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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
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
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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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字优美，含义深刻，适
合朗读。我利用欣赏读，配乐读，抓重点词句品读等方式使
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时间来去匆匆，一去不返。顺利地完成了
教学重难点。现在我以教学重难点处问题的有效性为主，浅
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以“看到燕子去了再来，杨柳枯了再青，桃花谢了再开，
作者一定会想-----”和“你的一生有几滴这样的水？你已经
用了多少了？”这样的问题，引起学生的认真思考，使学生
从阅读的内容想开去，展开联想，体会到了作者对逝去时光
的渴望和留恋，同时学生也感受到了时光匆匆而逝，既对所
学内容进行了感悟，又渗透了学习方法，突破了教学难点。

的主要内容。有的学生的感受以内容为主，感受到了时间匆
匆，有的学生感受到了散文的`优美，这一点令我出乎意料，
但也让我同时领悟到这也是这一课的知识点，随即记录下来，
作为备课的资料。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反问
自己，原因就是我的问题过于笼统，指向不明，这也是我们
在平时教学中常犯的一个错误，问题如果能直截了当，离题
进一步，就会减少学生学习的障碍。

例如我在教学第一段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从第一自然



段中发现了什么？由于小学生初次接触散文，所以学生只从
时间一去不返谈发现，却没有谈字词和句式方面的发现，令
我失望。我决定改变问题再试。第二次试讲时我将问题改
为“从这一段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知识？”可是
学生的回答仍以内容为主，而未有其他的收获，此时我真有
些苦恼，这说明我的问题不够明了，表意不明，不准。怎样
才能让学生既能体会到时间一去不复返，又能发现其中的排
比句式和对比手法，从中领略散文的韵味呢？第三次试讲，
我又将这个问题改为“你喜欢这一段中的哪些句子？这时，
有少许学生发现了句子中的对比手法，可我仍然觉得不尽人
意。课后，我苦苦思索，怎样设计这个问题才能让学生直接
发现这些知识财富呢？首先我质问自己，提这个问题的目的
是什么？猛然间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和自己捉迷藏，为什么想
让学生发现却又不敢问呢？平白设置了师生交流的障碍。不
如直截了当，需要学生发现什么就引导什么。所以后来我将
问题设置为”你喜欢这一段的开头吗？说说理由。这样一来，
学生发现了排比句，美美地赏读了一番，又从文中的问
句“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读出了作者的追问，发现了时间与前面几种自然现象
间的对比，体会到作者对逝去的时间的留恋，看着他们尽情
地发现，交流，真令我心中畅快。可见，准确地提出问题，
既可以帮助学生学会知识，还可以疏通学生的学习道路，使
他们顺畅地到达知识的彼岸。

在理解了句子“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
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我顺
势抛出问题：你们知道怎样才算留下了生命的痕迹，没有虚
度此生？举一个你敬佩的人来说说。学生列举了一些伟人，
却忽视了身边默默奉献的人，我发现他们思想中的偏颇后，
教育全体学生即使是平凡的人，只要他们对家庭，对社会对
他人作出了有意义的事，就活得有价值。这样借助这个问题
既巧妙地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又为下一个问
题“那么你们知道朱自清先生以后是怎样做的吗？”作好准
备。



精心设计问题，提高问题的有效性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个重
要而有效的手段。今后，我将在平时的教学中扎扎实实地作
好有效问题的设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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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
工作，我们本着立足教材、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原则，
以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发展学生能力为目的，根据年段特征，
把握教材的目的，任务，对二年级上册的语文知识及要点进
行归类梳理，将采用综合型教学与专题性教学、自主性学习
与指导性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

二、二年级语文上册知识体系

(一)汉芳草地

1)、认500个，会写380个。

2)、难写易错

1.澄、爽、染、翠、催、铺

2.飘、毯、翅、膀、

3.蒲、铠、豌、炸、娃

4.菊、橙、橘、径

5.棋、琴、弹、喂、模、株、疲、倦、谢

6.转、谁、集、掌

7.零、闹、悔



8.算、晨、览、怦、慈、龄

9.神、涌、峡、献、帜、亿、

10.瓦、碑、厦

11.讯、聚、锣、淌、泽

12.省、橱、仗

13.退、杂、简、危、险、耻、辱、彰、豹、泰、蒂、渠、际

14.葫、芦、藤、哇

15.枣、浅、秃、忍、乘

16.续、纤、筝、踪

17.酸、狐、狸、葡、萄、馋、迫

18.鞭、谋、焰、搓、绳、刺、猬、糙、泄、瞧

19.惹、削、皱

20.扎、莓、

21.轮、第、惯、眯

22.钉、裙、裤、袄、疯、洲、沟、恨、忱、贫、饥、索、亚、
拴、逗

23.缩、遥、健、康、操

24.羡、慕、套、费、寨



25.偶、赠、伦、欲、忽、潭

26.贡、扇、愁、雀、鹰、翱、翔、鹂、嬉、喳、巢、崭

27.澈、龟、蕉

28.滩、蒸、继

29.蒙、喃、腾、瞬、黎

30.射、嫦、娥、娲、载、暴、躁、灌、溉、淹、稼、毁

31.围、圈、碰

32.舒、绑、塑、咳、嗽、钩

33.博、悉、核、缺、乏、旭、褥

3)多音圈

1.当、为、降都

2、弹、模、宁

3.兴　背

4.长、曲、转、

5.教、漂、没

6.还、好、冲

7.中

8.奔、没、



4)熟学生

郊——交(立交桥)　枝——支(一支歌)停——亭(凉亭)

豌——宛(宛如)球——求(要求)帆——凡(平凡)

梨——利(顺利)招——召(号召)白——柏(柏树)

己——纪(纪念)方——纺(纺织)虫——虹(彩虹)

只——织(织毛衣)　尤——优(优美)生——胜(胜利)

弯——湾(台湾)市——柿(柿子)立——粒(一粒米)

爪——抓(抓住)

泡(泡茶)——跑(跑步)——饱(吃饱)——抱(怀抱)——炮(炮
火)——袍(长袍)

(二)词语百花蓝

1、理解的词

2、积累的词

1)、层林尽染　秋高气爽　山河壮美春华秋实　五谷丰登

2)安静　消除　疲倦　牵挂　集体　后悔　紧张　慈祥　操
纵　灿烂

4}取长补短　相得益彰　徒劳无功　拔苗助长　一叶障目

5)认真粗糙　疲劳　愿意　服从　议论纷纷

6)真诚　雪中送炭　助人为乐　奉献　冷漠　摇摇摆摆



7)期盼　消失　潮湿

8)精卫填海　嫦娥奔月　淹没　灾害　暴躁　灌溉　冲毁
特殊　平稳　熟悉

3、反义词

热爱——冷漠关心——冷淡盛开——枯萎

安静——吵闹盛开——枯萎消除——消失

满意——失望宽阔——狭窄美——丑

爱——恨真诚——虚假冷漠——热忱

甜——苦直——弯贫——富

冷——暖饥寒——温饱索取——奉献

痛苦——快乐马虎——认真粗糙——精细

4、同义词

突然——忽然亲切——亲热关心——关爱

宽阔——宽敞称赞——夸奖勤快——勤劳

安静——宁静消除——清楚疲倦——疲劳

感谢——谢谢快乐——高兴特殊——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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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要完成由中年级向高年级的过渡。通过学习要能达到
课程标准规定的中年段的教学目标，为高年级的语文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除了扎实的语言文字的基础外，还
包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特别是学生在低年级、中
年级养成的学习习惯，不管好与坏，到了高年级是不大容易
改变的，所以说，四年级是很关键的一个学年。

一、本册教材的基本结构

本册教材仍以专题形式组织内容：导语、课例（精读课文、
略读课文、思考练习、阅读链接、资料袋）、词语盘点、语
文园地（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展示台或
成语故事等）。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分组编排。全册共分8组。每组包括导语、课例、语
文园地三大部分。教材继续按专题编组。专题内涵丰富，贴
近儿童生活，既富有教育价值与时代感，又突出学习语文的
特点。8个专题依次是：自然奇观、观察与发现、中外童话、
作家笔下的动物、我国的世界遗产、人间真情、成长的故事、
科技成就。其中第三组（中外童话）和第七组（成长的故事）
还安排了综合性学习，使这两组的学习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
多彩。每组开头的导语点明本组的专题，并提示学习要求。
课例由3—5篇课文组成。课文均围绕专题编选，分精读课文
与略读课文两类。

全册共有课文32篇，其中精读课文18篇，略读课文14篇。精
读课文后有思考练习题。略读课文在课文前有一段连接语，
将前后课文连接起来，并提示略读课文的学习要求。在部分
课文后面，安排有“资料袋”或“阅读链接”，以帮助了解
相关资料或丰富学生的阅读。

教材后面还附有8篇选读课文。每个语文园地由5个栏目组成。
其中4个是固定栏目：“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
现”“日积月累”。另有“宽带网”“趣味语文”“展示



台”“成语故事”，分别在8个语文园地中各安排两次。两
个“宽带网”安排在第五组和第八组，引导搜集、了解有关
我国的世界遗产和科技成就方面的资料；两个“展示台”安
排在进行综合性学习的第三组和第七组，为学生交流展示综
合性学习的成果提供舞台。本册要求认识200字，会写200字。
要求认识的字，分散安排在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中，在课后
生字条里列出；要求会写的字只在精读课文中安排，列在课
后的方格里。教材后面附有两个生字表，“生字表一”是要
求认识的字，“生字表二”是要求会写的字。

每组课文后有“词语盘点”，分“读读写写”与“读读记
记”两栏。“读读写写”中列的是本组精读课文中出现的由
会读会写的字组成的词语；“读读记记”中列的是由要求认
识的字组成的词语，略读课文中出现的由会读会写的字组成
的词语，也列在“读读记记”中。

加强目标意识，全面、准确地落实语文教学目标课程标准中
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
本理念出发，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这样三个维度提出了语文教学目标，而且提出了
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这是我们把握教学目标的依据。

加强整合，围绕专题组织教材本册教材继续按专题分组编写，
确定专题的思路比前几册有所拓宽，除了思想内容方面的专
题外，“中外童话”是从文体角度定的专题，“作家笔下的
动物”则是侧重体会文章的表达形式。根据课程标准提出
的“教材内容要简化头绪，加强整合”的思想，在按专题编
写教材时，注意了加强整合，每组的课文都围绕专题编选，
从导语到语文园地的各项内容也都围绕专题来安排。而且，
围绕专题安排的各项学习内容与学习活动，前后有联系，有
照应，做到环环相扣。这样，就使整组教材以至整册教材成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加强导学功能，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本册教材，



在编写时既考虑有利于教师的教，又考虑有利于学生的学，
努力使教科书既成为教师的“教本”，又成为学生进行自主、
合作、探究学习的“学本”。这一特点在教材里有多种呈现
方式：一是在课文的文前、文中或文后，以吐泡泡的形式引
导学生边读边想，自读自悟；二是在精读课文的思考练习中，
安排了引导自主、合作、探究的题目；三是在每组课文后面
安排了学生对本组所学字词进行自查自测的“词语盘点”；
四是“语文园地”中设置了“我的发现”“展示台”“宽带
网”等体现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栏目。

加强开放性，密切语文学习与生活实际的联系语文学习是母
语的学习，学习的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语文学
习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局限于课堂，应该把语文学习引
向生活，拓宽语文学习的途径。本着这样的思想，教材的编
写加强了开放性，把语文学习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主
要表现：一是注意引导学生用生活中的实例，加深对语言文
字的理解；二是从生活的实际需要中提炼口语交际话题，练
习写作；三是结合课文的学习引导课外阅读，重点推荐了
《格林童话》和《爱的教育》，引导学生读整本的书；四是
通过综合性学习，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这样的编
排，充分体现了听说读写各项语文学习活动的综合，课内外
语文学习的紧密联系，拓宽了语文学习的渠道，使学生在丰
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

三、教学目的要求：

（1）在识字、写字方面，新增认识200字，会写200字，累计
会认2400字，会写1800字。

（2）在阅读方面，继续重视朗读训练，大部分课文都要求朗
读，体现了课程标准在中年段提出的“用普通话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的目标。同时，加强了默读的训练。课程标
准在低年段就提出“学习默读”，中年段要求“初步学会默
读”。



（3）关于阅读理解与积累，中年段在低年段的基础上提高了
要求，低年段主要是培养学生“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
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到中年段，则要
培养学生“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
想感情”，“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

（4）课程标准对中年段的阅读还提出了一项新的要
求——“学习略读，粗知文章大意”。为此，这套教材从三
年级开始安排略读课文。三上和三下每册各有8篇，四年级上
册略读课文增至14篇，就是为了加强略读能力的训练。

（5）再从习作来看，三年级是习作的起步阶段。三年级的习
作，重在激发兴趣，使学生乐于书面表达，主要是让学生不
拘形式地自由表达。四年级上册教材仍然注重培养习作的兴
趣，继续鼓励学生不拘形式地自由表达，同时注意引导学生
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写清楚。教材中还安排了学习写简短
的书信，这也是中年段教学目标中明确提出的。

四、本册教材的重、难点

教学重点：

1、随着学生识字、写字量的增加，识字的巩固是识字教学的
一个重点。

2、加强词、句训练。

3、要重视朗读的指导和训练。

4、加强习作与阅读、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的联系。

5、养成课外阅读的良好习惯，增加到课外阅读量。

教学难点：



1、生字的认识与书写。

2、朗读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3、综合性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4、习作兴趣的培养，掌握习作的基本要领，初步掌握使用好
词好句。

五、落实教学目标的基本措施

（一）营造自主学习的情境。

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放松身心，又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
的学习目标上，通过有目的学习，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册教科书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创设了具体的学习情境，这种
学习情境的创设主要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实现的。

1、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阅读课文，通过想象文中的描写建
立生活影像，通过对照文中人物的心灵来净化自己的心灵，
实现有意义的阅读。通过对文章结构形式的揣摩和推测，理
解文章的内容，达到和人物心灵沟通的境界。

2、学生与文本作者对话。作者写文章是和读者交流，学生边
读书边理解，就是在和作者交流，通过引导使学生的思想和
作者的写作意图达成一致，读明白作者的想法。

3、学生与学习伙伴对话。人教版教科书在“语文园地”中安
排了两个学习伙伴：一个是小林，一个是小东，其实，学生
完全可以把其中一个想象成自己，另一个就是自己现实生活
中的学习伙伴，学生通过阅读这样的对话，能够进入学习情
境，也能激发自己的想象，能通过学习伙伴的对话，碰撞出
思维火花，从而点燃学习语文的热情。



4、学生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别人有的
感觉我有没有呢，别人看到的景象我能不能看到呢，教科书
的编者就是用这样的阅读提示语，给学生一个具体的环境，
给学生一个心灵的启示，让学生去问问自己。教科书通过具
体的语言，为学生营造了学习环境。最终使学生达到和周围
人和自然万物的对话，启迪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进
而掌握语文学习的规律。

（二）促进学习方式的改变。

语文学习有其内在的规律，语文学习也有一个基本的步骤，
教科书的呈现方式就是让学生从内心触摸到语文，在实际的
语文学习中能习得方法，慢慢找到学习规律。

人教版教科书有着自己的教科书话语表述系统，这是不同于
教师教学的话语系统，同时又指导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而言，学生容易接受的是亲切的和自己交
流的语言。人教版教科书在这一点尤其突出，“我
想……”“我要……”“我一定……”，从学生的角度进行
设计，给学生更多关注，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指引。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学习
方式，表现在语文学科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人教版教科书
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每个单元前都有“导语”，课与课之间有
“链接语”，精读课文中“泡泡语”，有的导入学习活动，
有的指导学习活动，有的提出学习目标，有的提示学习方式，
能引导学生自己阅读。教科书努力把对学习的指导隐含在文
字背后，不是指手画脚的说教，而是和风细雨的点拨，教科
书通过自己的表述方式，指引学生应该逐步建构起这样的语
文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的主要方式就是自主、合作、探
究。以自读课文和相互交流为基础，欣赏语言对文章内容及
表现形式进行评价，同时获得审美体验。在感悟语言，积累
语言的基础上领悟表达。理解内容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学会
表达是语文学习的目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不断的产



生问题，解决问题。学生通过阅读教科书，通过各种各样的
学习活动，即使没有教师的指导，也会慢慢学会学习。

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部编版篇四

如何上好这节课，对今后的文言文教学非常关键。为了消除
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畏难心理，教学中我采用了变序教学的
方法，先图文结合学习第二自然段，学生通过观察插图，实
现图文对接，用插图为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之间架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然后再进行与第一段内容相仿的第三、四自然段
的学习，把较难的第一自然段放在最后学习，有了三件趣事
的铺垫，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在此时引导学生从事到理趣
探究文意，既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又使教学的难点得到轻
松的突破。

在教学中我通过引导学生观察课本自带插图，利用课文自带
的注释帮助学生突破文言文学习中的翻译课文关，使学生手
头的现有资源——教材得到充分合理应用。

在教学第二、三、四自然段的时候没有都由教师讲解，而是
利用第二自然段进行了示范导读，通过学生举例演示自己的
学习所得和发现，引导学生自己归纳方法、掌握方法。然后
让学生用自己学到的方法自主学习第三、四自然段，在实践
中进一步培养运用已有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举一反三，
实现学法引领。

六年级语文教学计划部编版篇五

新的、紧张而又有序的工作与学习又开始了。为能让四（4）
班每一位学生都得到尽可能的全面发展，也为了使新学期班
级上能有新的气息，根据本学期学校的统一要求，结合本班
实际情况，制定如下班主任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学校总体工作计划为指导，以深入开展素质教育和创新教
育为目标，围绕学校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以学生的行为习惯
的养成为主要内容，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道德。上好
每一堂课，规范班级日常管理工作，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少
先队活动，实施切实有效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探索班
级工作的新特色。

二、班级基本情况

四（4）班共有学生45人，其中男生22人，女生23人。大部分
学生在识字、写字、习作、口语交际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学习习惯良好，并且掌握了一些学习的方法，表现令人满意。
但部分学生不爱学习，学习基础较差，学习习惯有待于加强，
成绩有待于提高。在本学期的教学中，应在让每个孩子都进
步的基础上，继续多关注培优转差。帮助每位学生不断进步。

三、教材分析

教材继续按专题编组。全册共分八组。每组包括导语、课例、
语文园地三大部分。八个专题，专题内涵丰富，贴近儿童生
活，既富有教育价值与时代感，又突出学习语文的特点。依
次是：自然奇观、观察与发现、中外童话、作家笔下的动物、
我国的世界遗产、人间真情、成长的故事、科技成就。其中
第三组（中外童话）和第七组（成长的故事）还安排了综合
性学习，使这两组的学习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每组开
头的导语点明本组的专题，并提示学习要求。课例由3~5篇课
文组成。课文均围绕专题编选，分精读课文与略读课文两类。
全册共有课文32篇，其中精读课文18篇，略读课文14篇。精
读课文后有思考练习题。略读课文在课文前有一段连接语，
将前后课文连接起来，并提示略读课文的学习要求。在部分
课文后面，安排有＂资料袋＂或＂阅读链接＂，以帮助了解
相关资料或丰富学生的阅读。教材后面还附有8篇选读课文。
每个语文园地由5个栏目组成。其中4个是固定栏目：＂口语



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另有＂宽带
网＂＂趣味语文＂＂展示台＂＂成语故事＂，分别在8个语文
园地中各安排两次。两个＂宽带网＂安排在第五组和第八组，
引导搜集、了解有关我国的世界遗产和科技成就方面的资料；
两个＂展示台＂安排在进行综合性学习的第三组和第七组，
为学生交流展示综合性学习的成果提供舞台。

本册要求认识200字，会写200字。要求认识的字，分散安排
在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中，在课后生字条里列出；要求会写
的字只在精读课文中安排，列在课后的方格里。教材后面附
有两个生字表，＂生字表一是要求认识的字，＂生字表二＂
是要求会写的字。每组课文后有＂词语盘点＂，分＂读读写
写＂与＂读读记记＂两栏。＂读读写写＂中列的是本组精读
课文中出现的由会读会写的字组成的词语；＂读读记记＂中
列的是由要求认识的字组成的词语，略读课文中出现的由会
读会写的字组成的词语，也列在＂读读记记＂中。

四、教学目标

本册教材通过精美的选文，在语言学习过程的熏陶和感染中，
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在识
字写字，课文阅读教学，口语交际，作文，综合性学习等学
习和活动中，达到中年级的上阶段教学目标。

本册教材学习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认字200个，会写200字，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

2、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4、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能复述叙事性课文的大意。



5、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听人说话能把握主要内容，并能简要转述。能清楚明白地讲
述见闻，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6、留心周围事物，勤于书面表达。能把内容写得比较清楚，
比较具体。会写简短的书信便条。能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
的词句。

五、教学措施

1、在识字、写字教学上，学生通过前三年的学习，已经具有
一定的独立识字能力，所以引导学生学生自学自查完成认字
的任务，只对少数不容易读准或容易混淆的字作适当指导。
对要求写的字，在精读课文的教学时，把写字的任务妥善地
安排在教学过程中，不把写字的作业都留到课外，对不容易
写好的笔画、结构以及容易写错的笔顺作具体指导，使学生
把字写端正，写美观。

2、在阅读教学方面，要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引导：练习朗读
和默读；理解内容，体会感情；领悟表达的方法；积累语言；
向课外扩展延伸。阅读教学中，要多读少讲，把比较多的时
间留给学生读书，让学生主要通过自主的入境入情地朗读，
读懂课文，有所感悟；并通过朗读的实践，逐步提高朗读的
水平。要通过反复实践，使学生逐步学会默读。在多种形式
的读中，理解内容，体会感情，领悟表达的方法，积累语言。

3、口语交际教学，要在听与说的双向互动中培养学生倾听、
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4、习作教学，要注意激发兴趣，让学生不拘形式地自由表达。
能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来写，为学生的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
达创造条件。重视习作以后的交流和展示，注意引导学生修
改自己的习作。



5、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6、要切实使用好与课本配套的教学辅助用书，并妥善安排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