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 初一
语文济南的冬天的教案(模板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一

一、设疑导入

严寒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影响着人们对冬天的感觉。那咱
们济南的.冬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带着疑问
来学习2~4自然段。

二、师生诵读，感知冬天

1、聆听2~4段录音，感受冬季之美。

2、解决字词，交流背景。

在预习基础上排除生字词，学生竞读。再次感受文章语言美
和情感美。

3、理清思路，总观冬天。带着问题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

2-4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景物?(山)

三、合作探究，品析山景

1、齐读2-4段，思考以下问题：



(1)这三段具体写了什么景色?分别有什么特点?

总结：阳光下――温静;雪后――秀气;城外――淡雅

(2)说说哪些词语或句子写得好?可不可以替换?为什么?

(3)如何使文章的语言生动优美?

总结：重点体会“晒”、“睡”、“小摇篮”等词句，体悟
运的比喻和拟人修辞手法的妙处。

(4)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什么情感?体会对济南冬天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

2、朗读课文，勾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说说原因。并仿写一
段。

四、拓展活动，总结升华

1、有感情地朗读，回忆济南的山的景象，在这当中你最喜欢
哪一处的景色，为什么?

2、对比阅读朱自清的《春》，讨论二者的在写景上的异同。

五、拓展延伸，布置作业

乘兴练笔，来描绘喜爱中的夏天。

六、板书设计

济南的冬天

阳光下――温静

山雪后――秀气



城外――淡雅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二

1、知识目标

(1)需要掌握的字的读音：

伦敦 宽敞 水藻 济南 贮蓄 镶 响晴 温晴 安适 秀气

绿萍 澄清 空灵 水墨画 蓝汪汪

得 薄 济 着(多音字)

(2)掌握下列词语的意思：

响晴 唤醒 空灵 境界 慈善 贮蓄 狭窄 澄清 设若 宽敞 着
落

2、能力目标

(1).学习本文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展开描写，并在景物描写
中融入自己鲜明的印象及感受的写法。

(2)体会文中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在写景中的作用，学习形
象生动的描写景物的方法。

3、情感目标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写景散文。文章生动而真
切地描写了冬天的济南气候温和、山青水绿、度冬如春、美
丽如画的景色，抒发了作者的赞美之情。阅读时要注意体会
老舍先生对济南山山水水的一片深情。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把握阅读写景抒情散文的方法。



教法：点拨法、比较阅读法

教具安排：多媒体课件 投影仪 大学本

课时安排：3课时

第 一 课 时

一、导语：

同学们，在朱自清先生的《春》中欣赏了春天那一幅幅动人
的春景图后，今天我们要步入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去
领略冬日的景色。

说起冬，尤其是北中国的冬天，脑海中浮现的多是朔风怒号、
冰封雪飘、天寒地栗的萧条画面。但在老舍先生的这篇文章
中，不仅感受不到这些，反而使人感到暖暖的春意。那么，
称为“宝地”的济南的冬天确如作者诗情画意的渲染吗?就让
我们在老舍的引领下一起去观赏济南冬天的水墨画，去体味
浸蕴其间的浓郁情致，给出一个评判。

二、作者及其作品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
春，字舍予，满族人。生于北京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开始用白话创作。作品有小说《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收在《老舍文
集》里。本文约写于1930～1931年间，是作者在济南齐鲁大
学任教时写的。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
师，并进行文学创作。1929年离英回国，先后任济南齐鲁大
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讲学。1949年应召回国。
1966年8月因被迫害而不幸逝世。老舍一生著作丰富。以描写
城市人民生活著称，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语，富有幽默感，作
品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情趣。



三、解题：

本文约写于1930～1931年间，是作者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时
写的一篇情辞并茂的写景散文。

题目明确交代了描写的地方和时令。

济南的山和水：

济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公元前22世纪的原始部
落首领舜就诞生与生活在济南一带。济南城的历史达4、5千
年以上。这里古迹众多，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历代文人
墨客讴歌和推崇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济南的山：在济南南面，距市中心五里有著名的千佛山。它
东接佛懋山，西连南马鞍山、四里山，层峦叠翠，形成济南
的天然屏障。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山”，连最高的千佛
山，主峰也只有海拔285米。

济南的水：济南多泉水，自古有“泉城”之名。金代有人
立“名泉碑”，列举泉名72个。大致为趵突泉、虎泉、珍珠
泉、五龙潭四大泉群。泉水千姿百态，蔚为壮观，趵突泉名
列72泉之首。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三

1. 应获取的知识

了解老舍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掌握“镶、水藻、贮蓄、澄
澈、空灵”等一批雅词；理解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及其作
用。

２、应发展的能力



学会运用“找景物，抓特征”的方法阅读写景类的散文，进
一步学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整体感知内容的基础上，揣
摩、欣赏精彩句段和词语，并养成积累佳句的习惯。

３、应培养的情感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审美
能力。

１．课标解读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最具个性的写景散文，是引导学生调
动自己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去阅读文本、观察生活的极好范例。
因此，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应该
明白在学生阅读中自己扮演的组织者、促进者、参与者的角
色，当好文本与学生的中介，要时刻牢记语文课本不是教本，
而是读本，要引导学生自己阅读，自己学会阅读。

２．课文分析

本文的语言清新、优美、亲切、自然，描写生动形象而又妙
趣横生。因此，反复朗读，深入赏读，延伸写读是教学的重
点。作者对景物描写得细致入微，平中见奇，常处见
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观察事物描摹事物的能
力应是本文教学的难点。另外，还可以把本文与《春》比较
阅读，进一步体会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对描写景物，抒发
感情的作用。

３．学情认识

初一新生形象思维能力强，对于写景类的散文比较喜欢。另
外，他们在小学时学过老舍先生的散文《养花》、
《猫》。“喜欢阅读，方能有感受的乐趣”，加之在前一课
学了朱自清先生的《春》，对于写景类文章的阅读已经掌握



了一些方法，对于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及其作用也有所了
解，因此，学生学习本文的难度可能不大，只是教师在引导
学生由读到写的过程中，要激之以趣，导之以情，授之以法，
方能进一步加深学生的感情和体验，方能使学生“在课本与
生活里走个来回。”

４．教法介绍

1. 朗读法

好的诗文当以朗读为主。尤其是写景、抒情的散文朗读需要
很高的技巧，教师除了理性指导以外，应先范读，让学生模
仿，再品读、想读、比读、写读，在朗读中使学生受到情感
的熏陶，在朗读中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２．质疑法

质疑法是由教师提供适合学生学习的教材，引导学生自己探
索，发现问题，寻找答案得出结论。本文的教学就比较适合
这种教学方法。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充分朗读课文的基础上，
指导学生采用查疑、揭拗的方法进行质疑。这样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和创造能力。

1.课前准备

老舍的生平资料及代表作品。

《济南的秋天》是老舍先生的另一篇佳作。印发给学生，可
进一步拓宽学生的阅读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济南的冬天》的朗读录音带。

２课时安排

共安排两课时。



３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对策

引读激趣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刚刚领略了春草如茵、春花竞放的春
的美景，感受了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其实，时序更替，四季
轮回，春夏秋冬都是美不胜收的。你们知道哪里的春夏秋冬
是最美的吗？最好能用学过的古诗文加以说明。

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中写道：“上帝把春的艺术赐给
了西湖，把夏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秋天的和冬天的全赐给
了济南。”在作者的眼里，济南的秋天和冬天都是最美的；
在作者的笔下，济南的秋天和冬天如诗如画，别具风韵。今
天，就让我们随着老舍先生一起来欣赏济南冬天的美景吧。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四

1.了解济南冬天山和水的特点；

2.学习并运用作者巧用修辞、 情景交融等写景方法

了解济南冬天山和水的特点；学习作者写景的方法

运用老舍先生写景的方法

第二课时



一、导入

二、出示学习目标

1.了解济南冬天山和水的特点；

2.学习并运用作者巧用修辞、情景交融等写景方法

三、课文学习

（一）出示独立自学：

自由朗读课文，了解老舍笔下济南冬天山和水的特点

提示： 可以结合作者描写山和水的句子或关键词语来概括

5分钟后期待你的回答！

（过渡：老舍先生抓住济南冬天“温晴”的特点，描绘出一
幅幅济南特有的动人冬景，那么他又是如何通过语言文字表
达出来的呢？下面请同学们精读课文…… ）

（二）引导探究：

精读课文，思考：作者是运用哪些手法来描写济南冬天景物
的？

提示： 可以从修辞手法、传神的词语等方面进行思考

5分钟后期待你精彩的展示！

（过渡： 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他笔下的济南冬天温暖如春、
秀丽如画、清亮如水晶通过本文的学习，你从中收获了什么
呢？）



四、课堂小结：我的收获

学了这篇文章以后，你有什么收获？

提示：如情景交融的写法

（过渡：老舍先生用他的眼睛发现了美，用心灵感悟了美，
那么同学们你们也来用眼睛捕捉你周围生活中的美！请同学
们完成本节课的清学内容）

五、当堂清学：学生完成清学稿

请用语言文字描绘出你所捕捉到的校园美景

温馨提示：可以用你学到的比喻、拟人或情景交融等手法

限时10分钟！

过渡：同学们已经用语言文字描绘出了自己所捕捉到的美，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六、布置作业

请同学们课外阅读老舍的《济南的秋天》，朱自清的《荷塘
月色》等写景美文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五

1、继续学习朗读美文，在朗读中想象意境，体会情感，品味
语言

2、继续学习朗读方法之重音和停连

继续学习朗读美文，在朗读中想象意境，体会情感，品味语
言



继续学习朗读方法之重音和停连

朗读法

1课时

布置预习：

(1)查阅老舍的资料，初步了解老舍及其代表作

(2)预习课文，正音、正字、正义，排除字词障碍

(一)导入

说起冬天，同学们脑海中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找学生说，出
示冬天白雪皑皑的画面)其实在我国北方有这样一个地方，它
的冬天与我们印象中很不同(出示济南的冬天的图片)。今天
让我们跟随老舍走近他笔下的《济南的冬天》领略一下济南
的冬天独有的特点吧(出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思考：

(1)济南的冬天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2)课文是通过哪些景物呈现这个特点的?

(3)课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教师巡视，掌握字音、朗读情况。

3.学生回答问题(预设：温晴 山 水 喜爱和赞美)

4.教师小结：在老舍的眼中，济南是“温晴”的，他抓住了



这个特点，具体描绘了山水等景物，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
的冬天的画卷，从而表达出对于济南的喜爱和赞美。

(三)细读片段：体会情感，品味语言，想象意境

1.一读：读准字音，读得连贯、自然

(1)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出声读这段

(2)找同学读，其他同学评价(针对要求)

2.二读：读出美感，品味语言，体会情感

(2)学生先自己读，然后同桌之间交流读。

(3)找学生读，其他同学边听边评价(预设：学生可能很难读
出美感)

(4)教师范读其中一句，边读边讲解重音和停连的方法(情感
重音，感情停连)

(5)学生体会方法，再次朗读，完成目标

3.三读：读出特点，想象意境

(1)学生找出认为最能体现济南“温晴”特点的句子，并且在
这句中划出最能体现特点的词或短语，读出来。要求：在这
些重要词语中做重音和停连处理，读出“温晴”。

(2)学生找句子，做标记，读句子，其他同学边听边想象意境，
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景物。

(3)教师总结朗读的方法

4.四读：配乐朗读，再次感受美景，美言，美情



全班学生配乐齐读这段

(四)迁移方法，读同类文章

读老舍的《济南的秋天》的风景片段，体会重音和停连

1.根据你的理解，标出第三自然段的重音和停连，读一读。

2.写一写你家乡的冬天的景物，注意抓住景物的特点来
写，200字左右。

济南的冬天

老舍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六

春天是昂扬向上的，夏天是热情奔放的，秋天是金色的收获。
谈到冬天，大家常会联想到“北风卷地白草折”肃杀和寒冷;
又会想起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寂和落寞。北
方的冬天，可能会令习惯于温暖的南方的人们望而却步，然
而北国的济南，由于特殊的地形，冬天非但没有一副严酷的
面孔，反倒是那么的“慈善可亲、笑容可掬”。今天，就让
我们追随老舍先生的足迹，到济南去感受一下济南冬天特有
的温馨吧!

一、文学常识

(一)作者。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满族人。出生于北京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4年赴
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并进行文学创
作。1929年离英回国，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
教授。1949年应召回国。1966年8月因被迫害而不幸逝世，终
年67岁。老舍一生著作丰富，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



同堂》和话剧《龙须沟》《茶馆》是其代表作。以描写城市
人民生活著称，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语，富有幽默感，作品有
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情趣。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二)文体。《春》与《济南的冬天》文体特点比较，有哪些
相同和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同为写景散文。情景交融，两篇
文章在描写景物的同时都融入了作者对景物的喜爱和赞美之
情;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对比、排比等修
辞手法的运用使文章语言极具表现力、感染力;虚实结合，文
章在描写眼前实景的同时都结合了自己的想象，丰富了文章
内容，引人入胜。不同之处：结构不同，后者使用了总分的
形式，而前者是用了总分总的形式;开头不同，后者的开头写
出了济南冬天的特点，而前者是起统领全文的作用;描写的季
节不同，后者写了冬天，而前者写了春的景象。

(三)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省会，自然风光秀丽，旅游资源比
较丰富，自古素有“泉城”之美称。尤以趵突泉、黑虎泉、
五龙潭、珍珠泉四大名泉久负盛名，自古享有“家家泉水，
户户垂柳”之誉。济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
有一位原始部落的首领——舜就诞生与生活在济南一带。李
白、杜甫、苏轼、等古今杰出的作家和学者，都先后在济南
生活游历或求学为官，故有“济南名士多”的佳誉。老舍在
齐鲁大学任教时著有散文《济南的春天》《济南的秋天》
《济南的冬天》《三个月来的济南》《趵突泉》等。

(四)文学常识练习

《济南的冬天》的作者是________，原名________，
字________，现代著名作家。1951年北京人民政府授予
他______________称号。代表作有小说________、________，
戏剧________、________。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味语言美。

2.学习比喻、拟人的写法，借鉴吸收表现美的方法。

3.通过景物美来揣摩、体悟作者的深情。

教学重点：

1.品味优美的语言。

2.比喻、拟人修辞手法在景物描写中的作用。

教学难点：

景物中蕴含作者怎样的感受。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方法：

兴趣学习法，双边活动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法。

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

(1)布置三分钟演讲，预习课文。

(2)准备录音机、朗读带、计算机、彩色粉笔。



2.学生准备

(1)写三分钟演讲稿。

(2)查字典疏通字词，熟读课文，水彩笔。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演讲，引入新课

根据布置的三分钟演讲题目：家乡的冬天，找一学生演讲。
演讲完毕学生点评，归纳总结由此引入新课;济南的冬天(板
书课题)

二、配乐朗读，走入课文

1、听朗读带，划出课文优美语句。

2、找四位学生分别划出的优美语句。并阐释美在何处，其中
对涉及到的有难度字词注音、解释及时提问，以检查预习情
况。

3、师生配音乐分段朗读课文，学生点评谁读得好。教师做总
结并指导朗读。

三、整体感知，深入文本

1、分四人一小组讨论：本文写了济南冬天的哪些方面?

明确：天气、山景、水色。(板书)

2、再讨论：在这些方面中又具体描写了哪些景物?



明确：山、雪、城、水等。(板书)

3、思考：这些景物能够组成怎样的画面?用自己的笔按课本
内容画出来，并给画起个别致的名字。

学生在练习本上画草图，然后小组推荐一名学生到黑板上画，
并命名。

明确：以上图画总括为三幅：济南全景图、雪后山景图、冬
天水景图。(板书)

4、看着以上图画说出分别表达课文的哪些内容?

学生讨论后，具体指出每幅画的每一笔表达什么内容。

(解说：在此主要是训练学生的内容转化表达能力，动手动脑
能力，把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把具体的内容抽象化，以开发
思维，提高能力。)

5、出示老师画得课件，让学生点评。

6、总结归纳济南的冬天总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温晴——无风、响晴、温暖

7、讨论：从以上景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怎样的心情?

明确：作者用优美的文字描绘济南冬天的美景，传达着作者
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河山的可贵感情。

四、课堂小结

文章从天气、山景、水色三个方面介绍了济南冬天的可爱之
处。突出了它的特点：温晴，我们也从作者的描绘中，勾画
了一幅幅画面，欣赏这些画面我们仿佛也进入了那片美的天



地。

五、布置作业

1、课下搜集有关老舍的信息。

2、组织一次绘画作品展览，评选最好的一幅。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过渡新课

以抢答的形式提问：济南的冬天总的特点是什么?课文为我们

描绘了哪些图画?

对学生回答进行点评然后引入新课。学习作者是怎样用语言
描绘这些景物的，用了什么方法，什么写作技巧。

二、深层挖掘，研讨课文

1、首先让学生看第一幅图：济南全景图。

(1)诵读1～2自然段。

(2)思考：作者用了哪几组对比来写济南冬天的温晴的?

明确：三组对比;

与北平对比：无风

与伦敦对比;响晴

与热带对比：温晴



(3)思考：响晴与温晴有什么区别呢?注意收集字词。

明确：重点在“响”与“温”上。“响”有响亮天空的意
味;“温”有温度不冷不热让人感以舒适的意味。

(4)讨论第二自然段在写作上有什么特色?用什么修辞物法写
老城的?

明确：用了一个过渡句使篇章结构严谨。由对天气的描写转
入对冬天山水的刻画。

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睡着”“唤醒”都是拟人的写法，将
“老城”人格化，使之带有生命的感觉与意味，表现了冬天
的济南“暖和安适”的特点。

2、出示第二幅课件图;雪后山暗图。

(1)朗读第3自然段。

(2)课文中有一字可概括雪后山景图的特点，哪一字?

明确：“妙”

(3)“妙”在何处呢?

明确：颜色妙：表黑的矮松，雪白的树尖、纯白的山突、白
黄的山群微黄的斜阳、粉色的薄雪。

神态妙：树尖顶着白花、蓝天镶上银边、花叶风儿吹动。

(4)这里又有了另外一种修辞手法，什么修辞手法?

明确：比喻：用“日本看护妇”比喻雪光，用“花衣”比喻
雪色。



3、提供第三幅画：冬天水景图。

(1)齐读第五自然段。

(2)思考：济南冬天的水与我们这里的冬天的水有什么区别?

明确：不结冰;绿;清亮。

本地冬天的水则没此特点。

(3)本段以上出现的两种修辞手法都有，分别找出在哪地方?

明确：比喻：“整个的是块人灵的蓝水晶”。

拟人：“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就
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出，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
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

三、总结全文

本文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把济南的山山水水活画在
我们眼前，让人直接感受到那里的风景，令人神往。

四、布置作业

1、背诵自已喜欢的句子或段落。

2、写一篇观察日记，写出自已的感受。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八

1。熟悉课文内容，理清文章层次结构和主要内容。

2。理解通过比较的写法突出事物的特点。



3。潜移默化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教学重点

1。熟悉课文内容，理清文章层次结构和主要内容。

2。理解通过比较的写法突出事物的特点。

教学难点

潜移默化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教学过程

[预习指导]

1．背诵课文1－3段。

2．查字典解决生字词。

[三分钟演讲]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请一同学描述此地春天的感受，由此引出北中国的冬天，由
于学生没去过，可造成疑问，激发学习欲望。

二、作者简介

三、检查预习：

1．6人背书片断

2．5人上黑板默写生字词，师生共同评价。



四、解题

引导学生理解题目中的提示的地点和季节。

五、分段朗读课文，师生混读，随机停顿，请其他学生接力。
这样可保证学生注意力集中，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

六、理清文章脉络：

1．问题设计：本文从哪几个方面写济南的冬天的？

2．学生独立思考，找出答案的举手，直到绝大多数学生行了
进行提问。

3．提问若干人，保证各种答案都有，言无不尽。

4．教师结合课文内容进行评价订正归纳小结。

参考：天气山景水色

七、分析第一部分：

1．问题设计：

（1）济南的冬天有什么特点？

（2）用了什么写法？

教学过程

2．学生思考（方法同上）。

3．抽签提问

4．学生补充后教师评价归纳小结。



参考：温晴：

对比：北平（大风）济南（无风声）

伦敦（无日）济南（响晴）

热带（日毒）济南（温晴）

八、堂上练习：

九、小结课文，提示学生热爱祖国的河山。

a类：完成课后练习二

教师视察后核对答案。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九

学习目标：

1、学会细致地观察并生动地描写自然景物；

2、学习文章严谨而精美的结构安排

3、灵活运用比喻、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

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1、领会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

2、培养学生“细致观察事物，抓住特点描述”的能力



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重点切入法

学法指导：精读、摘录

[4][5][6][7]

初一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视频篇十

《济南的冬天》是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三单元中的第二篇课文。
它是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写的一篇描绘济南冬天
的美丽景色写景散文。老舍先生用优美、亲切的语言让我们
领略到自然景物的美，领会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对济南的喜爱
和赞美。

对于刚刚跨入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
能力尚在形成之中。在我看来，大多数的学生应该都喜欢写
景的美文，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
审美情境，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
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1、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把握作者的感
情;

2、学习作者抓住景物特征展开描写，情景交融的写法;

3、体会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在写景中的作用，品味优美的
语言;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会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的
方法。



品位文章生动形象语言。

两课时

1.创设情境2.引导点拨法3.对话教学法。4.自主探究

一、导入

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之美誉的济南，真可谓“四面
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漫步垂柳掩映的小径，柳
丝拂面，空气清新，近看湖水碧波荡漾、荷叶田田，远眺青
山起伏，连绵不断，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
老舍先生对济南更是情有独钟，他把山水秀丽的济南活脱脱
地写进他的散文里，《济南的冬天》就是他其中的代表作，
这节课，我们共同学习这一篇写景抒情散文。

二、明确学习目标

三、作者简介：

提问：谁能介绍老舍的有关知识?

老舍(1899-1966)，现代作家和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
舍予，满族，北京市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
《牛天锡传》《骆驼祥子》和多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尤以
《骆驼祥子》影响最大。剧本中影响最大的如《龙须
沟》(1951年)、《茶馆》(1957年)，另外还有《女店员》
《全家福》《宝船》《神拳》等都曾轰动一时。这中间，
《龙须沟》影响最大，为此，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
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8月24日，老舍被
林彪、江青及反革命集团摧残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7岁。

四、播放课文录音，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听读过程中请同学们勾画出文中的生字词，思考下列问题：

1、济南的冬天天气有什么特点?作者是怎样突出天气的这一
特点的?

2.作者是从哪些方面表现济南冬天的主要特点的?

考察学生对生字新词的掌握情况，与学生共同讨论、交流上
面两个问题。

附：重点字词

设若：假若。

水墨画：中国画中纯用水墨的画。

贮蓄：存放，储藏。

空灵：灵活而不可捉摸。

明确：1.(1)济南的冬天主要特点是“温晴”。

(2)作者以自己亲身感受，通过和北平冬天多风、伦敦冬天多
雾、热带日光的毒和响亮作对比，写济南冬天无风声、无重
雾、无毒日的“奇迹”“怪事”，突出它的“温晴”，赞誉
它是个“宝地”，赞扬了济南独具一格的风貌。

2.在通过对比，总写济南冬天“温晴”的特点后，作者又从
济南的山和水两方面来表现这一特点。

五、分析与探究

1.分析第1自然段：

作者用了什么写法突出济南的冬天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

对比写法：北平(多风)济南(无风声)

伦敦(多雾)济南(无重雾)

热带(日光毒、“响亮”)济南(无毒日)

特点：“温晴”——推论：“宝地”

2.朗读第2自然段，想想，文章怎样转入写阳光朗照下的山景。

明确：用过渡句“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
转到写冬天的山。

3.提问：济南的这些小山有什么地理特征?

明确：小山把整个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
写出济南小山围城的地理环境。

4.提问：作者怎样写出阳光朗照下的小山特别可爱?

(l)用拟人手法：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
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用一“晒”、-
“睡”、-“醒”，一连串相关的拟人手法，烘托舒适温暖的
环境。

(2)用比喻、拟人手法：“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
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
说……”用“小摇篮”比喻小山围城的地理环境，用“看护
者”比喻四周的小山，加上温存体贴的抚慰，写出这一圈小
山的特别可爱。

(3)从人们的感受：面上含笑;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



了着落，有了依靠;人们的幻想，不仅描绘笑容，更突出心理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