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年度考核个人总结小学(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长江之歌教案篇一

这首诗是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主题歌歌词，作者用第二
人称，将长江作为一个抒情的对象，赞美她的“丰采”“气
概”“情怀”，热情赞颂了长江的宏伟壮观，以真切的感情，
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长江的热爱、依恋之情。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
亲的情怀。”这是诗歌的副歌部分，两次出现。教学时，我
紧紧抓住这一贯穿全文的.诗句，引导学生通过对关键词语、
重点句子的朗读和感悟，深刻地体会作者所抒发的强烈情感。

长江之歌教案篇二

《长江之歌》是一首洋溢着赞颂感情的抒情歌曲，旋律形象
鲜明，歌词贴切地展现了长江的风姿及人们的热爱之情。本
节课所授年级为五年级学生，五年级学生通过以往四年的音
乐积累和训练，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欣赏音乐的方法，有
一定的鉴赏能力，但还不熟练和完善。

上学期学习过一首有关长江的歌曲《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学生对三峡工程已经有了认知，教师已在课前布置了作
业——搜集有关长江其他方面的资料。《长江之歌》这部音
乐作品学生并不陌生，在五年级第一学期品德课上曾经听过。
学生通过在课下找寻资料，对长江已经了一定的认识和关注，



为本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本课着重从作品的旋律及歌词两
方面分析，使学生初步体会旋律与音乐形象的关系，知道音
乐创作的两种手法：重复和对比。能够通过图片、数字等资
料了解长江的变化，长江丰富的资源给推动两岸经济的发展，
激发对长江的热爱之情，能够用歌声表达这种情感。

设计思路清晰，在上课之前我做了充分准备，认真阅读教材，
上网查找各种资料，根据教材的实际着力与立足教材实际，
透过歌曲的情感，拓宽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积极的参与
到课堂学习中来，将歌曲与丰富的课外知识结合起来，让学
生在学习中不感觉乏味。学生具有一定的歌唱能力，能够用
歌神表现歌曲情绪。

1、学生比较紧张，课堂气氛沉闷，在旋律分析这一环节占用
了太多时间，使后面很多资料没有充分展开。

2、课件不够完善。

1、进一步修改课件，把旋律分乐段打出，这样学生看起来会
更直观;在个别幻灯片处添加链接，播放更顺畅。

2、对于乐段、乐句的划分等专业知识在平时课堂上进一步加
强练习，使学生熟能生巧。

长江之歌教案篇三

《长江之歌》是新学期开篇之文，这首诗用第二人称的语气
表达了对长江的赞美和依恋之情，读起来充满激情和力量。
诗分两大段，前段表达对长江养育之情的感激和赞美；后段
表达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讴歌和赞美。在这首诗里，我们仿
佛看到一位充满温情的母亲正向我们走来，她温柔而有力量，
博大而又无私，宏伟而又壮观，健康而又美丽。让人不由对
她产生敬仰和依恋。在这首诗歌里，长江不再仅仅是长江本
身了，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是中



华民族的象征。

为了能尽力上好这一课，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在上课
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认真阅读教材，上网查找各种资料。
课前也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长江的资料。课堂中让学生对资料
进行整合，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并加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体现资料为学习服务，交流为提高语文能力的功能。在这里，
学生有的介绍了长江的发源和流量，有的说出关于长江的歌
曲，有的朗读了长江的诗歌和散文，在诸多交流中，学生对
长江有了深入的了解，学生知道了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课堂上我引导学生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将诗歌的
语言与丰富的信息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感觉到乏味。
为此，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思路：读题，谈话交流长江的`相关
信息，初读文章整体感知诗歌外在的结构，交流初读后的感
受，精读时扣住“无穷的源泉”“母亲的情怀”研读教材，
突破重点难点，最后适当补充其它诗歌，以求升华对文本的
认识。

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感觉良好，在教学中也努力按照所设计的
思路进行教学，总体教学应该是顺利的。学生对教师所补充
的材料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从中反映出他们对学习的渴望。
可总觉得学生在课堂不敢积极的参与，很多的时候，他们，
面对教师的提问总是沉默以应答，特别是一些女同学。不知
道是他们对长江的了解知之甚少，还是学生的情绪还没有回
归课堂，就感觉文本与学生的距离有点远，一部分同学对问
题的理解还是相当浅层次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能把这
些责任都归咎与学生，还是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实际，
教学设计能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

长江之歌教案篇四

这是一篇诗歌，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迸发，而要让学生和诗人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最佳途径就是让学生去读，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感悟。因此，我在介绍了长江之后，学生说完自己对
长江的了解之后，就开始让学生读诗歌。先让车永辉读了，
他说他已经会背诵了，我要他读给大家听听。一边读一边指
导他，解决正音问题。大家对他的朗读发出了嘘声，的确有
些词语读错了，像“挽”读成了“mian”，“恋”读成
了“lian”，“涤”读成了“die”，但是他没有灰心，对同学们的意
见虚心地接受，我对此表示了赞扬，要求大家再流畅地听他
读一遍。这遍他读得很认真，大家听得也很认真，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问大家听过这首歌吗？一下子调动起了
孩子们的积极性。孩子是聪明的，说：“老师你唱给我们听
听。”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磁带，看孩子呼声这么高，我
也只好高歌一曲，我也想唱一唱了，虽然我唱得不好。孩子
们看到我的示意，安静了下来。我唱了第一段，我知道孩子
们是不喜欢美声唱法的，再说我那也不能算是什么美声了，
孩子们虽然也不喜欢听，但听得很认真，有的孩子笑得前仰
后合。我知道效果已经达到一半。

于是我问孩子：“通过这首歌，你对长江又有什么理解
呢？”

“宏伟，壮观。”王颖说。

“气势磅礴。”吴正川说。

“我眼前仿佛看见滚滚的长江水。”徐号说。

……

“好！那么我们就用磅礴的气势来读一读宏伟壮观的《长江
之歌》。”



下面我又组织了孩子们小组赛读，体会长江的壮美。

《长江之歌》第二课时

继续和孩子读《长江之歌》，也许是看了大家的帖子，特别
是卫军和紫雨的帖子之后，我在课堂上好像有了一点的束缚，
太过局限于“荡涤尘埃”和“纯洁的清流”的生成（其实这
已经是我的预设）。我在引导学生对这两句话理解的时候，
首先还是坚持让学生去读诗歌，在读中说出你的感受，学生
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我并没有着急，而是让学生进行
讨论，谈谈自己对“尘埃”的理解。孩子的讨论终于有了收
获，特别是关于“历史的长河”的出现，学生的想象力还是
令人惊喜的。当薛瞳说出：“历史的长河里有很多灰尘。”
之后，激起了同学们的思维，顿时课堂像炸开了花。徐
鹏：“中国的慈禧太后就是中国这条历史长河里的渣
滓。”“还有秦桧。是他害死了精忠报国的岳飞。他也是历
史中的尘埃。”我知道大家把尘埃看得还是很小，局限于个
人身上，于是我激发孩子：你想一想中国本身有没有尘埃。
但是结果不是很理想。

自觉今天的课不理想。回头和同事一起说起的时候，大家都
说没有什么感受，好像说还没有找到感觉。今天的课的失败
我总结下来有几个原因：

卫军和紫雨的精彩来源于生成。而我今天一位地想让孩子去
享受他们的精彩，然而我想错，他们有他们的精彩，而我们
的孩子应该我们的精彩，当我们的孩子的读《长江之歌》的
时候，我想他们会有自己的精彩理解，自己精彩的问题和回
答。我把卫军兄和紫雨姐的“哈姆雷特”拿来给我们的孩子
去读，当然孩子觉得生疏，甚至有点莫名其妙。这是我的失
败，高估了自己的设计的精彩，而忽视了孩子与文本的对话。

就开始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者去激发，
但是我没有。虽然通过孩子的讨论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



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一点，教师的导对发挥的孩子主体作用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知识储备很有限，这不能责怪孩子，只能
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引导。记得下里巴人就曾对农村孩子的读
书问题发过一个帖子，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关于农村孩子
的读书问题，知识储备问题。这不仅仅是引导的问题，我现
在在班级里搞了“读诗会”――让孩子汲取中华文化之精华
诗歌、“采蜜本”――采集当今最新新闻，这也是应本学期
的学习习惯之一而开展的一个活动，我知道文化知识的储备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多元的汇总，
从而形成孩子独特的知识框架。因此虽说是孩子的问题，但
是终究的症结还在教师身上。（我并不是把责任朝身上揽。）

长江之歌教案篇五

《长江之歌》是电视剧《话说长江》的主题歌。这首诗以无
比雄浑的气势，赞颂了长江的宏伟、壮观，抒发了对长江的
热爱和依恋之情，充满了艺术感染力。这篇诗歌是诗人情感
的迸发，而要让学生和诗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最佳途径就
是让学生去读，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走”和“奔”这两个字的意思，
让学生结合实际情况理解了“走”和“奔”的区别，来体会
长江在不同情况下的流水的截然不同。在此基础上，通过带
领学生反复朗读，进行情感体验，体会长江如母亲般的'温柔，
体会她奔腾时的气势磅礴。本课结构简单，副歌作为反复朗
诵的部分，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对长江依恋、赞美的
情感。上课时，我让学生通过对这一部分的反复朗诵，自由
感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经过教者的适时引导，总结归
纳出本节课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说长江是无穷的源泉，
有母亲的情怀？作者为什么要赞美、依恋长江？围绕这两个
问题来展开教学，既抓住了全文的主线，又使学生了解了诗
歌的脉络，抓住了诗歌的中心。



本课的教学重点在指导朗读。《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诵
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
和情感。”学生熟读成诵的过程，不仅能够巩固、加深对诗
歌的理解，欣赏诗歌的音韵美，而且可以积累、内化文本语
言，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激发起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热爱之情，培养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因此，在教学时，
我指导学生抓住诗的情感主线反复吟咏，熟读成诵，并抓住
两节诗中反复出现的语句帮助记忆，增强背诵效果。指导学
生有感情地朗读、小组比赛读、指名读，用引读法指导学生
背诵，并举行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背诵比赛等，
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他们熟读成诵的积极性。根据教
材的实际，教学时需要透过诗歌高度浓缩的语言来拓宽学生
的思维，引导学生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并将诗歌
的语言与丰富的信息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感觉到乏
味。

最后，在学生的情感火花被充分点燃之后，教者提出：站在
这样奔流不息、气势磅礴的长江边，你想说什么？做什么呢？
情动而辞发，有了前面的铺垫，此时，学生也就自然能够妙
语连珠了。无论是想亲临长江，一睹她的风采，还是想变成
一滴水，融进长江，所有的语言，都反映了孩子们对长江的
深深的依恋和赞美之情。理解内容，升华情感的教学目标也
就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