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 苏教
版语文七年级第三单元教案十五夜望

月(模板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
优质的计划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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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篇一

学习目标

1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2培养丰富的联想、想象能力。

3积累咏月的诗词。

一、学生活动

1课前准备：利用书籍、报刊、网络收集关于咏月的诗词、佳
句，誊写在小卡片上。

2小组评析其它咏月的诗词佳句。组长记录有价值的赏析，综
合成一篇赏析短文，全班交流。

二、教学过程 

（一） 导入  

“诵明月之词，歌窈窕之章”这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雅事，今



天我们将通过《十五夜望月》来学会如何赏析这些名句佳作。

（二） 赏析《十五夜望月》

《十五夜望月》赏析

在唐代咏月的篇章中，这是较为著名的一首。

诗人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仰望明月，凝想入神，丝丝寒意，
轻轻袭来，不觉浮想联翩，那广寒宫中，清冷的露珠一定也
沾湿了桂花树吧？这样，\"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意境，就显
得更悠远，更耐人寻思。

同是望月，那感秋之意，怀人之情，却是人各不同的。诗人
怅然于家人离散因而由月宫的凄凉，引入了入骨的相思。他
的\"秋思\"必然是最浓挚的。

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
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
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
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

（三） 诵明月之诗

小组之间把准备好的有关“明月之诗”的小卡片，相互交换
赏析，组长记录学生的赏析或评价，大家动手把有价值、有
个性的见解综合成一篇赏析文章，全班交流。

（四） 思维训练

用媒体展示不同角度所看见的月，（诸如：海上明月、沙漠
月升、小楼新月、水中望月等）学生对自己有所感悟的图景
发挥想象、进行联想。

（五） 学生小结



你认为这堂课好不好？说明原因。

（这既是使学生总结所得的过程，也是教师了解学生所需的
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学生即使否定了这堂课，
教师也要辨证地接受学生的否定。

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篇二

1、教材分析

《明月几时有》选自初中语文新课标第五册第六单元的一首
词。本单元词曲五首形式不同，风格各异。都是千古传诵脍
炙人口的名篇。古代诗词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
中学阶段对学生进行诗词学习，可以使学生学习和继承祖国
优秀的文化遗产。并能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会诗歌所表达的真挚感情。更
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能受到思想教育。

苏轼，北宋中期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宋代
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即位
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请求外任。
元封二年，御使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因此入狱，
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使，写此诗时
年41岁。除政治不得意外，与弟弟分别达七年之久，无缘相
见，时值中秋，月圆人不圆加上政治不得意，心情抑郁写下
此词。

2、学情分析

本班初三的学生，而且从初一开始我就侧重对学生进行古诗
文的朗读积累的训练，学生对古诗已有一定的积累，朗读技
巧也有掌握。学生已获得一些读词的体验，对词中常见的意
象有一定的理解，掌握了一些鉴赏诗词的基本方法。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联想感悟古代诗词的意境训练其联想和想象能力。能
当堂背诵全词；积累咏月名句。

2、学生的朗读、教师的引导点拨，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师生共同鉴赏。

3、引导学生走进苏轼，体会他豪放的词风，理解作者借咏月
表达的人生感触，学习词人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
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三、重难点分析

重点：1、训练朗读能力，借助联想和想象在古诗词间运用，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2、积累名句，增强语言感悟能力，丰富语言宝库逐步提高欣
赏品位。

难点：1、深刻体会作品传递的情感，理解诗人胸襟抱负。2、
借助想象感悟意境。

四、设计思路

1、由学生过中秋的活动，引出中秋佳节的习俗、然后引到描
写月亮的诗歌，引入到本课中秋诗词教学内容。

2.让音乐绘画走进课堂培养学生的美感。

3.朗读。词曲的朗诵和背诵是认识意象、感悟意境的有效方
法。

4.学法指导：教师点拨，学生勤于思考，自主鉴赏。



教学方案

一、中秋话题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刚刚过完中秋佳节，脸上还洋溢着中秋与亲人团
聚的喜悦，那么我们中秋节都参与了哪些活动呢？（学生随
意回答）中秋吃团圆饭，吃月饼，赏月是我们的传统习俗，
中秋节是个月圆人圆的日子。大家能说出我们学过的与月亮
有关的诗歌？（学生自由发言）

同学们平时对诗歌的积累很好，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一篇关于
中秋的诗词《水调歌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秋词
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一
起走进这“千古绝唱”，来领略苏轼笔下的中秋的味道。

二、掌握作者了解背景

了解本文的学习目标，本文的作者：学生自由说然后统一

屏幕出示写作背景

三、听读课文，朗读课文

教师范读，屏幕出示课文

听读后，学生明确诵读诗词的要求。屏幕出示明确朗读要求

学生自由诵读学生泛读小组朗读

四、初步感知明确结构

本词词共分几部分？正文前的小字是小序，交代了写作的原
因背景

正文部分有两部分，词的特点：上阕、下阕（上片、下片）



文中有个字和这个字很相似阙

下面我们五个小组合作朗读这首词。1组小序，2、3组上
阕，4、5组下阕

五、抓住语句感受画面

朗读这首词，你眼前会有怎样的画面？从哪里发现的？找出
相应的句子

师：此时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一幅画面？

生2：我从“把酒问青天”读出了诗人端着酒杯喝酒问天的画
面

师：你从哪里读出诗人是端着酒杯？

生2：从“把酒”上，把是“端起”的意思

师：不错除此外，你还可以读出怎样一幅画面？

生：从““起舞弄清影””可以读出，词人在月下翩翩起舞
玩赏着月下的影子。

六、还原背景，感受人物

师：大家把感受到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画面在这
么一个有月的晚上，词中的人又在干什么呢？你可以找出相
关的动词.

找一名学生读，其他学生听读思考，找动词

生：“欲乘”“归去”“恐”“起舞”“弄”

师：词人“欲乘风归去”，想要到归到哪里去？



生：琼楼玉宇

生：“恐”

师：这是为什么呢？

生：“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师：“胜”是什么意思呢？

生：承受、经受

师、不能承担沉重的负担此时词人能做的是什么？

生：“起舞弄清影”

师：什么意思呢？

生：意思是月光下的身影也跟着做出各种舞姿

师：那是一种自我欣赏，一种自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
这样的心理呢？

出示背景：（教师出示并解读苏轼的坎坷人生:既不惟荆（荆
国公王安石）是师，也不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神宗时：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先后被贬多处；哲宗时：废新法，信旧
党，轼被召回，但与司马光意见不合，不同意尽废新法，而
再次被贬以后新党再得势，他被远谪惠州，琼州；徽宗即位：
苏轼被赦回，途中病死于常州，终年65岁写这首词时，苏轼
政治失意，被贬在密州任太守）

师：大家结合苏轼的坎坷人生，说说词中涉及的“高
处”“琼楼玉宇”暗指什么？

生：皇宫、朝廷



我们邀请一个学生，结合苏轼的坎坷人生，朗读上阕

七、诵读品味，触摸情感

邀请一同学朗读下阕，我们边听读边思考从下阕中寻找词人
的心境，并找出相关的词语。

生：此时诗人心情很难受，我从“照无眠”中读出词人现
在“也不成眠”

生：“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別时圆？”诗人继续把酒问
天：“（月儿）你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偏
在人们分离时圆呢？”

生1：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语速快而
轻松）

生2：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语调
缓而慢，最后用降调并带拖音）

师：请问这里的“此事”指的是什么呢？

生：指人的“欢”“合”和月的“晴”“圆”

师：句中的“全”应该如何理解呢？

生：成全

师：不错，也可以理解为“周全”，大家试着用自己的话来
表达诗人的感慨

生：人的“欢”“合”和月的“晴”“圆”自古以来就难以
周全啊

积极乐观、豁达、旷达的胸襟（学生回答）



词到这里词人的情感达到最高潮了吗？

生：没有，最后的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以看
出词人对天下人的美好祝愿。

师：你理解这句子的内涵吗？

生：只希望人长长久久，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
月光

师：你从哪里读出是“只希望”

生：“但愿”

师：你从哪里读出是“共享这美好的月光”呢？

生：共婵娟；“婵娟”这里指“月亮”

师：大家再能说几个类似的月亮的别名吗？

生1：玉兔

生2：玉盘

生3：:嫦娥……

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师：多美的意境啊！请大家深情朗读最后两句，将其送给你
最想送的人

（学生朗诵）

八、回看板书教师总结



文章上阙望月写景，表达自己想回朝廷但又心怀恐惧的矛盾
心情，下阙怀人抒情，表达对兄弟子由的思念之情，两部分
采用了借景抒情，想象联想的写作手法，短短的词中流露出
情感起伏变化，苦闷-向往、矛盾-自嘲-忧愤-豁达---祝愿。
情感起伏变化。全诗表达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作者旷达
的胸襟。

再读此诗歌，感受作者情感的变化。

九、组内互读达到背诵

十、作业巩固积累诗词

十一、板书设计

小序：时间缘由

上阕：望月欲归–恐舞弄

下阕：责月怀人悟理

乐观、旷达的胸襟

白帆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设计(语文版九年级上册)]

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篇三

大自然所发出的声音，自然而美妙的声响，非常触动心弦优
美的音乐，就是“天籁”。每个人心目中的天籁都有所不同，
但相同的是，天籁可以感动自己、激励自己……。

在大自然中，流水清澈的声音，小鱼游动的声音，青蛙鸣叫



的声音及清凉的风，吹动着树叶的声音，叫做天籁；边闻着
芬多精，躺在釉绿的草地上，看着鸟儿，拍打着翅膀，乘着
旋风，向天空飞去，配上大自然优美的声响，犹如天籁般的
享受，非常的愉悦；在音乐厅演奏的交响乐，在交响乐中，
由低沉的铜管所奏出的和弦伴奏，这些和弦，抚慰了我痛苦
的灵魂，这些和弦，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欢乐……，这
些和弦，让我感受到了天籁之美，天籁之美不一定是乐曲的
主旋律，背后的伴奏也非常值得享受。

天籁，可以疗我心灵的伤口，它，可以打破寂寞之门，它，
可以让心中的不愉快灭亡绝种，它，可激起士兵们的斗
志……非常的重要，对我来说，天籁，就是力量，就是战斗
的号角，就是人们思想的火花，更是全万物的共通语言，不
仅能抚慰人心，更能平息动物的嘶吼声。

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篇四

3、丰富见闻，激发学生探究大自然对人类启示的兴趣。

1、会写14个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从中受到做事
要遵循自然规律的教育。

教师课前在小黑板上抄写生字新词和两组需要比较的句子。

第一课时

(认识7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旅游、侦察、愚
蠢、争先恐后、若无其事”等词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
解课文内容。)

同学们，老师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五年级的



小学生身上。那天放学，他背着书包正往家里走，突然，他
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麦地里，一只喜鹊正扑腾着翅膀，却怎么
也飞不起来。于是，他疾步走上前去，抱起那只喜鹊。他发
现，那只喜鹊的翅膀受伤了。他连忙把那只喜鹊抱回家，用
碘酒擦洗它的伤口，敷上消炎药，把它包扎好。不几天，那
只喜鹊好了。他很喜欢它，怕它飞跑了，于是就把它的翅膀
尖给剪了，并用罩子把它罩住。他每天给它食吃，给它水喝，
精心喂养。可是没多久，你们猜，它怎么了?(它却死了)

2.引出“道”。

是呀，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课文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

(设计意图：四年级学生通过多年的学习，已初步形成了理性
思维的能力;故事导入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起学生的思考，从而为下一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词，读通句子。(遇到不认识
的字查字典，注意培养学生运用工具书的习惯)

2、认读生词：旅游、筑巢、幼龟、沙滩、侦察、企图、蠢事、
返回、海鸥、补救、

(小黑板展示，对于“若无其事”等词语，可以引导学生通过
表演等方式理解)

3、点名分段读课文。要求：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对于
比较难读的句子，可以让学生齐读或挑战读)

4、初读交流：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地方不
懂?(注意：要将学生提出的不懂的地方进行梳理、归纳，并
及时解决;若不能马上解决，可以简单板书，在后面的教学中
相机处理，在此环节上绝对不能走形式。)



(设计意图：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已初步具有，通过自读可以
进一步激发其对课文的探究欲望，自主的利用合作等途径去
解决文中遇到的疑难之处，更有利于学生形成对于课文的独
特理解和体验。通过点读和交流也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经验互
补，生成对课文的'新的理解和体验。)

1、出示句子“我们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

、注：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深入研读，对于细节部分要
反复推敲，不能读读了事，还要把字词的理解同表演结合起
来，如“突然，一只幼龟把头探出巢穴，却欲出又止……”
就要把幼龟当时的神态、眼神体会出来。

2、演中促读，演中理解

(1)请一个学生朗读第三自然段，请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幼
龟”和“嘲鸫”，大家边听边看。表演后评议，教师抓
住“欲言又止”、“踌躇”评议“幼龟”的表演，并理解这
两个词语的意思，比较并书写“幼”和“幻”这两个字;引导
学生抓住“突然”、“啄”、“拉”评议“嘲鸫”的表演，
范写“啄”字。

(2)先找出第四自然段中表示感情和表情的词语，如“焦急”、
“冷淡”、“若无其事”、“极不情愿”、“颓丧”，自由
读该段，要求读出各自的表情。再分角色朗读，教师引导学
生通过范读、模仿读、比赛读，初步读出感情。最后指名上
台表演，教师采访“向导”扮演者：你说“叼去就叼去吧，
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引导学生初步理
解这句话的意思。

3、想象课文描写的场景，分组再说一说。

4、讨论：我们干了一件什么“蠢事”?



5、比较句子：

我们干了一件蠢事?

注：通过比较，并联系课文明确：我们的确是弄巧成拙，好
心办了坏事，是“愚不可及”。然后范写“愚蠢”，学生多
练习几遍。

(设计意图：通过“我们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这一主
问题可以将学生对全文主要内容的理解穿起来，加深学生对
文章主旨的理解;朗读是阅读教学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它对
领悟情感陶冶情操培养情趣很有好处，在此基础上加入分角
色表演这一环节，可以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反复表达来深
化学生对于重点词语所含情感和人物内心世界变化的理解，
从而进一步体会作者为我们揭示的哲理。)

本来想帮助幼龟，结果却让许许多多幼龟成了食肉鸟的食物，
在让人惋惜的时候，它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下节课，我
们再来看看!

(设计意图：通过这一环节，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于文章理
解，为第二课时的进行打下基础。)

作业布置

抄写生字词

(设计意图：本文生字较多，一节课的讲解并不能使学生全部
记住和理解，因此通过这一环节，可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词
语，加深记忆。)



七上语文第三单元单元计划篇五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案(人教版八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课文题目：《水调歌头中秋》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苏轼的有关文学常识及本文写作背景。掌
握重点实词，并能准确翻译课文。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朗读能力，.通过反复朗读体会情感。
引导学生理解本文主旨。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积极、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

掌握重点实词，并能准确翻译课文。培养学生朗读能力，.通
过反复朗读体会情感。

教学难点

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及其旷达胸襟在词中的体现。

教学方法：

讲授、合作、探究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思路：

一、导入。



二、复习：

1、课题。2、作者。

三、介绍写作背景。

四、初步感知：

1、正音。

2、指导朗读。

五、疏通全文：

1、小序。

（1）重点词语讲解：达旦子由

（2）指导翻译。

（3）作用。

2、上阕。

（1）重点词语讲解：把天上宫阙何年琼楼玉宇

不胜清影何似

（2）指导翻译。

3、下阕。

（1）重点词语讲解：朱阁绮户无眠恨何事

全婵娟



（2）指导翻译。

六、合作、探究：

1、如何理解词的上阕？

2、如何理解词的下阕？

3、试分析这首词的写作特色。

七、巩固练习（小结）。

八、作业：

1、背诵这首词。

2、小作文：以“月”为话题，说自己想说的话。

板书设计:

《水调歌头中秋》

上阕:把酒问月-----追求美好生活-----积极乐观

下阕:望月怀人-----探求人生哲理-----旷达胸襟

课后反思：

徐友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