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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八年级语文书电子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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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语文书电子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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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语文书电子版篇三

一、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目标：

梳理故事情节，掌握复述故事的方式。

2.过程和方法目标：

进一步学习象征的艺术手法;品味本文语言，感悟字里行间真
挚的情感。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感受南斯拉夫妈妈的形象，体味文中流露出来的跨越国界的
浓浓_情。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体味南斯拉夫妈妈育乞西的形象，感受文章感人至深



的语言

难点：：蜡烛的象征意义。

三、教学课时1课时

四、教学方法点拨、自读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说到蜡烛，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学生各抒己见)

1.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借蜡烛歌颂奉献者的无
私奉献精神.(李商隐-无题)

2.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借蜡烛烘托出久别重逢
的情意与温馨.(李商隐-巴山夜雨)

3.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借蜡烛写离别之苦.(杜
牧-赠别其二)

4.烛光里的妈妈",借蜡烛歌颂母亲.(歌曲)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蜡烛》，感受
小说中烛光里别样的深意。

(二)作者介绍

西蒙诺夫，是苏联作家。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作家，他
的作品多为战争题材，尤以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小说而。
如《日日夜夜》《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



的夏天》等。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他作品中，
常常出现生动的战时细节描写，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心理
活动和性格变化比较少。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蜡烛》讲了一个什么样
的故事!

(三)梳理故事情节

请一位同学告诉大家，《蜡烛》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注意：复述故事的时候，注意将清楚故事的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地点：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上一座桥前的方场

人物：老妇人玛利育乞西、苏联红军士兵柯拉耶夫

事件：1944年9月19日,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保卫战中,与德国
法西斯展开了激烈的争战.在偷袭萨伐河上的一座桥时,一位
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了.一位南斯拉夫母亲不忍红军烈士暴尸战
场,冒着德国人的炮火安葬红军战士.她用双手舀干弹坑里的
积水,把烈士的遗体拖进弹坑,摆正遗体,并吻了死者的嘴唇和
前额,双手捧土,一捧一捧堆成坟堆,埋葬了烈士.为悼念烈士,
她拿出珍藏45年的结婚蜡烛点在坟头上,并彻夜守在坟头陪伴
烈士的英灵.

(四)精读课文，感悟老妇人的形象，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听完__同学的复述这个故事后，同学们觉得给你什么样的感
觉呢?(感人还是震撼?)

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很感人呢?(环境、人、物三者考虑)

a.环境(衬托)



a.故事发生再二战，文中不乏对枪林炮火的描写，找找看，
哪些地方对环境进行描写?(第16.18.20.24.27段)

b.思考下作者设置这样一个典型环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写出了德军的残忍疯狂，当时环境危险，突现了老妇人的不
顾生死、临危不惧。)

b.人物--南斯拉夫妈妈育乞西

故事的主角南斯拉夫妈妈育乞西的刻画，采用什么方法呢?

(心理?语言?肖像?神态?动作?)

外貌描写：

“她太衰老了”：年老体弱--拖动、掩埋烈士很吃力，想到
老妇人力量的源泉。

黑围巾：(4次：20.28.40.41)：表沉痛哀悼的庄重情感，这
一着色，渲染了肃穆气氛，表达了老妇人的哀悼之情。

动作描写：

老人对烈士做了什么事情呢?(掩埋烈士、安葬烈士、守护烈
士)

掩埋烈士：非常吃力

安葬烈士:亲人礼葬

守护烈士：充满敬意

在描写这样一位年老体弱的老人在掩埋烈士、安葬烈士、守



护烈士时，作者具体用了哪些动词比较震撼人：

“爬”写出了老妇人年老体衰;

“跪”写出了行动不便的老妇人对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深
痛哀悼。

“拖”：年老、行动不便、艰难

心理活动：(讨论课后练习第三题)

文章中的老妇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丰富的内心活动都是通
过她的动作来表现。试揣摩文章倒数第四段，设想一下段中
表现的老妇人的心理活动，并用一二百字写下来。

c.物--蜡烛

本文烛光(6次)的象征意义：

第28段：交代了蜡烛的来历，说明了这支蜡烛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它虽然渺小，但却是老妇人的宝物，老人把它最珍
贵的宝物奉献给了烈士，也反映了老人对红军战士的爱戴与
敬意。

结尾处：结尾两句话讴歌南斯拉夫母亲对苏联红军烈士最崇
高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同_。这种感
情建立在正义的反侵略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这里的描写不仅仅是烛光的写照，而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烛光，是红军烈士生命之光、胜利之光;烛光，寄托着南斯拉
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哀思;烛光，是两国人民战斗情谊的象征。

小结：蜡烛的深意:



1.象征红军战士的生命之光

2.象征两国人民的深厚情意

3.象征老人对红军战士的爱戴与敬意

4.象征和平、希望和胜利.

(五)全文小结

文中的南斯拉夫妈妈不顾生死，不顾年老体弱，满怀爱意地
埋葬苏联红军烈士的遗体，这种感情，达到了跨越国界，_情
深的境界。希望每个同学都能体会到这种美好的感情，并且
在今后的日子里，付出多一些爱，收获更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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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重点段落分析

(一)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

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
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
的，实际是隔而不隔，界而未界，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
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
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

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
落都注意图画美。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
虎或者蔷薇木香。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
补上几竿竹子或几棵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
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

1.文中有一个词语“单调”，形容开窗对着白色墙壁的感觉，



请你具体解释补上竹子或芭蕉就可以去掉单调感觉的原因。

答：有色彩，减少单调感觉;有图画，增添观赏兴趣。

2.这两段文字说明了苏州园林的哪一特征?

答：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
图画。

3.第一段中的“适当的位置”这一短语是否可以删掉?为什
么?

答：不可以。此短语说明设计者的安排的精心，要确保每一
点设计都有美的效果。

4.请你写出花墙、廊子的特点和作用。

答：特点：墙有镂空图案，廊子两边无所依傍。作用：增加
层次感，增加景致的深度。

(二)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
当然各各不同。

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
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
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
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
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
在，决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惟愿游览者得到“如
在画图中”的美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
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画图中”
的。

1.《苏州园林》作者 ，名 ，著名的 家、 家。我们曾学过



他的一篇童话《 》。

叶圣陶绍钧教育文学古代英雄的石像

2.本文说明对象的特征是：

“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
画”

3.结合上下文，试分析下列语句所采用的说明方法。

a.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 ( 列数
字 )

b.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盘屈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
( 举例子、打比方 )

c.苏州园林与北京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 (作比较 )

不可以。因为句中的“败笔”是与上半句中的“图画”相照
应，换成“地方”，则没有这层照应了。

效果会不好。第一种说法好。第一种说法是双重否定句，语
气强烈，强调了苏州园林设计的成功，确实能够做到使游览
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后一种是
肯定句，语气不如前一种双重否定句强。

(三)布置作业

1.请用一段文字介绍你所在的班级室内布置情况，要求说明
顺序条理，至少运用两种说明方法。

2.预习《故宫博物院》，查找有关图片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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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2.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3.演练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教学重点：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教学难点：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教学环节：

一、感知——了解演讲词

(一)演讲词的概念和特点

演讲词，是指在重要场合或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文稿。它
的特点有：

1.内容上，鲜明的观点、具体的事例和清晰的思路;

2.语言上，运用说话的技巧使语言风趣幽默，魅力四射。

(二)文章内容梳理

完成表格

二、品讲——欣赏风趣幽默的语言

1.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
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



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

2.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弄错
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
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

3.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
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逸
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作雄辩，凡人就是
狡猾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作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
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
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
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

4.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
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
阳奉阴违的办法，一旦干到具体的活儿，他根本不清楚里头
怎么回事。

……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
已经堕落到了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

……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
情。

5.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
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三、演练——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运用“设问+排比+对比”的组合手法仿写一段话来表达你的
一个观点，并尝试着讲出来。

四、小结



演讲词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