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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3051.htm 一、 说教材 《我的老

师》是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单元中的第三篇课文，这

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作者魏巍回忆了儿童时代生活在老师

身边的几件小事，抒发了对老师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揭示了

蔡老师美好的心灵。作者是用童心来回忆往事的，在叙事中

融入了儿童自然而纯真的感受，使得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事十

分生动、感人。在它的前面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后面有海伦&#8226.凯勒的《我

的老师》、还有田晓菲的《十三岁的际遇》，它位居正中，

与整个单元融为一体。第一单元是反映家庭生活的，第二单

元则由家庭走向学校，从国内到国外，从私塾到大学，学生

的眼界在逐渐地开阔，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体现了教材

编写者的意图：初一第一册的教学任务是要求学生认识语文

与生活的关系，着重培养一般的吸收和表达能力。 每一个人

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本单元的几篇课文所谈到的老

师，对儿童都起到了终生的影响作用，他们不但学识渊博、

为人正直，而且爱憎分明，对真善美执着地追求。根据教材

的编写意图，为体现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

域的影响是深广的这一特点，我把本文的学习目标定为：1．

体会本文作者在文中所蕴含的依恋、思念老师的深厚感情，

培养尊敬老师，热爱老师的良好品德。2．学习本文围绕中心

选取材料的写法。3．词句的揣摩。学习重点确定为：体会作

者在文中所蕴含的依恋、思念老师的深厚感情，培养尊敬老



师，热爱老师的良好品德。难点为： 理解、揣摩词句，体会

思想感情。 二、说教法学法 新课程的理念认为：学生是学习

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

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

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根据以学定教的原则，

特制定如下教学与学习的方法： １、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

法”是当今课堂教学一股清新的活水，能为传统的课堂教学

注入新的生命。采用情境教学，可以较好地扣住教材特点，

落实教材因素和学生因素，强化训练目标，引诱学习动机，

激发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能力。 ２、 朗读感受法 《我

的老师》作者用儿童纯真的心理回忆和蔡老师接触过程的七

件小事，有强烈的亲和力。学习中，指导学生多朗读，运用

齐读，精读、默读等阅读方法，让学生与课文进行多次接触

，心灵融入浓浓的亲师之中，感悟那深挚的师生之情。 ３、 

质疑探究法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这样的方

式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看到

成功的记录，这种成就感促使学生可持续性地发展。４、 讨

论分析法 这既是个体的学习，又是团体的学习。讨论是一种

双向或多向的活动，当中体现了个体的思维，又有思维的碰

撞、磨合、吸纳，是合作学习的体现。 三、教材处理 学习本

课用两个课时。第一课时：指导朗读，学生质疑探究。第二

课时，学生讨论明确看法。两个课时的内容可以穿插进行，

具体操作要视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定。 四、 说教学程序 １、 

导入新课。 有人说：“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老师像蜡烛，照亮了学生前进的道路。”“老师是人梯，载

着学生攀登科学的高峰。”同学们，请大家回忆一下。从小

学一年级起，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多少位老师教过你们?在诸

多老师中，又有哪些是令你终身难忘的呢?我想，在每个人的

心目中，肯定有一位最难忘的老师。如果把他写下来，一定

令人动情、感人至深的吧！谁来说一说呢？（让学生踊跃发

言）好，今天，我们学习的也是一篇关于老师的文章，著名

作家魏巍所写的回忆他的小学老师蔡芸芝先生的《我的老师

》。这里运用的是“情境教学法”关键是教师必须要进行情

境诱导，使学生顺利地进入学习情境，进而主动学习，实现

目标。因为相类人物能唤起学生无限丰富的联想。这里让初

一的新生回忆他们刚离别不久的小学老师，口头描述老师的

形象和事迹，学生们绝对有兴致侃侃而谈，话语当中也会饱

含记忆犹新的深情。此时此刻，再顺势而发，引导学生进入

第二个环节。 ２、朗读感知 ①听课文录音（感受课文流露的

真情，同时给每个自然段标序号并给生字注音） ②师生共同

朗读课文（与学生共同感知，因为教师也是学习的参予者。

朗读前提醒学生注意用儿童的口吻来朗读，整体感知课文的

感情基调。） ３、概括课文的大意（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４、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课后练习题；默读

过程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或感触很深的想法记录下来。 学生有

可能提到以下问题： ①蔡老师是位女教师，为什么要把她称

为先生呢？ ②课文第一部分写蔡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总的

印象是什么？“温柔”和“美丽”分别从什么方面写的？ ③

本文共记叙了几件难忘的事情？哪几件详写？哪几件略写？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它的次序可以打乱吗？（这是最重要



的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了解文章的思路、脉络、

感情线索等问题，还可以让学生复述“梦里寻师”一事，充

分感受学生对老师的挚爱之情） ④“蔡老师！”我不知道你

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

”全文都用第三人称“她”，这里为什么改用第二人称？这

样一篇文章的人称前后不一致可以吗？ ⑤“我忽然爬起来，

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我模模糊糊地回答。”加点的两

个词能否互换？为什么？ ⑥“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

蔡老师呢？”改为“我很想再见到我的蔡老师。”有没有什

么区别？为什么？ ⑦一般说来，小孩子都盼望着假期的到来

，为什么说“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

，又是多么漫长”？ ⑧“在一个孩子的眼里，他的老师是多

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为什么说是“在一

个孩子的眼里”？ ⑨在看老师写字这一件事中，“不由得围

了上去”、“默默地看”、“连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等

语句表现了我们对老师的怎样的感情？（老师对孩子的影响

） ⑩本文着重写的是蔡老师爱学生，还是蔡老师令“我”难

忘，你的看法呢？（引出本文的主旨：老师爱学生，学生爱

老师）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用递纸条的方式交给老师，老师

把它集中、归纳，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利用实物投影交给

学生讨论，遇上争议较大的问题，老师再给予引导明确。在

讨论第③题时，④⑤⑥⑦⑧⑨⑩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渗透进

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本课的学习目标得以实现，学

习重点和难点也能得到突破。学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情感

的熏陶。最后再让学生谈感受、谈收获，以及课后写一篇关

于老师的回忆性文章，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在这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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