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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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篇一

当我看完《我要精彩》这本书时，我感受到了艾伦的勇敢、
乐观、自信。真的，生活因他而精彩。

这本书主要讲了：他在童年时期，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双腿也因此残疾，但他从没觉得自己是残疾人，更不会让身
体的不便阻障自己去体验生活中的美好与乐趣。他爬树、打
猎、骑马，到丛林中去冒险，所有男孩子能做的事情他都去
做，他凭借乐观勇敢的精神，跳过了人生中的一个个水洼最
后还实现了人生理想，成为一名作家。

这个勇敢的男孩，在看了《好友》这个报纸中的关于游泳的
文章之后心血来潮，夏天的夜晚，艾伦偷偷到三英里外的湖
里练习游泳。他想着报纸上说的，在这种荒凉、孤寂、袒露
在天空之下的湖水里游泳，他慢慢拨动着湖水，鼓励自己镇
静下来，然后慢慢地游，他打败了恐惧，跳过了又一个水洼，
最后终于学会了游泳。

艾伦的勇敢使我惊叹，每次上课，我都不敢举手发言，害怕
答错被同学们笑话，为什么连艾伦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人都能
跳过水洼，为什么身体健全的我有时却不能呢?这时我想起了
《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主人公：福克先生。他在遇到困难
之后的镇静，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跳过了一个又一个
的水洼，最后成功的环游了地球。



就比如说我不敢举手发言，那我怎么办?我就应该像艾伦一样
勇敢的去面对它、面对这个水洼。“水洼”对我来说或许是
一种阻碍，是我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像
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因为它能磨练我的意志，锻炼我的毅力，
使我赢得成功。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篇二

《小学语文教师》2007年第2期开篇登载了我省教育学会副会
长何炳章先生的一篇文章《课外阅读：为孩子储蓄自己的童
年精神》。何炳章先生指出：“热爱读书，每天阅读，养成
习惯，坚持终生。”这是我们在指导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时提
出的核心目标。他在文章中还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实现这个
核心目标，校长和老师们既要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方略，更要
有教育观念的彻底转换。多年沿袭下来的有失偏颇的观念不
彻底破除，正确的教育教学观念不牢固确立，再好的指导方
略也是难以有效实施的。概括起来，观念的彻底转换有六
个“不是……而是……”。

一、课外阅读不是可为可不为的“个人行为”，而是非为不
可的“国家要求”；

二、课外阅读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负担，而是与课内学习份
内任务；

三、课外阅读不是可“正餐”可“快餐”的阅读，而是让经
典书籍先入为主的阅读；

五、课外阅读不但是扩大学生知识面的阅读，而且是适时储
蓄童年精神的阅读；

六、课外阅读指导不单是语文教师的事，也是所有学科的教
师的共同使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课外阅读不是可今天读可明天读、可此
生读可彼生读，而是每个学生必须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直至
终生”这一点。

很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两个“每”：一个是每位学生都要读，
一个是每天都要读。这是我们课外阅读指导方略的要旨和灵
魂，是我们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身为人师者，只
要还有一名学生不读课外书，就应当放心不下，甚至食不甘
味；身为学生者，只要有哪一天未坚持课外阅读，就应当像
失去了什么，甚至坐立不安。这就是我们对读书理想境界的
形象描述。

就一个学校或一个年级、一个班级而言，如果“指导”
来“指导”去，始终只有一部分学生坚持课外阅读，另一部
分学生不能坚持；在这一部分学生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
么，这样的“指导”就无成功可言。有人或许会说，“无成
功可言”是否言重了，可否说是“部分成功”呢？我认为，
与其说是“部分成功”，不如说是不成功。坦率地说，在课
外阅读上，即使不做任何工作，不加任何“指导”，都会有
一部分学生“自发”地坚持阅读的。因此，我认为只有能够
引导学生“全员”“每天”地阅读，才是课外阅读指导上的
真正成功。

何炳章先生这位有识之士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分析和认识可
谓入木三分，掷地有声，又一次敲响了重视小学生课外阅读
的警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看来，我们
要将课外阅读的课题研究进行到底了！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篇三

假期里，我阅读了《小学语文教师》六月刊的《“随文练
笔”研究专辑》，让我在作文练笔教学这一块中顿感明朗，
读着读着，时而倍有同感，时而像被指引导航，时而灵感顿
生，让我对“随文练笔”教学有了更宽广的了解，更系统的



认识。

“随文练笔”是伴随着阅读教学进程，引导学生巧妙利用有
关阅读内容进行的一种“短平快”的写作训练。因为随文练
笔选材角度小，内容简短，贴近实际，紧随阅读教学，而且
形式多样，丰富学生的习作色彩，学生负担少，因而在课堂
中是颇受师生欢迎的一项习作训练。但在实际教学中，随文
练笔设计的随意性，练笔的时机、方法、难易度把握不当等，
往往导致训练低效甚至无效。如何实施有效的“随文练笔”
策略，是我们当前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在文本教学中
找准切入点，是随文练笔练习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本
人就学习前人的经验以及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为找准随文
练笔的切入点整理及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文本是一个召唤读者参与的意义空间。文质兼美的文章大都
有让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只要我们善于挖掘，自有一片与
文本交流的空间。如人教版十一册《草虫的村落》，课文的
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可以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巧设练笔的空间。如，“它们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然后一
齐欢跃地走回洞穴里去。”“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这是
甲虫夫妻间爱意的流露，在这深情的对视中，作为与丈夫阔
别多时的妻子的你，会与丈夫倾诉些什么呢？又如，“蜥蜴
面前围拢了一群黑甲虫，对这庞然大物投以好奇的目光。它
们友好地交流着，好像攀谈得很投机似的。”如果你是蜥蜴，
看着这群好奇的小甲虫们，你会如何向它们讲述外面的大千
世界呢？它们会向你提出那些新奇有趣的问题？在这里，充
分调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让学生那奇异的想象得到驰骋，
加上受到作者文中童心童语的感染，有了作者笔下草虫的世
界这个大环境的渲染，学生练笔的情感被激发了，必然又产
生一幕幕生动、有趣的情景。当然学生的语言也得到了有质
量的训练。

有些课文结尾（或中间）的语言嘎然而止，耐人寻味，有一
种余音缭绕之感。这种“余音“正是作者没有言尽，情感表



达最为强烈、深沉、含蓄的地方。在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把
这种“余音”挖掘出来，这些语言的空白赋予了学生广阔的
思维空间和创作的财富。让学生写写作者没有言尽的话，把
课文中情节跳跃的空白处补上，使已经接近尾声的情节再掀
波澜，使文章内容更具体、完整，也使小读者能过把小作家
的写作瘾。如《小摄影师》一课，课文的结尾让人觉得意犹
未尽，想象的空间比较大:小男孩到底给高尔基照成相了吗？
如果他来，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如果不来，又发生了什
么事呢？在此练练笔，学生兴趣盎然，创意无限。

“随文练笔“的切入点皆于文本中，我们要潜心会文，识于
慧眼，找准落点，让我们的学生妙笔生花。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篇四

读了《世上最划算的教育》一书，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上有
一种职业，是全天侯的，从干上的那一天起，就永远没有退
休的可能;并且不准请假，不得偷懒，不能够休息，白天黑夜
都得上班，并且没有薪水——薪水在其他地方挣，然后往这
儿花;这种职业，叫做父母。

教育好自我的子女，就要从培养好子女各方面的良好习惯开
始，有人说，培养好习惯就像往银行里存钱，随时都能够取
出来用。有了一个好习惯，就好像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有
了两个好习惯，就存了两笔钱好的习惯很多，就等于在银行
里存了很多钱，一辈子都能够取之不尽。《世上最划算的教
育》一书，“童年需要培养的38种好习惯”，每一种好习惯
都从故事引入，让我们思考学到了什么让人能够从中学到知
识，再运用到实践中。例如：书中在培养孩子“遵守诺言的
习惯”里，引用了《宋庆玲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庆玲为了
她之前答应教小珍叠花的事，而放弃了全家到一个很趣味的
伯伯家做客，而不知怎样，她等了一个午时，小珍也没有来，
爸爸遗憾地说“早明白就一齐出去，庆龄一个人在家多寂寞
啊”。懂事的小庆龄却说，我们约好的，我本来就应当遵守



自我的诺言，要不然我就是跟你们出去玩了，也不会高兴啊!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小庆龄是自我决定留下来
的，这一点很重要。她必须也是想去那个伯伯家做客的，可
是最终放弃了，是因为在她心目中留下了等小珍更重要。我
们从故事里不难猜到，信诺言，不仅仅让守诺的庆龄欢乐、
有尊严、也让小珍有了安全感和信赖。

如今，作为父母的我们能够怎样做呢?

1)凡向孩子许诺言，就要尽量兑现;

2)事前提醒孩子诺前三思，事后提醒孩子兑现诺言;

3)发现孩子守信用，要及时表扬;

4)不“逼”孩子许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孩子在成长中，需要
培养的习惯实在是很多，如果你的孩子有了许多良好的习惯
的话，作为家长的你，是不是很划算呀!

小学语文教师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精选篇4

小学低段阅读课教案篇五

第一篇:读书笔记《小学语文教师》

假期里，我阅读了《小学语文教师》六月刊的《“随文练
笔”研究专辑》，让我在作文练笔教学这一块中顿感明朗，
读着读着，时而倍有同感，时而像被指引导航，时而灵感顿
生，让我对“随文练笔”教学有了更宽广的了解，更系统的
认识。

“随文练笔”是伴随着阅读教学进程，引导学生巧妙利用有
关阅读资料进行的一种“短平快”的写作训练。因为随文练



笔选材角度小，资料简短，贴近实际，紧随阅读教学，并且
形式多样，丰富学生的习作色彩，学生负担少，因而在课堂
中是颇受师生欢迎的一项习作训练。但在实际教学中，随文
练笔设计的随意性，练笔的时机、方法、难易度把握不当等，
往往导致训练低效甚至无效。如何实施有效的“随文练笔”
策略，是我们当前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在文本教学中
找准切入点，是随文练笔练习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本
人就学习前人的经验以及结合自我的教学实践，为找准随文
练笔的切入点整理及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文本是一个召唤读者参与的意义空间。文质兼美的文章大都
有让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只要我们善于挖掘，自有一片与
文本交流的空间。如人教版十一册《草虫的村落》，课文的
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能够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巧设练笔的空间。如，“它们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然后一
齐欢跃地走回洞穴里去。”“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这是
甲虫夫妻间爱意的流露，在这深情的对视中，作为与丈夫阔
别多时的妻子的你，会与丈夫倾诉些什么呢又如，“蜥蜴面
前围拢了一群黑甲虫，对这庞然大物投以好奇的目光。它们
友好地交流着，好像攀谈得很投机似的。”如果你是蜥蜴，
看着这群好奇的小甲虫们，你会如何向它们讲述外面的大千
世界呢它们会向你提出那些新奇趣味的问题在那里，充分调
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让学生那奇异的想象得到驰骋，加上
受到作者文中童心童语的感染，有了作者笔下草虫的世界这
个大环境的渲染，学生练笔的情感被激发了，必然又产生一
幕幕生动、趣味的情景。当然学生的语言也得到了有质量的
训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应让学生在主动进取的思维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
陶，获得思想启迪……而在阅读教学中适时插入文本“空
白”填补，让孩子们充当故事的主人翁，想他所想，说他所
说，填补故事中主人公心理、语言的空白处，在这过程中孩
子们直接进入了主角，融入了自我的心境和感受，和主人公



的感情融为一体，这样的练笔是学生和文本的对话，是孩子
们纯洁的心灵与主人公的融合，这样的练笔带动的是孩子们
真实的感悟和思考，在思维与情感引发主动进取的情态下，
学生所言就会言之有物，言之动情，让文本生色不少，同时
也能更好地深化了文本的主题，到达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
互利效果。

学生们流泻于笔下，人鸥情深的一幕便永远定格于学生的脑
海中。

怜的小孩，凡卡的期望在一天天无了期的等待中扑灭了，凡
卡在绝望中饱受老板的虐待，最终死去。”

过头而迟到了、一个人处于黑暗无助当中、进行比赛前的紧
张状态中等，让学生在练笔中实现语言迁移的运用，在先扶
后放的过程中提高语言表达的本事。

“随文练笔”的切入点皆于文本中，我们要潜心会文，识于
慧眼，找准落点，让我们的学生妙笔生花。

第二篇:读书笔记《小学语文教师》

领悟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思想：

每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都向往创造性劳动的欢乐，以及由
于劳动的创造性而带来的生活上的充实。

不要向儿童要求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教学和教育的技巧和艺术在于，要使每一个儿童的力量和可
能性发挥出来，使他享受到脑力劳动中的成功的乐趣。

对每一节课，都要用终生的时间来准备，怎样进行这种准备
呢?就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



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
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

在你的科学只是的大海中，你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
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一粟。

第三篇:读书笔记《小学语文教师》

肖川教授说：“一个成功人的经验之中，都必须具有最初的
鼓励所给予的温暖和力量，虽然说鼓励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
成材，但每个成功的人毫无疑问都离不开鼓励。”

读到那里，我想我们如何对学困生进行鼓励，使其提高呢？

学困生由于平时成绩差，习惯不好，历来受到教师的批评和
指责较多，故在心理上对教师相当排斥。在这种心态下，我
们应给予更多的表扬和鼓励，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换回他们
完美的憧憬。

课堂上要多表扬激励学生的上进心。学困生在课堂上难以得
到教师的“热情关注”，所以，他们在听课时的心境常处于
一种抑制状态，觉得学习无聊。在这种情景下，我给予他们
参与发言的机会。首先从学习生字入手，这很简单，但我并
没有因为简单而忽略了表扬，而是以认真的态度给予赞扬，如
“你提高了！”“你真聪明！”“你真棒！”因为对他们来
说，这难得的表扬会给他们灰色的心灵带来一种喜悦，激励
他们学习的上进心。

进入到课文的学习，难度理所当然会有所上升，所以给予学
生表扬也相应地要增多，可见，我们不费吹灰之力的表扬却
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欢乐，一种无形的动力。
即使学生答得不够完整，不够准确，同样能够鼓励，帮忙他
们共同正确完成。增强他们的学习自信心，让他们有一种成
功的喜悦感！所以我们不能吝啬自我的语言，而要发挥我们



的语言艺术来温暖学困生的心。

好言一句三冬暖，让我们努力捕捉差生的闪光点，对他们给
予关怀、赞赏和鼓励吧！使他们欢乐茁壮成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