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 八年级
第二单元语文教案电子版指南(优秀6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
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一

教学目标：1、品味作者平淡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2、
学习通过几个生活片断表现人物的方法。3、学习劳动人民的
优良品质，并以平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关注他们的疾苦。

教学重点难点：1、学习通过几个生活片断表现人物的方
法。2、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并以平等和人道主义的精
神关注他们的疾苦。

教学方法：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谈话导入，话题：在生活中，你关注得最多的是什么人?为什
么?

讨论并归纳：明星、伟人、家人。明星是因为有着耀眼的光
环我们关注他们;伟人作出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关注他们;因为
血浓于水我们关注家人……而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得最多的却



是那些没有亲情关系不起眼的普通人他们虽然没有耀眼的光
环，没有作出非凡的成就，却有着金子般的心。

二、作者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江苏无锡人。作家、
文学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堂•吉诃德》，散文集《干校六
记》、《将饮茶》等，长篇小说《洗澡》。

三、写作背景

文章作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
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片段，当时正是“_”时期，是一个
荒唐动乱的年代，作者夫妇被认为是“反动学术”。作者一
家当时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遭批斗。

四、合作学习，探究交流

(一)画说老王

提问：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十分不起眼的普通人，请
看画像。他叫老王，(板题)从画像上看，你觉得老王是个什
么样的人?请以“从他的 看，他是一个 的老人。”的句式回
答。

讨论并归纳：

从他满脸的皱纹看，他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从他破旧的
衣着看，他是一个贫穷的老人。从他的表情看，他是一个善
良的老人。

……

(二)走近老王



1、老王是一个普通人，写老王的作家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2、面对陌生的老王，你们有那么多的揣测，和那么多的关切，
现在你们循着杨绛的笔墨，去走近老王，解开心中的谜团。

3、速读课文，谈谈自己对老王的印象，你能用两个词语来概
括老王的一生吗?

(提示：生活、为人两方面考虑)

明确：命苦、心善。

4、提问：老王的日子过得很苦，表现在哪些方面?

讨论并归纳：a、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b、“_”期间载客的三
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c、
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d、眼睛不好，瞎了一只眼;e、住
在荒僻的小胡同，塌败的小屋。

5、提问：老王的善良表现在哪里?

讨论并归纳：a、愿意给我们家带送冰块，车费减半;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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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
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三)善待老王

提问：面对老王的不幸，作者一家为他做了哪些事情?

讨论并归纳：a、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车;b、老王再客气，也
付给他应得的报酬;c、老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能让他白送，也
给了钱;d、关心老王的生计：三轮车改装后，生意不好做，关
切询问他是否能维持生活;e、她的女儿也如她一样善良，送老



王大瓶鱼肝油，治好他的夜盲症。

(四)品味真情

1、提问：文章中最能打动你的是哪个片断?在这个片断中打
动你的又是哪些细节?

讨论并归纳：最让我感动的是：老王临死还要送鸡蛋香油还
人情这一情节。

(1)朗读：齐读第8段;分角色朗读9至14段;齐读第15段。

(2)小组交流体会。请同学们把自己的独到体会说出来，与大
家分享。

讨论并归纳：课文中说老王“镶嵌”在门框里，“镶嵌”一
词用得好。写出了老王消瘦与不灵活。

“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中“攥”字也用得好。写出
了老王拿钱时激动的心情。

……

2、质疑，合作探究。

提问：就这一情节，你有没有疑问?提出来请大家帮你。

质疑：(1)文章中，老王自己那么穷为什么还要给我送香油鸡
蛋?

明确：回过头去找“我”一家人关爱老王的细节，得出“以
善良对待善良”的主题。

(2)当“我”要给老王钱，他不要，可后来还是收了钱。为什
么?



明确：他收了，是为了不辜负我的一片关爱之心，免除了我
内心的不安和再送钱的麻烦。因为他知道：此时不收，后面
我还会把钱给他送去的。( “我”没有接受他真诚的感激，
他心理其实很难过。)

(3)“我”拿钱给老王是为了帮助他，而作者为什么说“我却
拿钱侮辱他”?

明确：因为我没有“领受他的谢意”，没有接受他真诚的感
激。连他临终前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五)认识作者

提问：善良老实的老王就这么去了，在他生前经常照顾他的
杨絳有什么样的感受?

1、讨论并归纳：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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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幸
运的人，老王是一个不幸的人。而自己对老王的关爱不够，
所以感到 “愧怍”。

讨论并归纳：原因：一、平等观念;二、人道主义精神。

五、主题升华，拓展迁移

(一)关注“老王”

讨论并归纳：爱心、人道主义、平等。

(二)仿写

假如我是一团火，就要给别人送去温暖。假如我是一朵花，
就要给别人送去芬芳。假如我是一颗星，就要给别人送去光
明。假如我是___，就要_______。



请大家以上面的形式，把你的心愿表达出来。

讨论并归纳：假如我是一泓泉，就要给别人送去清凉。假如
我是一片云，就要给别人送去甘霖。

(三)布置作业

附：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课堂教学能够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与重难点，让学生选择最主
要的情节，结合自己的感悟说出喜欢的原因，由赏析语言到
情感体验逐步提升，并对如何写人给予学生适当指导，既重
视了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又训练了学生语言运用和表
达能力。

在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同时，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
方式，侧重学生的自我感知、自我体会，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使有些不爱发言的学生也举起了手，并说出了他们
独特的想法。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二

1．体会肖邦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2．品味语言，提高鉴赏能力。

【学习重点】把握文章的内容及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个人的生命天然地与生他养他的祖国连在一起，不管走到
哪里，他的性格、命运、情感和记忆永远与祖国相关。人与
祖国的复杂关系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思索的。今天我们一起
来学习《肖邦故园》，体会肖邦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之情。

二、解决生字词

三、走近肖邦

肖邦(1810-1849)是波兰最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六岁开始
学琴，八岁首次演出，轰动华沙，被誉为“波兰的莫扎特”。
1830年11月，在萧瑟的寒风和动荡不安的国家局势中，肖邦
带着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告别故国辗转来到巴黎。1849
年，肖邦病逝于巴黎，被葬于拉雪兹公墓。临终前，他嘱咐
亲人把他的心脏运回波兰，以安慰他那颗赤子之心。由于肖
邦一生憎恨俄国对波兰的民族压迫，故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
故国家园的深情怀念，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以及忧国伤时的悲
愤心情。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音乐家，波兰自1927年起，
每五年在首都华沙举行一次“国际肖邦钢琴作品比赛”，这
是国际上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钢琴比赛之一。

四、理清作品思路

1、肖邦故园表面上有什么特点？用文中的词语回答。（1-6
节）

简陋、清寒、朴素、淡雅、毫不招摇

2、肖邦故园对肖邦的音乐有什么影响

故园给了肖邦音乐创作的主题；故园给了肖邦音乐的色调；
故园给了肖邦音乐的风格；故园是肖邦音乐创作的源泉。



春天：温柔、轻盈夏天：悠扬、清丽

秋天：忧伤、深沉冬天：静寂、悠远

出众的景物描写，仿佛是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更像是恬静优
美的抒情曲。

4、浏览全文，找出能体现肖邦爱国情怀的重要语句或语段

5、思考肖邦、故园与肖邦音乐的内在联系

因为故园，肖邦的音乐创作有了泉源

因为音乐，肖邦成为后人景仰的对象；

因为肖邦，故园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肖邦音乐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

对祖国深情的爱

五、总结

文章虽然大都在描写肖邦故乡的自然景色，但主题却在肖邦，
在肖邦的音乐与故乡、祖国的关系，在肖邦的爱国情怀。本
文通过肖邦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成长与艺术创作，深刻地说明
祖国对于一个人的价值。没有波兰，就没有肖邦，就没有肖
邦的音乐，波兰是肖邦音乐的灵魂。而反过来肖邦及肖邦的
音乐又成为波兰民族精神的体现。祖国与人就具有这样双向
的意义。

六、作业

l．积累词语



2．完成《学习与评价》

童蓓蓓

[《肖邦故园》教案教学设计(苏教版高一必修一)]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三

知识目标：体会领悟父亲的情感与性格。

能力目标：让学生从文章中联系实际感悟其中的真情。

重点难点：领悟父亲的情感与性格。

策略和方法：朗读法、导引法。

教时：2课时

第 一 课 时

一、题目解读

本文围绕“台阶”命题立意，组织材料。台阶在本文中是屋
主人地位的象征，人都有获得社会地位的需要，所以造一幢
有九级台阶的新屋是文中父亲的心愿。

二、学生自学，教师点拔

1、个人的家乡都有些独特的风俗，那麽，本文中一个独特的
风俗或讲究是什麽?

台阶高，就意味着，屋主人的地位高。

2、换句话讲，父亲为什麽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造新屋，当然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每个建筑物都有它的人
文性，所以说，父亲对台阶的要求，也就是对地位的要求。

3、那麽父亲是怎样造起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的?

(或他都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每天捡砖、瓦、鹅卵石等。往瓦罐里塞角票等。

4、但奇怪的是，造新屋的过程写的简略，可造台阶反而很详
细，这是为什麽?

详略是由中心而定的。题目是“台阶”，所以主体工程可以
略写，造台阶要详写。(这个问题，好学生可以回答出来。)

5、在父亲心理，新台阶的动工，就意味着“地位的提高”，
我们平时遇到父母升职等事时，都是举家欢庆的。那麽父亲
是怎样庆贺的?(放了四颗大鞭炮)

6、但是，父亲在放鞭炮时，他的神情是很有意思的。找出来，
看看他有什麽特色?

(71页)奋斗了大半辈子。高高的台阶就要砌起来，新屋就要
完工，他心里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一辈子低眉顺眼、老实
厚道，高兴起来也与众不同。一双手放在哪里都不是。

(这里要找出不难。但是，我明白去中的道理，孩子可能阅历
浅，还不能很完善的回答出来。

7、在父亲的努力下，新台阶终于砌好了，可父亲却感到怎
样?为什麽?

不对劲。台阶低，意味着经济地位地下，父亲由此形成了自
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长期存在，难以一下子消除，所以台
阶高了，反而处处感到不习惯，不对劲。



8、其实，我认为这篇课文是可以删除一部分的，大家认为是
哪一部分?

老屋的三级青石板的描写。

9、你看都罗嗦了些什麽?

1)来历——体壮如牛，(与后面，闪了腰作对比。)2)粗
糙——经济条件差。3)我跳上跳下——我年幼，新屋盖好，我
“长成大人”，所用时间之长。4)脚板——终年辛劳;说明家
庭的穷困。

10、你说这样写有必要吗?为什麽?

当然。因为都与后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都对后面的情节
起对比或反衬的作用。

11、具体来理解两个句子：

一方面，专注的望着别人家高高的台阶，他羡慕、向往，他
在谋划怎样加快准备，争取能早日造起高台阶的新屋，像人
家一样气派，也叫人羡慕。

另一方面，第一人称，不允许写别人的心理活动，只能以形
写神。

2)父亲回来时，为什麽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这种心态怎麽理
解?

父亲干了一辈子，劳动就是生命，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劳动
是创造，劳动有收获，劳动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一旦不能干
活，就失去一切，所以感觉若有所失。

12、简述一下父親造屋的前因後果。(故事梗概)他为此付出
的代价是什麽?



新屋落成了，人也衰老了，身体也垮了。

13、那麽这样做值吗?

学生谈自己的价值观。

14、 理解父亲这个人物形象。

父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农民，他有志气，不甘人后，他要自
立于受人尊重的行列，他有长远的生活目标，他有愚公移山
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父亲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他用诚实劳动兴家立业，不怕
千辛万苦，同时，父亲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农民所特有的谦卑，
当新台阶造好后，他反而处处感到不对劲。不自在，并且不
好意思坐上去。

三、当堂训练

谈谈你心目中的父亲。两相比较，你有怎样的感受。

四、布置作业：课后练习

板书设计：

造新屋

非常要强 老实厚道 不甘人后

教学反思：《台阶》一文的学习学生能体会到父亲的情感与
性格，课文难点得到了突破。学生的朗读意思和能力也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邮、递”等16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在读文感悟中，初步了解邓小平爷爷，激发保护环境，植
树绿化的愿望。

教学重点：

1、认识“邮、递”等16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在读文感悟中，初步了解邓小平爷爷，激发保护
环境，植树绿化的愿望。

教学准备：课前收集邓小平爷爷的资料及树木知识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

师：歌曲中所唱的人，你知道是谁吗?你对邓小平爷爷有多少
了解?(出示课件、图片资料，师生共同介绍交流)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邓小平爷爷植树的故事。板书课题，
学生齐读。

师：看到这个课题以后，你们想到了什么?(培养学生质疑、
设疑的能力)

二、初读课文，认识汉字。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圈
出文中的生字，把它们和在文中连成的词一块儿多读几遍。

2、字词教学。

(1)、小老师带读(有注音的词)，想带读哪个就读哪个。

(2)、开火车读。(有注音)

(3)、集体读。(无注音)

(4)、小组合作学习，互相交流识记汉字的好方法，最后小组
长检测。

(5)、教师检测，生齐读识字卡片。

3、学生再读课文，给自然段标上序号，并选择自己喜欢的自
然段读给大家听。

三、读懂课文。

1、学习最后一段。

出示课件(图片)：一棵苍翠茁壮的柏树。

指名读最后一段。



理解“亲手”，用“亲手”说一句话。

2、质疑问难。

师：看着这棵柏树，你有哪些问题要问问这棵柏树?(鼓励学
生提出问题，教师引导把问题归归类，让学生自己讨论解决。
)

问题如：a.柏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b.邓小平爷爷是怎样种这棵柏树的?c.邓小平爷爷为什么要种
这棵柏树?

(像“a”类问题引导学生读文解决，“b.c”类问题放入第二课时
讨论解决。)

四、再次巩固生字。

五、指导写“爷、节”。

观察，师范写，生练写，互相评价。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小老师带读，开火车读生字词。

二、读文感悟。

1、出示：邓小平爷爷地种柏树。

师：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仔细读课文，用“——”划出有关
句子。然后想一想，“()”里填什么词比较恰当。



2、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划。

3、全班汇报交流。

师：你认为邓小平爷爷()地种柏树，从哪些地方体现出来?

(以读为主，引导学生学会读课文，尊重学生个性化的理
解。“()”里可填“起劲、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小心”
等等，随机进行读文，结合语言文字训练，体会邓小平爷爷
积极为祖国绿化作贡献的精神。)

(如：找出邓小平爷爷种树的动作词“挖、挑选、移、填、站
在、扶正”，同桌伙伴，一人做动作，一人口述植树过
程。“移”字可换“放”字比较理解。)

4、四人小组讨论：邓小平爷爷为什么种树?他是怎么想的?

(结合课前收集的邓小平爷爷的资料理解，体会邓小平爷爷一
心为国之心，激发学生参与绿化的热情。)

三、拓展活动。

1、师：请每个学生对着柏树(课件、图片)，说一句你最想说
的话，并把它写下来。

2、全班交流。3、布置课后植树活动。

四、了解学生掌握课文情况。

1、出示习题，填上恰当的词语。()的日子()的柏树()的笑容

2、指导写“我会写”的字。

五、总结课文。



邓小平爷爷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的
道路。81岁高龄的他，亲手栽下柏树，用实际行动告诉同学
们要热爱祖国，绿化祖国。同学们，行动吧!

二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教案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五

学习目标：1、能说出作者托石榴之物，言颂扬我们民族美好
情操之志的文章主旨。

2、学习作者状物的形神兼备。

3、品位本文形象生动、准确凝练的语言。

课前学习：1、积累文中的字词，划出文中描写生动的地方。

2、了解作者写作背景。

课堂学习

一、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2要求学生自读课文，解决生词，并尝试归纳各段段意。自由
朗读，板书生字词和各段段意。

3指导学生准确概括段意的方法，如抓住中心句，或关键字词。
思考，作批注

4组织评价交流、评价

5问题设计：根据各段段意，你能理出作者的写作思路吗？
（包括描写顺序）交流、评价



二、比较阅读，赏析课文语言，探究课文主旨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1问题创设：出示对石榴的介绍，引导学生与课文语言进行对
比。教师提供语言赏析示范。比较阅读，品味语言，根据示
范作批注。石榴，一名“安石榴”。石榴科。落叶灌木或小
乔木。有针状枝，叶对生，倒卵形或长椭圆形，无毛。夏季
开花，花有结实花和不结实花两种，常呈橙红色，亦有黄色
或白色。

2组织交流、评价，引导学生也要注意说明语言准确的特点。
组内交流，讨论

3问题设计：作者为何对石榴花独有情钟？请找出文中的关键
句并结合写作背景谈谈看法。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明确课文
托物言志的主旨。划出文中的关键句。补充写作背景。

三、迁移训练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1布置任务：下面是两个寓理于物的例句，请你另选一件物
品(例如“镜子”、“风筝”……)，写一个既符合物品特点，
又包含生活道理的句子。练习、交流例句：(1)蜡烛：站得不
端正的，必然泪多命短。(2)月亮：正因为有圆有缺，才使人
不感到乏味。镜子：风筝：

课后学习：1．摘录文中状物形神兼备的语句并背诵。

2．课后练习三

[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下第一单元教案3(苏教版八年级必修)教
案教学设计]



八年级语文备课组教学计划篇六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己亥杂诗》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

五、古文、古诗词理解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表达了与知己的惜别之情，体现出高
远的志趣。

1、“风烟”突出了杜少府任所的卑湿荒远，上任路途的艰险。
“望”将相隔千里的京城和蜀川联系起来。

2、颈联写出了友谊的哲理，真正的友谊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和
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成为远隔千山
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情厚谊的不朽名句。

3、这首诗不同于其它送别诗，开辟了送别诗的新意境。一洗
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字里行间体现出积极乐观的人
生态度、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

《己亥杂诗》

1、“浩荡”形容愁思无穷无尽。

2、一、二两句抒写了诗人辞官离京时忧虑、怨恨及失落的心



境。

2、三、四两句运用新奇的比喻，诗人以“落花”自比，
以“花”比作新生命，表达了诗人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的追
求。

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
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
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
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
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充分表达诗
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人琴俱亡》

(一)字词解释

1.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

俱，副词，表范围，都。笃，(病)重。而，表承接，不译。

2.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

何以，即“以何”，为什么。

3.语时了不悲。

语，动词，说话。了，完全。

4.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

索，要。奔丧，这里指到王子敬家去看望丧事。

5.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
掷地云。



素，向来，一向。琴，动词，弹琴。径，直往。既，已经。

6.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恸，痛哭，极度悲哀。良，很。亦，副词，也。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