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百晓在线小学语文教案部编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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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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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篇课文将作者对马的描写和自己对生命的思考有机地结合
起来，对马的赞美和对自己追求自由的情感从而得到自然的
流露，借助于特定的物来表现特定的情感，让读者在对物的
感知过程中，自觉地理解文章主题，获得水到渠成的效果。

教学目的要求：

1、认识识字表生字，读准发音，记清字形。

2、学会写字表生字，能够读准发音、记住字形，用正确的书
写姿势进行规范的书写，把字写美观、工整、大方。

3、学习抓住典型场面进行描写以突出主题的写作手法。

4、感受“巩乃斯的马”的可爱，体会作者追求自由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习对“马”的两个场面描写。



2.体会“马”的精神和“人”的情感的合拍。

教具准备：录音机、录音带、课件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学习了《天马》和两篇有关写马的古诗。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是当代散文家周涛写作的《巩乃斯的马》。

二、初读课文：

1、出示生字词：

[1]指名朗读，其他同学要认真听，注意读音是否正确。

你对那些词不理解？谁能来解答？你是怎样解答的？（学习
方法的指导）

[2]你认为那个字容易写错？怎样写漂亮？

2、指名朗读课文

课文写了什么？（抓内容）学生速读课文，明确：夏天雨中
群马奔腾。

夏日雨中群马奔腾对激qing的肯定、对生命的赞赏

三、细读课文

1、指名读第一段：你从这段中读懂了什么？从那些词句中读
懂的？



本段的最后一举起到什么作用？(过渡句，承上启下的作用)

指导朗读：读出暴雨来诗的猛烈急促。

2、默读2、3段

思考：[1]画出这两段中的比喻句，从这些比喻句中你体会到
了什么？边读边栽树的旁边做批注，可以使自己的感想，可
以使自己的疑惑等。

[2]这两段描写的什么？（马群奔跑的壮阔场面）

3、学生朗读比喻句，交流自己的批注，随时注意学生间的回
答，补充自己批注，参与到他人的讨论中来。

4、出示句子：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的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
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
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
台。……”

你体会到什么？

小结：作者展示了这种生命力的冲动达到极致时酒神式的狂
乱奋发的境界，生命的潮流在自然的鞭策下纵横驰骋，所有
的外界的羁绊都不放在它的眼里。这是作者在夏日暴雨下的
巩乃斯草原上所见到的最壮阔的马群奔跑场面：

5、出示最后一段：

你有什么感受？

（——草原上的马群突遇暴风雨狂奔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
作者。这淋漓尽致的力的奔流既是一种酣畅痛快的生命境界，



也是一种恢宏壮阔的崇高的场面，使得他“发愣、发痴、发
呆”，在几分钟内见到的将“终身受用不尽”，因为在人生
的瞬间他难得地面对了生命的真正的崇高壮烈。）

（一）总体把握：

1、熟读课文，有表情地朗读描写马奔的场面。

2、结合课文，说说你对马的见解。

（二）内容探讨：

你从课文中体会到巩乃斯的马的性格是什么？（马的生命活
力与人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三）说说作者是怎样进行描写的，充分表现马的生命活力？
(描写抒情)

写草原上的马群突遇暴风雨狂奔的场景。

(四)小练笔：观察自己喜欢的一种动物，抓住动物的一个特
点，运用描写抒情的方法，写出自己对这种动物的喜爱。

巩乃斯的马

夏日雨中　群马狂奔的场面：是力量的展示，是生命的赞歌。

课后札记：

老百晓在线小学语文教案部编版篇二

一、教材解读：

《渔歌子》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组23课《古诗词三首》
中的一首词。本组教材的主体是“热爱田园生活”，《渔歌



子》这首词是唐代文学家张志和的代表作。整首词描绘了初
春时节西塞山的美丽景色。全诗动静结合，意境优美，用词
活泼，情趣盎然，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一个“不须归”唤起了人们对江南的眷恋之情，读者可以感
受到诗人豁达乐观的情怀。

一教学目标：

1、能带着自己的感受来朗读进而背诵这首词，

资料共享平台

《老百晓小学语文教案》()。

2、通过品味文本，想象画面，走进作者的心灵。

3、感受古诗词的魅力，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习惯。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通过文本进行想象，感受乡村的诗情画意，以
及了解张志和“词中有画，画中有情”的艺术表现特点。

2、教学难点：体会“不须归”的意境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3、教学课时：

一课时

4、教具准备：

课件



老百晓在线小学语文教案部编版篇三

1、复习、巩固第一课时所学字词。

2、通过多种方式朗读、感悟课文；背诵课文，积累语言。

3、懂得遇到困难要认真观察，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解决。

朗读、感悟课文；明白遇到困难应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道
理。

小矿泉水瓶子多个，小石子若干， 小剪刀一把（用于分组实
验）；动画课件一组（帮助学生理解、朗读感悟课文）各色
五角星多个（用于随机激励学生）。

1.复习生字：上节课我们认识的生字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跟
他们打个招呼吧？（出示幻灯片，复习生字）

2.读词语。

3.练习：猜一猜，连一连。

1.看图：小朋友看这幅图，图上画的是什么？

2.小朋友请找一找，课文哪个自然段是写这幅图的？找出来
认真读一读。

3.谁愿意读给大家听？（指名读）

4.出示幻灯片（第一自然段），谁能读出乌鸦十分口渴、非
常着急的.语气？

5.指名读。

6.自由读。



7.齐读。

1.谁来说一说乌鸦想到什么办法呢？

2.指名读。

3.看图体会乌鸦喝水时的高兴的心情。

4.出示字幕（第2、3自然段），谁能用高兴的语气来读？

5.指名读。

6.谁愿意做这一只快乐的乌鸦，说说你用了什么好的办法呢？

7.老师演示，同学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8.哪位同学说说老师是怎么做的呢？（指名回答）

1.讨论乌鸦喝水办法的优缺点？

2.如果瓶子旁边没有小石子，乌鸦该怎么做呢？小组内讨论，
看哪个小组的办法最好。

19.乌鸦喝水

喝不着水——想办法——喝着水

老百晓在线小学语文教案部编版篇四

《点亮小灯泡》一课来自教科版《科学》教材四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电》单元的第二课。本课承接《生活中的静电现象》
一课中提出的电荷持续流动形成电流的观点，引导学生连接
最简单的电路，为后面的《简单电路》打下基础，起到承上
启下的关键作用。



为凸显其作用，本课主要采用独立学习与课堂分析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

1·独立学习：学生经历独立思考后，对如何点亮小灯泡这一
问题提出自己的假设，并独立完成实验，验证自己的假设正
确与否。"独立学习"将使学生经历一个有思维过程的探究活
动，是一种自主学习的体现。

2·课堂分析：在独立学习的基础上，全班同学共同分析点亮
小灯泡的连接方式有哪些共同点，找到回路、断路、短路的
特点，了解电流流动的必要条件。因为有独立学习做基础，
课堂分析将进行的高效、有序。

四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想象力非常丰富，对身边的事物充
满好奇心，动手能力稍弱，思维快于语言，因此会常常出现
表达不清楚、跳跃性强的现象。

1·知道只有电流流过灯丝，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时，小灯泡
才会发光；电池两端直接用导线连接在一起，就会发生短路。

2·能对点亮小灯泡的连接方式进行假设，并用实验进行验证。

3·对电路初步认识，并产生探究的兴趣。

教学重点：探究点亮小灯泡的连接方式。

教学难点：理解当电形成回路时，小灯泡才会发光。

教学过程设计

（一）观察手电筒，提出问题

1·学生观察手电筒的构造，尝试解释小灯泡是怎样亮起来的。

2·提出问题：你能用这些材料点亮小灯泡吗？



（二）提出假设，实验验证

1·ppt出示学习任务一：

（1）在学习卡片上画出你认为能够点亮小灯泡的连接方式。

（2）实验验证你画出的连接方式能否点亮小灯泡。

（3）时间：12分钟。

2·分发材料，学生进行学习任务一。

3·ppt出示学习任务二：统计小组内有几种能够点亮小灯泡的
连接方式和几种不能点亮小灯泡的连接方式。（注意：重复
的算一种）

4·汇报展示：选择一个小组，将组内统计出来的连接方式分
别用放大的小灯泡和电池图片展示在黑板上，其他小组进行
补充。

（三）分析现象，了解电路

1·分析能够点亮小灯泡的各种连接方式，找到相同点，了
解"回路"的特点。

2·ppt出示电流动的路线及小灯泡的剖面图，解析回路及小灯
泡内部构造。

3·教师演示去掉金属外壳的小灯泡连接在电路中的方法。

4·分析不能点亮小灯泡的连接方式，认识短路及断路现象
（ppt出示）。

（四）课堂小结，安全教育



在本单元的研究中，我们使用1·5伏干电池作为电源，发电
厂发出的电，通过导线传到各家各户的电是220伏的交流电，
这是非常危险的电！

老百晓在线小学语文教案部编版篇五

1.学会本课生字，认识3个新偏旁，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明白、通顺地复述
课文。

3.认识认真思考、亲自尝试的重要，初步懂得实践出真知的
道理。

重点：识字、写字、朗读、复述。

难点：理解"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动手试一试，才能得出正确的
答案"。

词卡、小黑板。

8动手试一试

错误　正确

科学家："如果……就……""只有……才能……"

觉得不对

玛丽亚（试验）奇怪　问

说不明白

课内：描红、写字、复述课文



课外：把课文复述给爸爸妈妈听

三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揭示课题，解题

1、板书课题：8动手试一试

2、解释题意

"动手试一试"里的"试"，意思是"尝试"、"试验"的意思；试
一试是尝试一下；动手试一试是动手做一做，看结果是什么
样的意思。动手做和动脑子想应当结合起来，但有时要强调
动脑子想，而有时就要强调亲自动手做。这篇课文就是强调
要亲自动手做。

三、初读指导

1、自学生字词。

（1）标好节号。借助拼音轻声读课文，画出不认识或不理解
的词语。

（2）会读本课的生字，能识记田字格里的生字的字形。

（3）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实验觉得漫问题正确科学家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卡。



另丽夫试一试如果只有著名

（2）指名读生字词，注意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等。

（3）了解词语掌握情况，重点理解下列词语：

另：另外。

问题：要解决的疑问。

觉得：感觉到。

正确：对。

科学家：作科学研究工作有成就的人。

（4）抽词卡让学生读，

3、个人练读课文。

四、写字指导，教认新偏旁

1、指导要点。

（1）须按笔顺描红的字，逐字讲解

另：上部"口"扁，下部是"刀"。

试：斜钩上不能加"撇"。

验：学会新偏旁"马字旁"；右部三点，左中两点是侧点，右
点是撇点。

确：学会新偏旁"石字旁"，右部第三笔是"撇"不是"竖"。



（2）其他要描红的字。

如：右部"口"位偏上不偏下。

丽：下部半框中只有一点。

科：右部两点需上下排列。

哈：左部"口"形定位应略高些。

2、书上描红。教师巡视指导。

五、布置读课文，思考问题。

1、科学家做了什么实验？提了什么问题？两个同学怎么回答
的？

2、玛利亚作了什么是实验？提了什么问题？科学家怎么回答
的？

3、玛利亚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

一、检查复习

提问上节课留的思考题，依次指名回答。

二、精读训练

1、把课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四自然段。

第二部分：第五六自然段。

第三部分：第七自然段。



2、依次进行讲读。

第一部分：

（1）指名读

（2）问：第一段讲了什么？

（3）第二段有几句话？每一句分别说了什么？"这是为什么"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4）第三四段说了什么？

（5）看图回答问题。

图上画有几个人？他们是哪些人？桌子上摆着什么？科学家
的手势说明他在说什么？

（6）小结：这部分讲科学家做实验、提问题，两个同学分别
作了回答。

第二部分：

（1）指名读

（4）小结：这一部分讲的是玛利亚作了试验，向科学家提出
问题，科学家作了回答。

（5）齐读第二部分。

三、布置再读课文

1、思考：读了这篇课文有什么体会、收获？

2、照课文习题三的要求抄写词语。



一、听写词语

二、继续精讲训练

1、指名读

2、这一自然段只有一句话，说了什么？

3、简介居里夫人。

4、为什么这篇课文最后要写这一句话？

三、总结

这篇课文说的是居里夫人小时侯学习有疑问就亲自做试验，
得到正确的答案。说明了"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动手试一试，才
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个道理。

你们学了这篇课文以后，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可以自由谈谈。

四、朗读指导

1、第一部分要抓住重点词语，读时要强调语气，如"丢进小
石子水漫放进金鱼水不会漫"，以引起注意，理解意思。

2、第2部分描写玛利亚心理活动的词"觉得不对说不明白奇怪
问"要读得清晰，掌握好语气和语速；叹词"哎呀"要读出惊奇
的语气；反问句"您为什么……错误的问题"要读出有礼貌而
自信的语气。

3、第三部分的"就是"要重读，显示后面词语意思的分量，以
引起重视。

五、复述指导



1、揭示复述提纲以启示学生复述的顺序。

2、利用板书，让学生抓住重点词语，进行串连。

3、指名复述，师生评议。

4、同座二人交替复述，互提意见。

六、作业练习

1、比一比，再组成词语。

科如另

种和只

2、用"如果……就……"、"只有……才能……"各说一句话。

3、听写："有些问题……正确的答案"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2]下一页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

教学目标：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15个生字，其中田字格上面的10个只识不写，认识一
个偏旁，理解生词。

3、初步明白认真思考，亲自尝试的重要性，初步懂得实践出
真知的道理。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



生字词的朗读书写。

教学难点：初步明白认真思考，亲身尝试的重要性。

教学准备：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思考：

1、课文主要讲了有关谁的故事？

2、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课题？

3、作者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二、读一读。

一杯水鱼鳞哎呀

往外漫他俩答案

实验科学家试一试

三、回答问题，初步理解课文。

四、指导读通读顺。

五、生字指导书写。

六、作业。

课本上描红。

七、课堂练习。



《习字册》上相应部分仿影、描红、临写。

八、课堂小结。

教学内容：细读课文。

教学目标：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5个生字，理解生词。

3、明白认真思考，亲身尝试的道理重要，初步懂得实践出真
知的道理。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明白认真思考，亲身尝试的重要。

初步复述课文。

教学准备：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思考：

科学家给小学生做了个什么实验。

二、学习1-4自然段。

1、朗读"如果放进去的是金鱼，水就不会往外漫。"这是为什
么呢？

看图，一个同学说了什么？另一个同学呢？

请学生分角色朗读。



2、指导朗读。

三、学习5-6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思考：

玛丽亚是怎么想的，又是怎样做的？

2、学生回答。

3、有感情朗读。

4、分角色朗读。

反复诵读，深刻体会。

四、学习第七自然段。

玛利亚到底是谁呢？请学生介绍一下。

五、学习生字。

学生自形分析字形，分别组词。

六、课堂作业。

1、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把它抄在自己的本子上。

2、课本上描红。

3《习字册》上相应的生字仿写、临写。

七、课堂小结。

教学内容：巩固小结。



教学目标：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明白、
通顺的复述课文。

2、复习巩固生字，能用有关词语进行说话练习。

3、明白认真思考，亲身尝试的重要，初步懂得实践出真知的
道理。

教学重点：复述课文；生字词的书写与朗读。

教学难点：初步懂得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课文。

二、指导复述。

科学家做实验，提问题

两个同学的回答

科学家的回答

三、同桌互相尝试复述。

四、请学生复述。

五、分角色朗读。

六、学生生字，学生分析字形，并口头组词。

七、课堂练习。

1、用"如果……就……只有……才……"造句。



2、听写。

3、课本上描红。

4、《习字册》上的仿影、临写。

八、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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