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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

中学语文学科专业知识

科目（三）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

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

请 2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条

形

码

粘

贴

处

准
考
证
号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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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 本试卷分满分 150 分，总时限 120 分钟，各部分不单独计时，答题时请注意合

理分配时间。

二、 请按照要求在答题卡上填写好自己的姓名，涂写好准考证号，严禁折叠答题卡。

三、 必须在答题卡上答题：在题本上答题，一律无效。

四、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答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题

本、答题卡、草稿纸一律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

可离开考场。如果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要求，都将影响你的成绩。

五、 在本套试卷中，可能有些试题较难，因此你不要在一道题上思考时间太久，遇

到不会答的题目可先逃过去，如果有时间再去思考，否则，你可能没有时间完成

后面的题目。

六、 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

示。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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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2019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

（科目代码：303）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

上对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和未选均无分。

1.教师讲解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来引

导学生体会燕子在诗歌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并举例进一步说明，下列合适的是

A.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B.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C.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D.鸟啼芳树丫，燕衔黄柳花。

2.教师上完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之后，为了更好的了解散文的写作特点，教

师准备再向学生推荐一篇散文，下列不合适的是

A.《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B.《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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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孔乙己》

D.《春酒》

3.学习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教师讲解“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

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一句的修辞手法。补充该修辞手

法的例句，下列适合的是

A.天上的云，真是姿态万千，变化无常。它们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看

云识天气》）

B.花朵儿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宗璞《紫藤萝瀑布》)

C.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朱自清《春》）

D.以前那种猛烈而干燥的风，变成了飘着香气的微风（让·乔诺《植树的牧羊人》）

4.教师要求学生挑选一篇文章，与《蚊子和狮子》《智子疑邻》组合，完成寓言单元

的主题，下列合适的是

A．《女娲造人》

B．《皇帝的新装》

C．《塞翁失马》

D．《金色花》

5.某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选文为《大自然的语言》《奇妙的克隆》和《生物

入侵者》。对该单元教学目标的定位，不准确的是

A.把握科技类文章的基本观点

B.从分析环境、情节、人物等入手，学习鉴赏的方法

C.阅读过程中注意说明的顺序和方法

D.培养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6.教师讲解文言考题，要求学生梳理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例子，下列加点字不符合要

求的是

A.腰．白玉之环。（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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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策．之不以其道。（韩愈《马说》）

C.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柳宗元《小石潭记》）

D.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岳阳楼记》）

7.教师教学《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时，选择了一道课后练习题作为一个

教学环节：比较下边的两个句子，说一说哪句好并说说理由。

①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越过．．安庆、芜湖线，到达．．繁昌、铜陵、

青阳、荻港、鲁港地区，共．渡过三十万人。

②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

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对教师选用此题的目的，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引导学生了解红军的渡江路线

B.体会新闻语言准确、及时的特点

C.体会新闻语言情感鲜明的特点

D.理解课文内容，分清课文层次

8.《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

程”。某教师在分析完《威尼斯商人》里的人物形象时插用了一段同名电影的视频，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对于此“视频”的利用，下列分析恰当

的是

A.播放“视频”能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B.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有利于理解作品

C.观看“视频”会干扰学生个性化解读

D.播放“视频”占用了有限的教学时间

9.教师在研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评价主体多元化”这一内容

时，对“评价主体多元化”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下列对“评价主体多元化”的认

识，合适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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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语文课程评价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改善教师教学

B.语文课程评价的功能应该侧重于诊断、反馈和激励

C.形成性评价应综合应用多种评价方式，关注学习过程

D.评价时应注意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相结合

10.在“古代文化常识之趣”的文学小组活动中，教师让学生归类整理古代文化常识，

下列选项中不适合的是

A.称呼帝王时，一般有陛下、大王、天子、圣主、主上、九重天等

B.称呼父亲时，一般称令尊、尊公、尊大人等

C.女子的年龄称谓有：髫年、金钗之年、豆蔻年华、碧玉年华

D.男子的年龄称谓有：髫年、志学之年、破瓜年华、而立之年

11.阅读《老王》的导入教学设计案例，按要求答题。

同学们，我们喜欢关注明星，因为他们有着耀眼的光环；我们愿意关注伟人，因

为他们做出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关注家人，因为血浓于水。然而生活中有很多和

我们非亲非故、不起眼的普通人，他们虽然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做出非凡的成

就，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老王》，来共同关注这类被

遗忘的边缘人。

对上述导入教学设计案例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教师在导入环节介绍明星、伟人和亲人，善于联系并关注学生的生活

B.教师的导入没有体现师生互动，不利于后面教学活动的展开

C.教师的导入采用一组排比句，增强了气势，语言富有感染力

D.教师在导入环节点名了文章的写作对象

12.阅读《桃花源记》教学实录片段，按要求答题。

一、结合注释了解文意，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并质疑。

二、重点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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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中注释及补充的重点字词

(2)古今异义字词

鲜美 古:鲜艳美丽 今:(味道)新鲜

交通 古:交错相通 今:指运输事业

妻子 古:妻子和儿女 今:专指男子的配偶

无论 古:不要说，更不必说 今:连词，不管

(3)通假字 要:通“邀”，邀请。

(4)一词多义

舍:舍弃；房子 乃:于是，就；竟然

具:都详细地 志:作标记；所作的标记

遂:终于；于是，就 寻:寻找；随即，不久

(5)同义词

具、悉、咸、皆:都

缘、扶:沿着

云、道:说

乃、遂:于是

(6)成语:世外桃源、豁然开朗、鸡犬相闻、怡然自乐、无人问津等。

三、课文翻译，讲述桃源故事

对上述教学实录片段的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A.增加积累，学习文言文词类用法

B.理解词义，给学生释义的方法

C.通过实践，学会查字典的方法

D.激发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13.阅读《端午的鸭蛋》教学实录片段，按要求答题。

一、说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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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课文，找找文中作者描写了他们家乡哪些端午习俗呢？

（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 ）

二、理层次

文章的题目是端午的鸭蛋，可见课文不仅仅写了端午的风俗，请同学们快速地阅

读文章，思考还写了什么内容？

(1)端午的风俗；

(2-3)家乡的鸭蛋；

(4-6)端午的鸭蛋

三、说鸭蛋

A.汪曾祺的家乡过端午有那么多风俗，他为什么偏偏挑选鸭蛋来写呢，那是因为

家乡的鸭蛋不一般。

资料链接：高邮鸭蛋网：《魅力农产品之江苏篇：高邮鸭蛋》

所以自古就有“不识高邮人，先识高邮蛋”的美誉，双黄鸭蛋大如鹅蛋，蛋黄如

血，蛋白如雪，双黄鸭蛋蛋壳比鹅蛋质细，有的在蛋的中部还有一道凸起的圆圈，

有“蛋中之王”的美称。

B.齐读 2-3 自然段，找找在文中作者写了高邮鸭蛋的哪些特点？并以“这是……

的鸭蛋，因为…… （找出文中相关的语句）”为句式说一段话。

（学生思考回答，教师引导点拨）

C.那么，在 2-3 两段文字中，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感情呢？（赞美，自豪）

四、说端午鸭蛋

A.说起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最难忘的要数儿时的记忆了。因而有人说，本文写

得最有趣的要数四、五两段了。这两段写什么？你认为最有趣的是什么？

（学生思考回答，教师引导点拨）

B.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怎样的情感呢？（对童年生活的怀念。）

五、小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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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家乡端午的风俗，写家乡的鸭蛋，写端午的鸭蛋，想表达的就是作者对家

乡的热爱，对童年生活的怀念。

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A.由端午的习俗引出文章的内容，理清文章层次

B.以“这是……因为……”句式说话，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C.教师善于引导学生了解在平淡的生活中也能发现生活的情趣和诗意

D.通过齐读个别读等方式，让学生感悟作者对家乡鸭蛋的喜爱赞美之情

14.阅读《社戏》教学反思（节选)，按照要求答题。

这节课的设计主要是要引导学生走进文本，沉下心来读书。教师并没有自己带着

他们走进。也没有带他们要分析哪些句子，发现某种情感，而是真正地放手，引

导学生在自我的阅读状态中遵循阅读规律去发现，寻找有价值的发现。课前的阅

读心理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渴望这样的尝试。因而，学生在课堂中简直就像《社

戏》中那群没有大人羁绊、享受看戏乐趣的孩子，享受着在自己的天地中自在表

现的快乐；教师就像站在桥头的母亲默默地关注、望眼欲穿地等待，不是权威式

地驾驭，而是尊重和真诚地指引；课堂也像这些童真的记忆更加充满温情的关怀。

学生在这样的自主学习中，放开的是思维，收拢的是阅读的兴趣。因而在本节课

里，教师惊喜地发现学生回答的问题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如关于景物的、声音的，

关于看戏时的；有的是教师在备课时都没有发现的，而他们发现了。而一般人都

能想到的，比如偷豆，他们可能觉得过于平常而避开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教

师没有给他们画地为牢，而是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里翱翔，因而眼界和胸怀都变

得宽阔了。

对该教学反思的分析，正确的是

A.教学目标的确定只要考虑教材就行

B.教学过程中应该抓住文本本身，不需要引入类似的资料

C.教学过程应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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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初中课堂上的教学方法不需要多样化，以教师传授为主即可

15.阅读《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综合性学习的教学反思（节选)，按照要求答题。

教学这个综合性学习，我首先播放了一段汶川地震画面：房屋坍塌，废墟中的人

们发出生的渴望，全国人民踊跃捐款，解放军战士冒死援救……看着一幕幕感人

至深的画面，听着背景音乐《让世界充满爱》，学生鸦雀无声，整个教室气氛显得

那样凝重、肃穆。接下来，我问道：“同学们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受？”

有的说：“灾区小朋友有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有的说：“这首歌很美，表现了

人们对灾区人民的关爱。”……“那就让我们用最真挚的感情表达我们对灾区人民

的爱，好吗？”我的话调动起学生演唱的积极性，下面的教学进行得非常顺利，

依据导学案采取互动式教学，学生讲故事，评故事，说感受。学生对这种互动式

的学习方法很感兴趣，而且也调动了平时不太主动的学生的积极性，每个学生都

想把自己收集的内容展示给大家。但是这种尝试还是应在此基础上更细致严谨些，

教师必须做好资料的筛选工作，将优秀的作品展现在学生面前，才能真正做到既

贴近学生兴趣又贴近教材，而达到教育教学目的。

对上述活动设计（节选）的分析，下列不恰当的是

A.综合性学习主要考查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B.综合性活动宜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吸引学生的兴趣

C.通过播放画面、音乐以及演唱等方式，既形象直观又容易引起共鸣

D.综合性学习活动可以不用考虑是否贴近学生的实际，主要以新颖为主

二、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3小题，第 16 题 20 分，第 17题 8 分，第 18题 12 分，共

40 分）

案例：

阅读杨绛《老王》两个教学环节，完成第 16题。

环节一：情节概括，梳理关系

1.走近老王——我们首先看一看老王有哪些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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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把握，我们根据课文 1——4节分条概括（直接回答，书上标记）

谋生职业？ 社会关系（家人）？ 居住情况？ 身体状况？

2.我对老王——面对老王的“不幸”，我欺负他了吗？为什么会“愧怍”呢？

我究竟对他怎样？——请大家从文中找一找我对老王所做的事。（哪节？什么

事？）

（1）我常坐老王的三轮（照顾他的生意）

（一路说话，拉家常——关系不错）

（2）女儿说他夜盲症，送他大瓶的鱼肝油

（3）询问生计能否维持（关心身体、生活）（第七节）

这样看，我对老王挺好啊？我们再看：

别人叫他什么——“老光棍”——一起读读这句话（第三节第二行）

应该读出什么味道？——幸灾乐祸、嘲笑、嫌弃（大约——乱猜）可怜的老

王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我却称呼他——老王 如果你是老王，这种称呼

会给你什么感觉？（温暖，像朋友）

一声“老王”，听出了亲切和尊重。对于一个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尊严何等重要。正是这种温情深深打动了老王，我们看老王是如何对待我和我的

一家的呢？

3.老王对我（节次，事件）

（1）送冰，比前任大一倍，冰价相等

（2）送先生看病，不要钱

（3）送香油、鸡蛋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老王什么特点？——淳朴善良，知恩图报

环节二：品读细节，剖析情感

如此卑微的老王一直保持着他的善良，即便处境凄凉，依然爱心萦怀，点亮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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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节哪里最为震撼或者最能打动你的心？

——找一找，读一读，谈一谈。

1.送香油、鸡蛋的细节

描写方法——语言、外貌、动作、神态（后三多为细节）

重点分析“镶嵌”“直僵僵”等词——写出老王极度虚弱，身体僵直的情形，

表达作者的同情与担心。

2.提示：老王为什么“哑着嗓子悄悄问”？——插入时代背景（6段“文革”

——干校）

我们初一的学生可能对那个年代了解比较少。在那个颠倒是非的时代，知识

越多越反动，钱钟书、杨绛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牛鬼蛇神。他们被发配到

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被批斗，剃光头，扫厕所等。1972 年 3月，钱钟书夫妇

从干校释放回家，却遭到了住在他们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杨绛一家

人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在那个时代，像杨绛先生这样的“牛鬼蛇神”，一般人躲

都来不及，甚至连亲人都要划清界限，而老王为什么不躲，反而倾其所有地关心

作者呢？——这就是老王的善良！

这时的作者还能有多少钱呢？

老王怕伤我自尊，怕我缺钱——善良还有一种标准，那就是不让人难堪。

3.为什么“愧怍”？

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作者为什么还会“愧怍”呢？

——剖析最后的情节，我怎么接待老王的？

（给钱 客套 忙去开门 害怕 眼睁睁看他离开）

预设：老王送东西，我没请坐；过了十多天，得知老王死了——关心不够；

提示：老王想要什么？我理解吗？（“我不是要钱”——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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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死前倾其所有——向我做最后的道别，说明他已经把我当作亲人了，那

个年代，香油和鸡蛋（还是精挑细选的大鸡蛋）是极其珍贵的，而我却拿钱作交

换，这是亲人所为吗？——我不理解老王，甚至侮辱了他，对他尊重不够。

如果有一杆秤，老王对我和我对老王的付出是不平等的，最后的苦心被我忽

略乃至误解。这就是“我愧怍”的原因。

问题：

16.（1）“环节一”围绕“关系”梳理课文内容有什么作用？(10 分)

（2）教师设计“环节二”的意图有哪些？(10 分)

案例：

阅读下面的学生习作，完成第 17—18 题。

斯巷之旅

①一直很喜欢利群公司的一则广告：一列火车悠然驰行在野外，窗外的田野

给视角奉献灿烂的一抹。广告说:“人生重在过程，而不是目的地。”

②是呵，人生需要旅行——不受羁绊，无拘束的旅行。在旅行中褪去一身烟

华，过滤都市的繁弦急管，直至心灵摆脱沉重的负累。

③朋友，你渴望这样的旅行吗？我建议你到任何城市旅行，都千万别错过了

——一个地方——巷。巷，是城市最古雅的胎记，是一幅古雅恬淡的水墨画，如

江南深闺中的女子，婉约而含蓄地匿于都市一角，待君悄然前访。

④年至 15，我所访之处多矣，所见之巷，虽称不上“曾经苍海”,对其中的

文化，已略有睹识。一般的巷，皆有石板铺地，或是各式的石砖，踏入小巷，便

如同萼然闯入一座世外桃源。巷中的路，是褪去沥青之味的淡雅之道。遁路前行，

巷中总是十分静谧，两旁多是剥蚀粉墙，墙上偶缀藤曼丁香，墙内便是一座小小

人家了。巷内家庭院落多饰以木门一间，或是带来欧式风格的铁门。有时禁不住

好奇，私窥其中，发现巷中的生活竟如此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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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清晨前访，可看见耄耋老者在其中晨练，或而舞剑，或而扭身，动作总是

极静的。

⑥中午前访，或有一狗懒洋洋地趴在地上，和着午后暖阳酣然入梦。即使它

发现有陌生人，也极少狺狺狂吠，与都市动辄咬人的宠物犬相差甚远。

⑦家中的人总是悠静地做自己的事，从他们的脸上只能读出对生活安然自若

的神情，而都市中特有的烦躁与功利在他们的脸上不见微毫，静处巷内，连人的

心境亦能被其幽静所同化吗?

⑧似然。在巷中漫步，你总能从一枝红杏，一棵老树，甚至一片片落叶读出

生命的祥和与生活本应具备的特质——安然美好。心中存留的一丝急躁早已沉淀

在人家院落内的古井中，荡然无存，心中积淀下的，只有一点生活的温馨，心田

中早已充溢了满满的闲适，拥有了这份闲静，我们又何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失

去自我呢？巷中的人们，应是早已深谙此理了吧。

⑨当傍晚的夕阳缓缓地滑过墙面，我悄然离去。年华飞逝，时光无痕，在巷

中的每-日，都是如此的美好与短暂啊。

⑩有时叹然，何不下会儿雨，让我在雨中拾起戴望舒先生《雨巷》的意境呢？

念头-转:于巷中多时，你所领悟的与所得的还不够丰富吗?于是释然。

⑪小巷中的旅行想必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朋友，你也一定想来一

次这样的旅行吧。那么，收拾行装，来一次生命的旅行。你的灵魂将是你最忠实

的旅伴，因为你们之间有一次约定，约定的地点就在小巷中……

问题：

17.请从第④段找出两个错别字，从第⑧段找出一处病句，分别改正。（8分）

18.请指出该习作的一个优点，并结合习作具体分析。（12分）

三、教学设计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19 题 20，第 20 题 20 分，第 21 题 25 分，共

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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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本材料和相关要求，完成第 19—21 题。

《邹忌讽齐王纳谏》原文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

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

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

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

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

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研讨与练习

一、背诵全文，用自己的话说说邹忌是怎样成功地说服齐王的；他的劝说方

式对我们今天的人际交往有什么启示。

二、辨析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思。

1.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孰．视之

2.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3.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第 18 页 共 19 页

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4.朝．服衣冠，窥镜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三、试用课文中的话给本文另拟一个标题，或发挥想象力，以邹忌或齐王为

第一人称改写这个故事。

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说。公孙闸谓邹忌曰：“公何不为王谋伐

魏？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

邹忌以为然，乃说王而使田忌伐魏。

田役三战三胜，邹忌以告公孙闸，公孙闸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 曰：

“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 欲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

令人捕为人卜者，亦验其辞于王前。田忌遂走。

单元介绍

学习本单元，要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整体感知课文大意；还要多读熟读，积

累常用文言词语和名言警句。另外，还要在阅读文章的基础上，有所思考和质疑，

不断提高自己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预习提示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

言行策略，阅读课文，理解邹忌是怎样成功说服齐王的。还要留意某些词古今不

同的意义。

课程标准相关要求

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

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学生情况

九年级，班级人数 40人

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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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时

教学条件

教室配有多媒体设备，能够演示 PPT，播放音频、视频文件，授影实物等。

19.从“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

的角度，写出你对《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的认识，不少于 200 字。（20 分）

20.根据上述材料，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并具体说明确定的依据（不可照抄材料）。

（20 分）

21.选择其中一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一个教学片段，简要说明每个环节的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式。（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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