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试讲常考部编版 教师证
试讲小学语文教案(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语文试讲常考部编版篇一

本人参加特岗教师考试面试时用的教案，面试成绩89分，仅
供参考！傻瓜式试讲教案...(教学目标自己改动，现在用的
都是三维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词、理解重点词句。

2、积累课文优美语段，初步体会排比句式的作用，初步认识
分号。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全文。

4、感受桂林山水的美好，培养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大自
然的感情。

二、教学重点：

1、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想象其美景。

2、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三、课前准备：



1、教学挂图。

2、搜集图片或制作课件。

四、课时安排：2课时

五、教学过程：

秀水，在祖国众多美景中，有一处非常特别，她的山水极为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每一位到这游览的人的心灵都会受到触
动，你们知道这是我国哪个著名的风景区了么？（板书：桂
林山水）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第二课《桂林山水》，共同去
领略那的美丽山水吧！

师：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第6页，自由朗读一遍课文，把你认为
优美的词句画下来，好好体会。师：同学们齐读一下第一自
然段。生：“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
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师：哪位同学知道“甲天下”是什么意思？ 生：“甲天下”
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

师：回答的很好，（板书：甲天下）“甲”就是“第一”的
意思，“甲

天下”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下面找位同学读一下第二
自然段的第一句话。

生：“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
却从没看

水的美，那么漓江水有多美呢？（板书：水）请大家接着读
第二自然段的第二句话，画出描写漓江水特点的词。师：哪
位同学找出了漓江水的特点？这位同学你说。生：静、清、



绿。（板书：静、清、绿）

师：找的非常准确，你把这句话带着感情读一读，让大家体
会一下漓 江水的美。

生：“漓江的水真静啊，静的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
的水真清

啊，清的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的仿佛
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师：读的很好。这句当中用到了哪些修辞手法呢？ 生：用到
了排比和比喻。

师：回答的很正确，作者用排比的手法，罗列出了漓江水静、
清、绿的特点，同时用到了比喻来突出了漓江水的绿。把漓
江的水比作了什么？对，无瑕的翡翠。（板书：翡翠）上节
课我们已经学习了本课的生字词，哪位同学来说一下翡翠的
意思？ 生：非常绿的玉。

师：对，那么无瑕的翡翠是什么意思？（板书：无瑕）生：
没有斑点的玉。

师：“瑕”是玉上的斑点，“无瑕的翡翠”就是没有斑点的
玉，作者用

“无瑕的翡翠”比喻漓江的水，更加突出了漓江水的绿。在
这句话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没学过的标点符号：分号“；”。
板书：分号，“；”），分号，表示一句话中并列分句之间
的停顿。同学们齐声朗读一下第二自然段，在感受美丽的漓
江水的同时，领悟一下分号的用法。

生：“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
却从没看



段中最后一句话说明了什么？

生：看到一道道水纹，才感觉得到船在前进，说明了漓江水的
“静“。师：回答的很好。下面同学们自由朗读一下第三自
然段，在读的同时，画出描写桂林山的特点的字词，看看这
一段的句式，写作方法和第二自然段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生：
（自由朗读第三自然段）

师：同学们读完了么？好，先来回答老师的第一个问题，这
一自然段

后突出了桂林山的与众不同。在描写山的特点的时候，同样
运用了排比，比喻的修辞手法，刻画出了桂林
山“奇”、“秀”、“险”的特点。

师：回答的真棒，不仅很好的回答了老师的提问，还回答出
了桂林山的三个特点，同学们掌声送给他。同学们带着感情
齐声朗读一下第三自然段。（板书：奇、秀、险）

生：“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
却从没看

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
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
桂林的山真秀啊，想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
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
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师：同学们，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分别写了桂林的水，桂
林的山，在读这两段的过程中，你们有什么感觉呢？ 生甲：
我也想去那看一看。

时，运用了排比、比喻的修辞手法，把山山水水写的活灵活
现，让我们感觉身临其境。那么同学们能不能仿照课文中的



句式写上几句话呢？拿出你们的练习本，看着课本中的插图用
“像„„像„„像„„”写上一段话。

师：同学们写的都很不错，我来读一下这位同学写的句
子，“桂林的山真是形态万千，有的像美丽的仙女，有的像
拿着拐杖的老翁，有的像献桃的猴子。”这位同学写的很好，
我们要学会这样的描写方法，在今后的写作当中加以利用。
下面请同学们自由的朗读一下第四自然段。

师：同学们读完了么？谁来说说最后一段描绘了什么？ 生：
描绘了桂林山水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师：这一段即写了山，也写了水，山水交相辉映，山间绿树
红花，江

上竹筏小舟，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
在画中游”。同学们，这一段与第一段有什么关系呢？（板
书：画中游）生：首尾呼应。

师：对，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全文，哪位同学来说一下这篇
文章是用

什么结构安排材料的？这位同学你说。生：“总—分—总”
的结构方法。

师：对，课文开头写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第二、三自然
段分别介

绍了桂林的水，桂林的山，文章最后写了荡舟在山水间的感
受。全文用了“总—分—总”（板书：总，分，总）的结构
描绘了桂林的山水。同学们，桂林的山水美不美？ 生：美！

师：真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啊！同学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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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认识6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尊严、逃难、
善良、朴实、款待、例外、喉结、赞赏、捶背、僵硬、许配、
面呈菜色、疲惫不堪、狼吞虎咽、骨瘦如柴”等词语。认识
多音字“难”，重点指导“尊、善”的写法。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继续练习默读课文，积累含有近义词
的四字词语。

3. 通过想象画面、比较句子等方法，品读文中描写人物外貌、
动作、语言的词句，从中感悟人物形象。

4. 抓住语言描写中的标点变化及否定词的运用，进一步体会
年轻人一次比一次坚定的态度。

5.体会年轻人哈默自尊自强的品质，懂得什么是尊严;学习杰
克逊大叔的美好品质。

教学重点：

抓住课文中对哈默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感悟人物的形
象。

教学难点：

理解镇长杰克逊对女儿说的话：“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可他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解题

逆境折磨我们，我们该如何面对呢?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论厄
运》和周国平的《直面苦难》都有非常精彩的阐述。本课时
的学习，我们要达成以下目标。

(三)展示目标

在比较阅读中，体会深沉的哲理，培养正确面对逆境的态度。

(四)阅读讨论

1、集体朗读《论厄运》，然后思考：作者主张如何面对厄
运?

明确：“征服”、“无所畏惧”、“战胜”、“坚
忍”——“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

2、浏览全文，讨论：作者主张如何面对苦难?

明确：“咬牙挺住”、“不倒下”、“承受”——以最真实
的勇气维护人的尊严。(板书)

(朗读第3——8段)

(五)比较辨析

两文表述的逆境观有不同，《论厄运》认为厄运中存在希望，
要坚忍，在战胜厄运中创造奇迹、实现价值、体现美德。
《直面苦难》认为苦难会给人们带来伤害，不应美化和炫耀
苦难，而应勇敢地承担苦难，以维护人类的尊严。

(六)各抒己见

评价两种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师点拨：英雄可以激励我们，但身处逆境，我们能做什么更
为重要。“平民化的逆境观”距离我们更近，更具有启迪作
用，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

(七)总结全文

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面对逆境，希望同学们能记住两位智者对
我们的告诫。这里还有一些有关逆境的名言警句，我介绍给
大家，以此共勉。

苦难有如乌云，远望去但见墨黑一片，然而身临其下时不过
是灰色而已。(里希特)

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人，才能
算是真正的强者。自古以来的伟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
精神，从逆境中挣扎奋斗过来的。(松下幸之助)

没有经历过逆境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琼森)

一颗高尚的心应当承受灾祸而不是躲避灾祸，因为承受灾祸
显示了意志的高尚，而躲避灾祸显示了内心的怯懦。(阿霍蒂
诺)

当一个人镇定地承受着一个又一个重大不幸时，他灵魂的美
就闪耀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感觉，而是因为他是
一个具有高尚和英雄性格的人。(亚里士多德)

(八)反馈练习

你认为应该如何面对逆境，把你的思考写出来，作为自己的
座右铭。



小学语文试讲常考部编版篇三

1.问好

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坐！上课之前，请
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做个游戏（看组图片、讨论个问题等，与
本节课相关的引导话题）。3.导入（开场导入共2分钟）

（1）图片导入法。如在讲授桂林山水时，可以出示桂林山水
的图片——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美丽的景色，哪位同
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非常好，这就是桂林山水的美景。这
节课，老师就带领大家来欣赏美丽的桂林山水。

（2）复习导入法。复习巩固学生已学的知识，有利于新旧知
识间的衔接，便于教师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如：同学们，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承上启下的写作方法，哪
位同学可以告诉老师，什么叫做承上启下呢？嗯，同学说的
太好了。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还是和我们的老朋友相关，
下面我们一起来找朋友吧。

（3）背景知识导入法。以介绍作者和讨论课文背景知识为切
入点，引入新课。如：同学们，夏天到了，池塘里开满了荷
花，真是漂亮极了！谁能告诉老师荷花有哪些特点？太棒了，
大家说的非常好，今天叶圣陶先生也想加入我们的谈论，下
面我们一起来和叶圣陶先生一起赏荷花吧。

（4）视听导入法。播放电影片断或与课文相关的歌曲能够激
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如：播放小狮
子的视频，同学们，大家说刚才你们看到的小狮子可爱吗？
看来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小狮子，今天我们就要和小狮子
艾尔莎交个朋友，快来看看吧！4.课程新授（识字类直接通
过读、写、组词步骤进行讲授即可）（课程新授6分钟）引入
课题之后开始讲课，中间需要设计与学生的互动。



（1）分组朗读：同学们，下面大家分小组来读一读课文，每
一列为一个小组，大家开始比赛，看哪一组读的最流利。

（2）问题回答：课文中主人公有谁？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
么事？或描写了什么地方的什么景色？——请各组学生进行
回答。

（3）分角色朗读：故事中有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大家最喜
欢谁？下面大家把你最喜欢的人物对话读一读。

（4）小组讨论：下面我们根据xxx话题，来分组讨论一下。
注意：

注1.提问学生时，要分情况回答。（1）学生回答正确——这
位同学说的非常好，请坐；嗯，很有道理；没错，正如你说
的；太棒了，看来你课下积累了不少知识。

分组标准-讨论时间-分组分数评定标准-讨论中心课题-分组
分数公示，礼物，安抚称赞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5.复习总结（复习1分钟）

今天我们学了哪些内容，谁能告诉老师？非常好，今天我们
学习了xxx。6.作业布置（1分钟）

（1）保守式（不提倡）：生字词造句、课文、手法仿写；

这节课，大家表现非常好！下节课我们再见！

小学语文试讲常考部编版篇四

教学目标：

教养



1、认识本课6个生字，学会其中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
词语：尊严、逃难、款待、朴实、狼吞虎咽、例外、骨瘦如
柴、喉结、赞赏、思量、疲惫不堪、面呈菜色、僵硬、许配
等词语。

2、能通过把哈默与其他难民进行比较，从人物的语言、行动、
神态等描写中体会到人物自尊的品格。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中体会不同人物的形
象。

发展：培养学生的阅读、想象、表达能力。

教学方法：诵读法 谈话法

教学媒体：幻灯片

教学时数：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1、课题入文，学习生字词，能读，会写，识记。

2、初读课文，能读通、读顺。

3、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第二课时

一、 复习引入

请你回忆一下：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板书：年轻
人、杰克逊)



设计意图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是高年级的重点能力训练目标，
学习内容的解读应该有一个由整体到局部，由初知到深化的
逻辑过程，所以在进行深入的探究之前，我让学生回顾全文
的主要内容，同时也锻炼学生用凝练的语言表达的能力。

二、欣赏人物——品味表现人物品质的语句。

(一)、找准切入点，表层解读年轻人。

2、那文中又是怎样描写这些逃难者的呢?

出示：默读课文，用 线画出描写逃难者的句子。

3、汇报：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出示句子

句子(一)

他们面呈菜色，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

(1)请学生齐读这两个句子。

(2)理解词语：“面呈菜色”、“疲惫不堪”

(3)问：那你能从这些描写逃难者的词语中感受到什么?

(4)指导朗读这两句话。

句子(二)

“这些逃难的人，显然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了，他们
连一句感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请学生自由朗读这两个句子，并思考：从描写逃难者的句
子中感受到什么?(引导学生抓住“立刻、狼吞虎咽、连……
也……就”等词语体会逃难者的极度饥饿。)

(2)通过指导朗读体会。

设计意图教学过程的设计“要使‘教师执行’的课程转化
为‘学生经验’的课程。”“学习过程还必须以‘生活世
界’作为背景和来源。”学生对逃难者的境遇的了解并不多，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抓住“逃难者”这一个词语，让
学生去想象逃难者的可怜与悲苦，又让学生从文中找出形容
“逃难者”的句子，变抽象为具体，一个简单的词语，使学
生不仅理解了“逃难者”这一词语的意思，而且也为后面更
好地理解“尊严”打下了铺垫。

4、让学生想象：这些人在逃难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5、小结：吃的没有、喝的没有、长距离的奔波流亡，又天寒
地冻，在这样饥寒交迫艰难的境况下，这些逃难的人此时此
刻最需要的是--(指名说)食物来填饱肚子、来维持自己的生
命。

6、出示：这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他更需要的是
(指名说)

设计意图通过想象、说，目的让学生明白一个如此迫切需要
得到食物的年轻人，在食物面前，却拒绝了。初步感知年轻
人的与众不同，为深入了解人物形象作铺垫。

(二)锁定重点，解读尊严，深度了解年轻人。

1、让学生快速从文中找出杰克逊大叔对这个年轻的逃难者评
价的句子。



出示：“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百是个富翁，因
为他有尊严。”

(1)全班齐读。

(2)出示：贫穷、尊严、富翁 三个词语。

(3)然后引导学生口述这三个词语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简单的词序调换，不但是对学生的语言训练，而且
是引导学生对“尊严”的诠释。

过渡：同是逃难者，为什么杰克逊大叔对年轻人有如此的评
价?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哈默的三句话，带领学生走进人物的内
心世界。

2、出示：自由朗读课文2～4自然段，用波浪线画出描写年轻
人的动作、神态、语言的句子，并在书本旁边写批注。

(1)学生自学，写体会。

(2)汇报交流：出示年轻人的话

他仰起头，问：“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需要
我做吗?”

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
说：“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
这些食物!”

“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西!”
年轻人站起来说。

抓住年轻人的语言、动作、神态，引导学生去体会年轻人心
中的那份尊严：不应该接受别人的施舍，而是坚决地认为：



自己想要得到食物，就必须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3)出示：对话 指导学生朗读，个人--自由练读—齐读—分
角色，读出年轻人疲惫中带有坚定。

(4)再次出示：两个描写逃难者吃食物时狼吞虎咽的句子。

问：这个时候年轻人狼吞虎咽地吃所得到的食物与其他逃难
的人得到的食物一样吗?(指名说)

(5)发散说话：此时此刻，假如这个年轻人就站在你面前，你
想对他说些什么?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设计是让学生洞察、分析人物的内心活动，
从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去感悟人物形象。学生在读中感悟，
边读边想，并且抓住课文的空白处，去打开学生的想象空间，
让学生在想象中对哈默与众不同的做法有更深入地理解。

三、感悟文章中心，升华人物形象。

1、引读杰克逊大叔的话：“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是
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2、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板书：赞赏)

3、拓展介绍：幻灯片出示哈默照片，教师介绍哈默。

4、同学们，年轻的哈默是可敬的，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
到一个赏识他的杰克逊大叔，那杰克逊大叔可敬吗?(善良、
有智慧、懂得尊重别人)

设计意图学生在自读、自问中和文本、教师、同学进行着心
灵的对话，情感得到了升华，个性得到张扬。既培养了学生
口头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又攻破了难点。哈默心中那份高贵
的尊严也不断耕植于学生的心中，杰克逊大叔的形象也植入



了孩子们的脑海，学生的品格受到了陶冶。

四、拓展延伸，总结升华。

1、出示名言请学生读：尊严，就是拒绝乞讨。尊严，就是以
自尊赢得别人的尊敬。

2、请你围绕“尊严”说或写一条格言来激励自己或自己的好
朋友。

小结：让我们大家都做一个像哈默有尊严的人，也要做一个
像杰克逊大叔一样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设计意图拓展语文学习广阔天地，由课内延伸到课外。

五、作业

(1)推荐一本书《勇敢的人—哈默》

(2)搜集有关“尊严”的故事。

小学语文试讲常考部编版篇五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
文内容，了解恐龙的种类、形态及生活习性。教学重难点: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说出课文介绍了哪几种恐龙及其特点，
领悟课文是怎样把它们的特点给写具体的。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写的是一种曾经是地球的主人，但
今天已不复存在的爬行动物，请同学们猜一猜，这是什么动



物, 2、这篇课文是以这种动物的名称为题的。当看到这个题
目的时候，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二、初读指导 1、自学生字
词。

自由轻声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语。会读会
写田字格中的生字;会读田字格前面的生字。查字典并联系上
下文或观察插图，理解词语的意思。2、检查自学效果。

出示生字新词，指名读、齐读。

指导观察字形，弄清每个生字的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
系，然后让学生有重点的书写。指名结合上下文解释词语。
齐读生字词语。

3、各自试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4、分自然段
指名朗读课文。5、理清层次 理解每个自然段的内容。给文
章分段。

第一段交代了恐龙的生活年代、生活环境的优越、活动范围
广、数量多。第二段介绍了恐龙以及近亲的种类和生活习性。
第三段恐龙消失了，但其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6、师总结:恐龙是两亿年以前地球的主人，属爬行动物，它
们与神话传说的“龙“无关。恐龙的种类繁多，一般体大个
小，生活在陆地或者水中。约在6000千年前消失了。文章直
截了当地以“恐龙”为题，既可突出文章描写的对象，又可
引发对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导读第一自然段 指名读课文。2 / 15

说一说，从这一自然段中，你知道了什么, 引导学生抓
住“两亿年”、“大片大片”、“密密”、“到处漫
游”、“遍及整个世界”等词语来感悟恐龙生活年代之久远，
生活条件之优越，活动范围之广及数量之多。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齐读。四、布置作业 1、出示生字。
2、讲解生字要领。3、学生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