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 雪八
年级语文教案(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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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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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整体感悟文章的内容：

2品析文中的两幅雪景图：

3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4学习文章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

教学重点：品析两幅雪景图。

教学难点：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教学设计：

一、 导语：

播放的《塞北的雪》

投影《塞北的雪》的歌词

2、 我们从哪句话可以看出?



二、 教师表情朗读课文，学生思考：

投影显示：

1、 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哪两个地方的雪景?

(明确：南方的雪和北方的雪)

2、 南方的雪和北方的雪整体上有何不同?从哪些地方可以看
出?

(明确：南方的雪美艳、北方的雪孤独)

三、 学生再读课文思考，4人一小组讨论总结投影上的问题。

四、 教师判断正误，引出：

投影显示：

南方的雪有什么特点呢?从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没
有遗憾?为什么?

(讨论明确：滋润美艳 绚丽有趣 但不能持久)

五、 请学生齐读课文最后三段，思考：

投影显示：

(讨论明确：因为她“永远如粉，如沙，决不拈连，蓬勃的奋
飞”。从这里还能看出她独立的个性和斗争的激情以及献身
的精神。)

2、 作者称北方的雪是什么?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北方雪的什
么态度?



(明确：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对北方的雪的喜爱)

七、 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写一篇随笔：

投影显示：

《雨中庐山》图 播放钢琴曲

八、 教师点评学生的现场作文。

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篇二

思考：

(1)文中描写了几幅雪景?明确：江南的雪和北方的雪(2)划分
段落

明确：全文可分两个部分。

1、问：作者是如何描写江南雪景的?明确：景、人两方面进
行描写的。2、修辞

明确：腊梅蝴蝶葫芦

6、归纳江南的雪的特点：滋润美艳、春意盎然

八年级语文雪的教案(三)

北方的雪

1、修辞

明确：两个比喻句：如粉、如沙：如包藏火焰的大雾。2、描
写北方的雪的特征的动词



明确：蓬勃、奋飞、旋转、升腾、弥漫、闪烁

3、提问：你是如何理解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的含义?学生讨
论、交流。四、课堂小结板书设计：

雪

(哲理：要用奋斗来创造美好的世界)

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篇三

教案示例一

重点：朗读与背诵

难点：体会名句的意蕴，学习鉴赏名句。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学习《归园田居》

1.简要介绍陶渊明，晋代诗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侧重于其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

2.听读，点拨“秽”、“荷”等字的读音，学生朗读。

3.理解诗意：

(1)“草盛豆苗稀”一句表明了什么？

(2)请想象“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
我衣”所写出的情景。并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前2句体现
了农家生活的艰辛，后2句优美的月色描写表现出作者不以为



然，反而享受着这劳作之趣。）

(3)末句点明主旨，“但使愿无违”的“愿”是什么，陶渊明
有怎样的愿望？（不愿同流合污，为了能保持完整人格和高
尚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

4.总结：此诗写田园劳作之乐，表现了诗人愉快恬淡的心情
和对归隐生活的满足遁世思想。用语平淡自然，朴素如口语，
不见丝毫修饰，但平常中富于情趣，夜色柔和优美，意境醇
美。“带月荷锄归”一句，展现了一幅美丽的“月夜归耕
图”。

5.朗读并背诵。

二、学习《过故人庄》

1.齐背孟浩然的《春晓》导入，简介孟浩然，与王维并
称“王孟”，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2.听读，点拨“黍”、“圃”、“轩”的读音，学生朗读
（点拨五言绝句的节奏，着重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

3.理解诗意：

(1)首句交代了什么？（朋友情真意切，盛情款待）

(2)故人村庄的景色是怎样的？请想象“绿树村边合，青山郭
外斜”是怎样的景色，并口头进行描述。有人说，这两句写
景写得很成功，你能说说它的成功之处吗？（景色开阔，清
幽恬静。）

(3)“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写什么？（对窗赏景，
把酒闲谈。

(4)最后两句写出作者什么感情？（对农家生活的喜爱，与朋



友感情融洽，相约再聚。）

4.总结：此诗写诗人对田园情趣的感受，表现了闲适恬淡的
情趣。体现了他悠然闲适的诗风。是诗人山水田园诗代表之
作。

5.朗读并背诵。

第二课时

一、学习《钱塘湖春行》

1.孟浩然笔下的故人庄是世外桃源，而在人间天堂的杭州西
湖，又是怎样一种美丽呢？

2.听读，点拨“堤”字的读音及七言诗句的节奏，朗读

3.理解诗意

(1)从诗中看，作者是怎样游览西湖的，路线是怎样的？（骑
马绕湖游玩，从孤山寺到贾公亭再到白沙堤。）

(2)作者选取了哪些景物来表现西湖的美？（写莺燕花草，既
有动物，又有植物。有动有静，有声有色。）

哪些词语写出了这些景物的特征？是什么特征？从所写的景
物来看，诗中所描绘的是什么季节？（水：初平――刚涨莺
燕：几处、早莺、暖树、谁家、新燕、春泥。――刚回来，
鸟儿不多，春寒料峭，寻找向阳之树以驱寒。花草：渐欲、
才能。――刚长起来。描绘早春之景。）

（诗贵含蓄，意在言外，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西湖景色
如此美，作者最爱的白沙堤就更不用说。）

(3)如何理解“水面初平云脚低”？（见书）



4.总结：此诗写作者早春骑马游览西湖，描绘了西湖美好的
春色，表现作者的喜爱之情。

5.朗读并背诵

二、学习《书湖阴先生壁》

1.简介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

2.朗读

3.理解诗意

(1)首2句表现了主人怎么样的品德情趣？(主人勤劳好洁，清
静脱俗)

(2)末2句写景妙在哪里？写出了山水怎么样的特点？（“护、
绕”写出溪水温柔多情，曲折多姿，“排、送”写出青山山
势若奔，翠色欲滴。）

(3)本诗的写景顺序及特点？（由近到远，采用了拟人和对偶。
）

4.总结：本诗表现了诗人喜欢恬淡愉悦的生活情趣。

5.朗读并背诵。

三、学习《游山西村》

1.简介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平生作诗近万首，是古代
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

2.朗读

3.理解诗意



(1)作者游玩经历了什么，心情如何？

(2)农家如何待客？风俗如何？（农家热情好客，淳厚质朴。）

(3)作者对此处的`感情如何？（诗人陶醉于在优美的山野风
光和农村淳朴的人情里。）

(4)佳句赏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写
出山西村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另一方面它又富
于哲理，表现了人生变化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令人回味无穷。
现在多用来比喻人在遇到困境时会生出许多希望。）

4.总结：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恋恋不舍之情。

5.朗读并背诵。

教案点评：

古诗的学习，首先在朗读与背诵，让学生在正确朗读的基础
之上，对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与情感作简要的点拨，然后进行
背诵。如果学生水平较高，可进行改写练习。

教案示例二

重难点分析

重点：理解诗歌的意境和作者所抒发的感情可以结合诗歌写
作背景，特别是诗人此时的心情来读诗，指导学生反复朗读
诗歌，掌握赏析诗歌的基本办法。

难点：《归园田居》和《游山西村》两首诗所蕴涵的情感。
可为学生介绍背景和作者的情况，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篇四

大自然的语言

科目：语文

学生年级：八年级

课时：第一课时

教师：罗丽红

一、教材内容总分析

课文开头一段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
寓说明于描写之中，如同展现一幅四季风光画卷，既引人入
胜又使人联想，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大自然的物候现象，
如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实际上起着预报农时的作用，从
这一点上说，物候现象仿佛就是传递信息的“大自然的语
言”。题目标作“大自然的语言”，其实是“物候现象”的
形象化的说法。

二、教学目标

1、积累词语，并学会运用。

2、整体感知课文，学会筛选信息并概括要点。

3、揣摩语言，体会本文语言准确、生动优美的特点

三、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通过本文的教学来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激起学生探索科学



奥秘的志趣。这篇课文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
科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本文的学习重点是概括要点和学习语言。必须扣住这两个重
点进行教学。概括要点就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用课文中的
话或自己的话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比如，什么是大自然的
语言，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影响物候的因素有哪些，
物候观测对于农业有什么意义等等。而学习本文的语言，主
要是学习本文准确严谨、生动优美的语言，特别是第一、二
段描写四季景象的语言，要指导学生把它们积累下来并学会
运用。

四、教学过程

一、学生活动：

1、阅读课文，预习生字词并解析成语的意思

你会读加点的字吗？将字音写在括号内。

连翘．（）翘．尾巴（）观测．（）道观．（）差．异（）
差．遣（）差．劲（）参差（）播种（）耕种（）落．．．．
叶（）丢三落．四（）落．枕（）

萌．发（翩．然（）孕．育（）簌．簌（）销声匿．迹（）
风雪载．途（）衰．草连天（）

2、通过预习，收集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的农谚

二、教师活动：指导学习·研讨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走进大自然，人会神清气爽，
心旷神恰。今天我们不是去领略大自然优美的风光，而是去



探寻大自然的奥秘，学习一篇介绍物候学知识的说明文。

（二）认识作者，检查预习情况

1．简介作者

2．检查字词预习，夯实基础。

3．学生分享自己收集的农谚，并解析是什么意思。

（三）.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1．范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2．学生自读，给课文分层次并画出自己喜欢的语段。

（四）理清思路

思考文章是从哪些方面来介绍物候学知识的？

（五）合作交流，解读探究

读第1至3自然段，根据下列问题评点课文

1．每个自然段写什么？（请用自己的话概括。）

2．文章一开始从丰富的物候现象写起，作者寓说明于生动的
描写之中，文中 哪些词语用得既准确又生动？有何作用？
（在书上作好评点。）

五、教学评价设计

这节课我们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对第1、2、3自然
段的语言进行精点精评，特别是让同学们收集农谚的过程，
让学生更学习到农谚和物候知识，从中我们体会了说明文中



也可以对事物进行准确、生动、形象的描写，这既增强了说
明的生动性，也增强了说明的文学性。这种寓说明于描写之
中的写法值得我们学习。

六、帮助和总结

这是一篇说明文，教学时可以淡化文体，只把它当作一篇科
普文章来处理。所以，重点还是积累科学知识，学习文章语
言。但也可以适当地引导学生从中学到一些读、写说明文的
方法。比如，可以有意识地使学生注意，说明事物不仅要注
意准确、科学，而且还要力求做到生动形象。

大自然的语言

科目：语文

学生年级：八年级

课时：第二课时

教师：曾文婷

一、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课文，理清说明顺序。

2.学习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说明事物

3.了解物候知识，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志

趣。

教学重点：学习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说明事物

教学难点：了解文中介绍的物候知识。



二、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通过本文的教学来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激起学生探索科学
奥秘的志趣。这篇课文同时也告诉我们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
科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本文的学习重点是概括要点和学习语言。必须扣住这两个重
点进行教学。概括要点就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用课文中的
话或自己的话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教学形式：由3至4个学
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根据老师提出的思考题自学课文内容，
然后集中讨论，交流学习体会。再从若干组中选派若干名同
学作代表上讲台讲课，听后互相评议，教师适时点拨，最后
归纳小结。

三、教学过程

（一）、

复习上节课内容，抽查学生背诵第一自然段。

（二）、学习．研讨 4-12段

自学思考题：

1．给4-12段分层，并用自己的话概括每个层次的主要内容

2.文中主要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举了哪些例子？各用
来说明什 么问题？

4．研究物候学有何意义？

再次朗读6-10段，思考：

（1）物候现象的决定性因素？作者是按什么顺序介绍物候现
象的决定因素的？



（2）作者主要用什么说明方法来分别说明这些因素的影响？

（3）第10段中，“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可否
删去？为什么？

教师总结：说明文以介绍给人知识为目的，所以要求说明语
言宜简洁、准确、严密。但有时为了增强说服力，激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又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说明事物，本文即是一
个很好的范例。

（四）、延伸拓展，转化课堂知识

1．我要求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农谚，并说明其中包含的物候
知识。

2．除了农谚，古代的诗歌也有不少反映物候知识。白居易的
《大林寺桃花》就是一例。联系课文中的物候知识，谈谈对
这首诗的理解。多媒体显示：

3．教师请有旅游经历的同学谈谈在旅游中了解到的物候知识。

（五）、继续探究课文、释疑问难。帮学生解决学习中我问
题。

（六）、走进自然畅谈收获。

（七）、布置作业：巩固基础（文字资料，练习题）

八年级语文教案第一课教案篇五

知识与能力目标：

1、理解诗歌大意，体会作者乡愁之中难掩人生诗意的愁绪。



2、了解古诗写法上起、承、转、合的结构特点，背诵并默写
古诗。

过程与方法：

1、借助注释疏通文意。

2、读悟结合，感受古诗意蕴。

3、用换字对比的方法，学习古人用字的精炼，体会作者的感
情。

情感与价值观：

通过诵读、体悟，激起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梳理作者情感脉络。

ppt课件

一课时

一、导入：

（出示李白写到黄鹤楼的两首诗）大诗人李白在很多诗里都
写到黄鹤楼，但是有一天他再次登临黄鹤楼的时候却郁闷地想
“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为什么呢？他气愤
对着美景无法下笔，因为之前一位诗人写黄鹤楼的诗作已经
无法超越。到底是一首怎样的诗让李白都自愧不如呢？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这首《黄鹤楼》。

二、借助注释，初识大意。

文下注释是帮助我们读懂文章的得力帮手，会学习的学生都
不会忽略它。利用注释，给同桌说说每句诗的意思。



知道诗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就行了呢？答案绝对是否定
的！“诗言志”，就是说诗文是为抒情而作的，我们要和作
者有“共情”，才算读懂了诗。

三、起承转合，了解结构。

古人写诗讲究章法。ppt介绍起承转合。

四、紧扣关键，体悟感情。

尾联直接抒情，是分析本诗的突破口。

ppt显示尾联。

抒发了什么感情？（思乡）从哪个词看出来的？（乡关）

诗人的“愁”仅仅是乡愁吗？

ppt出示崔颢生平。

明确崔颢少年及第进士，本有美好人生，怎料时运不济，终
是郁不得志。引导学生看到乡愁掩饰之下的人生失意之悲。

五、换字对比，解析情感。

这种人生不得意的愁绪是贯穿始终的。你从前面几联的叙事
写景中能感受到吗？

首联“去”可否换成“来”？“空”可否换成“只”？

颔联“空”可否换成“飘”？

怎样理解颈联写景句和情的关系？

六、有感情吟诵、背诵古诗。（加配乐）



七、知识迁移。

ppt出示李白的诗作《鹦鹉洲》，试与《黄鹤楼》比较，说说
发现了什么？（仿写）

八、学法小结：

请大家回忆这堂课的学习过程。

ppt出示：

古诗学习都不难，文下注释能帮忙。

起承转合明结构，直接抒情突破口。

换字对比细体悟，叙事写景为抒情。

带上感情多吟诵，举一反三触类通。

九、作业：写作训练

这首诗情景交融，每句都有画面感，请选择最喜欢的一句，
体悟诗意，利用联想和想象，写一段充满诗意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