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柳先生传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五柳先生传教案篇一

本周初学笔算乘法，首先学习不进位乘法，问题不是很大;后
学习进位乘法，问题就出现了，我认为原因是：

1.学生计算基础差。有一部分学生口算加减法本身就不过关，
乘法口诀背得乱七八糟，在进位乘法中计算过程有乘法还有
加法，对这部分同学来说就更难了。

2.算理不明白。有一部分同学对竖式计算算理不明白，如向
前一位进的数这部分学生都在最高位相加;还有一部分学生进
的数与得数再相乘。所以错误百出。

3.计算步骤较多。多位数乘一位数不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乘，
而是要用一位数分别去成另一个因数的每一位，再把所得的
积与进位的数相加，其中计算步骤较多，要顾及的问题也很
多，学生在计算过程中容易出错。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

1.加强口算训练。

2.加强学生对计算理的理解。

3.多进行强化训练，直到掌握为止。



五柳先生传教案篇二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设计思路和教学实际做以下反思：

反思一、时间分配不合理。本课教学的重点是理解五柳先生
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面貌，体会本文的写作方法，针对大多
数学生不大喜欢文言文的现象，教这一课时，我首先做的是
激发学生的兴趣，从学生感兴趣的“桃花源记”入手，设计
导学前测，由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要退隐？”自然地过渡
到陶渊明，接着引出“五柳先生”，再让学生结合以往所学
说说“心中的陶渊明”这样既复习了旧知识，又能与新知识
形成一定的对比效果，自然地导入到课文的学习。然而在具
体设计学案的时候，只注重了学案的实用性，忘记了时间的
限制，所以在课堂操作时占用时间过长，使后面的环节不能
完成。

反思二、学习难度估计不够。在对文章语言的品析上，采取
了小组学习的形式，让学生分成几组自由辩论，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由于课文当中生字词比较多，翻译难度较大，
学生询问的较多。于是在课堂的实际操作中我并没有急于往
下赶，而是延长讨论时间，并停下来让学生串讲翻译课文，
我随时进行了点拨，又占去了很大的时间，改变授课计划是
听课时的大忌，但课堂教学的目的要以学生的掌握为主，而
不是环节是否完整。这关键是由于备课时考虑不周造成的。

反思三、学生的活动程度不够。因为初三忙于赶课，课时紧，
学生展示的时间不足，所以学生在展示方面的训练不够，表
现在课堂学生展示死板单调。

反思四、课堂教学过于拘泥学案。由于受学案的限制，教学
环节不能随机应变，使教学过程变成跑学案的过程，体现不
出语文课的特色。



五柳先生传教案篇三

教学是在探究中发展的，对这一失误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
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开放的课堂注重学生
个性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有时会出现偏颇，甚
至错误，而这种理解往往是学生的心里话，当出现这种现象
时，教师应该适当引导，找准产生偏颇错误的症结，再将问
题还给学生，调动他们查寻资料，作积极思考，从而更深入
更全面更准确地看待文本中的人、事、理。这种启发思维探
究的过程是极为珍贵的。如果教师不进行有效引导，久而久
之，封住学生的口，凝固学生的脑，扼杀学生的思维。

《课标》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
影响是深远的，学生对语文教材的反应是多元的……”，
《课标》也提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
出评价，对作品的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这就对教师
自身的文化底蕴提出较高要求，特别是文言文教学，教师要
有能力引领学生走进作者的生活，发现文学精神，发现古代
的人，通过文本的学习发现个性的人，如学习《记承天寺夜
游》发现苏轼，学习《醉翁亭记》发现欧阳修，学习《满井
游记》发现袁宏道，学习《五柳先生传》发现陶渊明……教
师只有博览群书，不断研究教材，不断吸收知识，才能和学
生一起打开一扇扇的智慧之窗，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值得探
究的东西。

五柳先生传教案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阅读中感受语言的优美，在阅
读中积累。”

“读”是“感”的基本前提，无“感”就无“悟”。《珍珠
鸟》是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老先生的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



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我”与珍珠鸟相处的和谐与温
馨，揭示了“信赖，就能创造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内涵。我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课文内容，创造美的画面，
美的意境，引发学生美的感悟，美的情感。借助朗读、反复
品读，感受形象美，品味语言美，留足时间让学生与文本对
话，充分地读，在读中理解，读中揣摩，读中品味，读中有
所感，读中有所悟，读中进行积累。

一、以读为本，读中增情。

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读书、看书的，而
不是给学生讲书的。”

教学中，我以一个引导者、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引导学生主
动阅读。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并注意调动学生的情感，
不断变化方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如采用自由读，指名读，
齐读，配乐读，以悠扬的音乐、美妙的画面将每一个学生带
进课文的情境中，以感情朗读把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淋漓
尽致地展露出来。在教学第3自然段时，告诉学生这是一段精
致的文字，用心去读读，在描写珍珠鸟可爱样子的词句上做
记号，并多读几遍。学生交流体会后，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
段品读、比较读。一番反复感情朗读之后，学生进入一个全
新的境界，一只人见人爱的小珍珠鸟了然心中。

二、以境助读，境中动情。

感情朗读不仅是体会课文思想的有效方法，也有助于学生情
感的熏陶。教学中，我采用多媒体课件，创设了一幅幅温馨
的画面、悠扬的音乐为一体的情景，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有效地将学生的主观情感移入了文境。如在教学第6自然段时，
打出课件，小珍珠鸟甜甜地睡在作者肩上这一幅温馨的感人
画面出现在学生眼前，“多么温馨的一幕啊!此时小珍珠鸟已
经把作者当成什么!”学生交流后，“让我们再美美地朗读课
文，用心体会这份美好，留住这份美好!”《摇篮曲》的音乐



缓缓响起，学生伴着音乐美美地读文。此时，引导学生感情
朗读，已不单单是理解阅读了，而是带着对和谐的美好境界
的喜爱、赞美去读，以情促读，以读促情，使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达到更高境界。

三、在比较中培养欣赏语言能力。

读书时多做比较揣摩，有助于理解作者遣词造句的匠心，进
而感受语言。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我引导学生对出示的两
个句子进行比较，“拨开绿蔓一看，正是这只小珍珠
鸟。”“拨开绿蔓一看，正是这个小家伙!”通过读、比较，
学生感受到了“小家伙”是对人的称呼，此时作者已把珍珠
鸟当作自己的小宝宝、小朋友，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不
言而喻。让学生具体真切地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进而学会赏
析的方法，使学生养成阅读时善于思维的好习惯，从而提高
学生阅读的质量，培养学生分析欣赏的能力。

四、在说中体会。

信赖是一座桥， 让我们心灵相通;

信赖是一首歌， 让我们在快乐中歌唱;

信赖是一抹阳光，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

信赖是一盏灯， ——————————

-------------------------------------

学生有感而发，“信赖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信赖是一杯茶，消去了夏天的炎热”多么精辟，多么传神!
学生的发言中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爱的力量在学生的生
命活动中又一次得到了催生，相信爱心的滋润一定能够创造
出美好的未来。



熟则能悟，悟则能化。结合语境、结合情感的积累易于被内
化。只要我们坚持在学文的各个环节中，把积累与读中领悟，
读中品味结合起来，一定会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的内化。

五柳先生传教案篇五

今天我讲授了《五柳先生传》一课。

课上，我把课文分成九个小组，从解题、介绍作者到课文内
容、结构、中心进行讲解。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好讲解内容，脱稿进行讲授。他们逐
句逐段翻译课文，再讲解实词，分析古今异义词，通假字，
词类活用问题，然后分析句子的作用。这节课，学生讲解条
理清楚，使重点知识落到了实处。

这节课让我知道了学生的实力，只要给足时间，教会方法，
学生就能讲好。脱稿讲课一直是我的梦想，经过我与学生一
年半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这让我又有了信心。相信只要我努
力，就一定学有收获。

本节课存在的不足是：台上学生讲得精彩，台下学生听得不
太用心，笔记做得不认真。缺少提问的环节，导致所讲知识
落得不实，考试成绩不理想，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重视提问
环节，与课堂评价联系起来，提高学习效率。

这几天的文言文教学，我越来越意识到课堂上学生的精彩表
现并不代表学生学会了知识，要想真正学会知识，就要抓好
每个环节，不仅关注台上学生，更要关注台下学生学习情况，
以确保学会知识，记好知识点，做到学以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