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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4_B8_AD_E8_AF_AD_c38_59842.htm 一、教材的处理1．

教材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三峡》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

上）第七单元的第二篇文章。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7-9年级学

生“阅读浅显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

背诵优秀诗文80篇”，七年级上册一共安排了两个文言诗文

单元。基本上是篇幅短小，内容浅显的古代散文和诗歌。旨

在通过对它们的学习，让学生逐步接触、了解我国古代的优

秀文化，引起学生学习古代散文和诗歌的兴趣；让学生感受

到古代文学作品的美，初步了解我国古代诗歌取得的辉煌成

就。感受古代诗文的美；激起学生学习古代诗文的兴趣。本

文在第二个文言诗文单元学生通过上一个单元的学习，已经

有了一定的文言词汇的积累，掌握了简单的学习文言文的方

法。《三峡》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三峡的一段注

释，同时也是一篇很好的写景散文。课文通过对三峡的山水

和一年四季三峡景色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三峡的美丽风光

。文章写景生动，用词精准，有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尤

其是作者的描写手法以及成功的运用了对偶、夸张、引用等

修辞手法和衬托的写作手法，更是令人赞叹。 我的教学设想

是，把本文的教学分1.5个课时来完成，前半个课时重在预习

指导，要求学生利用注释和工具书通译全文，达到理解全文

的基本内容的目的。第二课时以读为主，通过朗读、讨论等

手段，理解文章的美和写作的妙处。本说案说的是这一课时

。２．教学目标：①、朗读课文，落实字词，理解文意，熟



读成诵。②、品析课文，引导学生领略三峡景色的美。③、

欣赏课文，引导学生揣摩作者笔法之妙。学习本课抓住景物

的特点进行描写的手法。３．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体会三峡

的美和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的手法上，同时也是学生学

习的难点。二、说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运用 这是一篇写景

散文，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我采用了创设情景

、指导朗读、品析语言等方法进行教学。 列宁曾十分强调情

感对人的认识和逻辑思维的调节作用，他说：“没有人的情

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由此可见

，情感与知识的双向交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教学

中我力求酝酿出一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感与情绪。如上课

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三峡的美丽的风光，配上舒缓优美

的音乐，用声情并茂的朗读和直观形象的板书等等，以此帮

助学生理解，使之进入情境，进而领会文章的美。 当然，“

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情感

表达出来，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目中

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因此教读这篇文章，除了创设情

景外，还要通过指导朗读，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生

动地再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使文章如出己之口，如出己之心

，使文章所描写的景和物叩击学生的心灵，引起共鸣。 《三

峡》一文构思巧妙，用词精准，特别是能准确的抓住景物的

特点进行描写。要学生体会文章的妙处，还得引导学生品析

语言，品析文中一些概括力很强的词语等，以及多种修辞的

运用。三、说学法的点拨与指导 朗读教学是一种口头表达能

力的训练，它与其他能力的培养相辅相成。对课文内容理解

的透彻，朗读才能传情达意；对课文思想感情把握得有分寸



，朗读才会有正确的语音、语速、音量；对课文的词句熟悉

，朗读才会有准确的发音、停顿、重音。朗读又是学习语文

的传统方法，也是审美传情的极好的手段。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我主要通过初读整体感知、再读品析课文内容所体现

的美、三读揣摩文章写法的妙处、四背读积累文学作品这么

几个环节循序渐进的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 同时注重知识的

内引外延，课堂上安排了读一读、品一品、评一评、背一背

，课后安排了写一写这些环节，重点要求学生在老师的引导

下，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学习过程中学生讨论热烈，发

言踊跃。写一写环节主要要求学生重视对古诗文的积累，以

及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的能力。四、说教学程序

设计 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老师领着走，学生跟着走这一方式

，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学会了字词，读准了文章的节奏。 第

一步、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运用多媒体课件展示一组三峡

的图片，选用舒缓的古典名曲《高山流水》作为背景音乐，

使学生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感积极交融，激发学生学习三峡的

兴趣。 第二步、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全文 1、教师声情并茂

地范读课文，让学生初步了解文章的美； 2、提出阅读要求

要求学生自主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节奏、读顺文意；

3、多媒体课件出示练习题检查阅读效果。 这一环节体现了

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性

。 第三步、再读课文，进入文中去领略三峡的美。 品一品品

析课文，领略美景。 1、请同学们边读课文边透过文字领略

三峡的美，⋯⋯准备用“三峡的⋯⋯美”说一句简单的话。

并加上一句描写的话。如：三峡的山美。你看，七百里三峡

，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几乎没有中断的地方，重重的悬崖



，层层的峭壁，遮蔽天空，挡住阳光。学生自由品析三峡的

美，四人小组讨论，然后回答。老师总结： 三峡的山：延绵

，高峻 壮美三峡的夏水：迅疾 壮美三峡的春冬：清荣峻茂 秀

美三峡的秋： 凄凉 凄美3、老师把话题引向课外：三峡的美

哪里是文字能穷尽的？它还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你能再

说一句想象的话吗？ 如：三峡的云美。你看，那漂浮在十二

峰上的白雾，似烟非烟，似云非云，多么婀娜多情，多么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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