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通
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重点：

1.认识“蓝、又”等11个生字和禾木旁1个偏旁;会写“白、
的”等4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合理搭配“的”字词语。

教学难点：

1.读准“蓝、金、活”等生字的字音;会写“的、和”等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篇二

教师活动

生：葡萄沟。

师：感受到葡萄沟的美，认识了那里淳朴的老乡。于是，我
们竖起大拇指说?

生：《葡萄沟》是个好地方!



师：总之一句话：我们感受到了祖国山河带给我们的?

生：美。

师：今天呀，老师也要带你们去感受几个孩子家乡的美丽。

这几个孩子拿起手中的画笔，打算把自己的家乡画一画。(课
件出示几个孩子的图片)

师：你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这张图片吗?

生：美。(教师补充课题，板书“很美”

这也是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文章，一起读课题。

学生活动

(1)这几个孩子是谁?他们打算干什么?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去说，调动孩子参与的积极性。

教学环节

二、带着问题，细读《画家乡》

教师活动

2、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你看到了谁的家乡，家乡的位置在
哪?哪里美?(老师板书相关卡片)

3、鼓励学生勇敢表达，学会概括。并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感受每个家乡的特点和美。



学生活动

带着问题，自读自悟。

引导学生用那么……那么……的句式表达。

用。。。有。。有。。。有。。。来概括。

发现小秘密。

设计意图

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读课文思考问题。在精读中，理解词
句的意思，感悟家乡美。

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这一环节是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

概括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对它的训练是贯穿引
导孩子去发现，去概括。

教学环节

三、以文推本，群文阅读

教师活动

2、引导孩子读中感悟，体会美

教师示范展示

3、鼓励孩子读表现“美“的句子

4、教师总结：不管文章中写的是景色，景物，色彩还是季节，



我们都通过字词，句子，感受到了家乡美(板书家乡美)

5、拓展：写家乡美还可以通过写家乡的人，家乡的景物，特
产。这些都可以表现家乡的美。

6、介绍绘本《盘中餐》，了解云南特有的风光和文化。

7、播放歌曲《家乡美祖国亲》，激发爱国之情。

学生活动

学生读片段

小组长上台汇报，展示合作成果，板书相关卡片

学生畅所欲言，大声朗读，再次感悟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美

学生欣赏绘本中的图画，文字

跟着音乐拍打节奏

设计意图

读中感悟家乡的美

孩子们通过组内合作交流，充分感受到了自己手里的片段的
家乡美，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像同学们介绍展示，锻炼了孩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

让孩子进一步体会家乡的美，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通过绘本，图片，再一次感受家乡美

音乐调动气氛，感受家乡的美。



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篇三

教师资格证小学语文教案模板：滴水穿石的启示

一、教材分析：

一、锲而不舍的深刻道理。

这篇课文的脉络很清晰，第一、二自然段由“滴水穿石”的
奇观引出观点：如果我们也能做到目标专一，持之以恒，就
没有做不成的事情。第三、四自然段用中外名 人靠着“滴水
穿石”的精神成就事业的三个事例证明这一观点，并通
过“水滴”与“雨水”作对比，从反面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
第五自然段揭示“水滴石穿”给予 我们的启示。

二、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有条理地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滴水穿
石”和“启示”造句。

3、了解本课正反说明的写作方法。

4、引导学生领悟要实现美好的理想，就要目标转移、持之以
恒的去做。

三、教法与学法

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人类身上存在，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呢?
读

课文中的三个例子，说说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是什么
让他们能够成功的?这里可以 设置小组学习，给每个人安排



小组学习中的任务，让学生真正的学习。课文讲到这里，可
以安排学生的课外阅读积累，除了课文中举的例子，你还知
道古今中外哪些 类似的名人故事?这一环节，必须让学生课
前有所预习准备。帮助学生理解“滴水穿石”“滴穿”“顽
石”的意思。并且联系实际，举例说说这段话的意思。词语
积 累，让学生说说还有哪些成语、俗语、谚语的意思都有滴
水穿石所要揭示的道理。

四、教学过程

(一)课前导入

(二)精读课文

1、默读课文，用横线划出滴水穿石给我们的启示。

2、指名读。

3、出示小黑板：你是怎样理解这一段话的?读出你的理解。

4、找出这句话中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语。

5、两组反义词中更突出的是什么词?你是怎么知道的?

6、你能读好这一段话吗?指名读，齐读。

学习第一自然段

这滴水穿石的奇观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他能够给我们带来
这样的启示呢?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我们就不难明白。

1、指名回答，说说滴水穿石的奇观是怎样形成的。

2、出示小黑板。你是怎样理解这一段话的呢?带着你的理解
朗读。



3、你是怎样把这段话读好的?抓住了哪些关键的词语?

指名读，齐读。

5、现在你知道滴水是靠什么才“穿石”的吗?

6、和雨水相比，雨水为什么不能滴穿石头呢?

三、引读过渡。引读第三自然段过渡。

古今中外，所有成就事业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是靠着
这种“滴水穿石”的精神取得成功的。书中就给我们举了三
个名人的故事。

分小组学习，思考问题

1、书中介绍了哪三位名人?

2、他们获得了哪些成就?

3、他们获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4、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四、课外延伸

1、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滴水穿石”的精神，你还知道
哪些类似的名人故事?

2、你现在能说说“滴穿”一块块“顽石”中的“滴穿”是指
什么?顽石又是指什么?

3、在你的生活、学习中，有这样的“滴水穿石”的经历吗?

4、学习了这篇文章后，你打算今后怎么做呢?



五、总结

是的，我们要铭记“滴水穿石”给予我们的启示(引读)你拥
有这种目标专

一、持之以恒的精神，你就会成功。

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篇四

(一)师：下面我们一起翻开书，我们找一找新疆葡萄沟是个
什么样的地方，课文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了，让我们把它找
出来。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师板书)

(二)师：自读课文找出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呢?用简短的语言
说一说自己的理由。

找生汇报：先说说你汇报的是第几自然段。

1、葡萄沟水果多。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就向我们介绍了葡萄沟
出产的水果多。学生齐读第一自然段，找学生有感情地读一
读。

2、师：继续汇报，你找的句子在第几自然段(第二自然段最
后一句话。)葡萄沟里的葡萄不但很多，连老乡也非常好客。
请大家齐读最后一句话。(“准会”“肯定”要重音读)

师：找一找第二自然段哪里还能表现出“葡萄沟是个好地
方!”

(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
了。)



师：这么多颜色真美呀!有一个词来形容颜色很多，大家找一
找。(五光十色)我可以把“五光十色”换成“五颜六色”
吗?(不可以)

师：图片展示阳光下的葡萄，太阳光充足，所以葡萄会发出
光茫。所以这里要用”五光十色”。

生齐读这一句。

师：刚才这一句我们可以体会到葡萄沟的葡萄颜色很多，哪
一句可以看出那里的葡萄数量多呢?(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
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

生齐读这一句。

3、大家再来找一找其他自然段表现葡萄沟好的地方。

(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阴房里制成葡萄干。
)

出示葡萄干请学生品尝说一说葡萄干的特点。

师：谁制成的葡萄干(新疆老乡)，他们是怎样制成葡萄干的
呢?出示阴房图片。

师：让我们再读一读赞美葡萄沟的这句话，并且竖起大拇指
赞美一下葡萄沟。(生齐读)请大家看一看老师的板书，这棵
葡萄架上缺少了什么呢?文中找一找答案，大家是不是忽略了
葡萄的生长环境。(第二自然段)找出这句话读一读。

最后请孩子们拿起老师准备好的绿叶挂到板书的葡萄架上。



小学语文教师招聘教案设计篇五

style="color:#125b86"> 《三个儿子》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从语言文字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体会出孩子应该成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的道理。

3、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4、能将课文变成简单的课本剧表演出来。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老爷爷的话。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你在家里为父母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感受?

二、自读课文。

三、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案

1、师生共同制定学习目标——将课文变成简单的课本剧表演。

2、师生共同研究教学方法，制定学习、续演的方案。

(1)理解课文，体会老爷爷的话，说说自己的感受。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能根据课文情节、环境、人物的言、行、情等进行合理想
像。



(4)场景中的布置、人员的安排。

(5)表演中，组员如何默契配合，灵活应变。

3、汇集意见，筛选、确定方案。

四、根据学习方案自学课文

1、自由读课文，将课文读正确、流利地读出来。

2、根据“阅读提示”中的要求，边读边思考，并将不明白的
地方打上标记。

3、小组讨论交流，老师巡视，相机点拨。

4、全班汇报交流学习情况，由学生质疑，教师组织讨论交流。

5、小结。

6、有感情的朗诵课文。

五、将课文编成简单的课本剧表演。

1、小组讨论。

(1)根据课文情节、环境、人物的言、行、情等进行合理想象。

(2)确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3)设计场景的布置。

2、各小组演练，教师巡视，相机点拨。

3、课本剧表演。



4、互评互议。

六、课后拓展

将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