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语文教案万能(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中语文教案万能篇一

:

2、了解话剧的特点，品味个性化语言。

一、简介作者和剧情: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原籍湖北潜江。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有很大
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剧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四
幕剧《雷雨》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
台背景（周家的客厅，鲁家的住房）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
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
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它写的主要是属于
资产阶级的周家，同时又写了直接受到掠夺和侮辱的鲁家。
《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有的死，有的逃，有的变成了疯
子。剧本的这种强烈的悲剧性不只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
罪恶和他们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而且引导观众和读者不得
不追溯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这正是《雷雨》这一名剧
深刻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二、分析剧情和矛盾冲突:

（1）梳理人物关系:说说下列人物存在哪些冲突？主要矛盾
是什么？（显示人物关系表）



（2）第一场戏的剧情如何发展？

三、分析在冲突中所表现的人物性格

（1）周朴园怀念鲁侍萍的感情是否真实？请试加分析。

（2）周朴园对鲁侍萍相认前和相认后的态度变化是否矛盾？
为什么？

（3）你认为周朴园是怎样一个人？

（学生自由讨论、发言）

周朴园的性格特点可以用四个词概括:自私、虚伪、阴险、狡
诈。他对侍萍的怀念是有真诚的成分的，但他怀念的是30年
前的梅小姐，是不会对他的现在构成威胁的梅小姐，从这点
看，他又是虚伪的。当现实的利害关系占了上风，侍萍的出
现会破坏他的形象，威胁他的名誉、地位的时候，他凶相毕
露，残酷、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正如繁漪所说，他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伪君子。

《雷雨》在纠缠着血缘关系和命运巧合的剧情中深刻地反映
着现实的社会内容，鲁侍萍、鲁大海和周朴园的冲突本质上
是阶级冲突，冲突的残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鲁侍萍、
四凤等人的悲剧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旧家庭的罪恶。

:

（1）试分析下面一段对话: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 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30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2）有感情朗读下面几句话，体会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周朴园 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周朴园 （忽然）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侍萍 （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1）全剧的标题“雷雨”有什么象征意义？

（2）鲁侍萍到底有没有出路？请发挥你的想象力，以“走出
周公馆的侍萍”为题目写一篇短文，字数不限。

高中语文教案万能篇二

1、认识剧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
本质。

2、了解戏剧结构的基本特点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初步掌握
戏剧鉴赏的基本方法。

掌握纷繁复杂的戏剧冲突，欣赏异彩纷呈的戏剧语言。

认识周朴园思想性格的复杂性。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我们已看过根据曹禺原作改编的电影《雷雨》。今天，我们
一起来读读原作，看看在30年代作家为我们勾勒的酝酿在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闷空气里的一场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
的雷雨画卷。

二、简介曹禺及《雷雨》

1、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我国杰出的剧作家，
当代语言艺术大师。1933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处女作
《雷雨》，一举成名。此后又接连创作了《日出》(1935)、
《原野》(1937)，从而奠定了在中国戏剧界的大师地
位。1940年创作了《北京人》，并把巴金的同名小说《家》
成功地改编为话剧，从而进入了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解放
后，长期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这一时期主要创作了
历史剧《胆剑篇》(1961)和《王昭君》(1978)。

2、本文以“雷雨”为题的含义

《雷雨》写的是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矛盾，这些矛盾
的酝酿，激化，在一个“天气更阻沉、更郁热，低沉潮湿的
空气，使人异常烦躁”的下午趋向高潮，最终这个罪恶的大
家庭崩溃了。这一切都是在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之夜进行的，
整个故事的背景、情节都和雷雨有关。同时，作者以象征的
手法告诉人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闷的空气里，一场
大雷雨即将到来。这就深刻地反映了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中
国社会的现实。

三、简单介绍戏剧的有关知识

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我们这里讲的戏剧实际上是剧
本，它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戏剧离不开戏剧冲突，它表现在
人物性格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动作。

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即台词）和舞台说明。



按照不同的标准，戏剧可以分为不同种类：

按剧情繁简和结构分为独幕剧、多幕剧（如《雷雨》）；

按题材所反映的时代分为历史剧（如《屈原》）、现代剧（如
《雷雨》）；

按矛盾冲突的性质分为悲剧（如《屈原》）、喜剧（如《威
尼斯商人》）、正剧（如《白毛女》）

四、本文的情节结构

本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三十年后周朴园和侍萍再次相
见。这一部分又以侍萍说明自己的身份为界，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主要写他们过去的矛盾。侍萍以叙述别人故事的口吻，
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揭露周朴园的冷酷；第二层写他们现
在的矛盾，通过周朴园认出待萍后态度的变化和侍萍的表现，
暴露周朴园的伪善面目。

第二部分写周朴园与鲁大海父子、侍萍与周萍母子会面，通
过周朴园和鲁大海的激烈冲突，提露周朴园贪婪、冷酷的本
性，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斗争。

五、本文的矛盾冲突

冲突是戏剧的主要特点之一。课文中出现的四个人之间有交
叉的多重矛盾；

（1）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本家与以鲁侍萍为代表的下层劳动
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根本利益的冲突。

（2）周朴园同鲁大海——父与子的矛盾冲突。

（3）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本利益的冲突。



（4）鲁大海与周萍——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

（5）鲁侍萍与周萍——母与子的矛盾冲突。

（6）资本家的冷酷、虚伪、自私和下层劳动妇女的善良、正
直、坚韧两种思想性格的对立冲突。根本性质的冲突。

第二课时

一、导入

《雷雨》的成功，可以说首先就是语言上的成功。（投
影：“钱谷融语”。全体齐读）

曹禺先生的剧作，正是以其精致的语言，塑造了鲜活的人物
形象，从而创造了无比美妙的艺术境界。下面，就让我们一
起，经由一个个具体的语言场景，来把握周朴园这个人物形
象。

二、品读

本环节主要由学生从文本中寻找、发现、讨论、分析、概括
周朴园的性格，教师点拨归纳。

重点研读段落举例：（分角色朗读）

周朴园不觉地望柜上的相片，又望侍萍。半晌。

朴（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不是我要来的。

朴谁指使你来的？

鲁（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朴（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小结：刚才的讨论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周朴园的内心世界极
为复杂，在他身上，这种多情与绝情、温情与冷酷、人情味
与铜臭味，时时交织在一起。难怪曹禺先生会这样说：“周
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
意淹死两千多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
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所以人
艺著名演员郑榕也很有感慨地说：“要完全认清周朴园这个
人物复杂的、多层次的内心世界，把握周朴园的复杂性格，
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的。”但不论如何，要把握人物内心，理
解戏剧的矛盾冲突，应从语言入手，且要重视对关键台词和
关键舞台说明的分析。

三、练习

四、作业：品味戏剧语言，以“我眼中的×××”为题，写
一篇随笔。

高中语文教案万能篇三

教学重点：通过学生对戏剧语言的把握，体会戏剧矛盾冲突，
把握人物性格；

教学难点 ：戏剧语言的分析；

教    具：投影片  录音带  录音机

教学过程 ：

一、 导入  语

明确：暴风骤雨



教师述：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我国有一剧本的问世，
也可以用这一个成语来形容。它的问世，就好象是一场暴风
骤雨一般，震惊了当时整个的剧坛。从此以后，我国剧坛才
有了可以和世界优秀剧本相媲美的话剧作品。这部话剧，半
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常演不衰，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剧
目之一。那么这部话剧作品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现当
代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著名话剧《雷雨》。(板书课题：雷雨)

[过渡]：那么在上新课之前，我想先问问同学们，通过我们
的预习，你对这部话剧作品有了多少的了解呢？我想请几位
同学起来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学生回答]

二、简述《雷雨》的有关情况

教师述：这一部《雷雨》创作于1932年，迄今为止刚好是70
年。这么长的历史，但它仍然不断地活跃在国内外的各大舞
台之上，据说最近还有人把它搬上了荧屏。有机会同学们可
以去看看这方面的录象或电影。

那么我想，一部作品能够具有如此悠久的生命力，总要有它
一些独特的魅力，总要能够打动我们读者的心灵，总要能够
有助于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和思考。那么《雷雨》的成
功之处又在哪里呢？它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讨的问题。那么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篇课文。

三、 复习戏剧的有关常识

[学生回答]

教师明确：戏剧语言和戏剧冲突



[问]：那么这里的戏剧语言又包括哪些内容呢？

[学生回答]

教师明确：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

[问]：那么这里的戏剧冲突又指什么呢？

[学生回答]

教师明确：指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更多的体现为人物间的性
格冲突。

四、 找出戏剧人物，并分析人物间的关系

教师述：那么既然讲的是人物间的矛盾冲突，那么我们看看
在本篇课文当中出现了哪些主要人物呢？他们之间又有怎样
的关系呢？我想请同学们用一张图表的形式来表示一下。

[学生找，回答，教师板书]（内容见后面的板书）

五、 找出矛盾冲突最强烈的部分

教师述：我们再对这张人物关系图来分析一下，我们看，这
篇文章主要围绕了哪一个主要人物来展开矛盾冲突的？（明
确：周朴园）那么我再深入地问一句，这个周朴园和哪些具
体人物之间具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明确：鲁侍萍、鲁大海）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把节选的这一部分按照矛盾冲突来划分
场次的话，我们说，可以划分成几个部分呢？（2个部分：一
场写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矛盾冲突；一场写周朴园和鲁大海的
矛盾冲突）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来赏析其中的第一场。那么
在赏析之时，我想请同学们起来分别扮演剧中的两个人物，
来体会一下这两个人物之间强烈的矛盾冲突，进而体会人物
不同的性格。



[问]：那么我们选择哪一段来表演更能体现出人物之间强烈
的矛盾冲突呢？

[答]

[教师明确]：第一场中的第二个层次

六、 学生分角色朗读，体会矛盾冲突，把握人物性格

[学生朗读]

[学生点评]

七、 归纳表演技巧

学生讨论后教师明确并板书：身份、地位、处境的变化、舞
台说明、性格、心理等

八、 学生结合上述表演技巧，再一次表演并点评

（略）

九、 听有关这一部分的录音，请学生注意朗读时的重音、停
顿、节奏及语气

（略）

十、 总结全文并布置作业

表演是一种艺术行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就要根据剧中人物
的性格说话、行动，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生活积淀和艺术修
养。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了上述的表演技巧，课后试着去排演周
朴园和鲁大海之间的一段矛盾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留



给大家的作业 。

板书设计 :

矛盾冲突：周朴园和鲁侍萍  周朴园和鲁大海

高中语文教案万能篇四

“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约翰?唐尼在《沉思》中写道。
人类从远古的人猿走来，依自然而生，傍自然而活。可以说，
我们，便是大自然哺育的儿女，大自然精妙的艺术品。而工
业革命以来，科技在人类与自然间筑起了一道墙，人与自然
似乎很“远”，但其实不过一步之遥。

古人很早就开始拥抱自然，为现代人作出表率。王维“行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闲令人赞叹；苏子“一蓑烟雨任
平生”的豁达令人欣赏。即使是在现代，也有千万“驴友”
身体力行，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村上春树通过日复一日的
长跑从大自然中汲取写作的灵感。穿上跑鞋，不必带有过多
烦虑，便可以跑步去拥抱自然；戴上耳机，不必在意世俗纷
争，自己便是自己世界里的神。只要我们有亲近自然的心，
那么张开双臂，拥抱自然，对于我们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诚然，自然虽美，但我们也要珍惜爱护，切勿让伸手可及的
美变得可望不可及。柴静的《穹顶之下》唤发了人们的环保
意识。去年的“apec蓝”也让我们看到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
我相信，我们拥抱的，一定是一个纯净无瑕的自然。

点评：

古今融杂，语言轻灵，骈偶并用，立意高远。

我的生活是蓝色的



我最爱站在天空下，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总是一望无际的蓝，
看着这片蓝，我总是禁不住浮想联翩，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为什么会有白云围绕在它身边?这片蓝色的天空，留给我无尽
的遐想。就像生活一样，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奥秘，但我们却
无法去解释它，我们每天都会对着它幻想。这就给我的生活
增添了一笔神秘的色彩，而这一笔色彩，就是蓝色。

我的生活是绿色的

走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几块草坪，旁边立着几棵树木，有的
树下偶尔会长出几朵小花。每天都会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这幅
景象，看着看着，我不禁心疼起它们来。大树是城市的空气
吸尘器，花儿和小草是城市的装扮者，可现在，本应长得高
大的树木却是瘦骨嶙峋;本应开得鲜艳的花朵却像霜打过的茄
子;本应长得繁茂的小草却仅露出了头，每天都在胆颤心惊中
度过。从那天起，我每天都会把洗脸后剩下的水装到矿泉水
瓶里，然后在去上学的路上浇那些花草，我知道我的做法并
不能让它们很快好起来，但是，它们总有一天会变好的。望
向远处那座郁郁葱葱的山，我想，它们一定还会像那山一样
绿，然后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中。我始终坚信，我的生活是
绿色的。

我的生活是粉色的

每天早晨我都在妈妈温柔的叫喊声中起床，然后吃上妈妈用
心为我做的早餐，最后在妈妈关切的叮嘱声中离开去学校。
累了，妈妈总有一个肩膀让我依靠;失败了，妈妈总会鼓励我
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成功了，妈妈总会为我竖起大拇指，然
后说“你真棒”。我的生活暖暖的，粉色渲染了我的生活。
生活是充满色彩的，每一天都是五彩缤纷的。我们要学会用
心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的生活!

十六七岁的我们犹如茧中奋力蠕动的蛹，希望扯开紧紧缠绕
的丝缕，拥有自己的晴朗天空，亲吻每一朵芳香四溢的花朵。



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们快乐着，并烦恼着。可有那么
一天，沉思代替了童言无忌，静坐代替了奔跑，脑海中飘散
的是一丝一缕的愁绪。此时，心变得异常敏感，一丁点的伤
口都会让人感到疼痛。这便是一切烦恼的所在。

也许是压力过大，每当大考临近，我睡觉时总会无意识地打
呼噜。可偏偏我的对床是个对睡眠环境要求极高的女孩，有
些微的动静就烦躁不安，难以入睡，我发出的声响总会时时
惊醒她那玻璃质般的梦境。

于是，她便向我毫不留情地扔“炸弹”——电池，可我依旧
毫无察觉。于是，第二天，我打呼噜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众人皆知。大家的指指点点让我痛苦万分，但我只能将这痛
苦压抑在心底，自己品味。

从此，我的高中不再有快乐伴随，我无法和最要好的朋友在
一起，也无法寻觅高山流水般的知音。我远离了大家，学会
了独自一人吃饭，走路，塞上耳机听孤独的乐曲。

有一天，母亲来看我，那时正是午饭时间。当她忙着为我张
罗好饭后，看了看我躲避的眼神和旁边空空的座位，眼里闪
现一丝忧虑。我知道母亲此时正在为我担心。

母亲看了我一会儿，嘴微微张开，我知道母亲想说什么，便
赶紧说：“妈，女儿长大了，女儿很坚强。独处并不意味着
孤独，反倒使我平静，能安心地学习。我喜欢这样的生
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违心的话，我知道我的心在
滴血。

母亲把手搭在我瘦削的肩头，掌心的温暖透过衣服传了过来。
我的眼睛有点潮乎乎的，我赶紧转过头，窗外是一些草丛。
忽然，从草丛中闪出一只紫色的蝶。我感到很诧异，在这乍
暖还寒之际，居然有这般绚烂的身影。不知何时，雨丝从天
空扯下，缠绕在它脆弱的翼。“快歇歇吧，不然你会垮掉



的!”我在心里默念。

它依旧挥动着美丽的双翼向前冲，虽然有点踉跄，但世界是
属于它的，它就要勇敢地向前飞。因为梦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哪怕现时的忧愁烦恼相伴随，也要一往无前。

我顿时泪流满面。蝶犹如此，人何以堪!

因为他的父亲知道这是沉香便会坚持自我，而年轻如他，没
有自信，就不会坚持自我，而这一份自信又来自他的见识和
能力，可见这份坚持的根源是他的能力。

就如那些参加马拉松运动员的，坚持来自于他平日艰苦的训
练，那些背负着巨大债务的商人，不断坚持自我创造奇迹，
来自于他对业务本身和敏锐的嗅觉。那些叫人不随波逐流的
定力来自于他对自己公义的信心和不曾停止的练习。

自我坚持很难，生活中有许多诱惑和魔力，让我们随时可能
随波逐流迷失自我，登山时特别是一些高山，身边的同行者
不断减少会不断敲打你的内心，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你便
会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也没有底，你不曾尝试过，自
己能否坚持如此之久，可如果是准备充分后，你的步伐将会
更加坚定，不再因为外物而轻易动摇，直到你到达山顶。诚
然，有时自信比能力更加重要，可只有你有足够强的能力，
你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自信，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失败而失去
自信，迷失自我，不再坚持自我。

和氏璧的美来自于一玉匠的不断坚持，他因坚持和氏璧是美
玉而失去了手脚，他却仍然坚持这是美玉，终于始和氏璧绽
放了它应有的美丽，如果他不坚持自我，便没有和氏璧的出
现，可如果她再次坚持可能会失掉性命，为什么他还要坚持
呢，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为什么她如此相信自己的眼光，
因为他对玉的了解，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相信自己不断的尝
试直到成功，这些人的坚持需要强大的自信心和不断练习得



来的能力。

坚持自我会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只要用自己的能力才能将
这些质疑有效的清除。能力的获得来自日复一日的练习，而
这本身也是一种坚持，而这些坚持会让你更加坚持自我，反
过来不断的坚持自我会让你更加的坚定练习，良性的循环终
有一天会有所成功的。切记“业精于勤荒于嬉”!坚持自我是
一种过程，需要能力与信心的交换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美
丽的花，其中能力尤为重要。

旧学与新知

“温故而知新”，孔子的话语充满智慧，至今仍发人深省，
使人受益匪浅。

善于将已有知识、所学和新知识联系起来，探索“旧学与新
知”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归纳出事物的一般规律，从而使自
己拥有从容应对新情况、新事物，以求得新知，诚然是我们
学习和生活过程中认识事物的绝妙办法。随着我们阅历的不
断丰富，理解能力的逐渐提高，当我们再次回头看以前学过
的知识或以往的经历时，总是还是能体会到更多以前没有体
会到的东西。

从一幅画或一本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曾看过毕淑敏的一
篇文章，其中写到她几次阅读《海的女儿》。8岁时阅读，她
伤心于美人鱼变为泡沫，18岁时，她感动于美人鱼的爱;28岁
时，她已成为母亲，她想到美人鱼的家人，尤其是最疼爱她
的祖母，在得知孙女的死亡后，何等伤心;在她38岁时……48
岁时……每次阅读都有不同体会。学海无涯，书是一个巨大
的宝库，常读常新。

面对人生，对待“旧学与新知”，在不同时期回首过往，人
们也有不同的感受与体会。宋代的蒋捷分别在少年、壮年和
暮年皆别有一番感受，最后叹道：悲欢离合总无情。现代著



名作家杨絳在一百岁感言中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
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
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
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变幻无穷，一时难以言之，
一言难以蔽之。

对于旧学与新知，我们要温之故，知其新。当我们对过去的
历史进行不断温习，回味时，就可以预见一些未来可能会出
现的问题，并且在遇到时能很好地解决。以高考为例，老师
们和一些出版社都会根据以往多的的高考题或根据当年及前
一年发生的大事来猜题。除此之外，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畅
销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古至今，中国的官员们也深谙
此道。古时，当大臣向君王进言但意见不同时，往往引经据
典;如今，政府总结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宏观调控，从而极
大程度上避免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史为鉴，可以明目。而我们以近代中国百年惊人的耻辱为
鉴，也可避免重蹈覆辙，紧随时代发展，以开放的态度面向
世界，实现繁荣富强。

知新之旧，于旧中得新，更寻新之中别于旧的部分，使新事
物发挥其引领时代前进的能力。

高中语文教案万能篇五

本文以简炼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夏日雷雨图。全文按
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顺序，清晰地展开陈述，三部分
特征鲜明，写景细致逼真，引人入胜。激起了学生对大自然
的深刻体验，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热爱自然的热情。

雷雨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他们都有着一定的生活体验。
另外教材又配有两幅直观的插图，利于图文对照加深对内容
的理解和感悟。教学中应牢牢抓住这两方面的优势，从学生
的生活经验出发，从观察图画，进行图文对照入手，沟通学



生的学习与生活，遵循学生的心理特征。引导学生在体验、
观察、阅读中感悟课文的内容，激发学生观察生活的兴趣，
热爱自然的热情。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认4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2、能力目标：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声音表现雷雨前后的不同景象。能围绕主题选材，按一
定的顺序写观察日记。

3、情感目标：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学习生字，朗读课文。

四、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写观察日记。

五、教具准备：

1、生字卡片

2、多媒体课件。

3、课前布置学生观察雷雨这一自然现象。

4、收集描写雨景的文章或段落。

六、教学时间：两课时

七、教学过程（第二课时）：

（一）、播放雷雨动画，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夏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夏天里，常常会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转眼就下起倾盆大雨。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继续
学习第18课——雷雨。（板书：18雷雨）请大家齐读课题。

（二）、复习字词，默读课文。

1、昨天我们已经学习了课文的生字词，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
吧。（出示12个生字卡片开火车读）

2、经过上一节课的学习，你知道小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这场
雷雨的，谁能用“先……接着……最后……”的句式说一说？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3、请同学们打开书，默读课文。一边默读一边想象雷雨前、
雷雨中和雷雨后的景象。

谁来说一说？你想象中的雷雨是什么样的？

（三）、指导朗读，读悟结合。

1、雷雨中。课件1

这是一场怎样的雷雨呢？谁来读一读。师评。

这一部分写了些什么？

“哗哗哗”（板书）是什么？（雨的声音）该怎么读这3
个“哗”？谁来试试看？全班试试看。

小作者听到了哗哗哗的雨声，还看到了什么？（树和房子都
看不清了。）

“渐渐地，渐渐地”，（板书）应该怎么读？谁来读？大家
一起读读看。

谁能读一读这一部分，读出雷雨越下越大，又渐渐变小的感



觉？谁来说说他读得怎么样？大家鼓掌！正因为他正确，流
利，有感情的朗读，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评价。

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课文中的段落，感受这场暴风骤雨吧！
（齐读）

同学们，你们富有感情的朗读，好像把我们都带到了这场大
雷雨中一样。小作者在这里除了写雷雨中看到的景物，还写
了听到的声音。我们写作文也应该这样，充分运用自己的感
觉来描写事物。

课前老师要你们搜集描写雨景的好句子，你们搜集了吗？谁
能念给大家听听看？（指名读自己搜集的资料。）

（放动画。）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正打着伞，走在
这场大雷雨中。你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指名对着动画
屏幕说。）

2、雷雨前。

小作者是怎样描写雷雨前的景象的？谁来读一读。

这一部分写了哪些景物呢？请打开书，一边和同桌讨论，一
边圈记这些景物。谁来说一说？（板书：乌云、叶子、蝉、
大风、树枝、蜘蛛、闪电、雷声）

你觉得哪些句子用得好，好在哪里？请和同桌讨论一下，再
把它们划记下来吧。（讨论）

1）（课件3出示雷雨前段落。）“黑沉沉”和“压”给你的
感觉是什么？（有些紧张，有些害怕）你来读读这一句，看
能不能读出紧张害怕的感觉。全班一起读一读。

2）为什么要写叶子和蝉》（说明天气很闷热）谁来读出这种



闷热的感觉？全班读一读。

为什么要写树枝乱摆？（说明风很大。）

为什么要写蜘蛛逃走了？（说明蜘蛛也很害怕。）我们选择
写哪些景物，一定要有目的，围绕中心写最有特点的景物。

我们一起读读这一段，体会那只小蜘蛛的惊慌心情吧。（齐
读）

3）雷雨前除了大风，还有什么让人害怕？（闪电和雷声）

这么大的风，这么响的雷，这么亮的闪电，该怎么读？（读
得稍微快一点）谁来试一试？我们一起来读读看。

同学们，在炎热的夏天，天空中乌云密布，又闷又热，忽然
间狂风大作，紧接着电闪雷鸣，这个变化过程，就是雷雨前
的景象，用你们的朗读把它表现出来吧！（齐读）

3、雷雨后。

学法归纳：

同学们，请大家回忆一下，刚才我们是怎样学习雷雨前的部
分呢？我们先找了一找课文写了哪些景物，然后划记了什么？
（写得好的句子）最后做了什么？（读一读课文）

（边问边板书：找景物、划句子、读一读）

谁来告诉大家，张老师的板书，在雷雨后这里，该填什么呢？
（板书：太阳、彩虹、蝉、蜘蛛、池塘、青蛙）

为什么要写这些景物？对，因为这些景物是最能代表雷雨后
的特点的。



小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呢？（从上到下）小作者按照
从上到下的顺序，先从天空中写起，再写树上的蝉和蜘蛛，
最后写到池塘里的水和小青蛙。我们写作文，也要按照一定
的顺序来写。

自己评价一下，你读得怎么样？同学们，你们也来评评看，
他读得怎么样？

老师邀请大家一起把雨过天清的清新、美丽和愉快用朗读表
现出来，好吗？（齐读）

课件5动画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色，你们想不想也来当一回小作
家，说说你看到的美景呢？请先和同桌说一说，再汇报给全
班同学。

（六）、小结课文，读写迁移。

（七）拓展学习，观察日记。

大自然有许多奇妙的地方，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把它们写下
来，你就是生活中的有心人。请观察一个自然现象，写一篇
观察日记。

板书设计：

18雷雨学法归纳

雷雨前乌云、叶子、蝉、大风、树枝、蜘蛛、闪电、雷声1、
找景物

雷雨中听到的看到的2、划句子

雷雨后太阳、彩虹、蝉、蜘蛛、池塘、青蛙3、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