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王教学设计课 老王教学设计(实用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老王教学设计课篇一

一、学习生字和新词。

二、整体把握文章内容及思想感情。

三、揣摩语言，领会语句的意味。

四、学习把握人物形象、概括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方法。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二、整体感知课文。

三、精读课文

（一）四人小组讨论，然后每组选一名同学在全班交流。读
完这篇课文后，也许你会不是刚才下面这些词语：贫苦、命
运、平等、尊重、同情……请你结合课文内容，围绕其中的
一两个词语谈谈感受。（本文里的老王，身体差，有一只眼
睛看不见，另外一只眼睛视力也不好，靠蹬一辆破旧的三轮
车挣钱养活自己，是一个贫苦者。而作者对他很同情，经常
照顾他的生意。）



老王送给作者香油和鸡蛋，“反正意思很明白，是送给我们
的。”但是作者又拿钱给老王，老王身体有病，是上门表达
谢意，作者没有领会老王的用意，只是以钱回报，没有与老
王更多地交流，感觉对不起老王的情意。作者认为自己自命
清高而“愧怍”。作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体现了知识
分子可贵的自省精神。

尊重老王的劳动，对生活困难的老王表示同情和关怀。

（四）细读课文中“老王来送香油鸡蛋”的段落，探究下列
问题。

1、为什么要详写这部分内容

这一部分写了作者一家和老王的珍贵友情，也是写老王向作
者一家表达谢意，令作者感动的一幕。

2、在这部分中，又为什么要详写老王的肖像、神态以
及“我”的心理活动

暗示作者从直觉出发，隐约感觉老王病得厉害，身体状况差。
详细写老王的肖像、形态，为后面自责因受惊吓而忽略老王
的心意做铺垫。

3、怎样理解作者所说的“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被老王的病
容吓倒了。

（五）联系上下文，揣摩句中加粗词表情达意的效果。

（1）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表示肯定不要他减半收费。“当然”用在这里，流露了作者
同情老王的心理。

（2）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



这点。”从“和“压根儿”表示老王做生意一直诚实。

（3）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
就免得托人捎了。”表示作者一定要给老王钱。

四、小结

这篇课文，作者用简洁、朴实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
人物以真实，产生惊人的震撼效果。同学们，今天，我们坐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幸运者应
该怎样对待不幸的人呢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同
学们，让我们学习杨绛女士把爱之光分一些给身边的人。

五、作业

抄写“老王来送香油鸡蛋”的段落。

老王教学设计课篇二

掌握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

1、培养学生对社会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2、培养学生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怀。

能够根据课文内容合理地分析人物形象

1、重点：分析人物形象

2、难点：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1、查阅文中出现的生字。

2、了解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运用情景教学的指导原则，通过音乐和图片及教师感情的投入
[诵读]创设情景，感染学生，进而通过对文章的学习，学习
老王善良、诚实的品质，学习作者关怀不幸者的精神，最后
在教师特设的情景（图片、音乐、解说）中，再次感染学生，
让他们产生共鸣，关爱他人，关注社会，实现情感态度和价
值的目标。

诗歌入

文章品味探究

合作讨论

（1）整体感知：教师活动：出示问题并总结板书。

1、老王的生活怎么样？

2、老王的为人怎么样？

3、作者一家如何对待老王的？

学生活动:自读，速读，抓要点，整体感知，交流意见。

（2）品味探究：教师活动：引导学生细读、品味，哪些自然
段受感动及原因并总结。

学生活动：细读，品味，批注，然后交谈发言。

（3）合作讨论：教师活动：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最后一句话并总结。

学生活动：互助式学习，讨论发言。

拓展延伸



教师活动：出示问题，身边哪些普通人曾给过你感动，写出
感动。

学生活动：学生思考并写一写，个别回答，述说生活的美好。

教师活动：点拨学生发言，配以“20xx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魏青
刚和青藏铁路工人”图片，引导学生把目标投向社会，发现
普遍人身上优秀的品质，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

教师再次创设情景，生活中的弱者，不幸者图片及音乐（让
世界充满爱）教师解说，让学生产生共鸣，从而树立“关爱
他人”的信念，最后在《爱的奉献》的歌曲中结束。

老王教学设计课篇三

邓永龙

教学设想：这篇散文以平淡似水的笔调，记述了生活在社会
最地层的普通人老王的艰辛生活琐事、人生经历，尤其是与
作者一家的交往，热情讴歌了老王不畏艰辛、任劳任怨、待
人忠厚、舍己为人的金子般的心，寄托了作者对普通劳动人
民的同情、敬佩和热爱之情。我在教学这篇文章时，先让学
生熟悉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线索，感受老王的思想品质，把
握老王的善与苦两个方面，体会老王与作者夫妇之间的相互
关爱，体察作者的爱心，理解本文的主旨。教育学生在生活
中也应像作者一样对不幸者、卑微者持一颗爱心，尊重他们，
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在通过品味语言，感受作
者语言的朴素、含蓄、灵气飞扬的特点，也让学生通过语言
了解一下当时那个时代。最后总结，着重指导学生掌握散文
的阅读方法。再用方法指导学生的写作。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目标



1、  理解、积累字词

2、  感知散文有关知识，学习散文阅读方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

1、  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理解贯穿全文的线索和段落的有
序安排

2、  以善良体察善良，感受人物思想感情

3、  揣摩本文意味深长的语句，体会作者的语言特色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

心理教育目标：正确认识别人的不幸，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

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   讨论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

课前预习：

熟读课文，熟悉课文内容，积累生字词。了解作者生平，了
解老王所处的时代特征。

课堂教学步骤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心理

教育

导入  

放背景音乐《爱的奉献》，导语 ：同学们，正如歌中所呼
唤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以纯真的情感关爱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他人，那么人世间真的
会多一份阳光，少一些冷漠；多一份文明，少一些残酷。爱
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美德，杨绛女士的《老王》将通
过写与车夫的交往，向我们诠释了这一并不深奥的生活命题，
下面我们来认识杨绛。

听音乐，激发感情

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让学生初步感知本文的主旨。为下面
的学习做铺垫

认识作家

了解有关作者情况

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整体感知

阅读课文，相邻的同学可互相讨论；举手作答，自由发表自
己的看法，补充同学所答

合作探究

四人一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以善良的心去对待不幸者，以坚强的心面对自己的不幸



品味语言

根据课前预习，结合时代特征来做答第一题，根据表达效果，
思想感情来回答第二题

揣摩本文意味深长的语言，体会作者的语言特色。认识老王
悲剧的社会根源

拓展延伸

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谈自己的经历，语句要精练、感人

激发学生的爱心、同情心。实现情感目标

以健康的心态善待不幸者

总结指导散文阅读

学生结合本课所学，感受要点

认识散文，学习散文阅读方法

作业 

再次认识人物思想感情，思考如何写作

深入领会思想感情，学习写作散文

老王教学设计课篇四

1、以善良体察善良，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

2、理解、积累惶恐、荒僻、滞笨、愧作等词语。

3、熟读课文，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



4、探究贯穿全文的线索和段落的有序安排。整体把握课文，
体察人物思想感情。

5、揣摩本文意味深长语句的含义，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匠心。

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的思想感情，激发
爱心。揣摩语言，深入领会语句的意味。

1、自读点拨法。本文是写人记事的散文，通过叙写与车夫老
王的交往片断；刻画了虽穷苦卑微却纯朴善良的老王形象。
学生诵读中以善良体察善良，感悟情感，陶治性情。教师点
拨、突出作品提出的关怀不幸者的写作意旨。

2、合作探究法。阅读中关乎作品情感、材料组织等问题，鼓
励学生大胆质疑，合作研讨解决。

多媒体cai课件、录音机及磁带、投影仪及胶片、打印好的文
字资料。

(背景音乐：《让世界充满爱》)

同学们，正如歌曲中所呼唤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以真纯的情感善待、关爱同在一片蓝天
下的他人，那么人世间真的会多一份阳光，少一些冷漠，多
一份文明，少一些残酷。爱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美德，杨
绛女士的《老王》将通过与车夫的交往，为我们诠释这一并
不深奥的生活命题。

1、投影显示生字词，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1)注音

塌败取缔伛翳骷髅绷滞笨愧怍



(2)释义

塌败滞笨取缔愧怍

2、学生所读课文，以善良体察善良，领会作者与人物的思想
感情。

听读中发挥想像，头脑中再现鲜活的人物形象。

从课文写老王的生活片断可以看出，老王穷苦卑微却纯朴善
良。他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
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
棍，孤苦伶仃。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他
的眼睛又不好，一生凄凉艰难，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
幸者。但是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他需要
钱，可是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
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是一个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
染的极其纯朴的好人。

作者对老王这样的不幸者不是冷漠、蔑视而是本着平等观念
和人道主义精神去关心、爱护他。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
给他大瓶鱼肝油。

3、学生分段诵读课文，概括要点，列出提纲。

教师作阅读提示：课文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写老王的
几个生活片断，条理有序，一脉相承。

学生归结：课文开头四段先写老王的职业生活缺陷、居住条
件等情况。

4、合作研讨。

(1)、作者的善良有许多表现：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的车；



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王送来香油鸡蛋，不
能让他白送，也给了钱。作者的善良还表现在关心老王生活，
三轮改成平板三轮，生意不好做，作者关切地询问他是否能
维持生活。作者的女儿也像她一样善良，知道老王有夜盲症，
送给他大瓶鱼肝油。

老王的善良也有许多表现：愿意给我们带送冰决，车费减半；
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
钱不够。老王的善良更表现在，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
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
谢。

结尾一句话，应该这样理解：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
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
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
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作。

(2)、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
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
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
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
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
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
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
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
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
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
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
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
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



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
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
所有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3)、作者对琐碎材料的组织以成有机整体，是兼用逻辑顺序
和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开头四段写老王的三点基本情况是按
逻辑顺序，正因谋生的困难，收入少，所以生活清贫。下面
三段是按时间顺序。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还设置了贯穿全文的线索，即是以与
老王的交往为线索的。坐老王的三轮，一路说说闲话，作者
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写老王眼疾，送他鱼肝油，
可见一家人对老王很照顾。老王对钱家也好，在服务费上双
方总是非常客气。三轮改平板三轮，没法坐了，作者还是很
关心老王，对老王有好处，所以老王总觉得欠了一笔人情，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也要表示感谢。以彼此交往为线索，全
文一脉相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5、杨绛女士的文学语言朴素本色，却灵气飞扬，别有韵味，
试比较下列三组语句在语意、感情色彩、表达效果上的不同，
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匠心。你还能举出文中类似的语句吗?
（参见课后练习）

6、说话训练。

爱是人间的春风，是生命的源泉，缺乏爱心的社会将会是一
片沙漠，一片荒原。通过与街头墙角那些摆小摊、扫大街、
捡破烂的沟通、交流，对你一定很有触动，请学生说出自己
的感受和体会。

1、教师讲解：写人为主的记叙文，大多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典
型细节，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的生动描写，
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精神风貌，勾勒人物形象。



怎样写好这类文章呢?

(1)确定写作对象。要选择自己最熟悉，对自己有影响，和自
己有交往，又有典型事例能突出他某一方面特征的人。

(2)选好了写作对象后，根据你的了解，想一想哪些事例给你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进一步思考从你们的交往过程中，
也就是从你准备选用的事例中，抽出共性的东西。这一共性，
恰是要突出表现的中心思想。当确定了中心后，再从多件事
例中精选最能体现中心的材料。

比如文中老王离世前一天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最能见出老王的心地善良。

(3)第三步，为了有效地突出中心，想一想哪个事例应当详写，
哪些事例可以略写。

(4)第四步要考虑的是如何安排这些事例，先写哪个，后写哪
个。从哪个角度人手，怎样收束全文，这几个事例以什么为
线索将其串连起来。考虑基本成熟，可以简要列出提纲。如
本文段落的有序安排。

(5)下笔成文。书写时，头脑中浮现出人物的形象和事情的经
过，要带着情感去回忆，力求一气呵成。成文后，改换欣赏
者的身份默读此文，进行修改、润饰。

2、投影显示以下文题，请学生任选其中一题说出自己的写作
构想。

(1)我的`(爸爸、妈妈、老师、好友)

(2)他(她)是一个的人(如：勤奋好学、助人为乐、热爱生活、
乐观、充满爱心)



(3)我逐渐了解了他(她)

(4)其他：童年的伙伴、挚友、手足情深

老王教学设计课篇五

二、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及思想情感，理解老王的“苦”
与“善”。

2、体会作者的善良，引导学生以善良对待善良，关爱弱者。

（二）教学侧重

（三）课堂预设

1、新课导入  

说说自己身边最苦的人。（职业、生活条件、身体状况）

2、研读老王之“苦”

（1）随机朗读（1——4）自然段；

（2）讨论老王之“苦”：生活艰苦   精神凄苦

[设计说明]

3、研读老王之“善”



（1）默读（5——22）自然段；

（2）讨论老王的品质：善良  朴实

[设计说明]

4、梳理“我”一家之善，领悟文本思想感情

（1）讨论：“我”一家的善良都表现在何处？

（2）讨论：老王死后，作者认为自己对老王这样关爱够了没
有？

（3）结论：呼唤周围的人对苦人、弱者更多一份关爱。

[设计说明]

5、拓展延伸

[设计说明]

联系文本主题及生活实际，根据课堂时间，作适当的讨论，
肯定学生的爱心。

6、课后作业 

仔细观察身边的苦人、弱者，以最简洁又最感人的语言描写
出他们的生存状况。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1、品味本文语言以及组织材料方面的特色。



2、局部对比学生与杨绛的描述，学习体会作家精彩的写法。

（二）教学侧重

（三）课堂预设

1、回顾上节所学

简述叙事内容及主题，为语言、组材特色分析作铺垫。

2、讨论语言特点

（1）联系课后第二题，举例说明本课语言特色；

（2）归纳语言特点：简洁  朴素

3、讨论组材特点

（1）举例说明叙事特点；

（2）归纳叙事特点：琐碎  平淡

4、小结杨绛作品特点

5、讨论学生习作得失

（1）典型习作（上节课后作业 ）投影阅读；

（2）对比杨绛讨论得失；

（3）修改各自上节课后作业 。

6、选择作业 

课后练习三“改写”或者“我读杨绛”选一。



附板书：

苦：  生活艰苦 精神凄苦

1、 老王——以—善—良—对—待—善—良——杨绛

善：    善良  朴实

语言    简洁  朴素

2、 杨绛作品————————————  真实 震撼

叙事    琐碎  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