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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优秀 9 篇）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篇一 

    芦花荡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科书 10 页～19 页。  

    ◆课时安排  

    2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准确认读文中的词语，明了词语含义。  

    2.休会本文雅致隽永的环境描写，掌握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

作用。  

    3.分析文中人物形象，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4.感知文中景随情移的写作手法。  

    ◆过程与方法  

    1.学生预习，教师讲解，辅导完成课堂练习。  

    2.讨论法、问答法、点拨法、比较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认识到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

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2.引导学生体会并学习主人公自尊、自信、勇敢的美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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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难点疑点剖析  

    ◆重点  

    1.景物描写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  

    2.带领学生体会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形成的别具特色的景物描写。  

    3.整体感知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难点  

    1.景随情移，情景相生的描写手法。  

    2.人物性格的探讨研究。  

    ◆疑点  

    这篇小说怎样渲染了老英雄的传奇色彩？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1.对孙犁及白洋淀的情况应有详细了解。  

    2.复印该篇文章孙犁的另一名篇《荷花淀》。  

    ◆学生准备  

    1.浏览有关白洋淀的资料，形成对该地区的基本认识。  

    2.预习课文，准确认读预习课文，准确认读 读一读，写一写'中的字词和课文下注词

语，并掌握它们的意思。  

    第 1 课时教学流程设计  

    教学步骤  

    (第 1 课时)  

    一、突出主人公神秘感，激发学生兴趣，导入课文(约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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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二、整体感知课文，了解故事情节，梳理文章思路(约_______分

钟)  

    三、分析文中独具特色的景物描写(约________分钟)  

    板书设计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篇二 

    一、导入  

    1、浏览课文，请大家在“泥人张”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

___________泥人张。生：(镇定自若的，技艺精湛的，个性内敛的……)

泥人张  

    ppt 展示(俗世奇人——泥人张)  

    二、冯骥才及《俗世奇人》  

    冯骥才，1942 年生，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曾

任天津市文联主席。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莲》《雕花烟斗》《俗世

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冯骥才简介)  

    《俗世奇人》是作家冯骥才创作的同名小说集。全书由 17 个短

篇小说连缀构成，各篇文字极精短、书中所讲之事，又多以清末民初

天津卫市井生活为背景，每篇专讲一个传奇人物生平事迹，素材均收

集于长期流传津门的民间传说，人物之奇特闻所未闻，故事之精妙叹

为观止。《俗世奇人》课文评点  

    三、阅读活动完成三项活动：课文概说；手法欣赏；语言品味  

    阅读活动一：课文概说  



 

 4 

    从“内容”的角度来概说；从“情节”的角度来概说；从“人物”的角

度来概说；从“主题”的角度来概说。自选一个话题，用百字以内的文

字，进行课文概说。《俗世奇人》问题探究  

    1、从“内容”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面对“海张五”的挑衅，用“贱

卖海张五”的方式加以回击。“海张五”只有自食苦果，花大价钱买走

了泥人儿，但这个故事却流传下来，直到今天。  

    2、从“情节”的角度来概说：“泥人张”技艺高超，在天庆馆偶遇“海

张五”。(开端)“海张五”拿“泥人张”取乐，“泥人张”用脚下泥捏“海张五”

的头像“回报”他。(发展)“海张五”继续斗嘴，“泥人张”成批生产“海张

五”的头像，贱卖海张五。(高潮)“海张五”只有花高价钱来买泥人。(结

局)  

    3、从“人物”的角度来说  

    “泥人张”是一个智勇双全、个性内敛、技艺精湛、镇定自若的人。

他技艺精湛，用鞋底的泥就可以捏出“海张五”，只有核桃那么小。他

还沉稳、干练，面对羞辱镇定自若，喜怒不形于色。他善于后发制人，

以独特的方式一招制敌，贱卖海张五，打击了“海张五”的嚣张气焰。  

    4、从“主题”的角度来说：通过描写泥人张智斗海张五的故事，

表现了泥人张技艺的高超和智勇双全，表达了对泥人张的敬佩以及为

民间有这样的“奇人”“绝活”而感到自豪。  

    阅读活动二、手法欣赏  

    伏笔照应悬念设置对比手法侧面烘托  

    请自选一个话题，表达自己对写作技法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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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那天下雨”和“泥人张从鞋底扣泥巴”形成伏笔照应。  

    2、人们瞧着“泥人张”如何“回报”“海张五”。设置悬念。  

    3、“海张五”的气急败坏和“泥人张”的镇定自若形成对比。  

    4、“海张五”到天庆馆吃饭时众人的反应侧面烘托出“海张五”的

“不凡”。《俗世奇人》赏析  

    阅读活动三、品味语言  

    泥人张智斗海张五，情节简单却悬念迭生，曲折引人。人物形象

逼真，这就与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关。让我们从语言的角度品味这

其中的妙处。  

    赏析语言的方法：  

    1、修辞  

    2、传神词语  

    3、幽默生动的方言  

    举例  

    1、说“泥人张”的手艺“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用了夸张的 修̀辞，突出“泥人张”的技艺超凡绝伦。  

    2、“找乐子”写出“海张五”的嚣张气焰。如将“找”换成其他的动词

“玩”、“寻”等，表达效果就不够恰当了。20 俗世奇人刷子李好嘴杨巴

课文在线朗读  

    3、“架式挺牛”、“撂高的”、“怵”、“赛”、“砍过去”等，都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天津风味)，幽默传神。  

    四、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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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人张》奇绝、妙绝。奇在人物，妙在语言。泥人张的从容自

若，后发制人；海张五的狂妄、跋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冯骥

才先生写人叙事的手法更让我们拍案称奇：那天津味十足、本色朴素

而又幽默传神的语言更是余音绕梁，历久不绝。值得深思的是像泥人

张这样的“民间奇人”越来越少，民间手工艺品也日渐稀少，希望同学

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尽自己的努力去保护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  

八年级语文教案下册 篇三 

    短文两篇  

    朗读：  

    1、各小组派代表感情朗读；  

    2、全班感情朗读；  

    3、分组朗读，设置评分等级。(师生共评)  

    组 别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等 级  

    A.声音洪亮整齐，咬字准确朗读流利，无错读，有充分感情。  

    B.声音洪亮整齐，咬字基本准确，个别误读，有感情。  

    C.声音较洪亮，不够整齐，误读，感情平淡。  

    D.声音较小，不够整齐，误读，错读，没有感情。  

    五、播放《日》朗读 flash：  

    1、小组讨论：巴金在作品中是否就是想表达对光明的热爱和追

求呢？(用原文回答)  

    为着追求光和热，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愿做人间的飞蛾，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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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日球。并且，对飞蛾、夸父这两位光明的使者持敬佩，怀念的

态度。看来，日球确实让我们感受那喷薄而出的热情和希望。  

    2、请你将巴金对请你将巴金对 日'的情感进行延续，自由选择《日》中任意一

段(句)，进行扩写或续写，也可仿照其进行创写。(学生完成后将所写

语段读出，师生共评)  

    六、播放《月》朗读 flash：  

    1、月亮在这里带给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你是通过文章中的哪

些描写体会出来的？ 月亮带给最突出的感觉是寒冷、冰冷。文中多

处提到，如处提到，如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 面对凉月'、、 我望着明月，

总觉寒光冷气浸入我的身体'，， 月光冷得很月光冷得很 月的光是死的光'等等。  

    2、这里所表现的意境，能使你联想起古诗中的哪些诗句？(学生

讨论、交流)  

    学生交流写月的古诗文，进行整理归类。  

    (1)月，呈现不同的形态。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李白《渡荆门送别》)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范仲淹《岳阳楼记》)  

    (2)月，撩拨满腹的愁绪。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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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李商隐《无题》)  

    (3)月，包含着瑰丽的想像。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篇四 

    学习目标：  

    1、感受冼星海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气魄。  

    2、学习文章通过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写法，并体会对冼

星海的怀念之情。  

    学习步骤：  

    1、自读课文，要求：按照时间为顺序把全文分成三部分，并为

它们拟三个小标题。  

    2、初步感受笔下的冼星海形象。把体现冼星海个性特征的句子

圈划下来，用简洁的语言写批注。  

    3、品析典型事例，感受冼星海的精神世界，体会的怀念之情。  

    4、茅盾与冼星海仅仅是一面之交，为什么他却能作出如此肯定

的假设，而且把冼星海当成此生难忘的挚友？  

    5、你认为回忆这些往事的目的何在？  

    6、作业：  

    仿写：选取一、二典型事例，描写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同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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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务使人物性格鲜明  

    （2）300 字左右  

    《忆冼星海》阅读练习  

    1、在回忆冼星海的过程中，既写了想象中的冼星海，也写了冼

星海留给他的印象。阅读文章，填写表格。（3 分）  

    回忆想象、印象  

    听《黄河大合唱》 ①  

    读冼星海的自传②  

    ③ 气魄伟大，好学深思，热爱祖国  

    2、、阅读划线句子，结合文章内容，揣摩“好奇“的原因和内容。

（4 分）  

    “好奇”的原因：_①_____  

    “好奇”的原因：__②____  

    3、、简要分析是怎样把只见过一面的冼星海描写得生动而感人的

'。（不超过 150 字）（6 分）  

    答案  

    1、答案示例：  

    ① 魁梧奇伟，沉默寡言  

    ② 战胜了生活的坎坷，成就了伟大的抱负  

    ③ 在西安与冼星海相见  

    2、答案示例：  

    ① 听《黄河大合唱》之后，“发生崇高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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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伟大的气魄”作品的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  

    3、答案示例一：  

    先写听《黄河大合唱》和看《冼星海作曲图》，从侧面表现出冼  

    《忆冼星海》原文阅读  

    忆冼星海  

    茅盾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的演奏，读过了他

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

小规模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朋友又告诉我，要是

冼星海自任指挥，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是小规模，

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使

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那伟大

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

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

该是木刻家马达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

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

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

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

星海作曲图》。木刻家的用意不在“写真”，而在表现冼星海作曲时的

神韵。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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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历，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气魄。

他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

打杂，也做过乞丐。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

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

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

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① 。当他走

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

海么！”我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到生疏。我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

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

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

说起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

作。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了，可是，他那种气魄，却使我兴奋鼓舞。

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

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而且又是那样好学深

思，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

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他这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

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

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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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或“韵调”，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

“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 “不！”他回答，“我去苏

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

后一次啊！“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

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他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

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

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

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

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

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

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

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

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

远活着。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篇五 

    教学目的  

    1．学习文章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  

    2．理解的思想感情，体会作品中闪现出的理想光芒与对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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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难点  

    1．景物描写的特点。  

    2．理解文章语言的深层含义。  

    教学时数  

    二课时  

    教学过程  

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篇六 

    一、教学目的  

    通过这首散曲的学习，使学生把握古代诗词的多种体裁，体会蕴

涵在作品中的感情、思想和哲理，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本情怀。  

    二、教学要求  

    1.体会诗人的思想情感；  

    2.反复吟咏诵读，推敲品味诗歌的语言  

    三、简介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代著名散

曲家。曾任把控御史，因批评时政而免官，复官至礼部尚书，又辞官

隐居济南云庄，天历二年（1329 年），征拜陕西行台中丞，到官四月

病卒。  

    本篇“山坡羊”是小令的曲牌名，“潼关怀古”是标题。  

    写作背景  

    这首曲是于元文宗天历二年，在就任陕西行台中丞的途中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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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行径者的怀古之情。这首曲借凭吊潼关古迹，表现了一个历史的

主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怎么样改朝换代，人民依旧过着痛

苦的生活。  

    四、文本分析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

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全曲分三层。  

    第一层（头三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潼关雄伟险要的形势。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第一句，写重重叠叠的 峰̀峦。  

    “聚”：表现了峰峦的众多和动感。让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

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山本是静止的，“如聚”化静为动。  

    第二句，写怒涛汹涌的黄河。  

    “怒”：一方面写出了波涛的汹涌澎湃，让读者耳边回响千古不绝

的滔滔水声。另一方面把河水人格化，注入了诗人吊古伤今而产生的

满腔悲愤之情。黄河水是无生命的，“如怒”则赋予河水以人的情感和

意志。  

    第三句，写潼关位于群山重重包围、黄河奔流的险隘之处。也由

此引发下文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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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从关中长安万间宫阙化为废墟而产生的

深沉的感慨。  

    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第四、五句，写遥望古都长安，凭吊古迹，思绪万千，感慨横生，

激愤难平的样子。  

    第六、七句，概括了历代帝业盛衰兴亡的沧桑变化，点出了无限

伤感的原因。  

    面对繁华过后的废墟所发出的“伤心”实乃悲凉：为秦汉旧朝统治

者悲凉，为百姓悲凉。  

    “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

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

后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见《史记·项羽

本纪》）故曰：“阿房一炬”。  

    第三层（末四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写沉痛的感慨：历代王朝的或兴或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和苦

难（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这是从历代帝王的兴亡史中概

括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全曲之眼。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全曲主题的开拓和深化，正因为

这两句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  

    五、中考试题汇编  

    《山坡羊潼关怀古》  

    （一）、 20xx年淄博阅读张养浩的《山坡羊》，做第 7 题。（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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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

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7、用简洁的语言赏析画线句子。  

    要点：一个“聚“字和一个“怒“字，分别从视觉和嗅觉两个角度形

象地表现出峰峦高峻的形态和波涛呼啸的气势。  

    （二）、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

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思考：诗人是为“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伤心”吗  

    答：不是，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知是为古往今来的

老百姓伤心。隐含对百姓的同情，对封建统治者的讽刺。  

    赏析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并答题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

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① 一个“聚”字写出了潼关的雄伟气势；一个“怒”字表现了。 ②

归结全篇主旨，揭示了统治者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本质的句子是：  

    （① 内心的不平静②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对下列诗歌理解正确的项是：判断对错  

    A、这首曲借凭吊潼关古迹，表现了一个历史的主题：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中，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人民依旧过着痛苦的生活。（）  

    B、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写潼关的雄伟气

势，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写出潼关的险峻，然后用“山河表里”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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