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
一步 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教学设

计(通用10篇)
幼儿园教案是教师为了开展教学活动而准备的一份详细计划，
对于幼儿的学习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阅读教案范文
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教学理念和教学设计的重要性。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一

教学目标：

1、理解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

2、学习文章心理状态描写的方法。

3、联系自身生活体验，感悟生活哲理。

教学过程

一、作品与作者简介

选自《心理学与成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xx年版）。原
题为《悬崖上的一课》，选入课本时改为现在的题目，并做
了删改。莫顿·亨特（1920-20xx），美国作家、心理学家。

二、初读课文

（一）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要读出声音，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读。

（二）学习生字和新词，这些词要读音和书写都正确，并掌
握词的意思。同学朗读课文的时候，请一个学生板书生字和



新词。朗读结束，请6名学生朗读生字和新词，并解释词的意
思。

（三）朗读课文。举行朗读比赛，一个学生读，其他同学找
他读的错误之处，并说明原因，然后这个同学继续往下读，
看谁能一读到底，没有错误之处，能正确地朗读到底的同学
是冠军，老师发给奖品。

（四）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按时间顺序写的。

三、精读课文

（一）请同学们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先自己思
考，再请两名同学在全班交流。

明确：文章讲述了自己从冒险、遇险，再到脱险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从胆怯、恐惧到克服心理障碍，
收获自信，甚至有了一种成就感的心路历程。

（二）如何理解课文中“这是严禁和不可能的化身。”

明确：悬崖60英尺，太高了。作者的身体很弱，不像其他孩
子那样强壮，而且不能冒险。

实际在写心理状态。

进退两难，孤立无援，心理描写细腻、真实。

（五）爸爸为什么让我先“迈一小步？”

因为悬崖很陡，很险，小步子能安全、稳当地迈出，这样能
增加自己的成就感，增加信心。迈出一小步后，再迈一小步，
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六）为什么爸爸不让我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下面的路还很
长”？

想着成功，增加自信，就增加解决问题的希望。如果总是想着
“下面的路还很长”，就会觉得离脱险还很远，担心自己不
能克服困难，不能顺利地脱险，有可能丧失信心，被困难吓
倒。

四、拓展

（一）生活中常常有人遇事因胆怯而畏缩不前，就像文中
的“我”那样。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是怎样克服的？先请
同学自己思考，然后请3名学生全班交流。

有一次，数学作业比较难，很长时间都没有做出来，我很着
急，怎么办呢？花了很大的精力还是想不出办法，就是做不
出来。我的同学看在眼里，劝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想办
法，总有办法的。你把昨天和今天学的公式再复习一遍，把
书上的例题再重新做一遍，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我
就按他说的做了，把昨天学习的公式自己推导一遍，又把今
天课上的例题自己做一遍，得到了启发，终于把数学作业题
做出来了。最后我想，遇到困难的事情不能退缩，要想办法，
看看自己能做什么，一点点地去做，最终能解决问题。

（二）文中爸爸帮“我”脱险的做法对你有什么启发？

今后，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要被困难吓倒，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要根据具体情况，看能做什么，一步一
步去做，要有耐心，能持之以恒地去做，不要想着一步就能
解决所有问题。

五、作业

复述这个故事。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及时删去。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二

知识目标：理清全文思路，通过复述情节，整体把握课文内
容。

能力目标：学会多角度思考文章。

情感目标：联系自身生活体验，感悟人生哲理。

教学重点：朗读课文，复述情节，整体把握文章主旨。

教学难点：探究、感悟蕴含的人生哲理。

教学方式：朗读，讨论分析，合作学习。

教学用具：多媒体。

课时安排：2课时。

第1课时：重点是朗读课文，理清全文思路，通过复述情节，
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默读课文，初步感知。

1、迅速默读全文

要求：（1）读全文包括课题、作者、提示。

（2）速度在第分钟500字左右，全文用5分钟读完。



学生默读后，能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标出生字词，，交流生字词

闷热弹子训诫耸立峭壁颤抖瘦骨嶙峋迂回凝视啜泣纳罕

恐惧安慰头晕目眩经历屡次抵达暮色苍茫小心翼翼灰心丧气

三、再次默读，整体把握课文

1、学生再次默读课文，准备复述。

2、复述方法指导：

a、抓住故事里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起因、经过、结
果。

b、快速捕捉文章中的数字等有效信息，抓住关键词语。

c、复述不是照搬原文，而是对文章主体的一个提炼加工过程。
通过复述故事情节，整体把握课文内容，让学生在主动积极
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有新的感悟和思考，获得生活的启示。

3、学生复述（3—4人），自评复述得失。

4、教师应有针对性的指明学生默读的速度和复述过程中的不
足之出，明确复述方法，然后再让学生有的放矢地纠正自己
第一次复述的不当之处进行二次复述。

5、学生根据复述的得失，将经验和复述方法记下来。

四、布置作业：20个词语，每个5遍。

第2课时：重点是学会多角度思考文章，探究、感悟蕴含的人



生哲理。

教学过程：

一、朗读课文，思考：

1、学生朗读，提要求。

2、朗读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无漏字
漏字，注意语速、语调。

3、思考：

作者遇到了困难，从哪些地方可看出？

归纳：从小多病，不能活泼勇敢颤抖“如果你想待在那里，
就待着好了。”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这算困难吗，从哪儿可看出？

归纳：悬崖不高伙伴们轻松爬上去了“我”后来很容易地下
来了

怎么很容易地下来的呢，心理有什么变化？

归纳：走一步顿生信心

再走一步信心大增

慢慢爬下悬崖巨大成就感（只有几米高，为什么有巨大成就
感？）

心理变化：害怕——顿生信心——信心大增——有巨大成就
感



二、从中你悟出了什么生活哲理？

学生讨论，明确人生哲理：在人生道路上，不管面对怎样的
艰难险阻，只要把大困难分解成小困难，一个个认真地解决
小困难，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终将战胜巨大的困难赢得最后
的胜利。

三、合作探究

1、你从课文的那些地方体会出这样的生活哲理的？

（引导学生在课文中寻找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来体会文章的
蕴涵）

学生小组讨论发言，对于理解有难度的词语，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追问为什么？

a、标题：“走一步，再走一步”，标题的含义是什么？

2、你觉得文中最让你感动的是哪儿？或你是如何看待故事里
的各个人物的？（多角度阅读评价）

教会学生多角度阅读的方法，以提高阅读质量。

确立角度的方法：着眼于课文中的某个人物，或者着眼于课
文中的某一情节

举例：评价杰利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

伙伴们的做法有不当的吗？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适当引导归纳



四、质疑与交流：

1、课文还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可以提出来让大家来共同探讨
的？

2、你受到什么启发？该如何面对困难？

同学畅所欲言。

五、教师小结

六、延伸与拓展：读汪国真诗句

七、布置作业

生活中难免遇到困难，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有什么经验教训？细心留意身边的事，感悟生活，写一篇短
文。（学生在课内时间充分的情况下自由漫谈，课后写在作
业本上）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三

教材分析：

《走一步再走一步》是一篇通俗易懂但又耐人寻味的美文，
讲的是作者小时侯一次在小悬崖上的遇险经历。从这次经历
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并且这道理成了他以后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的人生经验。同时，这篇文章在结构线索、起伏照应、
心理刻画等方面都非常有特点，语言简练流畅、含蓄委婉。
因此，教学本文，旨在引导学生正体把握课文内容，领悟作
者讲述的人生哲理。在引导学生反复朗读的基础上进行探究，
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学到一些写作技巧。

走一步，再走一步原文



教学目标：

1、了解课文中以小见大，以实寓虚、由事推理的记叙方法。

2、初步学会分析记叙文章中的情事论理及其详略安排，注意
学习和运用描写心理活动的词语。

3、与《在山的那边》进行比较阅读。

4、联系自身生活体验，感悟人生哲理。

教学重点：

1、掌握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的特点及作用。

2、文章以小见大、以实寓虚、由事推理的写法。

教学难点：多角度阅读，多方面探讨“走一步，再走一步”
的含义和生活哲理。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步骤：

《走一步，再走一步》主旨探讨

第1课时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四

1、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2、联系生活实际，启迪人生智慧。

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新课标提出“欣赏文学作品，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阅读文章有自己的情感体验，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
的有益启示。”根据这一教学建议，设计本课时，以品味富
于表现力的语言为突破口，运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循序
渐进地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
品读鉴赏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生的启示，懂得如何积极
克服困难，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三环节：复述故事——剖析心理——启迪智慧

三切入点：以赏析关键性语句为切入点，品读人物心理；

以赏读标点符号为切入点，感悟人物成长过程。

以品析关键词语为切入点，收获人物成功经验。

一、导入新课

（此环节设置意图：介绍作者事迹，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二、了解故事

请结合记叙文六要素，复述故事

（此环节设置意图：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圈点批注法默读文章，
勾画出记叙文六要素，并提示学生运用六要素组合法复述故
事，旨在培养学生的整体感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剖析心理

（一）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依靠“我”的能力，“我”能否
脱险？说说你的理由。

（此环节设置意图：旨在引导学生抓住关键性语句，在交流
中，探讨“我”被困悬崖的根本原因是“恐惧”，培养学生



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二）跳读课文，找出表现“我”恐惧心理的句子。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词句，探究“我”的恐惧
心理，培养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三）猜读课文，借助句子补充爸爸心理描写

（此环节设置意图：以填充句子的方式，猜测爸爸心理，为
下一步赏析人物成长经历作铺垫）

四、启迪智慧

（一）跳朗读课文，找出文中爸爸助“我”脱险的方法。

（此环节设置意图：借助抓关键性语句，提高学生关键信息
捕捉能力，培养感知能力。）

（二）赏析标点符号，感悟人物成长经历

1、请找出脱险部分表示“我”心理活动的语句，有感情地读
一读。

2、有感情朗读脱险阶段表示“我”心理活动的句子。

3、为什么“我”一步步地走下了悬崖，文中标点符号却用句
号？

（此环节设置意图：

1、分析句号的作用，感知在爸爸的引导下“我”变得越来越
自信、淡定、从容，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重视标点
符号的正确巧妙运用。



2、通过变句赏析，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赏析能力。

3、老师通过引导学生有感情朗读关键性语句，培养和提高学
生借助重音和语速朗读课文的能力。

（三）品析关键性词语，收获人生成功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性词语，明白是爸爸教
给“我”的不仅仅是爬下悬崖的方法，更是在教给“我”人
生路上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经验，从而让学生储备成长路
上克服困难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联系学生实际，分享成功经验）

3、你又从“这一课”学到了哪些经验，如果你准备摘录文中
的一句话作为成长路上的座右铭，你会选哪一句，试着背一
背。

（此环节设置意图：学以致用，用摘录和背诵的方法，既积
累了名言警句又把所学化为了己用）

五、课堂寄语

这堂课，在与莫顿·亨特的心灵对话中，我们结交了这位智
者，撷取了许多智慧。让我们走一步，再走一步，克服一个
个小困难，实现一个个小目标，进而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吧！

（此环节设置意图：用简短有力的话语使学生形成深刻有效
的记忆，感召学生运用本节课所获人生经验，走好每一小步，
完成人生目标）

成功

再走一步



走一步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五

1.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2.联系生活实际，启迪人生智慧。

【学习重难点】

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设计理念】

新课标提出“欣赏文学作品，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阅读文章有自己的情感体验，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
的有益启示。”根据这一教学建议，设计本课时，以品味富
于表现力的语言为突破口，运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循序
渐进地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
品读鉴赏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生的启示，懂得如何积极
克服困难，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创意说明】

三环节：复述故事——剖析心理——启迪智慧

三切入点：以赏析关键性语句为切入点，品读人物心理；

以赏读标点符号为切入点，感悟人物成长过程。

以品析关键词语为切入点，收获人物成功经验。

【探究过程】

一、导入新课



（此环节设置意图：介绍作者事迹，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二、了解故事

请结合记叙文六要素，复述故事

（此环节设置意图：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圈点批注法默读文章，
勾画出记叙文六要素，并提示学生运用六要素组合法复述故
事，旨在培养学生的整体感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剖析心理

（一）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依靠“我”的能力，“我”能否
脱险？说说你的理由。

（此环节设置意图：旨在引导学生抓住关键性语句，在交流
中，探讨“我”被困悬崖的根本原因是“恐惧”，培养学生
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二）跳读课文，找出表现“我”恐惧心理的句子。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词句，探究“我”的恐惧
心理，培养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三）猜读课文，借助句子补充爸爸心理描写

（此环节设置意图：以填充句子的方式，猜测爸爸心理，为
下一步赏析人物成长经历作铺垫）

四、启迪智慧

（一）跳朗读课文，找出文中爸爸助“我”脱险的方法。

（此环节设置意图：借助抓关键性语句，提高学生关键信息
捕捉能力，培养感知能力。）



（二）赏析标点符号，感悟人物成长经历

1.请找出脱险部分表示“我”心理活动的语句，有感情地读
一读。

2.有感情朗读脱险阶段表示“我”心理活动的句子。

3.为什么“我”一步步地走下了悬崖，文中标点符号却用句
号？

（此环节设置意图：1.分析句号的作用，感知在爸爸的引导下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淡定、从容，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学
习生活中重视标点符号的正确巧妙运用。2.通过变句赏析，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赏析能力。3.老师通过引导学生有感
情朗读关键性语句，培养和提高学生借助重音和语速朗读课
文的能力）

（三）品析关键性词语，收获人生成功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性词语，明白是爸爸教
给“我”的不仅仅是爬下悬崖的方法，更是在教给“我”人
生路上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经验，从而让学生储备成长路
上克服困难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联系学生实际，分享成功经验）

3.你又从“这一课”学到了哪些经验，如果你准备摘录文中
的一句话作为成长路上的座右铭，你会选哪一句，试着背一
背。

（此环节设置意图：学以致用，用摘录和背诵的方法，既积
累了名言警句又把所学化为了己用）

五、课堂寄语



这堂课，在与莫顿·亨特的心灵对话中，我们结交了这位智
者，撷取了许多智慧。让我们走一步，再走一步，克服一个
个小困难，实现一个个小目标，进而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吧！

（此环节设置意图：用简短有力的话语使学生形成深刻有效
的记忆，感召学生运用本节课所获人生经验，走好每一小步，
完成人生目标）

附：板书设计

成功

再走一步

走一步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六

教学目标：

1、理解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

2、学习文章心理状态描写的方法。

3、联系自身生活体验，感悟生活哲理。

教学过程

一、作品与作者简介

选自《心理学与成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xx年版）。原
题为《悬崖上的一课》，选入课本时改为现在的题目，并做
了删改。莫顿·亨特（1920-20xx），美国作家、心理学家。



二、初读课文

（一）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要读出声音，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读。

（二）学习生字和新词，这些词要读音和书写都正确，并掌
握词的意思。同学朗读课文的时候，请一个学生板书生字和
新词。朗读结束，请6名学生朗读生字和新词，并解释词的意
思。

（三）朗读课文。举行朗读比赛，一个学生读，其他同学找
他读的错误之处，并说明原因，然后这个同学继续往下读，
看谁能一读到底，没有错误之处，能正确地朗读到底的同学
是冠军，老师发给奖品。

（四）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按时间顺序写的。

三、精读课文

（一）请同学们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先自己思
考，再请两名同学在全班交流。

明确：文章讲述了自己从冒险、遇险，再到脱险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从胆怯、恐惧到克服心理障碍，
收获自信，甚至有了一种成就感的心路历程。

（二）如何理解课文中“这是严禁和不可能的化身。”

明确：悬崖60英尺，太高了。作者的身体很弱，不像其他孩
子那样强壮，而且不能冒险。

实际在写心理状态。



进退两难，孤立无援，心理描写细腻、真实。

（五）爸爸为什么让我先“迈一小步？”

因为悬崖很陡，很险，小步子能安全、稳当地迈出，这样能
增加自己的成就感，增加信心。迈出一小步后，再迈一小步，
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六）为什么爸爸不让我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下面的路还很
长”？

想着成功，增加自信，就增加解决问题的希望。如果总是想着
“下面的路还很长”，就会觉得离脱险还很远，担心自己不
能克服困难，不能顺利地脱险，有可能丧失信心，被困难吓
倒。

四、拓展

（一）生活中常常有人遇事因胆怯而畏缩不前，就像文中
的“我”那样。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是怎样克服的？先请
同学自己思考，然后请3名学生全班交流。

有一次，数学作业比较难，很长时间都没有做出来，我很着
急，怎么办呢？花了很大的精力还是想不出办法，就是做不
出来。我的同学看在眼里，劝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想办
法，总有办法的。你把昨天和今天学的公式再复习一遍，把
书上的例题再重新做一遍，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我
就按他说的做了，把昨天学习的公式自己推导一遍，又把今
天课上的例题自己做一遍，得到了启发，终于把数学作业题
做出来了。最后我想，遇到困难的事情不能退缩，要想办法，
看看自己能做什么，一点点地去做，最终能解决问题。

（二）文中爸爸帮“我”脱险的做法对你有什么启发？



今后，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要被困难吓倒，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要根据具体情况，看能做什么，一步一
步去做，要有耐心，能持之以恒地去做，不要想着一步就能
解决所有问题。

五、作业

复述这个故事。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及时删去。

七年级上册《走一步，再走一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七

1.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2.联系生活实际，启迪人生智慧。

赏析关键性语句，剖析人物心理



新课标提出“欣赏文学作品，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阅读文章有自己的情感体验，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
的有益启示。”根据这一教学建议，设计本课时，以品味富
于表现力的语言为突破口，运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循序
渐进地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
品读鉴赏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生的启示，懂得如何积极
克服困难，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三环节：复述故事——剖析心理——启迪智慧

三切入点：以赏析关键性语句为切入点，品读人物心理；

以赏读标点符号为切入点，感悟人物成长过程。

以品析关键词语为切入点，收获人物成功经验。

一、导入新课

（此环节设置意图：介绍作者事迹，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二、了解故事

请结合记叙文六要素，复述故事

（此环节设置意图：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圈点批注法默读文章，
勾画出记叙文六要素，并提示学生运用六要素组合法复述故
事，旨在培养学生的整体感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剖析心理

（一）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依靠“我”的能力，“我”能否
脱险？说说你的理由。

（此环节设置意图：旨在引导学生抓住关键性语句，在交流
中，探讨“我”被困悬崖的根本原因是“恐惧”，培养学生



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二）跳读课文，找出表现“我”恐惧心理的句子。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词句，探究“我”的恐惧
心理，培养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三）猜读课文，借助句子补充爸爸心理描写

（此环节设置意图：以填充句子的方式，猜测爸爸心理，为
下一步赏析人物成长经历作铺垫）

四、启迪智慧

（一）跳朗读课文，找出文中爸爸助“我”脱险的方法。

（此环节设置意图：借助抓关键性语句，提高学生关键信息
捕捉能力，培养感知能力。）

（二）赏析标点符号，感悟人物成长经历

1.请找出脱险部分表示“我”心理活动的语句，有感情地读
一读。

2.有感情朗读脱险阶段表示“我”心理活动的句子。

3.为什么“我”一步步地走下了悬崖，文中标点符号却用句
号？

（此环节设置意图：1.分析句号的作用，感知在爸爸的引导下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淡定、从容，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学
习生活中重视标点符号的正确巧妙运用。2.通过变句赏析，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赏析能力。3.老师通过引导学生有感
情朗读关键性语句，培养和提高学生借助重音和语速朗读课
文的能力）



（三）品析关键性词语，收获人生成功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通过品析关键性词语，明白是爸爸教
给“我”的不仅仅是爬下悬崖的方法，更是在教给“我”人
生路上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经验，从而让学生储备成长路
上克服困难经验）

（此环节设置意图：联系学生实际，分享成功经验）

3.你又从“这一课”学到了哪些经验，如果你准备摘录文中
的一句话作为成长路上的座右铭，你会选哪一句，试着背一
背。

（此环节设置意图：学以致用，用摘录和背诵的方法，既积
累了名言警句又把所学化为了己用）

五、课堂寄语

这堂课，在与莫顿·亨特的心灵对话中，我们结交了这位智
者，撷取了许多智慧。让我们走一步，再走一步，克服一个
个小困难，实现一个个小目标，进而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吧！

（此环节设置意图：用简短有力的话语使学生形成深刻有效
的记忆，感召学生运用本节课所获人生经验，走好每一小步，
完成人生目标）

附：板书设计

成功

再走一步

走一步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八

2

深秋走一步是寒冬

寒冬再走一步便是春

挫折走一步或许还是失败

失败再走一步可能就是成功

3

路尽天绝处

不妨尝试着再走一步

万水千山

只源于最初的那一步

4

咫尺天涯路

第一步往往很难迈出

于是就没有了下一步

2、品评你最喜欢的人物

预设问题：我究竟算不算一个勇敢的孩子？

备用：杰利算是我最好的朋友吗？--什么样的朋友才算是好



朋友，做事情都要一起去吗？（引导学生对朋友进行思索）

3、朗读背诵积累最后一段。

教师小结：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可能坦坦荡荡，一帆
风顺；遇到困难，感受挫折，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我们不失
自信，牢记“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
小步。你能办得到的”，那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将被你踩在
脚下。别忘了，还要把你的这些感受传给那些正在遭遇困难
的人们。

【板书设计】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九

教学目标：

(1)通过默读，能够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能用简洁的语言概
述故事的主要内容。

(2)领会“走一步，再走一步”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培养勇于
克服战胜困难的品格。

(3)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出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与认识，提升自己的思想

认识，正确把握本文的思想内涵。

过程与方法：

(1)教师组织、参与、点拨；

(2)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对生活的思考、感悟，激发学生勇于克服困难、战
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教学重点：

(1)领悟课文描写心理活动的词语并体会其作用。

(2)复述故事情节，理解文章蕴含的生活哲理。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出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与
认识。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由《蜗牛》之歌引入，带着同学们一起走进莫顿亨特，去体
验他的“走一步，再走一步”的蜗牛历程，去分享他的“走
一步，再走一步”的人生智慧。

二、默读课文，整体感知

1．结合阅读提示及课后读一读，写一写，默读全文，圈点勾
画相关的字词语句。

2．结合文章进行字词教学，并根据重要字词复述文章。

三、析“啜泣”

（一）“我听见有人啜泣，正纳罕那是谁？结果发现原来是
我自己。”



1．“我”啜泣的原因？

明确：这是“我”在爬悬崖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害怕、恐惧

2．阅读第7-15节，思考：

（1）找出“我”爬悬崖的动词及表现“我”害怕和恐惧的短
语并加以体会。

（2）这是一个怎样的险境？从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介
绍“我”眼中的险境。从中说明

“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二）“我先是啜泣了一会儿，然后，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
成就感。”

1．“我”啜泣的原因？

（1）在父亲到来之后，“我”的心理有没有发生变化？从文
中找出相应的语句来回答。

（2）“我”什么动作让“我”有了信心？找出原文语句。

3．“我”从一个“胆小鬼”蜕变为一个“勇敢者”，这一华
丽转身的秘诀是什么？

四、悟经历

“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分享“我”的
成功经验，读原句。

1．为什么“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

3．“直到抵达我所要到的地主”意味着什么？



4．再读原句，用自己的话说出这句话的普遍含义。

五、写经历

生活中你遇到过哪些困难？是怎样处理的？有什么教训？

六、板书设计

走一步，再走一步

莫顿亨特

毫无信心（被困悬崖）

走一步

有了信心

再走一步

信心大增巨大的成就感（爬下悬崖）

[走一步，再走一步教学设计(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教案教学设计七年级走一步再走一步篇十

《走一步，再走一步》教案设计

一、      教学目标 ：

1、要求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借助于工具书掌握相关的字词。

2、有感情的朗读全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准确复述课文内
容。



3、理解重点语句，把握本文思想感情，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

4、激发学生勇于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整体感知课文，掌握详略得当的写作技巧。

2、掌握文章如何借事论理，使学生感受到正确对待困难，在
面对困难时要有不馁不躁，沉着应付的信心和决心。

三、教学准备：

1、通过预习初步掌握字词的含义，把握文章的大概内容。

2、品味文中优美语句，领悟其深刻含意。

3、借助于投影仪、小黑板、图片等辅助性教学用具。

四、教学设想：

使学生从作者在那座悬崖上学到的如何克服困难、战胜苦难
的经验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使学生领悟人生会有这
样和那样的波折，要着眼于克服困难的那一小步，要勇于跨
出那一小步，人生才能跨出一大步。让学生积极思考一小步
是成就一大步的基石，使学生从一小步中受到思想和情感的
熏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教师把跨出一小步作为教学的重点加以体会和领悟，帮助学
生端正克服困难的态度和树立坚强的个性。

五、教学过程 ：

第 一 课 时



一、教学目标 ：

1、能够整体感知课文，能复述课文内容。

2、在朗读的基础上把握文章的主题思想。

二、教学过程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