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篇一

教学要求

1、写田字格里的四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

2、正确认读十一个生字。

3、借助汉语拼音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了解柳树的形态特点，初步培养感受美、欣赏美的情趣。

教材分析

婀娜的柳树，曾引起无数人的遐思：像梳妆的少女在风中摇
曳的秀发，像春风裁出的精美艺术品……课文中的柳树，更
像一位天真、顽皮的孩童在池塘边垂钓：不钓小鱼，不钓小
虾，她钓的是日月星辰;从日到夜，从冬到夏，不灰心，不歇
息，绿色的钓线在长，心中的希望也在长……“绿柳垂钓
图”，这个简单的意象，在作者的笔下，在孩子们的眼睛里，
却生发出了无尽的想象。

《柳树》教学建议

一、联系生活，激发想象

课前让学生观察柳树的样子，说一说：你觉得柳树像什么?你



能想象她在做什么吗?

二、自读课文，读通顺，读流畅

课文是一篇小散文，篇幅不长，但段落较多，且段与段之间
的内容有一定的跳跃性。所以，要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自
读课文，读准生字读音，读通顺语句，这是理解课文的基础。

三、指导朗读，边读边悟

课文内容比较丰富，要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感悟。

第一自然段介绍柳树的样子，要指导学生借
助“站”、“弯”、“垂下”等词语边读边想象。“站”表
现柳树的整体形象，粗壮的树干，挺拔的身躯。“弯”
和“垂下”写出了柳树的婀娜多姿。

第二自然段由现实到想象。想象由现实而来，奇特而又大胆。
“云朵”、“太阳”、“星星”、“月亮”是映在池塘中的
实景，一个“钓”字和上文的“一根根绿色的线”相呼应，
将实景虚化，可谓点睛之笔。此段句式简短，朗读时要注意
表现柳树垂钓时的欢快之情。

“从白天钓到黑夜，从春天钓到冬天”一句承上启下，
写“钓”的时间长。朗读时要注意语句舒缓。

第四自然段由上文客观具体的景物描写、想象，转到对柳树
的主观描述：“钓到了吗?没有。灰心了吗?也没有。”然后
笔锋重又宕开，接上文的描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看：
绿色的钓线，越垂越多，越垂越长。”朗读时要注意表现柳
树的自信和锲而不舍。

最后一句是在全文的基础上，对柳树不知不觉、脱口而出的



一种赞美。

要重点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好语气，读出感情。可
以让学生边欣赏、边体会，欣赏别人的朗读，也欣赏自己的
朗读，真正使读书成为一种愉快的学习过程。

四、生字的识记与书写

1、识记生字。指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忆生字，把自己
认为较难记忆的生字在书上做上记号，重点记忆，大家互相
交流识字的方法。“月”、“日”、“人”三个象形字要结
合图画记忆，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及蕴涵在汉字中的中国
文化。

2、生字书写。本课生字笔画简单。在学生自己练习书写的基
础上，教师作具体指导。

教学目标：

1、写田字格里的四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

2、正确认读十一个生字。

3、借助汉语拼音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了解柳树的形态特点，初步培养感受美欣赏美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了解柳树的形态特点，初步培养感受美欣赏美的情趣。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激发想象



2、师范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学生打开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
同桌互相解决。

2、小组合作，认读识字。

师出示带生字的词，学生在语言环境中认读记忆生字。

3、去掉拼音读一读读生词、生字。

二、再读课文，深入品味。

1、学生在小组内读课文。同学互相评价指正。

2、师指名读课文，并让学生评价指正。

3、逐段指导朗读，交流自己读懂了什么。

指导学生借助“站”“弯”“垂下”等词语

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篇二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武松豪放、勇敢无畏的性格。

2、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3、学会本课的生字词。

4、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虎的部分。

教学重点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投影片挂图

教学时间　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默写词语

大臣　抵御　侮辱　拒绝　战袍　和氏璧　负荆请罪

二、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学过的两篇课文，讲的都是我国古代的事情，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景阳冈》讲的也是我国古代的故事。课文是
根据我国明代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片段改写的。（板书：
景阳冈）

提问：哪位同学能把《水浒传》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景阳冈》讲的是谁的故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

三、指名读课文。

读之前，请一位同学把思考练习1读一读，并提出要求：

1、注意字音是否读正确。

2、边听朗读边思考，把课文分成四段。

四、纠正读音

1、纠正读错的字音。

2、出示生字卡片，练习读准生字的字音。



冈：读gang,不要读成gang。

筛：是翘舌音，不要读成sai。

滋：是平舌音，不要读成zhi。

榜：读bang，是后鼻音。

耻：是翘舌音，不要读成ci。

脊：读ji，不要读成ji或ji。

拳：是前鼻音。

酥：是平舌音，不要读成shu。

五、指导分段

提问：根据思考练习1的提示，课文的四段应该怎样分？后面
的括号该填写那些词语？

喝酒——（上冈）——（打虎）——（下冈）

通过以上的填写，可以看出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

六、讲读第一段

1、指名读课文。

2、概括以下思考题，自学第一段，然后集体讨论

（1）课文是怎样描写武松肚中饥渴的，你是怎么体会到的？

（2）课文中所讲武松望见的酒家有什么特点？作者为什么突



出写了这个特点？

（3）什么叫“三碗不过冈”？为什么会有“三碗不过冈”的
说法？

（4）武松是怎样对待“三碗不过冈”的；从中可以看出武松
是个怎样的一个人？

3、指导朗读第一段

（1）要读准字音

（2）要读出武松豪爽的性格

七、小结

第一段通过武松喝酒与店家谈论“三碗不过冈“，突出体现
了武松机智豪爽、无所畏惧的性格。店家只给三碗酒，武松
却喝了18碗；酒后武松提棒就走，店家阻拦不成；店家好意
劝告被武松误解。本来喝酒一件简单的事情，却被作者写得
有声有色，不仅突出了武松的性格，也为后面武松打虎做了
很好的铺垫。

板书设计

14、景阳冈

喝酒——上冈——打虎——下冈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



“三碗不过冈”，武松却喝了18碗，他有没有过冈呢？下面
我么接着学习第二段。

二、讲读课文的第二段

1、指名读课文的第二段

2、思考讨论：

3、武松看到树干上写的字为什么认为是店家的诡计？

（1）武松看到山神庙的榜文，明白了什么？

（2）课文对“武松细想了一回”写得很简略，你认为他可能
都想些什么？

（3）课文是怎样写时间变化的，为什么要写时间的变化？

4、齐声读第二段

三、讲读第三段

1、指名读课文

2、思考讨论

（2）出示投影片：原来大虫抓人，只有一扑，一掀，一剪，
三般都抓不着，劲儿就泄了一半。（“般”是什么意思？大
虫抓人都有哪“三般”？为什么“三般”都抓不到武松）

（3）开始的时候，武松为什么只能躲闪防守？

（4）武松的梢棒折做两截，说明什么？

（5）出示写有思考·练习2第（2）题的投影片。



四、请三位同学分别读第九、十、十一自然段

思考讨论：

（1）武松和老虎一共斗了几个回合，才把老虎打得“一点儿
也不能动弹了”？

（2）结合课文的描写，从武松打虎的过程中，你认为武松是
个怎样的人？

五、指名读第十二自然段

思考·讨论

从武松用梢棒把大虫打得“气儿都没了”，你知道武松是个
怎样的人？

六、指导朗读第三段。

（1）要读出老虎凶恶及垂死挣扎样子。

（2）要读出武松的勇猛、机智、沉着、办事精细、武艺高强。

七、自由朗读武松打虎的部分，出示挂图，复述武松打虎的
过程。

板书设计

14、景阳冈

扑　掀　剪　闪　闪　闪　兜　劈

咆哮　喘气　揪　按　踢　按　揪　打

第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段

二、讲读第四段

1、齐读第四段

2、思考讨论：

武松为什么要下冈？

三、结合课文内容，完成思考·练习3

讨论思考练习3中的三件事的前因和后果。

四、武松打虎的前因和结果是什么

原因：不听店家的劝告，夜晚只身上冈。

结果：将虎打死。

五、课文中还有哪些事写了原因和结果

1、请四名同学，分别读课文的一部分

六、识记生字的字形，练习书写。

1、在田字格里进行书写。

冈：注意和“岗”区别

筛：上面的竹字头，不要写成草字头

榜：注意和“傍”区别



勿：不要和“匆”混淆。

耻：左边是“耳”，不要写错。

脊：注意上半部的写法和笔顺。

梁：下面是“木”不是“米”。

拳：上面不要写成三横。

酥：左右两部分的位置不要颠倒。

2、启发学生分析字形，并找出最好的记忆方法。

3、每个学生把生字写两遍，教师巡视指导。

七、布置作业

1、把读读写写中的词语写两遍。

2、预习15课。

板书设计

起因

14、景阳冈　经过

结果

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预习自学生字、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



文。能够快速浏览课文，理解为什么说“非洲真是一个色彩
斑斓的世界!”

2、了解课文从哪几个方面来展示非洲的多姿多彩，抓住重点
词句深入体会，并学会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语言。

3、抓住文章重点内容，了解文章写作方法和结构，领悟文章
的表达特点。

4、通过看图片和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非洲独特的自然景观
与风土人情，体会作者对非洲的赞美之情。

教学重、难点：

了解“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在哪些方面，领
悟课文的表达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质疑文题

1.师：在人们的印象里，恐怕非洲是要和贫穷、落后、灾难、
疾病联系在一起的。其实那是非洲政治、经济落后所导致，
今天，老师却要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非洲(师板书：彩色)3.
出示课题"彩色的非洲"。

3.：这节课就让我们随作者彭仁一起走进彩色的非洲，去感
受非洲那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异域文化，大家坐好，非洲之旅
已经开始了。

二、检查预习情况，走进非洲

1、检查词语认读。

(1)预习课文时，通过你的各种努力，这些词语，都会读了



吗?(课件出示下列词语)

炽热 天穹 硕大 聆听 粗犷 含情脉脉 扎伊尔维龙加 奥旺多
省 扎伊尔戈马

色彩斑斓 湛蓝 殷红

2.紧扣“色彩斑斓”，感知课文。

(1)浏览课文，划出表达作者对非洲整体感受的两个句子。

生：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生：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师随学生汇报，课件出示这两个句子。(课件)

师：同学们，读一读这两个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小结：都是感叹句，一个在课文的前面，一个在文章的最后，
前后呼应，与课题照应

生：表达出了作者对非洲的赞叹之情!

师：作者在赞叹什么?

生：(齐)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3.默读课文，思考：“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
在哪些方面?文中又用了哪些精美的词句来具体描绘非洲的色
彩斑斓。可以做一下摘记，读后同桌之间交流。

三、研读重点句段，感受彩色非洲。

非洲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课文里的语言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寻找描写颜色的词。

(1)像“色彩斑斓”这样描写颜色的词就用了好些，你能找出
几个来吗?跳读课文，划词，交流。

(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七彩、五光十色、花花绿绿、多姿多
彩)

(2)在寻找这些描写颜色的词语中你有什么感触?(非洲的色彩
不仅多，而且大多鲜亮耀眼;作者描写颜色的词语很丰富。)

2、师：课文不仅用了丰富的颜色词汇描绘彩色的非洲，还用
了许多独有的方式展现非洲的五彩斑斓。请同学们选择最吸
引你的一段文字细读，感受非洲的魅力和课文语言表达的特
色。

四、课堂总结

非洲是一方热土，他古朴、自然、美丽;他吸引了世界人的目
光，他更呼唤人们对和平的心态对待这片淳朴的土地;非洲人
正渴望你伸出友谊之手，共同保护这片奇异的土地。

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词。

2、了解本文的主旨。

3、教导学生保护水资源。

4、了解非洲文化。



二、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产生疑问。

1.师：今天我们先来聊聊非洲。板书：非洲(同学们交流以前
对非洲的了解。)

生：我从以前学过的课文《梦想的力量》，知道非洲是一个
缺饮用水的地方!

生：非洲黑种人居多，非洲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生：非洲是个贫穷落后，怪病丛生的地方

生：老师，为什么说非洲是彩色的?

师：是啊!孩子们，为什么说非洲是彩色的呢?大家想知道吗?

生：(齐答)想

3.师：这节课就让我们随作者彭仁一起走进彩色的非洲，去
感受非洲那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异域文化，大家坐好，非洲之
旅已经开始了。

(二)、带入情境，走进文本

1.师播放课件：非洲风光视频

2.欣赏后交流感受。

师：说一说，你现在的感受又是什么?

生：非洲原来如此美丽!

生：非洲有着很多美丽、迷人的风光，



生：非洲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足以让人满怀赞叹。

3.你们的感受在文章里可以找得到!

请大家快速浏览课文，读准字音，字词，找出表达作者对非
洲真切感受的两个句子。

刚才读了课文，现在老师要看看书上的生词你们自学的怎样：

色彩斑斓 炽热 充沛 硕大 火炬树 巨蟒 渗透 奥旺多 聆听
木薯 红沙瓤 强悍 粗犷 篝火(指名读)

读得真好，同学们自主识字的能力真棒!

4.谁能说一说表达作者对非洲真切感受的句子。

生：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生：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师随学生汇报，课件出示这两个句子。(课件)

师：同学们，读一读这两个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生：都是感叹句;

生：一个在课文的前面，一个在文章的最后，前后呼应，与
课题照应

5.师：你们真细心!这两个句子分别放在课文的首尾，表达的
意思相同，照应课题，像这样的写作方法叫做前后呼应。(板
书：色彩斑斓 多姿多彩)作者是怎么赞美非洲的?让我们来学
着作者的语气一起赞美非洲吧!(生齐读：非洲真是一个色彩
斑斓的世界!)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看大屏幕要求(出示)



6.默读课文，思考：“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
在哪些方面?文中又用了哪些精美的词句来具体描绘非洲的色
彩斑斓。用笔写一写，记一记，然后同桌之间交流。

师课件出示填空题：

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那里的是彩色的，

那里的是彩色的，

那里的是彩色的，

那里的是彩色的，

那里的是彩色的。

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学生汇报

生：那里骄阳蓝天是彩色的

生：那里的植物世界是彩色的

生：那里的动物世界是彩色的

生：那里的艺术是彩色的

生：那里的日常生活是彩色的

师结合此处课件，引导学生体会出文章在结构上采用了总—
分—总的写作方法



师：在文中作者又用了哪些精美的词句来具体描绘非洲的色
彩斑斓呢，大家自由汇报(充当小导游进行介绍)。

生：漫山遍野的芒果树，开的是星星点点的白花，高大的仙
人树开的是金灿灿的黄花，极为普通的玉兰树高擎着白色或
白里透青的玉杯，更为常见的火炬树，绽开的红艳艳的花朵
比绿叶还多，一棵似一团烈火，一排是一片落霞。

生：在扎伊尔维龙加天然动物园里，有七彩的巨蟒，黑白相
间的斑马，有数不清的红羽鸟、各种颜色交织的五彩鸟，有
美丽温顺的梅花鹿，更有非洲雄狮、河马、金钱豹和象群。

生：黑人兄弟的住房，虽然大都是不甚宽大的白铁顶房，但
许多房子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你若住在宾馆里，房内房外
皆是绿色和彩色。

师：通过大家的发言，老师也感受到了非洲的色彩斑斓，下
面让我们随着图片去感受一下非洲的五彩缤纷。

(三)、欣赏课件，领略彩色的非洲

1.欣赏风情，引导学生浏览教师制作的彩色的非洲网页，让
学生从视觉上直观感受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2.再回文本读文

3.我当小导游：

现在请大家放慢脚步，看看非洲的哪一处风景最让你心动，
为什么?然后当一回导游向大家介绍。(自由练习，巡视指导)

(四)、总结全文,(爱心将让非洲变得更美丽)

非洲是一方热土，古朴自然、迷人美丽，它吸引了世界上众
多关注的目光，非洲是彩色的，色彩斑斓，多姿多彩。同学



们，这是一片如此美丽的土地。但是，疾病、战乱、缺乏饮
用水……仍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非洲的
儿童则是这些问题最严重的受害者，他们渴望喝上纯净的饮
用水，它们渴望健康，他们渴望你伸出友爱，援助之手，共
同保护和建设这片奇异而又淳朴的的土地。爱心将让非洲变
得更美丽。

三、教学结束：

课后习作：

给非洲小朋友的一封信。

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

1、通过学习课文，了解武松是个勇敢无畏、豪迈倔强的人。

2、能够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3、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4、通过讨论明白学习这篇课文与现在提倡野生动物保护法并
不矛盾，我们要学习的是武松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教学重点：

武松打虎是怎样打死猛虎，从而体会武松的勇敢无畏的英雄
气概。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



一、谈话导入  ，揭示课题。

我国古代有四大名著，《水浒传》就是其中的一部，它请讲
述了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故事。书中刻画了许多英雄人物，
据说有一百零八位，武松就是其中的一位。谈到武松大家想
到什么事？对了，是打锰虎。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景阳冈》。

二、初学课文，理清课文结构

1、自读课文，思考问题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是按怎样的顺序写的？

（2）完成课后填空1。

（分别是喝酒---上冈---打虎---下冈）

2、检查自学情况

（1）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2）交流填空题1

（3）你认为哪一部分写得最精彩？

三、学习重点部分武松打虎

分小组讨论

1、武松是怎样打死锰虎的？用自已的话说说。

2、你从中体会到武松是个怎样的人？

3、有感情的朗读这部分内容



（1）自读练习

（2）指名读，学生点评。

四、展开讨论，延伸课外，深化中心。

提供一则新闻

一个饿熊闯进一家农户对其农人进行嘶咬，可是村民却束手
无策，原因是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熊是属于国家保护动
物，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擅自伤害。待村长打电话请示上级后
再去营救那村民，那村民已被熊咬死。

提出讨论题

（通过讨论让学生明白我们要学习的是武松勇敢无畏的精神，
并不是人人去打虎，而当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还是应当
机立断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