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
助长(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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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篇一

张红旗

1.借助工具书完成生字词的辨识，多音多义词、成语的积累。

2.感知课文内容，品味和积累优美的文学语言。

3.理解文学的内容和阅读的意义。

4.欣赏名家优美诗文，萌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

1.借助工具书完成生字词的辨识，多音多义词、成语的积累。

2.感知课文内容，品位和积累优美的文学语言。

3.解文学的内容和阅读的意义。

1.上课前粗读课文，圈出生字、生词。

2.教学器材：多媒体教学设施。

3.教学课件：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图片展示。

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练笔：我心目中的文学

“打开”指拉开，使门洞开，“一扇门”世界有无数门，但
作者要为你打开的是无数关闭着的门中的特定的一扇，可见
其重要。用“门”来比作某一领域的入口，给人以丰富的联
想。

含义：把你领进文学领域的入口处，让你由此登堂入室，尽
情领略文学领域的无限风光。

什么是文学？

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怎样才能打开文学的大门？

分组研读讨论：指定组长，（组织讨论，控制音量）参加抽
签确定本组讨论主要题目，推举汇报员。（组员可补充发言）

读课文，将接近题目答案的的句子画下来。仔细体会，加以
归纳。提倡用具体的事例回答问题。

“亲近文学，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文明人增长知识、
提高修养、丰富情感的极为重要的途径。”（第四段）

把你最喜欢读的句子抄写在积累本上，并说说你喜欢它们的
原因（引导学生体会修辞、句式的表现力）。

本段形象的阐述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
和鉴别功能。（不要求学生从理性方面认识文学的这些特点，
但可以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谈谈自己的体会，答案应该是
因人而异的，多种多样的。）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篇二

（宣布上课，师生问好）

导入  ：它是抽象的名词也是具体的概念。它是诗话的历
史，是司马迁奋笔疾书的身影；它是细腻的情感，是朱自清
眼中父亲慈爱的背影；它是质感的现实，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期盼的目光；它是流动的风景，是大千世界的文字再现。它
贯穿天地古今，任人的心灵在里面自在逍遥；它横跨四方八
极，任人的思想在里面急转急停。它就是文学。对于它，有
一篇文章描绘得精准而又富有情感。这节课我们就来共同学
习赵丽宏的《为你打开一扇门》。

（板书题目）

师：首先请同学们自由朗读文章的《致文学》部分，找出与
作者有同感的语段,并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读书经历谈谈你
对文学的理解。

（学生自由朗读5分钟，教师巡视期间）

师：好了，你对文学的切身感受与作者在哪个语段产生了共
鸣？谁先来谈一谈。

生：我觉得作者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你是现实的回声，
是梦想的折光，是平凡的客观天地和斑斓的理想世界奇异的
交锋。”记得我曾经度过这样一篇文章，是科幻类的，有些
像哈里波特，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在里面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
他让我真的感觉到读一本书就像是与几个知识丰富的人在谈
话。

生：嗯……

生：我觉得“有时候，你展现漫长的历史；有时候，你只是



描绘一个难忘的瞬间。”这句话我很有感触，在我看史书的
时候，可以和关云长对话，并且了解了岳飞抗金打击侵略者
的事迹，通过它让我了解了那段历史，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

生：作者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传达者人类的憧憬和理想，
凝聚着人类美好的感情和灿烂的智慧，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一
件大有裨益的事情。”的确如此，中国有很多伟人小时候阅
读大量的书籍，这些是在课堂上不能掌握的，为他们以后的
功成名就、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师（评）：你的思维很跳跃，而且有超前意识，已经比我们
先看到前面的部分了，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放在《致文学》上，
看看那位同学还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大家。

生：我觉得，人类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很广阔，但文
学可以在白纸上用方块字描绘出无边无际的海洋和天空，可
以描绘世界上任何一种美丽的景色，让人身临其境，我在文
章的第一自然段与作者产生了同感。

师：你能否用自己的声音融入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有感情的
为大家朗读一下吗？（配图像音乐，学生朗读课文）

生：我觉得读一部好的作品就像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在谈话，
可以无形中得到很多帮助，我记得在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
是说一个女孩子遭遇到很大的不幸，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有一天她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从中得到了
很多启示，帮助她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我觉得作者说的：
“你使一个真诚而忠实的朋友，让人们懂得人生的真谛，只
要愿意和你交朋友，你就会毫无保留的把心交给他们。”我
从这句话中也得到了启示。

师（评）：你不单单喜欢我们课文中的文章，而且对文学的
爱好和执著，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广泛涉猎给了你很多启示，



老师很为你高兴。其他同学如果没有课外读书的经历，也可
以从我们曾经学过的文章中搜索一下，谈谈你对文学的感受。

生：我觉得文学作品能够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
反映社会生活，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社
会意识形态之一。我读过一些文章，我觉得在文学的海洋中，
每一部文学作品不一定要反映概括整个社会，他可以是作者
脑海中最深刻或者是最理想的一幕。所以我觉得作者
说：“你只是描绘一个难忘的瞬间,是神的一双大手，拨动着
无数人的心弦”这句话很有道理。

师：你说得很好，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让大家从当中感
受到你的认识？

生：比如说好多同学都喜欢看的琼瑶小说，事实上根本没有
那么完美的爱情，他所描绘的只是作家脑海中的理想情感，
但却让我们非常感动。

师：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感情当中细腻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东西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生：对，就是这样。

师：还有那位同学愿意谈自己的想法？

生：我同他的想法一样，我觉得人类的现实生活不是那么完
美，而作家却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文字把它描绘成完美的，
供大家欣赏和品味。所以作者说:“你告诉人们人生的色彩是
何等丰富,人生的旅途又是何等曲折漫长.”我觉得他说的很
有道理。

师：人的情感是细腻的难以捉摸的，而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
活中一定会有令你怦然心动、潸然泪下或黯然神伤的经历，
你能否把他告诉给大家让大家体会一下。



生：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情感，比如说如果
我们受到批评会伤心落泪，而得到表扬会开怀大笑，遇到烦
恼的时候会紧缩眉头所以说，感情是最丰富的，而我觉得作
者在第二段写了出来。

师：能否把你的情感融会其间给大家朗读一下这一部分。

（投影配乐）

生：朗读课文。

师（评）：它的声音有些深沉，我想他与文章当中的语言产
生了共鸣，回忆起了某些难忘的片断，所以比较压抑，但读
得很流利，很好。

师：通过前面极为同学生动的朗读和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
了解到文学这扇包罗万象的大门里，既为我们展现了五光十
色的大千世界，又为我们演译了多姿多彩的五彩人生，更运
用艺术的手法将时光交错把漫长的历史融会在薄薄的书页当
中。

（板书）

师：世界上有那么多关闭着的门，作者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
扇大门为我们打开他对于我们作文乃至于做人具有怎样的意
义呢？经过感性的领悟我们下面进入理性的思考，请大家阅
读文章的前半部分，以小组学习的形式讨论质疑，遇到疑难
问题我们来共同解决。

（学生小组学习五分钟）

师：（出现比较压抑的气氛）大家不要拘束，畅所欲言，有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互相帮助，运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



（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教师深入其中共同研讨）

师：在刚才的巡视当中老师不断的发现同学们智慧的火花，
有的很灿烂，有的转瞬即逝，在讨论中有些问题能够自行解
决，有些问题却成了疑难，哪一组同学首先把自己自主学习
的经过告诉给大家，或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来共同解决。

师（评）：你们的概括能力很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
问题，哪组同学能最先回答他们。

生：文学是人来感情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是人类历史最
形象的诠释。我的答案不知你是否满意。

师（评）：你的目光很敏锐，还有同学想帮助他，也可以加
入自己的理解。

生：我觉得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食粮他能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

师（评）：你的比喻真好，既生动形象又突出了文学的重要
性。还有同学要发表见解。

师：你把大家共同的想法提了出来，老师刚才也发现有很多
同学对这句话产生了疑问。下面我们就着一个问题进行小组
讨论。

（学生讨论气氛热烈）

师：老师发现好多同学已经找到了满意的解释，谁来代表大
家的心声。

生：我自己认为文学是一种思想，只有高的智商即使可以获
得硕士博士或更高的学位，但是不读文学作品他就不会增长
修养丰富感情，他只有智商没有情感所以他是“野蛮人”。



生：我觉得一个人要是不懂得文学的话他生命的意义就减少
了十分之一。我刚才说过，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一个人
虽然有高智商可以获得很多的财富，但会失去更多令人感动
的精彩片断，阅读文学作品可以丰富你的人生增长你的见识，
文学作品是人和人情感、思想上的交流，如果一个人不读文
学作品，他们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而如果一个人喜欢读文
学作品，他的人生会更加精彩，质量更高。

师：你的性格应该是很细腻的，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能够
紧密结合前面延续下去，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感动
过的事例，是不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有同学愿意帮你举个例
子。

生：我曾经学过一篇文章《渡》里面有个老船夫，整天在那
里摆渡不要报酬，只是让人们能够赶路，追求自己的理想。
给了我启示。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应该向老船夫学习，乐于助
人。

（不由得掌声响起）

师：你让老师和同学们深深地感动了，从同学们的回答中让
我感受到，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既有丰富情感又有理智的
还孩子，相同的未来在你们身上，老师感到很欣慰，那么你
们只所以有这么多的感触，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对，是
文学作品，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是提高一人的重要途径。而接
触文学作品的主要方法就是，读书。，我们在读书中有怎样
的感悟，先来看看作者谈读书的感受。看看对你有怎样的启
示。找同学为大家读一下。

生：朗读赵丽宏谈读书。

师（评）：非常感谢你的朗读，你把作者的感受运用到自己
的声音中，老师更加钦佩的是你有勇气第一个举手，在这里
老师也预祝你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是个强者。



师：作者把文学比作一扇门，在你的心目当中文学又是什么
呢？或者你把书看作什么？请同学们展开丰富的联想自由谈
谈。

生：我们有时在生活中看到书感觉它是厌烦的，有时打开它
去读，深悟其中，自己精神世界便会有丰富的感觉，所以说
文学和书是最美好的。

生：我说文学是我精神上的一桌满汉全席，因为书的内容不
同即是不同的菜。他说是食粮，而我说是满汉全席。

师（评）：因为他的引导你有了自己更独到的见解，比前面
的食粮更丰富了。

生：我认为书是一把钥匙，他把人生的大门打开把我们带进
去，使我们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生活更加美好，让我们具有
更丰富的情感。

生：我觉得文学是一杯酒，假如你会品那么你尝到的是甜，
假如你不会品那么你尝到的则是苦，假如你用心去品，你便
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假如你一口把它喝下那将是难以下咽
的。因为文学作品包罗万象，它有美好的也有悲哀的，所以
说不要光看美好的不看悲哀的，因为现实生活毕竟是客观的，
苦要比乐多，应该学会同时品尝，这样你才会适应以后的社
会。

师（评）：你不单单是一个品酒的行家，更是品味人生的行
家，我想你的人生也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生：我给他提个意见，我们现在还是学生，不应把文学比作
酒，而应比作茶。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会品茶的人，把茶
喝到最后，慢慢的品味，感觉到茶的余香，人生中的喜怒哀
乐包含在文学中品文学应该和品茶一样。



师（评）：你的生活应该是更有哲理的。

结束语：

通过前面几为同学自由洋溢的发言，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丰富
的内涵，并且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已经敲响了文
学这扇大门。在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不曾了解的领域，只要
同学们带上孜孜不倦的精神充满探索的渴望，我们一定会打
开每一扇门，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开每一扇关闭着的门，挖掘
深陷其中的宝藏。把我们挖宝的经历记录下来互相交流。

下课，同学们再见！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篇三

学习目标：通读课文，能结合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收获去领
会有关文学方面的理论阐述。

课前学习：阅读《为你打开一扇门》，解决生字词，做好批
注。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精读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2组织交流、评价发表见解

4组织活动、评价思考、交流

6组织活动、评价思考、交流

课后学习：准备向同学推荐一部文学作品，让同学对你推荐



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并很希望阅读。

第3课时 《为你打开一扇门》（二）

学习目标：能领悟课文的内涵，从中获得有益的人生启示。

体会文章语言的优美，在诵读中积累。

课前学习：有感情阅读文章6-10小节，体会每小节所包含的
内容。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精读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2组织学生评价讨论、评价

3情境创设：你已经充分感受了文学的魅力，那你怎样才能打
开这扇门呢？

4组织活动、评价个人思考、交流

第二块：语文活动：好作品，大家读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1组织、参与活动学生将自己喜欢的书籍向其他同学推荐

2评价交流：你准备看什么样的书了？

课后学习：

1、背诵你最欣赏的语段，并摘抄到你的读书笔记上。



2、制定一个读书计划，养成进行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作者邮箱：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篇四

1、 了解课文：字词、主旨、写法；

2、 纳入网络：学透、学活、学会；

3、 创新运用：能改、善比、敢超。

二、 教学设想

1、 教材地位：初中语文入门第一篇，宜就"门"而探讨入"
门"之法；

2、 学生因素：充分利用和调动初一新生的积极性创造性，
教学互动；

3、 重点难点：比喻引发联想、想象，拟人手法，初步了解
文学；

4、 教具：多媒体、小黑板；

5、 教法：启发、讨论等；

6、 学法：预习、比较、质疑、迁移等；

7、 课时：3课时

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课时目的：研习课文

课时内容：

（一） 导入  新课

（二） 检查预习

1、 让学生解题

提示：（1）为--引出行为的对象，寄予作者的一片诚意和良
好愿望

（3）门--文学之门  比喻  新颖别致，生动形象

(4)打开--指拉开，使门洞开，题眼

2、 检查字词

注音组词：裨、横、折、禁、空、薄

辨析组词：诠、栓、拴，拨、拔，俊、峻、梭，沾、玷、拈、
惦，扇、煽，叠、迭、跌，憧、幢，缔、缔，微、薇、徽。

3、 检查背诵

齐背"文学是人类感情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凝聚着人类
美好的感情和灿烂的智慧"。

4、 概括归纳

预习要注意什么？

提示：



（1） 三思：a题目要弄清，b注释要弄清，c课后练习要完成

（2） 三看：看作者，看背景，课文要看三遍

（3） 三关：词语关、思路关、诵读关

(三)研习课文

1、 理清思路

（1） 总体感知：作者要为你打开一扇什么样的门？怎样才
能打开这扇门？

（2） 分段。

提示：分几部分并没有定规，不同角度分有不同分法，只要
言之成理。

如本文分两部分或者三部分都可以。

两部分：第一部分重在阐述文学的功能，以理激人；第二部
分重在描绘文学的魅力，以情感人。这两部分在内容上相辅
相成，结构上前后照应，语言风格上相互映衬，珠联璧合，
浑然一体。

三部分：议论大门--初识大门--打开大门，逐层深入。

（3） 最重要的段

提示：第四段。

本段形象地阐述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
鉴别功能。

分层：1 2 3 4/5 6 7 8 910 11/12 13



层意：特征/意义/小结

2、 理解主旨

（1） 中心句：亲近文学，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文
明人增长知识、提高修养、丰富情感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2） 文学的特征：文学内容具有广阔性，反映社会生活的
丰富性，跨时空的超越性，对读者的移情性，文学价值的永
恒性。

3、 了解写法

提示：（1）文体特征：序言也叫"小序"，它一般是写在著作
正文之前的文章。有作者自己写的，多说明写书的宗旨和经
过；也有别人写的，多介绍和评论本书内容。（2）内容特征：
本文与普通序言不同，作者凭借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深入浅出地向读这部《文学卷》大书的青少年读者介绍文学，
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文学的魅力，语气亲切，情感真挚，
尽可能地吸引读者，激起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引导青
少年朋友了解文学、亲近文学、热爱文学。

（3）手法特征：运用了对话方式以及修辞，手法有比喻、拟
人、排比、对偶、对比。其中最重要的是比喻和拟人。

（四）了解作者。

（五）小结：学懂课文是学习最基本的要求，要注意课前预
习，课中研习。

第二课时

课时目的：个性解读

课时内容：



（一）导入  ：仅仅理解课文是不够的，我们对文章还要
有自己的见解。

（二）自由评价

提示：你觉得这篇文章哪段写得好？哪里写的欠妥？为什么？

（三） 深入质疑

提示：1、文中套文要和谐一致，天衣无缝，看看文章是否有
漏洞。

如第4段与7、8、9段同讲文学内涵，重复。

2、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要学会辨别。

如：（1）这些门一定会在你面前洞开，为你展现新奇美妙的
风景。

你是一扇神奇的大门，所有愿意走进这扇大门的人，都不会
空手而归。

（2）世界上有无数关闭着的门。

每一扇门里，都有一个你不了解的世界。

（四） 提出见解

提示：参考书是学习的帮手，但不能迷信，要学会思考。

如"我心中的文学"，可根据课文中的描绘以及词典上的解释
谈自己的理解与感想。

它可以是一片晴朗的天空，一汪湛蓝的大海，一野幽绿的草
原，一座高耸的大山，它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认识真、



善、美，了解假、恶、丑，理解真知灼见，感染纯洁淳厚，
认识生活，走向未来。等等。

（五）小结：要做有思想的学生，学会质疑、分析、评价，
提出独特的见解。

第三课时

课时目的：创新运用

课时内容：

（一） 导入  ：

（二） 改写

1、 把文章改写成"文学自述"

2、 把文章改写成剧本"文学老人与青少年"

（三） 扩展

1、 阅读联想：课文中说："你把生活的帷幔一幕一幕地拉
开，让无数不同的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激动人心的喜剧
和悲剧。"请从读过的文学作品中说出几个不同的角色。

2、 理解迁移：文中说"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的"。请联系你读过的文学作品，说说它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
你的。

3、仿句扩展：仿造句子再写几句成为一组排比句或以其他词
开头仿写句子。

如：文学是滋味甘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



春是＿＿＿＿＿＿＿＿＿＿＿＿＿＿＿＿

家是＿＿＿＿＿＿＿＿＿＿＿＿＿＿＿＿

3、延伸阅读：简媜《夏之绝句》、周玉萍《让我轻轻地告诉
你》。

（四） 运用

学习题目的比喻说法，为"书"、"理想"、"爱"等拟一个明白
生动形象的标题。

如：书--窗口、眼睛、阶梯、面包、朋友

理想--航灯、生命、风帆

爱--阳光、春雨、星光

（五）课堂小结

课前      课上      课后

预习      研习      运用

学懂      学活      创新

让我们摸索规律，共同铸造一把钥匙，打开语文之门。

附：板书设计 

寓言二则教学设计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篇五

常州市北环中学 祝畅红

一、单元教学目标 ：



1、在进行文本阅读时，能通过字典读准、认识生字词；能运
用自己喜欢的阅读方法，熟读文本并做好适当的批注，能学
会利用图书馆、网络等途径拓宽自己的阅读面和搜集自己需
要的资料和信息，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2、能欣赏名家的优美诗文，领悟文学作品与生活的关系，感
受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体会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
品位和积累优美的文学语言，萌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对
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评价。

3、能懂得写作文要有感而发，主动观察并感受生活的变化，
用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4、能就单元中感兴趣的问题开展活动或确定主题进行探究，
在活动过程 中亲近文学，热爱文学，尝试表达，学会合作，
学会质疑和审美评价。

二、单元课时安排：共15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                   1课
时

《为你打开一扇门》             2课时

《繁  星》                    
1课时

《冰心诗四首》                 2课时

《“诺曼底”号遇难记》         1课时

《古代寓言二则》               2课时

诵读欣赏                      
1课时



写
作                          
3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                   2课
时

三、教学设计：

本单元的阅读教学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亲近文学”。所谓“亲近”，是指一方
对另一方存在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而使另一方愿意与之亲密、
接近。那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文学作品，来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充满活力，它的魅力在于它美的形式，
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本单元所选的六篇文章，
文质兼美，体裁多样，有序言《为你打开一扇门》、有诗文
《冰心诗三首》、有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有寓言
《古代寓言二则》，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又各有侧
重：

赵丽宏的《为你打开一扇门》以优美的语言向新初一的学生
把文学这一抽象概念人格化，以和文学展开对话的形式，为
青少年打开了一扇文学的大门，使学生们在加深对文学认识
的基础上更加热爱文学。

巴金的《繁  星》通过展示作者不同时间、地点观察繁星
的真切感受，由实到虚，虚实结合，表现出种种真切而精妙
的感受，使学生明白细致的观察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是文
学创作成功的主要因素。

《冰心诗四首》是哲理与形象的结合，意境深远，语言凝练。
充分展示诗歌创作的特点：形式优美，情感真挚，语言简练，
想象丰富，但也提醒学生丰富的想象是基于现实的艺术加工，



艺术从生活中来。

雨果的小说场面描写真切悲壮，感人至深，《“诺曼底”号
遇难记》以一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忠于职守的船长形象，
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也使学生去思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塑
造所要表现的人物形象。

第一单元的文章都是名家优美诗文。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注
重充分调动学生先前对文学的认识投入其中，去体会作品中
人物的心境，作者投入其中的真实美好的情感，从整体上了
解、认识、喜爱，学会阅读，欣赏文学，要逐渐形成观察、
感受生活的能力，力求在写作中抒发真情实感。才能使学生
充分感受文学作品的美，去发现文学作品对自己各方面产生
的巨大作用，才会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亲近文学”，热爱
语文，主动学习语文，并对它充满信心。

四、教学过程 

第1课时  你熟悉和陌生的老朋友——文学

学习目标：运用调查表、小组交流的形式，能在课堂中了解
同学及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了解自己的优势及不足，
并制订切实可行的本学期阅读计划。

课前准备：教师准备相关的调查表。

与 文 学 握 手 ，做 最 知 心 的 朋 友

班级                 姓名

你经常逛书店吗？哪些类型的文章或书籍吸引你？你最喜欢
哪一类？

答：



你平时一天、一个星期花多少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

答：

你有什么样的读书习惯？

答：

你读的书是自己选择多还是别人推荐多？

答：

你向别人推荐你喜欢的书吗？为什么这么做？

答：

你平时做读书摘抄、写感想吗？为什么？

答：

你从书中学到了哪些东西？请具体说说。

答：

答：

你知道文学作品有哪四种类型？

答：

你认为我们中学生看哪些书比较合适？

答：

课堂学习：



第一块：调查学生对文学作品各方面的认识：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语 ：明确任务，具实回答问题。 听讲 

第二块：了解学生对文学作品各方面的认识：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组织学生大组交流并评价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交
流 

第三块：学习评价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1 出示评价内容：

1、你学到了哪些你不知道的关于文学各方面的知识？

2、你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有什么优势？

3、本节课你发言了吗？（组内或班上）

5、你有自己的学习伙伴和小组吗？

6、本学期你在阅读文学作品方面有什么计划了吗？ 自我反
馈 

2 小结 自我小结 

第2课时 《为你打开一扇门》（一）

学习目标：



1、能在课前学习的基础上积累优美的生字词，丰富自己的语
言。

2、能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认识阅读文学作品对于人生的意义，
能结合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收获去领会有关文学方面的理论
阐述，提高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

课前学习：阅读《为你打开一扇门》，找出课文中你认为最
优美的词语并了解其含义，在文中划出你认为最优美的句子，
作出旁注。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2 组织交流、评价 发表见解 

4 组织活动、评价 思考、交流 

6 组织活动、评价 思考、交流 

第二块：精读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组织学生交流预习结果（优美的词语）

交流，作适当记录 

2 小小组汇报预习题二

交流，讨论 



课后学习：

1.你心中的文学是什么？用自己的语言谈谈你的认识？

2.课文中说：“你把生活的帷幔一幕一幕地拉开，让无数不
同的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激动人心的喜剧和悲剧。”请
从读过的文学作品中说出几个不同的角色。

第3课时 《为你打开一扇门》（二）

学习目标：

1. 通过交流自己感受最深的小节，理解比喻、排比等修辞
方法在文中的表达作用；

2. 能领悟课文的内涵，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文学的含义。

3. 通过交流阅读文学作品的认识，进一步激励学生提高阅
读文学作品的兴趣，能拟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

课前学习：有感情阅读文章6-10小节，体会每小节所包含的
内容。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精读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2 组织学生评价 讨论、评价 

4 组织活动、评价 个人思考、交流 

第二块：语文活动：好作品，大家读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组织、参与活动 学生向其他同学介绍文学作品中的不同
的角色。 

2 评价交流：你准备看什么样的书了？  

课后学习：

1.扩展练习

《青春符号》

a是一座金字塔，是进取。青春永远要争第一，不做第二。只
有锐意进取，青年才能发出巨大能量，推动历史车轮。

f是一面旗帜，是理想。青春的目标，就是奔跑中的一面风中
旗帜。

g是拳头，是力量。青春的力量 =朝气 + 勇气。

……

请你模仿上面内容，在23个字母中任选两个发挥想象。

2、 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第4课时  《繁星》

学习目标：

1、能在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情感，树立
热爱大自然的思想，学会观察大自然。



2、通过对《繁星》的学习，学会并运用联想和想象来写景状
物、抒发感情，能在课堂内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课前学习：1、熟读课文，查工具书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能
正确拼读，并了解词的大意。

2、查阅有关写星星的诗词加深对繁星的认识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2 组织交流、评价  

4 组织学生交流 交流，学生互评 

第二块：比较作者与自己看繁星的感受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问题创设：作者三次看繁星的感受都不一样，为什么有这
样的不同？

你看繁星的感受与巴金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你从中得到什么
启示？ 思考 

2 组织交流、评价 组内交流，讨论 

第三块：语文活动：望星空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课后学习：整理修改自己的小文章。



第5课时 《冰心诗四首》

学习目标：1、能通过反复的朗读，体会诗中蕴含的情感及深
刻的哲理，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

2、能学习这些诗丰富的想象，奇巧的构思，凝练的语言，能
用其他的形式表现自己对诗的理解。

课前学习：熟读课文，查工具书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能正
确拼读，并了解词的大意。

课堂学习：

《成功的花》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情境创设：

投影一个美国人的人生片断，请同学们推测这个人会不会成
功？说说你的理由。

投影内容：

21岁——生意失败；

22岁——角逐议员落选；

23岁——生意再度失败；

26岁——爱侣去世；

27岁——精神崩溃；



34岁——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36岁——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47岁——提名副总统落选；

49岁——角逐联邦众议员三度落选； 朗读，思考 

2 组织交流 交流 

第二块：精读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3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  

《嫩绿的芽儿》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3 组织交流 交流 

第二块：精读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问题创设：芽儿、花儿、果儿你随意调换位置吗？ 思考、
讨论 

2 组织交流 交流 

课后学习：



2.有感情地朗读《嫩绿的芽儿》，巩固背诵《成功的
花》。      

第6课时 《冰心诗四首》

课堂学习：

《纸船》

学习目标：

1. 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作者在诗中表
达的情感；

2. 能理解作者思念母亲，眷恋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能运
用这种手法写一段话或一首诗来抒发对父母的爱。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情境创设：海浪滔滔，海风吹卷。诗人正坐在一艘颠簸在
太平洋的邮轮上，远离亲人，远离祖国，驶向陌生的国度，
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祖国，何时回到母亲的身边。作者挥笔写
下了这首《纸船——寄母亲》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2 组织交流，教师指导学生朗读（如何停顿、如何选择重音）
 交流 

3 教师范读  

第二块：精读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2 合作探究：

作者叠纸船的时候为什么含着泪？为什么除了爱还有悲哀？

第三小节最后一句中的“她”为什么不用“我”？） 思考、
讨论 

3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  

第三块：拓展练习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创设情境：

2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 

课后学习：

1. 自主学习《母亲》，完成探究一。

第7课时《“诺曼底”号遇难记》

教学目标 ：

1、 能在初步了解全文的基础上简单复述故事；

2、 能简单分析哈尔威船长的形象，感受分析什么是英雄行
为。

课前学习：熟读课文，进行批注。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悲剧，为此人们进
行了很多的艺术创作，从面产生了许多凄美动人、慷慨悲壮
的故事，今天让我们来欣赏雨果的《“诺曼底”号遇难记》。

[请同学简单介绍雨果，教师作适当补充] 欣赏，介绍 

2 以竞赛形式进行：五分钟内通读全文，合上书，回答投影
片上问题：

1）“诺曼底”号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发航行的？

2）“诺曼底”号发生海难的原因是什么？

3）刚发生海难时，船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

4）在紧急情况下，船长哈尔威是如何果敢地指挥救人的？

5）这场海难的结局是什么？ 朗读，批注。 

3 组织交流 思考，交流 

第二块：精读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2 组织学生发言

用四字短语来概括你心中哈尔威船长的形象？ 发表看法 

第三块：拓展探究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欣赏《泰坦尼克号》中船撞上冰山后的片断，然后讨论：

2 组织学生发言 发表看法 

课后学习：

阅读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中的一段文字，联系本文，请你
谈谈对生命的认识。

在我与杨澜主持的节目中，有一次涉及一个关于船长职守的
问题，如果一条船遇到险情，只有一条救生艇，船长能否先
离船去寻求外援。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各执一端，相持不
下。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两个场景：一是80年前的冰海
沉船，“泰坦尼克号”的惨案，我看过根据这个海难拍摄的
故事片《冰海沉船》，我记得最让我动心的是设计师的戏。
当这艘触到冰山的客轮正在下沉，女人、孩子首先被送上救
生艇时，这艘船舶的设计师，却正在船舱中沉默独坐。这时
一位船员冲进来，请他上甲板，准备逃生。这位设计师平静
地说：“请你转告我的家人，我没有贻笑大方。”既没有悲
壮的举动，又没有感人的言语。而身外的一切惊呼惨叫、手
忙脚乱、勇敢与怯懦、献身与自私、镇定与心慌、大度与猥
琐、高贵与卑贱，在死亡面前一一照见了原形、本质和道德
修养。这位设计同这艘前无古人的豪华游轮的设计师和所有
船员乘客一样，作为首批乘客曾享受过那启航时的新鲜、愉
悦和旅程的舒适，如果安全抵达目的地，每个人的一生都有
了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话题。不幸的是，这个“如果”被巨
大的浮冰粉碎了。幸免遇难的人，不幸遇难的人，本人与他
们的亲人，都有了更复杂、更深层的回忆，而这位设计师却
决心与他的伟大作品同归于尽，因为这是他的成果，也是他
的生命。他不为救生艇的不足，而舍己为人，我想即使大家
都上了救生艇，他也不愿独生。

第7课时  《寓言二则》 （一）



郑人买履

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复述主要内容。

2、了解人物的形象说出自己的情感体验。

3、能理解文章的寓意并对自己有所启示。

课前学习：1、查工具书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能正确拼读，
并了解词的大意。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入  ，组织学生默读 默读课文 

2 让学生质疑、合作释疑 交流疑难、释疑 

3 组织学生多种方式朗读 按要求读课文 

第二块：精读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让学生看注释翻译课文 看注释疏通文意 

2 检查情况：翻译复述 一人读一人译合作用自己的话复述
内容 

3 评价郑人：你觉得郑人蠢吗？蠢在何处？ 思考、讨论 

4 组织交流 小组推荐交流，小组互评 



5 学习评价：学习了课文，你有何感触？ 交流 

课后学习：1、熟读背诵课文。

第8课时  《寓言二则》 （二）

刻舟求剑

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复述主要内容。

2、了解人物的形象说出自己的情感体验。

3、能体会文中的含义。

课前学习：1、查工具书解决课文中的生字词，能正确拼读，
并了解词的大意。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入  ：复习背诵默写旧课 背诵，默写 

2 组织学生默读新课 默读课文 

3 让学生质疑、合作释疑 交流疑难、释疑 

4 组织学生多种方式朗读 按要求读课文 

第二块：精读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让学生看注释翻译课文 看注释疏通文意 

2 检查情况：翻译复述 一人读一人译合作用自己的话复述
内容 

3  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拿到剑吗？ 思考、讨论 

4 组织交流 小组推荐交流，小组互评 

课后学习：

1、 熟读背诵课文，默写课文

2、 讨论：这些人的思维方法错在哪里？

第9课时     诵读欣赏

教学目标 ：1、能在熟悉诗歌内容的基础上有感情的朗读诗
歌

2、能体会诗歌所描写的意境

课前学习：收集诗歌的相关资料，熟悉诗歌的内容，并且能
够熟读成诵。

课堂学习：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3  评优秀组，最佳朗诵 思考、讨论 

课后练习：熟读背诵诗歌。

第10、11、12课时  写作



本单元的写作训练

本单元教学目标 是注重学生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会观
察，学会体验，学会表达，注重自己内心感受的流露，注重
通过写作与他人交流。作为写作训练的起始单元，让学生觉
得作文是自己感情流露的重要方式十分重要。所以可以让学
生先进行有目的地实践再进行写作，可以进行良好的锻炼，
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第八课时：

学习目标：学写通知

课堂学习：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1 组织学生自学 自学“附录一”的“通知” 

2 写作指导 完成练习三 

3 交流，修改 交流，修改 

课后学习：1、自学“有感而发”

2、可以参观某处地方，可以为家人做自己平时不做而他们常
做的事。

第九课时：

学习目标：能学习写感悟类的文章，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能体会幸福的含义，懂得感恩。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备注



请同学们读《幸福是朴实的》这篇文章，要求理清文章思路，
找出文章的结构特点。

[文章附后] 阅读，批注，思考 

3 请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内容。

组织学生交流思路及结构特点 思考，讨论，交流 

4 总结此类文章的写法规律 思考，讨论 

5 教师归纳[投影]

写感悟类文章的基本方法是：由叙而议。即观察身边事，通
过细致、生动、形象的描写，进而找到引发思考的点，进行
言论，悟出道理。叙是基础，议是升华，叙议要联系紧密。
由景生情。即观察周边景，通过叙写景物，生发一种情感；
见是表象，思是深层；所见是切入，所思是终点；所见与所
思应达到水乳交融。

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归纳总结写这类文章的基本模式。  

6 小组交流，总结，全班交流  

课后学习：进一步自改作文。

第十课时：

教学步骤  教师组织 学生活动

1 出示评改标准和要求 组内交流，互改

2 学生推荐作文师生互动评改作文

教师听取各组意见指导学生评分



课后学习：把自己改好的作文回家读给父母或亲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