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教学计划(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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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
划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教学计划篇一

“小学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的思考与实践”一文给了我很大的
启发，文中针对当前略读课文教学的三大误区：难以割舍，
精雕细琢；置之度外，过度放手；教法单调，缺乏个性。反
思略读课文的两大功能：巩固迁移功能和拓展延伸功能，笔
者提出了略读课文教学策略：留够时间，课堂自读求足；立
足提示，课堂结构求简；找准重点，课堂引导求精；沟通内
外，课堂延伸求宽。基于以上参考，设计了本节课的教学流
程。课讲完了，现在该是好好反思的时候了，静下心来，回
顾自己上的这节课，有成功也有不足。

依据本册教参中略读课文教学的步骤设计教学过程。先让学
生读一读阅读提示，让学生找出阅读提示中的三个问题，围绕
“作者是从那几个方面介绍松鼠的”这一问题让学生默读课
文、独立思考、然后交流汇报，初步掌握主要内容。然后抓住
“从哪里看出作者对松鼠的喜爱”和“想想课文在表达上与
《鲸》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这两个重点
问题，再一次让学生默读课文和自由读课文，组织学生自主、
合作学习。引导学生讨论和交流，然后全班汇报。教学思路
体现了略读课文教学的思路。这样，学生会慢慢掌握学习略
读课文的过程，为学生预习略读课文做一个很好的铺垫。使
学生有“法”可依。少走弯路。

重视课后资料袋，课外延伸，激发阅读欲。略读课文应该成
为联系课内外阅读的桥梁，教师要根据课文特点，适当向课



外拓展、延伸。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课文后面都有资料
袋内容的。那么设计资料袋的内容就有编者的意图。所以，
我在教学时，没有忽视它的作用。指名让学生读一读，说一
说作者为什么能把松鼠写得这么生动，他的语言读起来那么
轻松亲切呢？一方面为引出“从哪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松鼠的
喜爱”这一问题做铺垫。另一方面唤起学生阅读布封《自然
史》里关于其它小动物的描写。广泛阅读，开阔视野。最终
实现向课外完全独立阅读的过渡。

找准重点，课堂指导求精。略读不需要教师详细指导，并不
等于说不需要教师的指导。教师的任其自流和过度放手不能
使学生养成好习惯，不能从阅读方面得到很大的益处。所以
教师需走出难以割舍，精雕细琢的误区，要抓住重点，课中
指导求精，使精力花在刀刃上。1、找准单元学习重点。2、
找准文章学习重点。本单元是说明性文章，使学生了解基本
的说明方法，并试着在习作中加以运用。本课的重点其中之
一是写动物的说明文，除了运用一些说明方法以外，为了把
动物写的生动，还可以运用一些比喻、拟人的表达手法。在
教学中，我把作者描写松鼠漂亮外形的部分作为重点指导。
多媒体课件出示后，让学生齐读、个别读，师生对读，填词
语读等多种方式来体会松鼠的漂亮的外形特点。并引导学生
抓住“清秀”这个词和“衬上一条帽缨形的美丽尾巴”句子
使学生感受作者运用比喻和拟人的表达方法，把文章写的生
动形象，富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从而凸显本单元和本课的重
点。

让略读课文成为“学法”应用的练兵场。叶圣陶曾经说
过：“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
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如果只注意精读，而忽
略了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基于以上考虑。我设计了
仿写和改写的练习，使学生达到学以致用。

教学之后留下一些遗憾，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学生多种阅读方法彰显的不够。编者安排略读课文的教学，
目的之一是训练学生略读的能力，不要求咬文嚼字，只要
求“粗知课文大意”；目的之二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
自己把课文读懂，在实践中掌握读书方法。在略读课文中，
他们就可以用多种阅读方法获取重要信息，这对他们来说，
学习上的自主性提升，长期下来略读能力逐步提高。如，扫
读、跳读、快速默读、精略读结合等阅读方法的提高。这一
问题是我在教学中忽视的，我只是让学生默读，自由读来读
懂课文。在教学第一个问题时，我应该让学生采用多种阅读
方式，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可能会更高，汇报问题时就不觉
得呆板了。学生还能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为今后自己的
课外阅读做准备。

新课改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没有落实
到位。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这需要平时不断的训练学生，
真正把小组合作学习落到实处，这也是我今后教学的一个重
点。

教学重点之一是引导学生在读中感受松鼠的生活习性特点。
我却忽视了。只是学生在汇报时说了一下。如果这样设计就
会使学生对松鼠的可爱之处体会的更深：“同学们，松鼠漂
亮的外形，驯良的性格，乖巧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那课文还像我们介绍了松鼠更加可爱的一面呢。找一
找，读一读。”这时教师屏幕相机出示有关描写松鼠生活习
性的文字，让学生齐读。并简单说一说作者都是从哪几个方
面来写生活习性的。不但突出重点，为学生今后写小动物的
生活习性做准备。

[《松鼠》教学反思(人教版五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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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舍之道，彰显智慧。

《快乐王子》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得意之作，也是近百年来
世界公认的优秀童话之一课文虽对原文进行了删减，但篇幅
还是较长如何40分钟的一节课里，实现长文短教，低耗高效？
这是本课教学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法那就是“取舍”。

1、对课文主题及内容的取舍。

2、对人物的取舍。

课文出现了好几个角色：王子、燕子、市长、上帝等等。燕
子是文章中一个重要角色，作者匠心独运，以小燕子送宝石
为线索，展开了曲折生动的描写。但由于课时容量有限，教
学时间上有困难，并且加进了燕子，对王子的形象的感悟与
理解有所冲淡，所以我在教学中仅取“王子”这一主要人物，
舍弃其他倾全力“一点”上突破。

3、具体教学环节中的取舍。

（二）扣住语言，感悟人物形象。

1、扣住“哭”，感受王子的悲天悯人。

2、扣住“求”，感受王子的真诚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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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示课题、审题：

1.课文写了白杨的哪些特点呢?

2.课题是《白杨》，全文仅仅就是写白杨吗?

(二)老师范读课文。

(三)学生自学课文。

1.出示自学思考题。学生自学：

(1)查字典或根据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

戈壁茫茫清晰浑黄一体高大挺秀

分辨介绍抚摸表白沉思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3)大戈壁是什么样的?白杨树是什么样的?

(4)爸爸是怎样向孩子们介绍白杨树的?

(5)试着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

2.老师检查自学效果。

(四)学生质疑问难。

(五)课内练习：

1.写近义词：介绍抚摸()分辨()高大挺秀()



2.写反义词：清晰()动摇()软弱()消失()

3.朗读课文，找出文章中的三个问句。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教学计划篇四

我在执教这节课的时候，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搜集材料，激发兴趣。

爱读科幻故事，爱看科幻影片，是小学生的共同特点。课前，
我组织孩子们自己搜集有关材料，并引导学生畅谈自己阅读
过的科幻故事或观看过的科幻影视片，再交流搜集的有关太
空的知识，有效地激发学生情趣，引发情感兴奋，让学生产
生阅读期待，同时，也借此交流，让学生从感性上明白什么
是科幻故事，初步了解太空的特点，为阅读理解作好铺垫。

二、整体入手，直奔重点。

初读质疑，整体感知。本文故事较长，引导学生通过默读，
抓住故事情节，把我内容。教学中我从文章第一句“当我醒
来时，已经置身在一个奇异的环境里了”入手。紧扣“奇
异”一词，组织孩子们围绕“说说太空医院的奇异、神奇之
处”这一中心问题进行阅读探究，由此直接导入重点内
容——课文第二部分的教学。

三、以读为主，体验感悟。

根据课文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的特点，教学时注重引导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
重要手段，让学生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自主地读、说，在读
中理解内容，在读中掌握新知，在读中体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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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了解到课文讲的是一位旅客带
自己的两个孩子到新疆去。在火车上向孩子们介绍了白杨树，
并借白杨表白了自己的心愿。那么这位旅客的心愿是什么呢?
他是怎样借白杨来表白自己的心愿的呢?这是这节课学习重点。

先请同学们找出课文中的三个问句。

这节课我们就顺着这三个问句来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一部分。

1.列车在哪儿前进呢?齐读第一小节，读后回答：大戈壁是什
么样的情景?

2.出示大戈壁的挂图。教师描述。

茫茫的大戈壁上，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有的只是
满地的黄沙。大风一起，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一片浑黄，
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大戈壁是多么荒凉呀!

(高大挺秀：又高大又挺拔又秀丽。最高的白杨有35米高，相
当于十层楼房那么高。)

4.老师在大戈壁的背景图上贴上一行高大挺秀的白杨树。

5.看到这白杨树，爸爸的神情是怎样的?兄妹俩又是怎样的
呢?分角色朗读4—13小节。

(三)学习第三部分。

1.指名朗读14小节。读后小黑板上出示爸爸介绍白杨的三句
话，然后逐句讲读。



第一句：“这白杨从来就这么直，这么高大。”

(1)“从来”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讲了白杨的什么特点?

(2)朗读比较，体会感情。

第二句：“哪儿需要它，它很快就在哪儿生根、发芽、长出
粗壮的枝干”。

(1)这句话讲出了白杨的什么特点?

(2)指导有感情朗读。

第三句：“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
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1)这句话赞扬了白杨什么特点?

(2)幻灯再现白杨与风沙、雨雪、干旱、洪水抗争的情景。

(3)老师描述：

在风沙面前，白杨像城墙一样巍然屹立;在雨雪面前，白杨像
青松一样挺拔高洁;在干旱面前，白杨像骆驼一样耐旱耐渴;
在洪水面前，白杨像中流砥柱一样牢固坚定。这就是白杨的
品格!

2.小结，指导有感情朗读。

(四)学习第三部分。

3.引读16小节。读后讨论爸爸的心愿。

(爸爸的心愿是：不仅自己要像白杨那样扎根边疆，还希望孩
子们也能像白杨那样扎根边疆。所以爸爸上面的三句话既回



答了儿子的问题，又是在借白杨勉励自己，教育孩子。)

6.老师在大白杨树的旁边贴上两棵小白杨树。

(五)总结课文

1.中心思想：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位在新疆工作的父亲，在旅途中向子女介
绍生长在戈壁滩上的白杨，借以表达自己扎根边疆、建设边
疆的志向，同时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像白杨那样。哪里需要
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

2.抓住三个问句，总结文章的结构特点。

3.交流感受、升华中心。

(六)布置作业

1.造句：(1)哪儿……哪儿……

(2)不管……不管……总是……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