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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春 

一、教学设计背景： 

《春》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名篇,长期以来深受教师和学生

喜爱,是很多教师上公开课的热门选择,很多名家都执教过此文,我想

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无论从语言、结构、立意、还是写作技巧,都可

大讲特讲,都可开掘出一些亮点。在传统教学中,它很能体现出教师的

才能。我以前讲授此课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端的是如痴如醉,学生

也是连连点头,又写又划,一节课下来,师生都觉得很有成就感,认为

一堂好课便是如此。可是近年来新课改的推进,新观念新思路的教育,

使我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和思路。我反思到以往教授此课时

更多地是展示教师的能力,是以教师为主,以灌输为主,学生虽然受到

感染,但不充分,学生的理解和感悟没有得到完全重视,在很多环节上

教师代替了学生的思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未充分调动起来,他们

的能力也未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这次我尝试用新的方法新的思维,用

新课改的精神来上这一课。 

二、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目标定为：美文美读,充分朗读。理清思路,积累品析。 

教学过程包括下列环节： 

1、预习阶段,扫清生字,至少读三遍课文,做到熟悉文章内容。 

2、初步感知,整体把握,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这个环节重点突

出形式多样的充分的朗读,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不知不觉地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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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会,然后进一步让学生讨论交流,自己得出结论,体现自主、合作

和探究的精神。 

3、积累品析。教给学生积累品析的方法,鼓励学生找出自己喜爱

的句子,并对此进行分析和品味,说出自己的感受。突出学生的主观感

受,让学生成为品味作品的主体。教师不包办不代替,尊重学生的思

考。 

三、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导入时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同学们在上课时能用心

“感觉”。、 

2、教学思路清晰,能根据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安排教学顺序,主

要体现在引导学生在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感情,并在此

基础上品味本文优美的语言。从课堂反应来看,效果不错,同学们通过

学习很自然地掌握了相关知识,得到了美的熏陶。 

3、教学的重点（朗读、品味、积累）得到体现。实现了美文美

读,在朗读中体会、感悟的教学目标。在早读课已经读过三遍的基础

上,通过范读、自由朗读全篇、个别朗读精彩段落、自由朗读自己喜

爱的好段佳句等多种方式做到了充分地朗读,在课堂上学生面对问题

不再乱翻课本,而能直接用文章中的词句来回答。 

4、课堂气氛活跃,同学们能够积极动脑思考,四人小组讨论热烈,

在回答“作者思路”这个问题时给授课者很大的惊喜,甚至觉得完全

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进行总结,学生的智慧得到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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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课的不足之处： 

1.导入时引入一段文字目的：一是有意识地唤起学生用心感受的

能力,二是为下文品析“春风图”作准备,让学生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

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多层次、多侧面、细致入微地状难写之

景如在眼前,将无形、无声、无色的春风写得具体可感亲切可爱。可

是这堂课只完成了前一个目标,因为时间紧张,为了使整节课结构完

整,授课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这个环节。事实上在另一个班试讲时,

这个环节的效果非常好。 

2.积累赏析这个环节的设计目的是教会学生掌握一点积累和赏

析好词佳句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突出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特

点。原计划以直接积累原句——品味优美段落——品析重点词语为序,

可是在教学过程中层次感不强,后两个环节合二为一了,这说明设计

时思维不够严谨。 

3.虽然早读时已经读了三遍文章,可是从课堂上同学们的朗读质

量来看,授课者对学生的朗读水平估计不足,还是应该对朗读进行及

时地指导,真正体现美读,增强感染力。 

4.通过实录,发现授课者的语言不够简洁,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无

意义的重复。 

四、附件（一）《春》的课堂实录 

师：上课, 

班长：起立！ 

师：同学们好。 

【人教部编版】七年级是语文第一课《春》课堂实录--第3页

【人教部编版】七年级是语文第一课《春》课堂实录--第3页



 

第 4 页 共 20 页 

生：老师好。 

师：请坐。今天上课之前我要先给大家读段文章。“一份很有影

响的大报这样说：从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开播的那天起,它就成为人

们感应季节的皮肤。看到这句话,我感到悲凉。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

己的手,我的皮肤是这样的迟钝,根本没有能力与大自然一同呼吸,我

不知道春天是什么时候到来的,不知道秋天的第一片落叶,是以什么

样的姿势回归泥土的。我们只能从天气预报得知天气的变化和季节的

更替。然而,我的皮肤以前是那样的活跃,天上飘过一朵乌云,我的手

掌也能嗅出甜丝丝的雨意。夏天到来的第一个早晨,我就知道了。是

树叶树梢上的露水告诉了我。暮春时节,露水已经生成,可它绝不会湿

人衣裤,只有夏天的露水才有这么顽皮。”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眼睛、

双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器官去感受天气的变化和季节的更替。可是

就像这篇文章所说的,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依赖（对以上这些情况）,

都是依赖天气预报这个栏目,那么就像刚才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就是

我的皮肤呢,已经不是那么敏感了,不是那么敏锐了,已经逐渐死去

了。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啊,叫做《抢救对季节的感受》。（在黑板

上板书“感受”）抢救这种感受,那么我想现在请同学们说一下,如果

说感受的话,我们都有哪些感受？ 

生：（议论纷纷）触觉、嗅觉、视觉。 

师：（板书）哦,触觉、嗅觉、视觉。请坐。嗯,你来。 

生 1：还有听觉。 

师：（板书）听觉。很好。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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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还有心灵感触。 

师：还有心灵感触,心灵上的这种心灵感应,说得非常好,还能补

充这个,还有吗？你说。 

生 2：还有味觉。 

师：太好了。（板书）味觉,还有我们同学刚才说的心灵感应。

我们有很多种多种多样的感觉,可是现在居然让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天

气预报成为我们的皮肤,这很显然是不对的。那么现在呢,我就想知道

我们同学的皮肤是不是还那么敏锐,我们的感觉是不是也需要抢救,

我们来做个测试。（展示课件：请判断这幅画是哪个季节,从哪些特

征可以看出？请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看一看这个测试的要求。

我下面要出示一幅画,请看这幅画（展示课件：图片）,你判断它是什

么季节,用你的感觉,包括这些（用手指板书）,你看到什么？听到什

么？闻到什么？皮肤感受到什么？然后把它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

好,你来说。 

生 1：春天。 

师：春天,为什么？ 

生 1：因为万物开始生长,草地上一片碧绿。 

师：一片碧绿。 

生 1：上面还有一些红的花,新的花开始绽放。 

师：新的花开始绽放。 

生：百花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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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百花争艳,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词来形容。请坐。我刚才对同

学们说,回答这道题的时候应该这样讲：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是听

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然后说我判断它是什么季节,

好吗？谁来说？嗯,好的,你来说。 

生 2：我跟刚才那位同学不一样,我觉得好象是在夏天,因为它那

里的树和小草生长地比较茂盛,还有,我仿佛听到了一些鸟在那里争

鸣,所以应该是夏天。 

师：他感觉到是夏天,因为…… 

生 2：（补充）有一股活泼的热情。 

师：有一股活泼的热情,他说的也非常好。那么有没有不同意见？

嗯,好,你来说。 

生 3：哦,我从这幅画看到了树好象生着红叶,是红叶。然后从下

面的绿草看出来是秋天,那个“桦树秋天叶儿红”嘛。 

师：哦,桦树到秋天的时候叶子会红。可是我这这说一下：我们

在,其实在很多地方,秋天叶子都会红,可是在我们深圳的春天,有没

有红叶子长出来？ 

生：（齐说）没有,没有。 

师：看样子我们同学的感觉也是需要好好地抢救一番,因为其实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芒果树、荔枝树新生的叶子,刚刚生长出来的叶子

是绿色的吗？ 

生：（齐说）红色的。 

师：暗红色的,是不是？那是什么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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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齐说）春天。 

师：春天绿草如茵是吗？这个草颜色是什么颜色啊？ 

生：（齐说）嫩绿的。 

师：嫩绿的,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一大片满是的,是不

是啊？（学生点头称是）这都是春天,而这一来,（指着图片）这实际

上是桃花,而桃花呢,下好是在什么时候开放？ 

生：春天。 

师：这是一幅春天,春天的美丽的景色,那么我们测试了一番后发

现：连我们同学也要抢救一下对季节的感觉。那我们就抢救一下对季

节的感受,通过对接下来我们要学和这篇文章、课文来体现。今天我

们要学的这篇课文是……请把书翻到 52 页《春》,朱自清先生的《春》,

朱自清先生呢,不但对季节有非常敏锐的感受,而且他还能生动地、细

致入微地把这种种的感受,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包括心

里感应到的都把它写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实我们早读课的

时候都已经读过了,也已经预习过了。那么,下面呢,我先给同学们朗

读一遍,朗读的过程当中,（展示课件：文中写了哪些景物,他们的共

同特点是什么？作者是按什么思路写春天的？全文表达出作者什么

样的感情？）我请同学们注意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写春天,作者写

了哪些景物？在作者笔下,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第二、作者的思

路是什么？就是说作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最后又写了什么？注意

这两个问题。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听。 

师：范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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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好,刚才老师读了一遍。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思考了一下,现在

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自由读,大声朗读。不动笔墨不读书,边读边思考

老师提的问题。把书中,哦,我说书中都写了,还写了哪些景物啊,把这

些景物都及时地标注出来。开始。 

（学生自由朗读） 

师：好,读完了是吧？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道题目,刚才我已经说

了,文中写了哪些景物？注意啊,是两问：哪些景物,作者把它们的共

同特征写出来了,共同的特征。好,谁来回答？写了哪些景物？好,你

来说。 

生 1：桃树、杏树、梨树。 

师：哦,文中写了桃树、杏树、梨树,注意这一段,你认为写的是

桃树、杏树、梨树吗？ 

生 1：（点头） 

师：大家同意不同意？ 

生：（齐）不同意。 

师：那么大家认为这一段写的是什么？ 

生：（议论纷纷）花,花。 

师：花对吧？一定要把重点,把那个关键的词找出来。还有吗？ 

生 1：没有了。 

师：请坐,你来。 

生 2：写了山、水、太阳、春草、春花、春风、春雨、还有春天

里人们活动的图景。 

【人教部编版】七年级是语文第一课《春》课堂实录--第8页

【人教部编版】七年级是语文第一课《春》课堂实录--第8页



 

第 9 页 共 20 页 

师：请坐,她说的……还有没有人要补充的。 

生 3：作者写了花,还有写花的时候,还有蜜蜂、蝴蝶,衬托地花

开得生机勃勃,还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他这样写,写了春天新翻的泥土

气息的时候。他还写了鸟,又衬托出春的气息引来了鸟在这里搭巢安

息。还写了春雨,春雨细细的,他还用了三个恰当的比喻句,像牛毛、

像花针、像细丝,给人一种非常温柔的感觉。他还写了雨后人们出来

活动,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师：好,请坐。这两个同学回答问题,这个女同学非常干脆利落地

站起来说写了山、水、太阳,还有春草、春花、春风、春雨,还有春天

里人们出来活动的场景,回答地好不好？ 

生：（齐说）好。 

师：为什么？回答地很清楚,很简洁,而且老师问写了哪些景物,

她就回答写了哪些景物,是不是？（学生点头）回答地非常好,干脆利

落。那位这位同学呢,他起来回答的时候,他开始补充了,他说写春花

的时候,还写了蝴蝶、蜜蜂,还写了小鸟。同时呢,这个同学他的感觉

是非常敏锐的,他马上就意识到了,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感觉到除

了这些而外还有新翻的泥土的气息,还有风里面花里面带来这些各种

花的的香味,甚至他还听出了小鸟安巢落家之后,婉转的啼叫是不

是？他的感觉非常敏锐,但是呢,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按老师的要

求回答。请同学们回答问题时按老师的要求回答。其实这两个同学刚

才说得已经很完整了。的确,是写了这些景物,这都是春天的景物。那

么请问,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共同和特征。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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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作者写得非常精神,像刚睡醒的样子。 

师：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他也用了一个比喻,很精神,精神饱

满,还有没有？没有了,请坐。有没有补充的？你来说。 

生 4：作者把景物写得很生动,用了很多修辞手法,写得很形象。 

师：作者写得很好是吧？我现在问的是：在作者笔下这些景物它

们的共同研究特点。 

生 4：生机勃勃。 

师：生机勃勃,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还有补充的,你来。 

生 5：他们在炫耀自己的美丽和歌喉。 

师：哦,这些景物……他这个词用得好,他说这些景物都是在炫耀

自己的美丽,你为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生 5：我觉得把它们写活了,像小姑娘害羞的样子。 

师：哦,像小姑娘害羞的样子,都写活了,都不得是生机勃勃的,

都是惹人喜爱的。请坐,说得非常好。我现在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同

学的感觉都不需要抢救,已经非常敏锐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刚

才我们同学所说的这道题。（出示课件：作者写了春山、春水、春草、

春花、春风、春雨、小鸟、蝴蝶以及春天里的人们。有声有色、有动

有静、有自然景物也有人的活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机勃勃、富有

活力、充满希望、惹人喜爱）没错,作者写了春山、春水、春草、春

花、春风、春雨、小鸟、蝴蝶等等,还有刚才我们有些同学说的春天

里活动,出来抖擞抖擞精神的人们。踢几脚球,打几个滚,坐着,躺着。

这些在春天里出来活动的人。我们注意到作者笔下的春天是立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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