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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021_2022__E5_88_9D_E

4_B8_AD_E8_AF_AD_E6_c38_57395.htm [教学目标] 1．体会

本文所表现出的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领会蕴含在童稚的

活动中的艺术和美。 2．初步了解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不同特

点。 (七年级的学生活泼、大胆，对充满童稚的游戏有切身的

体验和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往往忽视了游戏中蕴涵的艺术和

美。让他们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自主探究，有助于提高学

生观察生活的能力。故确立了第一个教学目标。 中西方艺术

博大精深，学生了解一些它们的差异，可提高自身的审美观

、价值观，从而提升人文素养。故确立了第二个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重点：体会文章表现的童真、童趣，领会蕴含

在童稚的活动中的艺术和美。 难点：体会中国画和西洋画的

不同艺术特点。 [教学准备] 1．收集整理有关作者的资料。 2

．师生共同制作多媒体课件。 [设计思路] 1．“语文课要给学

生一点什么?”我认为应是让学生的心灵得到自由放飞，在向

生活的拓展中，让学生得到人文的熏陶，注重学生的终身发

展。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视听效果，采用“

激趣感知品读欣赏迁移”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感观，让

学生觉得语文课不仅有语言的文学美，而且有画面的艺术美

，觉得上语文课既是知识的获得过程，又是一种美的享受过

程。 2．改变以往语文课知识的构建方式，由单纯的教师传

授转变为师生双方参与的互动，营造师生间和谐、平等、民

主的语文课堂。学生自主地读、说、悟，教师恰当地引导、

调控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合作交流学习中，师生共同体会童



稚的活动中蕴含的艺术和美。 [教学过程] 一、谜语激趣，导

入新课 (多媒体演示。) 师：同学们喜欢猜谜吗? 我们来猜个

谜语：你有我有他也有，黑身黑腿黑黑头，灯前月下跟你走

，就是从来不开口。(影子。) 请同学们再来听首儿歌：影子

在前，影子在后：影子是个小黑狗，常常跟着我；影子在左

，影子在右，影子是个好朋友，常常陪着我。 每当我们唱起

这样的儿歌，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和儿时的伙伴玩影子

、玩各种有趣的游戏，从中获得了对生活的美好体验。 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关于影子的文章一《竹影》，希望今

天的学习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猜谜是学

生喜闻乐见的，充满童稚的儿歌，更能激发他们对童年趣事

的美好回忆，以此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学习本文

的热情，为下面环节的展开作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 二、作

者介绍 (学生交流收集的丰子恺的资料，讲述有关作者生活创

作的故事。) 师：丰子恺是一位在多方面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

，在绘画、散文创作方面成就颇丰，这些成就与他从小就爱

在生活中去发现、思考是分不开的。下面，就让我们从阅读

作者的文章开始，走近丰子恺。(用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作者，

突破传统的介绍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检验

了课前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 三、自由朗读，整体感知 用

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课文内容。 (配以轻音乐，学生轻声朗读。

学生回答有因难，教师可提示，文题是“竹影”，它是以写

景为主，还是以写人物活动为主?） 明确：叙述几个少年描竹

影的充满童真、童趣的游戏。从中引出对中国画的艺术体验

，从中获得了艺术美的发现。 (朗读是对课文语言及课文内容

最直接、真切的感知，也是学生自主与文章进行情感交流最



直接的方式，通过自读，学生初步感知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为品读课文作好铺垫。) 四、品味朗读，体验童趣 童心是天

真烂漫的，童趣是发自天性的，一次平凡的游戏，却有了艺

术美的发现。那么，你觉得文中哪些描写最生动地表现了童

趣?找出来，有感情地朗读。 (学生找到后在小组内朗读，然

后教师点名朗读得好的学生示范朗读，也可鼓励学生自告奋

勇来朗读。) (“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对作品中的情境和

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在品读交流中，让学生的思维

互相碰撞，引起共鸣，产生更多的火花，当学生有了心得之

后，读相关的语段时感情就会充沛、真挚。教师对学生的朗

读应鼓励、肯定，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五、拓展欣赏

在一位独具慧心的艺术启蒙人“爸爸”的引领下，“我”和

伙伴们从一次无意的游戏，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并领略了中

国画与西洋画各自的魅力。下面让我们借这次语文课。也来

简单欣赏一下东西方文化不同的艺术魅力。 (多媒体展示几幅

中国画和西洋画，配音乐。) (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是一

个很专一的理论，教师如果过多解释，反而会“越描越黑”

。借助多媒体的视听效果，加以音乐的陪衬，学生凭借自身

的审美力、想像力，去感悟艺术的美。同时，扩充艺术的欣

赏内容，也增加了语文课的容量，使学生得到艺术的熏陶，

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六、口语交流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

过快乐的童年，也做过许多充满童趣的游戏。但当时没能像

作者那样从中获得艺术美的体验，所以大多已成了过眼烟云

，学了这篇文章，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你儿时做过的哪一

个充满童稚的游戏也是可以让你获得类似的发现、体验的?后

来它发芽成长了吗? (语文学习要基于教材，但又不能仅局限



于教材，应向生活延伸。由童年的游戏引发的体验，应避免

围绕竹子品格的空洞的说教，而应注重对艺术发现的认识，

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引导，对学生自身修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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