。语言中的每个字或者是每个标点的变化都会幻化无
穷的乐趣。

a.外国记者讽刺说:"对牛弹琴。"周恩来回敬道:“对，牛弹
琴!”

b.歧义之趣：“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实际讲课中删除
了此例子]

c.一字诗：清代王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就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d.茶壶的四周有“可以清心也”五个字，看看有多少种读法，
有什么特点。

3.句趣。欣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4.篇趣。好文章十分多，脍炙人口的佳篇比比皆是。

介绍王勃的《滕王阁序》成篇故事。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
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从纸笔巡
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会人伺其下笔。
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
谈。’又报曰：‘星公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
言。又云：‘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
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

意。指学习语文的意义。

作为基础语言工具，掌握好语文这门工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首先是交际需要语文，更重要的是语文可以提升人格魅
力。(雅和俗)

以《还珠格格》中表达爱情的语言和汉乐府《上邪》比较。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
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信。指学好语文的信念。(略)

方。指学好语文的方法。

首先，我要求同学们有民主的观念。在我的课堂上，同学之



间，师生之间是地位是平等的，对于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共
同探讨。要敢于发言,说出你的理解。

其次，大家要有钻研精神。相对大家而言，我接受教育比你
们早，对于十分多问题，我已经形成了我的一套看法。对于
学习上的问题，我的观点肯定带有我自己思想的影子。孟子
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别人的观点、书上的既
成观点，大家要自己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举例子略)

再次，注意积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要达到这样的
状态，需要多读，多写，多积累，厚积薄发。积累的多了自
然就会有感悟。

具体的作业要求：

a.一个星期一篇随笔，佳作将发到校园文学网，精品会发到
《守望》刊物。

b.坚持摘抄。内容比如：名言名句、诗词、优美文段、新颖
的观点等等。

c.坚持作笔记，日常积累不可少。

总之，我视教书为事业，视语文为艺术，请大家放心，我会
竭尽全力上好每一节课，同大家一起遨游五彩缤纷的文学殿
堂。我希望等大家走出我的课堂后，能像章士钊在《挽百里》
中说的：“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不管什么
时候，你们都能首先拥有一种儒酸之气，像一个“读书人”，
同时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如今的
复杂社会迷失方向。

最后送大家当代语文教育家李镇西的一句话：“追求永远不
会遗憾”!



中职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案及反思篇八

一：自我介绍（略）

二：澄清语文的概念

流行的几种说法:

1.语言和文学

2.听说读写

3.叶圣陶：口语和书面语

三：如何学好语文

古人讲人的修为时，主张“仁义礼智信”，我这个话题，可
以用“缘趣意信方”来概括。

趣，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同学们应该主动去体验和发掘语文
的乐趣。这里我随便谈谈。

2.字趣。语言中的每个字或者是每个标点的变化都会幻化无
穷的乐趣。

a.外国记者讽刺说:"对牛弹琴。"周恩来回敬道:“对，牛弹
琴！”

b.歧义之趣：“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实际讲课中删
除了此例子］

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就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d.茶壶的四周有“可以清心也”五个字，看看有多少种读法，



有什么特点。

3.句趣。欣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4.篇趣。好文章很多，脍炙人口的佳篇比比皆是。

介绍王勃的《滕王阁序》成篇故事。

意。指学习语文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