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大
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篇一

一、回顾热闹，设疑导入

1、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可贵的沉默》，这节课我们继
续学习。

2、复习“热闹”词，回顾“热闹”。

师：我们先来读一组词语。(异口同声、左顾右盼、神气十足、
祝贺、迅速)同学们，这组词语都是形容文中的一个场景，那
是„„(请同学们回顾教室里热闹的场景，同时出示图片1)

师：是啊，孩子们感受着父母的爱是那么快乐，那么兴奋。
教室里——热闹极了。

3、复习“沉默”词，设疑引入。

我们再看第二组词语，请一位同学读一读。(霎时、寂然无声、
犯错、缓和、赦免)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组词语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热闹，这一组词语又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感受呢?(沉默，出示图片2)

二、寻找对父母的爱



(一)入情入境，理解沉默的“可贵”。

1、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自由朗读课文10—12自然段，找找哪
些句子体现了“沉默”。

2、(出示安静句)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朗读，理解做铺垫)。
是啊，从热闹到沉默，转变非常突然，哪个词能体现出
来?(霎时)

“霎时”表示时间很短。你能给它换一个词吗?(突然、一下
子、一瞬间)

3、是的，霎时，教室里安静了下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学生自由说：老师问同学们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同学
们不知道，所以沉默了。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更没有向他们
表示祝福。)

原来，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更没有向他们表示祝
福，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教室里霎时安静了下来，沉默了。

你找到了哪些词语?(安静 依然安静、沉静、寂然无声)

5、什么叫“寂然无声”?(一点声音也没有。)

你能用这一自然段中的有关语句，说说“寂然无声”的意思
呢?(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说话)

生：连呼吸都听得到„„连针掉地上都听得到„„(如果学生说不
出来，加以引导)

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让我们在这样寂然无声的情景中，
试着读出这份安静和沉默吧!谁来读?(点名读，齐读)

5、就这样我和孩子们一起沉默着，沉默着„„(沉默一下)沉默



了足足一分钟!

6、在这安静而漫长的一分钟里，文中没有大量的动作描写，
更没有孩子们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同学们请看，这些孩子们
都在干什么呢?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神态，他们可能还会想
些什么?(出示图片2，可请孩子们发言说说想法) (可能想：
我为什么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要是早点知道该多好啊。
回家后一定要问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爸爸妈妈那么关心
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向他们祝贺，真不
应该，真对不起他们)

同学们拿出作业纸，把你想到的写下来吧!(交流练笔)

7、在沉默中，孩子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们满脸都是好像犯
了错误的神色。可是老师却恰恰认为孩子们很可爱。

为什么犯了错误还说他们可爱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8、你能用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时候孩子们的心情吗?(难过、内
疚、羞愧、后悔、自责„„)

生：关心父母，给父母过生日，关爱父母(老师总结：回报父
母的爱)

(二)再度“热闹”，懂得回报爱。

可见这一分钟的沉默使孩子们懂得了要回报爱，老师又
问：“怎么才能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孩子们刚才在沉默
中的沉重愧疚之心一下子如释重负，轻松了下来。

请同学们默读14自然段，找一找哪些语句可以看出孩子们的
心情轻松了下来了。(“像获得赦免一样，那一双双躲闪的目
光又从四面八方慢慢地回来了。”)



谁能说说 “赦免”是什么意思。(依法定程序减轻或免除对
罪犯的刑罚) 是啊，赦免了还要追究以前的责任吗?不追究，
所以，心情就轻松多了。教室里又热闹起来了，不过这时的
热闹和沉默前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的热闹是来自父
母为自己庆祝生日，这时的热闹时因为孩子已经懂得了用自
己的行动来回报父母的爱。)

三、延伸点题，升华情感。

(1)、师：课堂中一分钟的沉默，却让孩子们收货了无比珍贵
的东西，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分钟的沉默是可贵的
吗?(小组讨论交流)

这一分钟的沉默让老师感到无比欣慰，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可贵的沉默。

(2)、师：我相信，你们也从这份沉默里学会了很多(暂时设
计播放音乐)。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读一读课题：可贵的沉默。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篇二

一、教学要求：

1、通过观察图画和学习课文，理解诗句的意思，受到美的熏
陶。

2、学会本课的6个生字，3个部首，理解文中的反义词；会认
读5个字。

3、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大概意思。

4、能正确、流利地读课文，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理解诗句的意思。

2.难点：学会本课的生字和部首。

三、教具准备：投影仪、生字卡片、挂图。

四、课时安排：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

第一课时

一、联系生活导入  新课。

1、谈话导入  。

同学们，平时我们看了许多画，今天请同学们仔细地来看一
幅图，看看这幅画画面上画了些什么?(用红笔板书：山、水、
花、鸟)画的是什么季节?(春天)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春
天?(桃花)。

2、结合日常生活中看到过的“山、水、花、鸟”的情景，要
求学生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想一想，如果从远处看山，山上的景色能看清楚吗?(模
模糊糊、没有颜色、看不清)

(2) 如果水从山上直往下流，从近处听，会有什么声音?(有
哗哗的流水声)

(3) 各种花过了开花的季节就会怎样?(不再开了，看不到花)

(4) 鸟停在树上，人来到鸟的前面，鸟就会怎么样?(鸟就会
受惊，会飞走)



小结：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山、水、花、鸟是这样的，那
么画上的山、水、花、鸟是怎样的?作者又是怎样写画上的山、
水、花、鸟的呢?请跟老师来看看。

二、创设情境、补充诗句。

1、请一位同学站在教室的最后排看画中的“山”有没有颜
色?要求学生把看到的告诉同学。（板书：远看有色。）

2、请一位女同学来到画的前面听一下“水”有没有声音?要
求把听到的告诉同学。（板书：近听无声。）

（板书：春去还在。）

4、请一同学到画前面来模仿一下平时赶鸟的情景，让别的同
学看看鸟怕不怕?即它会不会飞走?板书：人来不惊。

三、齐读诗句，板书课题。

1、齐读诗句。

2、给诗加上题目。

3、弄清题目与诗句的关系。(谜底谜面)

四、自读课文，读准生字的字音。

1、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2、找出生字并划上线，多读几遍，记住字音。

3、谁愿意把课文读给老师听一听。(指名读)

4、愿意读的站起来读。



五、齐读课文，试着背诵。

1、齐读课文。

2、试着背诵。(以最先用红笔板书的“山、水、花、鸟”四
个字为线索来背。

第二课时

一、检查复习。

1、指名背诵课文。

2、找搭当背诗句，说诗意。(一人背一人说)

二、自学生字。

1、学习新的偏旁。

2、读课文，划出生字、多读几遍，记住字形。

3、分析字形。(说说你是怎么记的)

(1) “画”半包围结构。上面是“一”，下面中间是“田”，
外面是。组词：画画，图画、画笔。

(2) 色：上下结构，上面是，下面是“巴”。组词：彩色、
红色、白色、有色、无色等。

(3) 听：左右结构，左边是“口”，右边是“斤”。斤的笔
顺是：

(4) 无：无一天，“无”和“天”都是四笔，“无”第四笔
是，“天”第四笔是。



(5) 春：上下结构，上部是，下面是“日”，组词：春天、
春色、春光。

(6) 人：“人”可以与“八”比较。“人”撇笔长即捺笔低
于起笔。

4、巩固生字。

(1) 抽读卡片。

(2) 口头组词。

5、指导写字。

板书设计 ：

画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细读课文2、3、4自然段，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祖国山水
的美丽景色。

2、会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想象性的说话训练;

教学重点：通过2、3、4段课文的学习，知道祖国的田野、高
山、绿水都很美丽。

教学难点：说话训练。

教学准备：投影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齐读课题。

2、下面方老师要考考大家，生字词语你们掌握得怎样?我们
开小火车读。

注意：岸 撒、窗、野。

3、读第一段。下面我们跟着小作者坐上火车去旅游了，轰隆
隆，轰隆隆，你们听火车开动了，我们一起读第一段。

二、细读课文。

(一)、那我们在火车上看到了哪些活动的照片呢?请小朋友自
己读读课文的确2、3、4段。找一找。

1、学生自读。

2、大家读得非常认真，这些活动的照片你们肯定找到了，请
拿笔用喜欢的符号把它标出来。

3、、交流。板书 田野 高山 绿水。



4、谁来读读这些照片，你可以随便挑选一张照片来读。

5、那么我们小朋友自己喜欢哪一张照片呢?老师要请你把喜
欢的照片好好的再多读几遍。想一想你为什么喜欢?从中你感
受到了什么?同桌可以相互说说。

6、生自读。

(二)、交流。

a、1、谁能来把自己喜欢的这张照片读给大家听听，也喜欢这
张照片的请站起来读读。

2、为什么喜欢?指名说。

美在哪里?(板书大。)看图。大得怎么样?

还喜欢什么?(板书绿。)

小结：你看田野里分不清哪是庄稼、哪是树木和野草，大地
好像穿上了一件绿衣裳，是多么的美，怪不得大家是那么的
喜欢。

3、理解一条条、一块块。

4、指导朗读：面对绿油油的田野，而且大得望不到边，这么
美的田野你会怎样读出来?

试读，指名读，齐读。

b、1、你还喜欢哪张照片，你能读读吗?

2、你为什么喜欢?

看图：板书：高，好高好高是赞叹山高。山高得怎么样?



3、还为什么喜欢?理解 一座座，手牵着手，肩挨着肩。(看
图，是指山多，山连着连山，把它当作人来写。)

板书：多。

4、指导朗读。试----指------男女分读。

c、 1、绿水，喜欢这一张的赶紧也来读一读。

2、指名说为什么喜欢?

看图：板书：宽。理解。

3、理解难句。星星点点。也突出水面的宽。

4、朗读指导。试----指-----同桌读。

(二)、不知小朋友在学这三张照片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句
式：出示句子

1、学习例子：自读发现了什么?学生说，分析。

2、学习下面二句。

3、练习马路长，学生说，练习，校对。

(三)、训练说话。

师：一张照片是田野，田野怎样美?生接.……

小结：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3、老师出示几幅照片，请学生开支脑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4、分小组讨论。



5、交流。

(四)、小结：说得真棒!轰隆隆，轰隆隆。火车像骏马，在原
野上跑得欢，我们小朋友看到祖国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色，真
是山山水水看不完，祖国山水多美丽!火车继续向前奔跑让我
们一起去歌颂祖国美丽的山川景色，一起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三、机动。

1、大家肯定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也看到过许多美丽的景色，
回去按“哪些景色----景色怎么样?”说一说。

2、齐读课文。

3、作业：课堂作业3。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篇四

1、巩固7个生字，掌握“有——无”“远——近”等反义词。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的意思，并猜出谜底。

3、会正确朗读、背诵课文。

山水画一幅，小鸟。

一、谈话揭题。

1、以前我们学过谜语吗？背背看，对，背的是谜面，那谜底
是什么？

2、今天我们再来学一首谜语诗，诗的名字叫“画”（板书）。

3、出示画。



二、导入  新课。

1、师：老师这儿也有一张画，是一张我们中国传统的山水画。

2、指导观察画、理解诗的前两句。

（2）为什么这儿山的颜色站得很远都看得清呢？（因为这
是“画”）

（3）听山上流水的声音，仔细听。

（4）如果到九溪去玩，水的声音听得到吗？水声音是怎么样
的，学学看。

（5）看，这儿的水从那么高的山上流下来，声音是很大的，
可我们都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画！）

三、朗读指导。

1、这两句诗里，有两对意思相反的词，请每一个小朋友都找
一找，用笔把它们圈出来，指名回答。

2、看，听，都是可以做出动作来的。

山和水，都在大自然中找得到。

3、古代的诗人很讲究用词的，看上下句，有一对反义词，动
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多整齐。

4、看手势，朗读。

（手势打高，语调升高，手势打低，语调放轻，把诗的美念
出来。）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四、指导观察、理解诗后两句。



1、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开什么花？

2、春天来了，桃花还开吗？秋天，桃花、迎春花还在不在？
冬天呢？

3、那为什么这儿春天过去了，桃花还是开着呢？（是画！）

4、出示小鸟。

（1）这里有只小鸟，你用手扇扇它，小鸟怎么啦？

（2）害怕了，你用一个字来说是什么？

（3）“惊”就是心里害怕了，所以是竖心旁，左边一个北京的
“京”，左义右声，这样的字，被称为什么字？（形声字）。

（4）请一位学生走至画前）请你用手扇扇，小鸟惊吗？为什
么不惊？

（5）请在这两句诗里圈出反义词。指名回答。

5、朗读指导。

（1）古代的诗很讲究用词，这后两句诗也不例外，名词对名
词，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2）看手势朗读后两句。

（手势移动长，语调加长，手势起伏加大，语调快。）

（3）朗读全文。

（4）背诵全文。

五、小结。



这首诗的谜底是什么呢？（画）诗抓住了画上山水花鸟的特
点，写得很美，也写得很整齐。

六、写字指导、讲评。

重点：色、声、无、惊。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案设计篇五

1、能对照图画用自己的话说出诗的意思，明白为什么说这是
一幅画。

2、学会7个生字，把握诗中出现的反义词。

3、会正确地朗读、背诵、默写课文。

背诵并默写课文，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

生字卡片，小黑板，挂图

准备：图画若干，课文挂图，生字卡片、田字格

出示若干画，有大有小，有黑白有彩色的，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画”，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先
来研究这个“画”字。请你数一数，这个字共有几画啊？你
是怎么来记住它的？那好，让我们一起在田字格里把这个字
来写一个。

谁来带大家读这个字。我们已经给他找了好几个朋友，你还
能来说说有关画的词语吗？

研究了这个字，接下来老师请你们来欣赏一幅画好吗？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根据学生回答，在黑板上写上“山 绿 色 水”

没有听到声音，那么古代有个诗人，就把没有听到声音用两
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无声”，这样连起来就成了两句诗句：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我们刚才讨论了那么多，他就用了这么两句话表达出来了，
你觉得他写得好吗？

讨论：语言很简洁，用了反义词

那么在这两句诗里，有好几个字我们没有学过写过，你是怎
么来记住他们的？

教学生字：远 色 近 无 声

谁能连起来再把这两句诗读一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味道不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那个画家画好这幅画后呢，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他又提笔
添上了一些。你看到了什么？

那在这幅画里呢？春天过去了，花还是那么鲜艳地开放着，
小鸟看到人走过来了，一点也不害怕。所以诗人说是：春去
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在这里，教师一边引导说，一边板书：
春去花还开着，人来鸟不怕。改成“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
惊”。

这两句话，谁来带大家读好这两句话。

这样，四句连起来，就是一首完整的古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叫
“画”，谁能连起来读一读。



我们各请三大组一个代表好吗？其他同学认真听，你可以提
意见也可以补充。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幅有有有有的画。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幅的画，还可以说，这幅画真啊！句
式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