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模板8篇)
它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纲领，有助于学生理清学科知识的脉
络。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以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安全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一

《巴东三峡》教案、说课稿（原创）

巴东三峡教材：语文版八年级上册第2―6页教学目标：知识
与能力目标：（1）初步学习游记的写作方法，掌握游记的一
般特点（2）学习作者根据各个景物的特点而采用的不同的描
写方法，掌握排比、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3）理清文章
脉络，掌握作者行文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过程与方法目标：抓
住景物的特色描写，体会语言的生动形象及表达手法的多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养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教学的重难点:重点:学习作者根据各个景物的特点而采用的
不同的描写方法难点：掌握寓学识，才力和情感于记叙之中
的游记的写作方法教学过程：一、设置情境，导入新课：上
学期，我们曾跟随朱自清先生的脚步，感受了江南春天的清
新，也曾踏着老舍先生的足迹，领略过济南冬天的温情，正
是一篇篇优美的写景散文，让我们足不出户，却神游千里；
身在此地，却遍览山河。今天，我们又将登上“刘大杰”号，
去游历蜚声海外的巴东三峡------二、提出教学目标学生在
课本的单元说明中寻找1、觅游踪2、赏游景3、悟游情三、默
读课文觅游踪1、划出自然段。2、哪些段落具体描写了“游
三峡”的经过？3、“三峡”指的是哪三峡？4、圈出作者沿
途所经过的地方5、在板书上补充完整“三峡略图“四、细读
课文赏游景（一）听听我来说西陵1、请学生以小导游的身份，
向游客介绍西陵峡的特点。可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段峡，抓
住特点来介绍。2、议一议这部分中引用谚语、诗歌的作用
（二）七嘴八舌议巫峡请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方法，借助自



学提纲自学，然后以小老师的身份进行讲解。1、课文描写了
哪些景物？2、这些景物有什么特点？3、作者运用哪些手法
突出景物特征的？（三）屏气凝神看瞿塘请同学们自读后，
谈一谈瞿塘峡的人文景观，也可说说你所了解的相关故事五、
浏览课文悟游情1、“赞叹”“恐怖”出现在哪个段落？2、
游完三峡后的心情怎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六、小结：
一路群山高低起伏，我们的心情也高低起伏；一路的江水汹
涌澎湃，我们的心情也汹涌澎湃。跟随刘大杰先生的游踪，
赏一路的美景，感一路的恐怖，也留下一路的赞叹，在心中
不断升腾的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七、通过视频欣
赏三峡美景巴东三峡我说课的题目是《巴东三峡》。我准备
从文本分析，学情分析，教法设想，学法指导，教学过程和
板书设计这六方面展开说课。一．说文本分析1.分析教材
《巴东三峡》是语文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一课，
记叙了作者经过长江三峡时沿途所见到的无比雄伟奇丽的景
色，是写景散文中的一种形式------游记，条理清晰，内容
翔实，情文并茂。2.教学目标根据对教材的分析，本课的教
学目标拟订为：知识与能力目标：初步学习游记的写作方法，
掌握游记的一般特点；过程与方法目标：抓住景物的特色描
写，体会语言的生动形象及表达手法的多变；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目标：培养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3.教学的重
难点本文是一篇游记，重点是学习作者根据各个景物的特点
而采用的不同的描写方法，而掌握寓学识，才力和情感于记
叙之中的游记的写作方法则是难点。二．说学情分析作为农
村学生，受条件和年龄限制，很少有机会“行万里路”，对
外界的好奇使他们对游记的学习充满兴趣，所以在教学中可
充分把握这一点。三．说教法设想这篇课文篇幅较长，内容
具体清晰，所以适合进行创造性教学。可采用三个针对性不
同的活动突破三段课文重点，以活动带动学习，学生在活动
过程中兴趣盎然，对课文的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创造性的
火花不断迸发，既有利于文本学习，又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
的敏捷性，灵活性和独创性。四．说学法指导新课标提出
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法”。本课的学习方法主要是自主阅读法，合



作探究法，活动展示法，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五、说教
学过程：1、设置情境导入新课导语设计中提到已经学过的写
景文章，又把本课的学习过程比作“山水之旅“，一方面回
顾旧知，一方面又引出新的未知，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调
动他们的求知兴趣。2、提出学习目标学生利用单元说明中的
文字理出本课的学习目标，既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又了
解了游记的一般特点，使课堂学有导向，学有目标。3、默读
课文觅游踪在初读课文，理清课文脉络的.基础上，在黑板上
补充完整“三峡略图”,既深入了解了课文，又培养了学生的
整合与画图识图能力，作者的游览顺序也一目了然4、细读课
文览游景三段不同的景物有不同的特点，（1）第一段西陵峡
又分四小段，各具特色，可设计“我来当小导游”的课堂活
动，让学生有选择地介绍，突出景物特点，品析所引用谚语、
诗歌的作用，既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创造性地活用文本，
又结合生活实际，锻炼了胆量，培养了能力。（2）第二段巫
峡描写性强，而且运用了不少写作手法。请学生根据自己的
学习方法，借助自学提纲自学讨论，然后以小老师的身份进
行讲解。这个课堂活动侧重巩固七年级所学的写景文的学习
方法。（3）第三段瞿塘峡的人文景观众多，可设计活动三：
说说你所了解的相关故事，从而感受浓浓的文化氛围。教师
在活动中要引导学生体悟作者的情感，感受一路山水一路情
的游览历程。5、浏览课文悟游情通过寻找抒情的句子，体会
文章情文并茂的特点，更深切地感受作者一路江水汹涌，一
路心潮起伏，一路恐怖，一路赞叹的情感，激发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6、小结：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
一次地从整体上把握全文。7、通过视频欣赏三峡景：直观地
欣赏三峡美景，学生情绪达到高潮。六、说板书设计板书既
要简洁明了，便于学生识记，又应该是课文的线索图示，能
囊括重难点知识。基于这种认识，我特设计以下板书：以上
是我就《巴东三峡》从六个方面的说课，请各位老师批评指
正。谢谢！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二

《巴东三峡》(语文版八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集体备课时间8月18日

出席教师

缺席情况记录无中心发言人

备课内容1．《巴东三峡》

教材分析本文属游记体裁，逆流而上记叙了三峡全程中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1准确认读课文下注释词语，明白词句含义。

2掌握排比、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

3掌握文中所引的诗、谚语和典故，并理解其在文中所起的作
用。

能力目标1理清文章脉络，掌握作者行文的时间和空间顺序。

2学习作者根据各个景物的特点而采用的不同的描写方法。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增强保护环境
的自觉意识。

教学重点学习作者根据各个景物的特点而采用的不同的描写
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寓学识和情感于记叙之中的游记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制作“长江三峡简图”，标明主要景点，让学生了



解旅游景点的方位。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第一课时

一、导入

长江从源头至入海口，全长6300余公里，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更是其中的盛景。三峡西起……（用幻灯片展示教师设
计的“长江三峡简图”，指出各个旅游景点的方位）

二、朗读课文，理清文章结构

1要求学生朗读课文，划分段落，总结各部分大意。

2抽学生发言。

3小结：

第一部分：（1-2自然段）总述三峡景观。

第二部分：（3-9自然段）分别描写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的
景色。

第三部分：（10自然段）写走完三峡后的心情。

4总结出作者的'游踪顺序（见板书设计1）

学生活动

1观看幻灯片，听教师讲解，对三峡形成较直观的认识。



2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讲述自己心中的三峡。注意尽量进
行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如讲一些关于三峡的民间故事等。
通过课堂讲述，建立对三峡的感性认识。

1朗读课文，在书上划分段落，并归纳段意。

2发言。有不同意见者积极补充。

3与教师一起理清文章结构。

4理清作者游踪顺序。

补充、总结

三、字词积累

通过注音、释义、造句等检查学生对疑难字词（见板书设计2）
的掌握情况。

板书设计：

1作者的游踪顺序（首先要搞清作者是由宜昌到重庆逆流游览
三峡）

2疑难字词

浣妆滟堆凝望玲珑险峻悬崖绝壁古褐苍苍悠闲袅袅单于古刹
恐怖

唱和

第二课时

一、分析描写巫峡所用修辞手法及作用



1作者在巫峡描写时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请在文中找出相关
例句。

2抽学生朗读他所划的句子。

3指导学生分析文中的修辞手法，并体会其作用。

二．比较阅读，讨论作者的写作特点

1．引导学生将这两个段落与描写西陵峡和瞿塘峡的段落作比
较，体会作者根据景物特点而采用的不同的描写方法。

2总结：本文介绍三峡景物能抓住特色，详略安排得当，根据
景物的特点来调整描写手法，如西陵峡山势的高低，水势的
急缓各不相同，作者介绍得简明扼要而又刻画精准，记叙巫
峡，则侧重描写其山水的奇险和美丽，同时涉及了闻名遐尔
的巫峡山云雨；记叙瞿塘峡，则侧重介绍了两岸的人文景观，
既避免了重复，又增加了文章的文化内涵。

三、分析文中诗句、谚语和典故的作用

1师：作者在描写三峡景物时引用了诗句、谚语和典故，请大
家阅读课文，找出相关例句。

2抽学生朗读其所划例句。

3抽学生分析它们在文中所起的作用。

小结：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言简意赅，渲染气氛，使游记
增添了文化内涵和韵味。

四、细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师：作者在游历过程中的心理是不断变化的。请大家细读课
文，在文中找出表现作者心理的句子，并分析它表明了作者



的什么心理。

2抽学生朗读所划语句，进行小结。

4师：这些人文景观大大增强了三峡之美的丰富性。

学生活动

1阅读7、8自然段，划出运用了修辞手法的句子。

2朗读所划的句子，并指明其运用了何种修辞手法。

3体会文中所用修辞手法的作用。

1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提出意见，互相商讨，也可一人提问，
大家讨论，解决问题。

2在老师点拨下感受作者写作特点。

1阅读课文，划出文中的诗句、谚语和典故，思考其作用。

2朗读例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古乐府诗）

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谚语）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之三）

3分析它们在文中所起的作用。

1细读课文，找出体现作者心理的句子，并加以分析。

2朗读所划语句，稍作分析。



3生：黄陵庙、王昭君故里、刘备托孤……

4听教师介绍文中的人文景观，拓展知识面。

第三课时

一、通读全文，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辞的精彩。

1范读《巴东三峡》，再让几位学生朗读课文，要求读出感情。
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大声朗读，听教师和其它学生朗读，感受
文章中作者对三峡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并体会文章中文辞的精
彩。

2要学生散读课文，摘抄词句，体会作者的学识和才思。

1朗诵课文，感受文章中作者情绪的变化发展，感受作者对三
峡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并体会文章中文辞的精彩。

2散读课文，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进行词汇的积累和语料的
储备，同时体会作者在娓娓道来时所表现出的渊博的学识和
过人的才思。

1将两篇课文进行比较阅读，讨论其不同点。

2发表意见，在教师指导下了解两篇课文的不同处，进一步了
解游记与记叙文的不同处，在区别中把握游记的特点。

二．比较阅读

1要求学生将本篇课文与七年级（上）已学过的郦道元《三峡》
进行比较阅读，体会二者之间的区别。

2抽学生发言。总结：了解《巴东三峡》为游记，作者置身其
中，有时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三峡》一文则多为客观
描绘。《巴东三峡》写景物常渲染、铺叙，《三峡》的记叙



文字则十分洗练。

三．作文训练：写一篇游记（要求见课本第27页）

跟随教师的活动掌握疑难字词。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三

执教教师：麻城市闵集中学易书

生：我想到北京去，因为那里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的首都！

生2:我想到北京，我学了故宫博物院一文以后，我想看看雄
伟壮丽的中国古典宫殿建筑群。另外我想看看长城！因为吧，
那里是连月球上都可以看到的雄伟建筑。

生3：我想看看桂林的山水，因为“桂林山水甲天下”！

生4：我想到新加坡看看，因为我听说那里是世界上最干净的
城市。

师：很好，有到国外看看的雄心壮志了。

生4：我想看看黄山，我们家有一幅黄山迎客松的画，我想看
看黄山的奇松！

师：好，同学们，我们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只要有机会我们
应该走进美丽的大自然，去多看看，俗话说：“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有人说故宫，有人说桂林，有人说泰山）

师：他说是三峡。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郦道元的
《三峡》，看看三峡美丽的景色。



师：先请同学们熟读课文，自己解决文中生字的读音。

（3分钟以后）

师：我现在请一位同学来读课文，大家看看他的字音读得准
不准。

（一生朗读，交流评价，明确读音，全班齐读课文，这一遍
朗读的要求是读准字音。）

师：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注意朗读的节奏——读
顺课文，哪位同学来试试？

（按照课文的自然分段，分别请四位同学朗读，老师直接
在powerpoint上用“/”划出文章的节奏，交流评价，明确重
点、难点。全班再读课文，这一遍朗读的要求是读顺节奏。）

师：大家刚才读得又准又顺，现在老师对大家提出更高的要
求，请同学们参照注释，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有感情的朗
读课文，选那么几处自己处理一下，试着读出感情，读出文
章的意韵来。

（学生们的声音由小变大，慢慢就放开来读了，不少同学跃
跃欲试，有选一句读的，有选整段读的。）

生：“夏水”应读得快一些，声音大一些，读得要有气势。

生：“春冬之时”应处理得非常轻松、平缓。

生：“林寒涧肃”的部分应读得慢一些，声音低一些，读得
哀伤一些。

（学生们反复朗读，读语段，读全文，个人读，全班齐读，
合作探究，交流评价，仔细品味，体会文中的情境，在朗读



中学习处理语速、语调、重音的方法，达到读准字音，读顺
节奏，读出感情的要求。）

师：大家读得非常好，如果胸怀更放开些，声音再响亮一些
就更好了。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品味品味课文的内容，看看
课文主要写了三峡的哪些景物。同学们请将课文再读一遍，
找出文中具体写了哪些景物，并且找出具体的句子，分析描
写的角度和景物的特点。

生1：写了三峡的山，它的特点是“连绵而且长”从“七百
里”“略无阙处”可以看出。

生2：写了夏天的水，它的特点是“急”快速，从“有时朝发
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一天就到了，可见夏天的
水很急。

生3：秋天的三峡，格外的凄凉，可以从“泪沾裳”中看出来。

生4：春冬的水，清澈秀丽，文章的第三自然段写得内容可以
看出来。

师：请同学们用简洁的文字归纳三峡的山水各有何特点？

（经过之前的铺垫，这个问题地解决可谓是水到渠成。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补充很快便形成了共识：山是高峻的、
连绵的、怪异的、幽寂的，水是盛大的、清澈的、激荡的、
凄寒的。富于变化，姿态万千。）

生：美。（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

师：我们体会到了三峡美丽的景色，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想一想到了2009年，三峡大坝建成之后，郦道元笔下的三峡
的山水风光会有哪些变化？文中的哪些景观还在？哪些景观
将不复存在？还会增加哪些新的景观？四人小组讨论讨论，



谈谈自己的看法。

（同学们各抒己见，课堂讨论气氛非常活跃。）

生：大坝建成以后，在一定流域内水位会有所升高，“两岸
连山，略无阕处”这一景观会有所变化，三峡上游会出现又
一个秀丽的千岛湖。

生：大坝建成以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的情况就不会
出现了，有大坝来控制水量，就可以保证水道的畅通，无论
是丰水还是枯水的季节，航运都不受影响。

生：大坝建成以后，“回清倒影”的美景就看不到了，因为
大坝蓄水会导致污染。

生：我不同意刚才那位同学的说法，大坝蓄水可以增加三峡
对下游清污、排污的能力，使三峡的水更加清澈，美景依旧。

生：大坝建成之后，游客可以到达以前难以到达的山林深处，
会吓走猿猴，“高猿常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
绝”的景象就会消失了。

生：大坝建成之后，水被拦起来，就不能打渔了，“渔者歌
曰”的景象就看不到了。

生：我不同意刚才同学的看法。大坝控制水的流量，流域之
内风平浪静，水量丰盈，有利于渔业的发展，打渔的人应该
更多，打到的鱼也应该更多。

师：那渔者就要改唱“巴东三峡巫峡长，打渔归来喜洋洋”
了。

生：我认为三峡的渔民即使不用打渔了，三峡也应该保留打
渔的景观，这样即可以保留三峡的原貌，还可以吸引更多的



游客。

师：讲得非常好，对历史遗迹的保留确实是人类在改造自然
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三峡大坝的建造是人类对自然
的伟大改造，它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最伟大、最令人感动
的一处景观。

师：三峡即将发生许多变化，那么，这个新的三峡和郦道元
笔下的三峡相比较，是不是就不美了呢？。

（学生们各有各的想法，有喜欢新三峡的，有喜欢旧三峡的，
有两者都喜欢的。）

师：其实，它们各有各的美。远去了的，是一个古老而神秘
的巨人；走近了的，是一个现代而又更加壮美的三峡。虽然，
美丽不会永远，但文明总要进步，当眷恋之手告别千年的风
彩，留下的依然是永恒的赞美。

师：最后，我们作一次写广告词的练习，请同学们考虑一下，
结合我们课文所学给三峡这个闻名于世界的景点写一则广告
词，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生1：游三峡，看三峡大坝！

生2：我认为你没有突出三峡的特点，我认为应该突出这里水
的特点，广告词可以这样写——想看水急速吗？请到三峡！
想看水柔顺吗？请到三峡！想看水凄凉吗？也请来三峡！

师：恩，很好，突出三峡水的特点！

生3：想看奇山异水吗？请到三峡。

生4：走进三峡，走进你的梦想。

生5：三峡，与梦想一同飞翔！



师：今天我们三峡的游览到这里结束了。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四

《巴东三峡》教案

顾辉

教学目的：

1、理清文章脉络，掌握作者游踪顺序。

2、把握各峡山水的特点及景物特色。

3、品味语言的生动形象。

教学重点：

理清文章脉络，掌握作者游踪顺序。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三峡是万里长江上游最雄伟壮丽的峡谷。它西起重庆奉节白
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全长193公里，被游人誉为“山水画
廊”。七年级我们学了郦道元的《三峡》，已初步了解了三
峡的壮美。今天，请让我们随作家刘大杰一起走进《巴东三
峡》，去领略那雄奇与秀丽，感受那惊险与激动。

二、整体感知。



1、播放三峡的奇丽风光。领略山水之美。

2、学生速读课文，用横线标出作者沿途经过的地方。

3、把握作者游踪，并体会各峡山水的特点及景物特色。想想
在游览三峡的过程中，游客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填写下
表。(老师要求：各峡的特点尽量用文中语句概括)

景物

特点

诗、谚、典故

感觉

[4]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五

目的要求：

1.理清文章思路，了解巴东三峡的壮丽景色。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热情。

重点：理清文章思路，了解巴东三峡的壮丽景色。

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热情。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初读课文，借助字典，扫清生字生词。



2.解释下列词语并造句:

浣妆：

玲珑：精巧细致

二、导入

1.作者简介

刘大杰,现代学者，作家，翻译家,1904----1977年,湖南岳阳
人。192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回国后，历任安徽大
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大东
书局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主任、
全国文联常委、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代表作《中国
文学发展史》。还著有《魏晋人物思想论》、《红楼梦思想
与人物》、《德国文学概论》等。

2.三峡简介

长江三峡，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中国四十佳旅游景观之
首，是长江上游最为雄伟壮观的峡谷，由西陵峡、巫峡、瞿
塘峡组成。三峡跨湖北、重庆两省市，西起重庆白帝城，东
至宜昌南津关，全长193公里，被游人誉为“山水画廊”。

这里两岸高峰夹峙，港面狭窄曲折，港内滩礁棋布，水流汹
涌湍急。我们于七年级所学习的选自北魏郦道元所著我国古
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的课文《三峡》，就是对三峡雄奇
风光的生动叙述。古诗有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意思是说：见过汪洋大海的人，对别处的水就看不上
眼了，除了巫山那五彩缤纷的彩云，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彩就
黯然失色了。由此可见巫山云彩景色之绝美。唐朝大诗人李
白的著名诗篇《早发白帝城》，诗句也出色地描绘了船行三
峡，瞬息千里的壮观景象。



现在的三峡，随着规模巨大的三峡工程的兴建，这里更成了
世界知名的旅游热线。三峡旅游区优美风景众多，除了险峻
的自然风光外，较著名的人文景观还有刘备托孤的白帝城、
酆都鬼城、忠县石宝寨、云阳张飞庙，葛洲坝大坝工程等等。

三、朗读课文

学生交流，自由发言。

四、理清文章思路

学生讨论交流明确：

1、根据课文内容分析文章结构。

文章采用先总写后分写，以时间顺序。

一（1、2自然段）：总写三峡险恶。

二（3-10自然段）：按游踪的前后，分别具体描写游三峡的
见闻。

2、作者由宜昌到重庆逆流游三峡，沿途经过了哪些地方？

船从宜昌上驶

开始是西陵峡，共分四段：黄猫峡、灯影峡、崆岭峡、米仓
峡，出峡有香溪。

船过姊归和巴东，进入巫峡。

过巫山即入瞿塘峡。

过瞿塘峡则到白帝城，最后船泊在夔府的江岸。



五、认真阅读课文，小组合作填写下表：

景物特点诗、谚、典故感觉

总说三峡：险恶、最为险恶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
裳惊异

西陵峡：

黄猫峡山高不险、水急不峡紧张

灯影峡江北山险峻而干枯无味，江作者即景诗轻松、悠闲南
山玲珑秀丽树木青葱可爱。

崆岭峡牛肝马肺峡：山象刀剑削成，青滩叶滩不算滩极为可
怕成窄门。崆岭才是鬼门关

崆岭滩：水从高处倒注

米仓峡水没以前急，山更险峻王昭君浣装（典故）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巫峡：水险、山妙、云奇有情趣

瞿塘峡：山势稍低平、水势仍险急刘皇叔托孤凄凉

白帝城、孙夫人庙；

松树、八阵图、钟声

走完三峡：山势平敞些、江面宽得多水势也平得多。轻松

六、小结



三峡是我国的风景胜地，神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它的人文景
观都令我们神往，三峡离我们现在所在地并不远，希望同学
有机会能亲身感受三峡的神奇风光。

七、作业

1、字词积累解释造句。

2、课后练习四。

第二课时

目的要求：

1.理解文章中所引用用诗句、谚语、典故的作用

2.学习抓住特点描写景物

重点：学习抓住特点描写景物

难点：理解文章中所引用用诗句、谚语、典故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复习

学生收集的有关资料，在小组交流，推举代表上台讲述想象
的大坝建成后的三峡景象

二、分析所引用用诗句、谚语、典故的作用

1.民谚“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渲染了三峡一带的险恶、悲凉的气氛，为全文定下基调。



2.作者即景诗“黄陵庙下江南味，也有垂杨也有花”。

3、谚语“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表现了崆岭滩的险恶、可怕。前句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显现
崆岭滩，后句中用“鬼门关”形容崆岭滩，其险可见，令人
望而生畏。

4、诗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突出赞赏诗中“赴”字运用之妙，从而进一步表现了沿江两
岸如群马奔驰的山势，诗的后句也赞扬了明妃王昭君。

5、典故“刘皇叔托孤”

文章一方面写白帝城树木青葱，玲珑可爱，另一方面写刘皇
叔在此托孤的悲惨故事，突出了三峡景色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更耐人寻味。

6、归纳总结。

自古以来，凡名山名川均与名人、诗、谚、典故结下了不解
之缘，呈现出与自然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相映成辉的奇特
现象。长江三峡之所以流芳百代、名扬四海，一方面固在其
为自然景观，因山水雄、奇、险、秀而甲天下；另一方面也
在于其众多的人文景观，得益于历代骚人墨客倾情三峡，留
下一串串光辉足迹于山峦水畔，写下一篇篇不朽诗章传颂于
后世，在长江三峡滚滚不尽的激流里，流淌着多少千古绝唱、
千古佳话！三峡给历代文人以文学的养料和创作激情，而他
们则报答三峡以文珍墨宝和名人效应。

三、品味语言。

思考练习三：学生讨论、交流、归纳。



1、作者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江水的险，四个排比短促有
力，读起来给人以窒息的感觉。“窄、急、曲折、多滩”令
人不寒而栗。排比句式整齐又稍有变化，读起来和谐有趣。

2、抓住峰的多与高的特点，语言的排列就像大海的波浪，一
浪高过一浪，给人以层层叠叠连绵不断的感觉。运用拟人的
手法，以动写静，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了山你追我赶，互比高
低的情态，另外还使用顶真的手法“你围着我，我围着你，
你咬着我，我咬着你”给人一种循环往复的感受，很有情趣。

3、运用比喻“像牛马，像虎豹”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巫山云雾
的变幻多姿。另外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突出巫山的云比庐
山的更有趣。

四、归纳文章的写作特点。

1、文章按照作者的游踪，依次记叙、描写景物。层次井然。
文中开始先总述，然后逆江而上，分别记叙、描写西陵峡、
巫峡、瞿塘峡。记叙最长的西陵峡时，分四段介绍，条理清
楚。

2、介绍景物时，能抓住特色，详略得当。

3、采用多种修辞与写作手法来描写景物，生动形象。用拟人、
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突出景物的特点，用烘托、对
比、反衬的写作手法突出了三峡的险恶。

4、文中恰当地引用古诗、谚语、及自己的即景诗句，收到了
画龙点睛之效，言简意赅，渲染气氛，使游记增添了韵味。

五、作业

课后练习二、三。



[《巴东三峡》教案]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积累字词，了解作者。

2.通读课文，掌握作者游踪顺序。

3.比较对三峡不同景物所描写的方法有何不同。

4.将本文与郦道元的《三峡》相对照，体会游记和一般记叙
文的区别。

5.通过学习体会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学习本文采用多种方法描写景物的特点，了解游记的写法。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由郦道元的《三峡》导入。

二、简介作者与三峡概况

刘大杰（1904~1977），现代学者、作家、翻译家，湖南岳阳
人。曾在上海大东书局做编辑，在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四
川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全国文联常委、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
主任。参加过《辞海》《中国文选论》的编写，主编《中国
文学批评史》。研究专著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
《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简史》和《东西文学评论》
（全三册）《魏晋文人思想论》《〈红楼梦〉思想与人物》，
另有《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儒林外史〉与讽刺文
学》等论文多篇。长江三峡以其险峻的地形、绮丽的风光、
磅礴的气势和众多的名胜古迹称著于世，为世界著名的旅游
胜地，是我国的旅游热点。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
总称。它西起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
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
约200公里。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边读边思考：

1.作者是以什么为线索来描绘三峡风光的？

2.作者沿途经过了哪些地方？

山即入瞿塘峡。过瞿塘峡，到白帝城（有孙夫人庙，八阵图
遗迹），最后船泊在夔府的江岸。

四、细读课文，分析结构

1.听录音，理清文章结构，体会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思想
感情。

2.讨论交流：

本文可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各写了什么内容？

明确：本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自然段）：总述游三峡的感受：山水奇伟险恶，
令人赞叹而恐怖。

第二部分（2~9自然段）：游三峡所见所闻（从东往西，逆流
而上）

第三部分（10自然段）：游完三峡的心情：脱去危险的愉快，
反衬三峡之险恶。

五、小结：本文采用“移步换景”的方式，介绍三峡景物能
抓住特色，详略得当。介绍西陵峡中的四段，山势之高低、
水势之急缓各不相同，介绍时简明扼要，抓住了要领。记叙
最有名的巫峡，则着重描写其山水的奇险美丽，同时写闻名
遐迩的巫山云雨。记叙瞿塘峡，不仅介绍了山势和水势，而
且侧重记叙了两岸的人文景观，丰富了山川景物的文化内涵。
作者就是通过记叙、描写三峡的雄伟奇丽的景色，抒发了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让我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好好欣赏
一下三峡的美景吧。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1.刘大杰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哪些三峡美景？

2.学生分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精读赏析

学生细读课文，讨论交流：

1.本文采用了多种手法描写景物，生动形象，请找出并加以
分析。明确：如描写巫峡江水之险，运用排比句，连用四
个“险”字，写出江水的“窄”、“急”、“曲折”、“多



滩”。描写巫峡山的高峻，运用拟人法，“一层一层地你围
着我，我围着你，你咬着我，我围着你”，非常生动，将群
山写活了。此外，用鸟“拼命地飞，总觉得它不容易飞过那
高高的峰顶”，烘托山峰的高峻。文中多处运用比喻，
如“两旁的山，像刀剑削成似的”，言其峻峭；写巫山云雾，
“有像牛马的，有像虎豹的”，言其变幻多姿。文中还通过
作者的心里描写、情绪的变化来表现三峡山水的险恶。
如“两眼凝望着那些刀剑削成一般的山崖、怒吼的江水，只
有赞叹，只有恐怖”表达了作者见到三峡时所产生的“惊异
的情感”。随着山川形势的变化，作者的心情随之而变，有
时惊惧紧张，有时则轻松舒畅。如游西陵峡的第二段时，由
于此处山水风光秀美，“先前紧张的情绪，现在突然变得很
轻松很悠闲了”。再如最后一段，写走完三峡，满船的人都
感到一种“脱去危险”的愉快，显出了“一阵轻松”，“放
下心来”，“舒舒服服”，这些心情的描写，也反衬出了三
峡的险恶。

2.作者在描写三峡的景物时引用了一些诗、谚语、典故，并
把它与景物描写融为一体。请找出并分析一下这些诗、谚语、
典故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明确：“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群山万壑赴
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
关”“黄陵庙下江南味，也有垂柳也有花”，文中恰当地引
用古诗、谚语及自己的即景诗句，收画龙点睛之效，言简意
赅，渲染气氛，使游记增添了韵味。此外，文中写香溪，引
用昭君浣妆；写白帝城，引用刘皇叔托孤的故事，都是为了
突出三峡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使三峡风景更吸引人，更
耐人寻味。

三、比较阅读：将本文与郦道元的《三峡》相对照，想想游
记一般记叙文有什么区别？

游记要将游览过程交代清楚（点明时间、地点，反映游



踪。），要写出景点的特色。

四、拓展延伸

现在正在建设三峡大坝，搜集有关资料，想象并描述大坝建
成后三峡的景象。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七

1、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三峡的景物特征。

2、培养学生翻译文言文及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1.利用多媒体播放三峡图片，生边听教师范读课文边欣赏三
峡美景，体会作品情感，进入作品情境。

2.生个别朗读，其他同学听课文看图片，想象三峡美景。

生积累重点实词：

自：从，由。这里是在的意思。阙：同缺，阙处：中断的地
方。

自非：如果。曦：日光。襄：上。或：有时。宣：传达。

奔：这里指飞奔的快马。疾：快。素：白色的。良：实在。

湍：急流的水。属：连续不断。寒：清凉。三：这里是虚数。

生：从山水两方面。

生：略无阙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抓住了山连绵，高峻
的特点。



生：抓住了不同季节水的特点展开描写。夏：猛，急。春冬：
清，静。

生：夏——奔放美。春冬——清幽美。秋——凄婉美。

生研讨后归纳

1.抓住了景物特征展开描写。

2.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

3.动静结合，摇曳多姿。

4.语言准确，精炼，富有表现力。

生：自豪，为我们祖国又多了一个世界之最而自豪。

生：感动，为我们祖国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感动。

生：震惊，为祖国现代化发展之迅速而震惊。

生：在为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自豪的同时，我更要加倍努
力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加辉煌。

师：对，为了祖国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扩展阅读：

1.李白《早发白帝城》

2.吴君《与朱元思书》

3.余秋雨《三峡》

师检查文言实词的积累：



自：从，由。这里是在的意思。阙：同缺，阙处：中断的地
方。

自非：如果。曦：日光。襄：上。或：有时。宣：传达。湍：
急流的水。属：连续不断。寒：清凉。三：这里是虚数。

感悟文章：利用小黑板出示思考题，生小组合作研讨。

思考：

1.课文从哪几方面描写三峡？

2.如何描写三峡山的？抓住了山怎样的。特点？

3.如何描写三峡的水的？

4.概括三峡不同季节的美

师：美丽的景色需要优美生动的语言去描写，需要高超的手
法去展现，这样才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这一点三峡的作者
郦道元做到了。请同学们分析本文在写景及语言上的特色。

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领略了三峡优美的自然风光，让我们带着对三
峡美好的情感和无尽的遐想，带着对祖国美好的祝愿，一起
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吧。

三峡以凝练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三峡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
景色，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教学中应注重
朗读和涵咏品位，从而引导学生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分
析文章景物描写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片段写作训练，不失为提
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



八年级语文三峡课文教案篇八

1.认读生字，正确解释关键词语或句子，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大意，反复朗读课文。

2.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达到情景交
融的方法。

3.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感受三峡壮美的景色。

1.在反复朗读中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灵性，陶冶情操，
丰富文化积累；

2.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和文化魅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
河的情感。

1.教学重点：在反复阅读中，学习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特点，
达到情景交融的方法。

2.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和文化魅力，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丰富其文学素养
和古代文化的修养。

：诵读法，拓展法，讨论点拨结合法

想和大家聊个天，喜欢旅游吗？十月一就要到了，你能不能
向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国内旅游的好地方？今天老师就带大家
进行免费的旅游。放（三峡风光视频）早在1700多年前北魏
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像我们展示了三峡的美景。

（学生简介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好学博览，留心水道等
地理现象，撰《水经注》。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
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我国古代最全面、
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



歌民谣，具有较高文学价值）

1.检查预习情况出示幻灯片，检查字的读音。

2.轻读课文，初步感知三峡的美景

3.指导朗读，体会三峡的美

这篇课文虽然短小，但生字比较多，而且又是文言，大家能
不能克服困难，把它读得自然流畅？读课文，注意不读错字、
漏字，把握好节奏。我相信随着大家对课文理解程度的加深，
逐步感悟到三峡之美时，朗读得会更好。

1.小组为单位，找出你不太理解得的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2.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在你眼前会出现怎样的景色？

师总结峡的特点：两山夹水的地方就是峡。（板书）

二、三、四段写水，描绘不同季节山峡的不同景象。

总结特点：根据课文内容，想象三峡的景色，并用自己的话
进行描述。1.选一个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三峡的奇景
（教师提醒学生想象要扣紧山水、季节、景物特征，如：高
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
猿啼、悲凉的渔歌等）

4.站在美学的角度，同学们来总结一下三峡具有怎样的美？

老师总结：

三峡的山：延绵，高峻壮美

夏水：迅疾奔放美



春冬：清荣峻茂秀美

秋：凄凉凄美

5.用比喻或拟人的修辞手法对三峡进行赞美，并说出理由。

6.找同学分析文章最后一句引用渔者歌，这样写的目的是什
么？

（明确：借渔者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用哀转久绝的猿
声来侧面衬托三峡的凄凉与悲哀。）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
的决议，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动工。

以下这首诗表现了三峡工程从提出到开始兴建的漫长曲折历
程及三峡工程给长江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峡吟

沈克昌

探研论证七十春，中外古今五代人。

白帝彩云天已晓，长江三峡梦成真。

万吨船队达宜渝，千亿电量供汉申。

巫山云雨不为患，高峡平湖映女神。

“预警放水”防空袭“蓄清排浑”库长存。

生态环境可保护，多种源泉积资金。

除害兴利振国威，脱贫致富得民心。



环宇瞩目西江壁，华夏欢呼东风临，

三峡工程利国利民，而宏大的工程建设也使其成为长江三峡
旅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峡是我们民族古文化的繁衍之地，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聚
集之地，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还很多。如今：“高峡出平
湖”的奇观的出现，中国人70年的梦想就要出现了，其经济
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着三峡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
面临着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请大家凭着对三峡的热爱和了解，思考一下，你将确立在哪
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教师小结：

你们关注三峡、研究的领域很广阔，三峡的文化的确很丰厚，
同学们，随着你们走进三峡、研究三峡，美丽的三峡将在你
们心中永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8篇《部编版八年
级上册语文第9课《三峡》课文原文及教案》，希望对您有一
些参考价值，更多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