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一

《冬阳童年骆驼队》其中有一段话：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
沉得住气。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地嚼，
总会吃饱的。其实，在语文教学何曾不是这样？文本只
有“慢慢地咀嚼”，才能品味出语文的味道出来。

昨天我开了一节公开课〈〈冬阳童年骆驼队〉〉。在教学过
程前半段，我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对他们觉得有趣的片断
进行学习，让他们反复去咀嚼课文。因此当学生进行汇报的
时候，他们都把各自的体会说出来了，而且有些学生用了很多
“现代语”进行陈述，比如“现代”、“粉丝”等等，真的
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后来评课的曾老师说这个环节的成功之
处是在于我舍得花时间去让学生进行咀嚼，他们会把自己的
体会说出来，也证明了他一定程度上读懂了课文。因此，在
这环节的时候，自己也很兴奋，因为我的兴奋被他们的出色
发言激发了。

虽然这节课，学生的发言交流很广泛。但很多的回答都是表
面的东西，并没有直接深入到语言文字当中去。从这节课当
中，我发现，课堂是活了，但是，怎样让学生去养成“咀嚼
得更有味”的习惯呢？很多学生惯于用自己的话去复述这段
话的内容，其实，这只是很初步的一个体会。那么如何把这
样浅的体会上升到比较高的感悟呢？需要我们平时贯彻给学
生咀嚼的方法。“抓关键词体会，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
际、想像”等等理解句子的方法，在课堂中要常期落实，这



样学生的咀嚼就不会只停于复述句子意思的层面上。这样，
学生读书才会更加有味道。

朗读感悟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我这节课也是充分让学生
在朗读的基础上进行感悟，所以课堂活了。但是，在课堂活
了之余，自己想想：这节课语文味是不是淡了一些呢？想到
这里，我就会想一个词，就是“训练”。语言学家张志公提
倡语文要多多进行“语文训练”，而且要扎扎实实地训练。
虽然在课堂上，并不是机械地去为了训练而进行训练，毕竟
那样是很枯燥。但是，如果在感悟上训练得当的话，往往会
可以让学生在言语训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与智慧的启迪。一
位老师在上《我不是最弱小》这篇课文，老师在教学中，大
多是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谈一谈自己的体会，说一说从中
感悟到什么，学生感悟往往流于表面，这节课跟我的课差不
多。但另一位老师却是在进行这一段话教学时，从语文训练
的角度出发，出示：“萨沙（）朝着蔷薇丛走去。他（）掀
起雨衣，（）盖在粉红的蔷薇花上。”然后问：“你觉得在
括号里可以填上哪些词语？”学生很快地填上了“立刻、迅
速、轻轻地”接着，在学生的交流中品味到了这一段文字的
思想内涵。这个环节，老师从揣摩词语的精当入手，实则在
语言训练中，引领学生深入文本的世界，学生掌握的不仅是
正确使用词语的技能，同时也受到情感的熏陶。这样比单纯
让学生说一说体会到什么要深透得多。同样，在这一节课中，
作者林海音的文字是很朴实、生动的，四个片断都写得很真
挚。如果我在某些重要的片断中，插入一些语文训练的话，
学生对作者的童年生活特别是学驼咀嚼的时候的画面会理解
地更加的透彻、深入。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二

我觉得本文写得很棒，但有些课文内容理解起来比较难。下
面总结如下：

成功之处：



1.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学会质疑，这与我们以往学的课文
有所不同。如：孩子们，看课题，你发现什么了吗？（孩子
们踊跃举手，有些孩子因为预习到位，很容易就解决问题。）

2.然后。我就紧紧抓住冬阳、童年、骆驼队这三个词导入，
直奔重点，挖更深的含义。尤其是对作者观察入神的片段做
文章。如：她观察骆驼咀嚼的样子。这里，我花时间比较多，
因为，这一段，不仅让学生知道作者对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以
及让孩子们更要懂得，做人可以学骆驼沉稳的样子。也给接
下来有些问题很好地做了铺垫。

不足之处：

我的课，从来都是不完美的。本科教学更是如此。

学生的朗读不到位，有个别组的学生朗读融不进自己的感情，
以致与导致对课文理解不够深刻。如读骆驼咀嚼的那句学生
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学生心中无画面，学生心中的情和境，
也就无法在语言中表达出来。

改进措施：这是一篇具有诗情画意的、又充满童趣的文章，
我们只有用一颗童心去感悟，去发现，文章才能彰显童真的
美好，我在抓有趣这方面，有些欠缺，如果把孩子的那份有
趣再体现出来，作者那妙不可言的童年将更加生动、更加美
好！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三

《冬阳 童年 骆驼队》选自《城南旧事》。作者以朴实纯真
的笔调，梦境般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去看
一个孩子童年的侧影，其中景和情既清晰，又那么朦胧它如
同一杯茶清香悠远。

本课的题目是本文教学的一个切入点，它与以往学生接触的



题目有所区别。通过读题，学生很快能找出不同之处。接着，
让学生闭着眼睛想象：你的脑海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顺势
引入了课题，这也打开了学生的思路，为下文的理解与感悟
打下基础。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运用多种阅读对话方式引
导学生走进文本之中，走进作者的心灵之中，与文本对话，
与作者的心灵对话。上述教学设计中，我主要是通过以下几
种对话方式来达到目标的：

一是自读自悟，想象画面。在引导学生阅读“学骆驼咀嚼”和
“骆驼脱皮毛”这两幅画面时，采用的对话方式都是有关句
段，展开想象，说说自己仿佛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对
于这种画面很强的片断内容，这种对话方式非常简洁有效。

二是话题引领，由浅入。在引导学生阅读“驼铃的遐想”
和“追问骆驼队”这两幅画面时，采用的对话方式主要是以
某个中心话题作引领，在学生与文本、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不断的对话过程中，或趋同，或存异，或浅，或深，
从而将文本的解读一步一步引向深入。

三是抓关键词，以写促读。在引导学生阅读最后一部分时，
依据课文情感的变化，是否适时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与
作者的心灵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写下自己的独特感悟。
阅读对话中，有时一词可以激起激起千层浪，抓住关键词语
可以引发一场精彩的对话。有时对话的方式未必要先说出来，
动动笔写下来可以使得对话变得深刻而有内涵.

教后进行了反思是否充分关注到了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之所
在是否关注了群体学生。教学时抓住学生阅读中的兴趣点，
将其与文本中的.几个生活片断进行有机地整合，构建起这篇
课文的整体阅读框架。教学这篇课文，我还想想是否充分调
动了学生的想象与思维能力，通过边读边想边悟，利用多种
阅读对话方式，是否让学生置身于文本之中，仿佛身临其境
地看到冬阳下的骆驼队，听到缓缓悦耳的驼铃声；在进行移
情体验时，考虑学生是否感受到了作者对“冬阳.童年.骆驼



队”的深深怀念之情。

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我还是很好地达到了课堂教学的目标
达成。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收获.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四

本文是小说《城南旧事》的序言，作者林海音，作者以朴实
纯真的笔调，梦境般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一个特定的环境，
去看一个孩子童年的侧影，其中景和情既清晰，又朦胧。在
这种淡淡的.回忆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作者对童年的魂牵梦
萦，对早已走远的童年的依依流连。

在理清文章脉络之后，为了让孩子更好的深入文本感受作者
的情感，我给他们听了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并提出
了这样的问题“仔细听，用心感受，猜猜导演为什么选用这
首曲子做为电影的主题曲？”我让孩子们闭上眼睛，心无旁
骛地听音乐。之后，有学生发言，认为从这首曲子中既听到
了快乐的调子，又感受到了较为悲伤的情感。对此，我又做
了引导，你能从文中找到“快乐的是什么？悲伤的是什
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学生们初步体会到了林海音
回忆童年时的复杂情感，为下一节课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
的感情打下了基础。

小学语文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五

下面，我以自己执教《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为例，
谈谈我的一些教学反思。

课文围绕骆驼队，回忆了小英子童年的几件事。为了让学生
走进这些童年的回忆，我通过抓重点词句，来引导学生体会
作者对童年的怀念之情作为我本课时的教学目标。

为了更好落实本文的教学目标，我将训练点定格于描写这几



件事的段落当中，抓住印象深刻的场景和画面，从而进行落
实。

文章中有一个细节，描写童年的林海音和爸爸讨论骆驼脖子
上的铃铛是干什么的，童年的浪漫与诗意，成人世界的现实
与理性，在这样的描述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提出了一个
问题：“如果这时有人问你，骆驼脖子上的铃铛是干什么的，
你打算怎样回答？”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热烈地表达了自
己的想法。在这个环节中，教师的设问引起了学生思维的警
觉，孩子们表现了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在这节课上，有过多次这种真诚的师生对话。师生心灵的舒
展，思想的灵动，又使课堂变得深刻而丰富。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听了“如何吃透教材”的专题讲座，沈老师运用了一系列生
动案例，深入浅出地畅谈了关于“吃透教材”的有效内容。
我学习之后，有了深深的感受：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
知困。并明确了在教学中应注意的。事项及要求，对教师能
更快地进入教学状态起到了促进作用。

沈老师讲如何吃透教材，其中提到一点是“细读文本、诠释
文本”。我针对这点谈谈我的学习心得。

“文本细读”正是语文教师积淀言语经验、获取言语感悟、
启迪言语智慧、砥砺言语人格的重要路径和平台。

教师只有首先实现自己的文本细读，而不是被教参、教学设
计集萃之类的参考书先行遮蔽了自己的解读，才能实现自己的
“在场”。文本细读首先关乎的是教师自身做为一种专业人
格的存在。套用一句哲语，“我读故我在”。也因此，文本
细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老师一定要读出多少“人之未见，人
之未发”。



那么，教师如何真正实现自己的文本细读呢？我的感受和体
会是：

第一，你用多少自信、多少毅力挑战自己的精神惰性，你就
有多少自信、多少毅力实现自己的文本细读。要实现文本细
读，首先要解决的是教师自身的“精神惰性”问题。

第二，在进入文本时，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一种全然进入的
敏感和警觉。一定要打开自己的生命，去教参之蔽、去教材
分析之蔽、去他人言述之蔽，让自己的精神胸怀敞开再敞开。

第四，细读文本的终极意义就是细读自己。文本是一个美丽
的倒影，你在这个倒影中看到的不是文本，而是你自己。你
的精神倒影有多深，你对文本细读就有多深；你的精神倒影
有远，你对文本细读就有多远。因此，不是文本，而是你的
文化视野、言语禀赋、审美旨趣、精神高度、生命境界决定
着你的细读。

对于“吃透教材”，我切记着沈老师的友情提示：“教材内
容丰富，要求不宜提高；教学思路清晰，贵在质朴自然；安
排课堂练习，切实打好基础；改革考试评价，准确把握难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