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全册教案 

常州市初中语文教育岳亚军名教师工作室 申骞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能说出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和伟大意义，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2．   能说出不同作品表现同一题材的不同特点，感受红军的高大形象及内

心世界。 

3．   记忆、背诵、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句。 

4．   学会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5．   学做节目主持人，做到有信心，有口才，有连缀语，有服务意识。 

二、单元课时安排     共13课时 

课本整体感知   单元整体学习   1课时 

七律 长征      1课时 

长征组歌两首   1课时 

老山界         1课时 

草             1课时 

《长征》节选   2课时 

写作           3课时 

口语交际       1课时  

单元小结       1课时 

三、教学设计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单

元的课文，有的是诗歌，放声讴歌长征和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有的是回忆录，

真实的记述红军翻越“第一座难走的山”的过程；有的是小说，刻画了感人至深

的人物形象；有的是电视剧本，逼真的再现长征途中的某一幅情景。读读这些课

文，就如同走一走长征之路，会更加理解长征的伟大意义。 

本单元真正的难点在于长征距离现在已隔多年，与现今学生的生活实际距离

较远，学生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和意义较难体会。因此，在本单元教学的过程之中，

应当注意运用多种方法让学生对长征感同身受，以引起思想上的震撼。 

四、教学过程 



第1课时  回顾、总结与展望 

总结回顾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入，并明确任务：共同回首初一的

学习 

听讲  

2 出示、补充讨论的话题 

你在七年级语文学习中有什么成功

之处？ 

你在七年级语文学习中有什么疑

惑？ 

思考，讨论 

3 组织交流 发表自己的观点 

教学反思   

展望新学期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引导讨论：你期望中的八年级语

文学习。 

进入八年级，你能在语文上做到

什么？ 

思考  

2 组织交流 交流 

教学反思  

 

      

共同走进八年级语文课本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让学生浏览课文、目录 明确任务  



2 巡回指导 浏览课文、目录 

3 布置讨论：新的语文课本给你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你最喜欢课本中的第几单

元或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根据你在暑假中的阅读，

请你准备给课本推荐一篇文

章，说说理由。 

讨论 

4 边引导边总结，结合学生的观

点提出老师的要求和看法 

交流 

教学反思  

 

第2课时 《七律 长征》 

学习目标： 

1． 通过朗读体会红军长征中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推敲关键字词的含义领悟其中饱含的感情 

3．总结毛主席诗词的创作风格，学习写作中艺术的概括和夸张的手法 

课前学习： 

了解长征的相关知识，复习《沁园春 雪》，自我朗读《七律 长征》 

课堂学习： 

教学步

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倾听学生关于长征情

况的口头交流 

根据学生的交流补

充讲述长征 

 

交流自己所了解的长

征 

 

2 播放录像 观看长征录像片段 

3 播放《七律 长征》

歌曲   

一听 

二跟唱 



   

4 教师指导朗读 

范读全诗，正音正形 

指导学生注意节奏、重

音 

 

学生自由朗读，体会诗

意。 

  

教学反思  

 

 

 

教学步

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介绍诗歌欣赏的方法 

教师介绍四字学习 

法——译、读、悟、诵 

译：指疏通诗歌大意；

读：反复诵读、揣摩品味；

悟：理解诗歌内涵；诵：

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再

现作者的情感。 

 

听讲 

掌握方法 

 

2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评价 

3 研读诗歌 

介绍“诗眼” 

创设问题情境：七律长

征为我们展示了红军在长

征途中克服困难的雄壮图

画，请你各用一句话概括

每幅画面的主要内容 

听讲、思考 

明确本诗的诗眼及作

用 

思考 

 

4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评价 

5 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画

面，说说为什么喜欢 

思考，讨论 



6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评价 

7 播放朗诵录音 有感情地朗诵 

教学反思  

 

课后学习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壮歌。毛泽东不但写下了《长征》来加以赞

颂，而且在长征途中写下了许多诗。请自找一首按照课上所学方法欣赏。 

第3课时 《长征组歌》两首 

教学目标： 

1．体会红军的钢铁意志 

2．学习文章的高度概括和用词准确生动 

课前学习： 

查询书面资料或音像资料，向长辈咨询有关长征的歌曲 

课堂学习： 

一、整体感知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入新课：由《七律》

导入 

复习《七律 长征》  

2 提出朗读要求 

巡回指导 

指名朗读 

 

自由朗读 

 

 

观看记录片段，体验革

命豪情 

3 组织学生评价同伴朗读 指名朗读 

教学反思  

 

 

二、运用方法自学诗歌内容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播放《四度赤水》、《过

雪山草地》歌曲创设情

境，让学生感知历史，

体验革命豪情 

、 

听 

跟唱 

 

2 提问复习“”四字

学习法巡回指导 

小组合作，用方法来自

主学习 

3 组织交流、及时释疑 质疑、赏析、交流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播放视频“过雪山草

地”片段 

观看欣赏视频，在音乐欣

赏中回味歌词 

 

2 要求学生任选一个

画面，展开想象进行口

头描写（100字左右） 

要求能够抓住文中

准确的词语，加以展

开，能够写出红军的精

神。 

如“弃”、“奔”写

出敌人的狼狈不堪；

“逼”、“赶”、写出

红军作战机动灵活的

等。 

巡回  指导 

学生小组交流 

3 组织评价 指名交流 



4 比较同学的口头描

写与歌词，说说歌词的

特点 

指导  组织点评 

思考交流 

5 播放歌曲录音 深情歌唱 

脑中再现红军长征情景 

教学反思  

 

 

第4、5课时：《老山界》 

学习目标： 

1．能说出课文的思想内容，感受红军的革命传统。 

2．能说出课文按时间变化和地点转移安排材料的特点。 

3．说出重要语句的含义，赏析、背诵精彩的语段 

课前学习：阅读课文 

课堂学习： 

一、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创设情境：假如半夜你只

能在一座高山上休息，路只

有一尺来宽，一翻身就会掉

下悬崖，路上的石头又非常

的不平，你睡觉的感觉如

何？ 

想象思考  

4 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过夜，而且还没

吃饱，他们的感觉如何呢？

为什么会这样？一起来看

一下。（引导到作品的描写

和主题的把握） 

发表观点 



5 组织评价 交流 

6 引导学生赏析“半夜醒

来„„”一段，仿写“所闻” 

讨论、交流 

教学反思  

 

 

 

二、理解分析课文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反思 

1 布置任务：根据课文

完成红军爬山的简要

行军图 

阅读课文，思考  

2 引导交流评价，引导

学生掌握按时间变化

和地点转移记叙一件

完整的事情的办法 

绘图、交流 

3 创设问题情境：红军

在翻越老山界时遇到

了哪些困难？战士的

态度如何，试从文中选

择恰当的语句完成表

格 

再读课文、交流、思考 

4 组织交流评价 交流 

教学反思  

 

三、播放视频，再度体验红军精神 

课后学习： 

摘抄、背诵文中的优美语段 

第6课时 《草》 

学习目标： 



1．理清文章情节，感悟周副主席的高尚人格 

2．学习文中用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

方法 

3．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深刻含义 

课前学习： 

积累文中的字词，划出文中描写生动的地方，复习《一面》、《柳叶儿》 

课堂学习 

一、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

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导入：翻开历史的画

卷，是无数的革命先烈

和战士用生命换来了今

天我们甜蜜而安逸的生

活环境，标题草所展示

的不再是你读到的富有

顽强生命力的草，也不

是你看到的滚着晶莹露

珠的草，而是争夺红军

战士生命展现革命家高

尚人格的草。  

回顾、思考  

2 整体感知悟精神 

  同学们轻声朗读课

文，了解课文内容。 

用简要的语言概述这

篇课文主要内容。  

交流 



3 抓住线索理情节  

组织交流，围绕文章的

题目，请用几个含“草”

的小标题来概括文意 

阅读课文，思考，交流 

战士误食野草 

班长摸黑报告——撇开毒

草忙救人  

引出担架设悬念——主席

下令辨毒草  

不顾安危尝毒草——平易

近人 

4 组织评价 交流、评价 

教学反思  

 

二、阅读课文，体验作者情感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1 组织学生交流课前学习

中的疑难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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