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模
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篇一

1.启发学生采用偏旁归类的方法复习汉字。

2.通过词语搭配练习，学习准确运用词语，不断积累词语。

3.了解词语重叠后在表达上的不同，并学说这样的词。学习
猜谜语。

1.“苹果乐园”图及“红苹果”粘贴纸。

2.“房子”图。

3.本课第二题中的词卡。

（一）谈话激趣

秋天到了，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香香甜甜的果子真诱人啊！
今天老师要带着你们漫游语文园地。在园地的深处有一座苹
果乐园，在那里，智慧老人为每个小组准备了一棵苹果树。
哪个小组的小朋友肯动脑筋、会学习，他们小组的苹果树上
就会结出一个个有香又甜的红苹果。（出示苹果园）

（二）我会说

1.出示题目。（出示“房子”图，上面写着偏旁）同学们知



道这些房子里都住着谁吗？（房子里住着带有这些偏旁的字）

2.小组学习。

a.小组的伙伴商量一下，你们要拜访谁的家？（如：我们要
拜访“走字儿”的家）

b.请找出你们拜访的主人，比一比哪个小组找的又快又好。

3.集体交流。小组派代表汇报，教师板书。哪个小组说的最
多，就在哪组的苹果树上贴一个红苹果。

4.口头组词：这些字自己住在房子里多孤单呀，我们给他们
找些好朋友吧！

5.扩展练习：你们能帮他们找一些新邻居吗？（学生交流课
外认识的汉字）

a.在老师分的“房子”图上写上其他偏旁，并说说谁住在里
面。（小组合作学习）

b.集体交流，给说的好的小组贴一个红苹果。

（三）我会连

1.小组合作连线，派代表汇报。

2.游戏“找朋友”：老师将词写在词卡上，分给学生，学生
找到对应的词，然后读出来。（找对了就贴一个红苹果）

3.看图铁词语。（出示相应的图片，让学生把词贴在图下）
瞧！这些图片也来找朋友了，谁来帮帮忙呢？（找对了就贴
一个红苹果）



（四）读读说说

1.过渡：看，苹果树上的红苹果越来越多，小朋友高兴吗？
（高兴）那就让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地来读读这些词语吧！

2.小组讨论：每组前后两个词语有什么不同？

3.集体交流。（谁说的好就给他们小组贴一个红苹果）

4.你知道还有哪些词也能这样说吗？谁愿意向大家展示一下？

（五）我会猜

1.过渡：同学们真聪明，每棵苹果树上的苹果都不相上下。
怎么办呢？智慧老人准备了两则谜语来考大家，看谁能得到
最后的胜利。

2.先自己轻声读一读，读会了就悄悄告诉自己的好朋友。

3.集体交流：分组读谜语、猜谜语，猜对的同学要说说是怎
么猜出来的。

4.扩展活动。

a.在小组里互相猜谜。

b.小组挑战：以小组为单位向其他小组挑战，胜利的一方可
以得到一个红苹果。

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篇二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市万顷沙中心小学　李弄琴】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曾说过：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



由自在地呼吸。心理学研究还表明：人在轻松和谐的环境里，
思维才表现得最活跃。相反，在压抑的思想环境里，在禁锢
的课堂教学气氛中，是很难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活动实
际上就是师生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从而增强师
生情感交融，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过程。所以，在“语
文园地”课堂教学中，只有这种良好的、民主的伙伴关系，
才能进一步创设和谐、愉快、轻松的教学氛围。

《语文园地六》口语交际中的一点思考

重庆市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夏惠云

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口语交际的增
设是一大亮点。它旨在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人与
人之间交往、沟通的意识。面对这一“新鲜事物”。大家都
在积极探索与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口语交际的教学效
果。笔者就自己的教学实践也来谈几点体会。

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激发兴趣。

如何营造口语交际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口语交际兴趣呢？教
师要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创设情境。如人教
版实验教材小学第二册语文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
“六一儿童节”。可让学生带照片互相介绍，回忆自己的快
乐时光；有的小朋友特别想知道老师小时候过“六一”时的
情况，教师可作示范性叙述，语言注意尽量儿童化。教
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自己打算怎么过”这一
环节时，可采取多种有趣的形式交流。如：“打电话”“说
悄悄话”“比一比”，通过这些情境，激发学生口语交际的
兴趣，提高学生交际的质量。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口语交际
的一年级小朋友，老师一定要训练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认真倾听等。当然教
师自己也要认真专注地倾听学生的每一句话，并及时做出适
当的评价。另外，在进行口语交际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讲清



要求，明确交际的目标、内容，并随时提醒。

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要求：

1、知识与技能：

进行口语交际；完成习作教学；学习多音字；积累古诗词；
学习新生字；展示作品

2、过程与方法：

（1）在口语交际中锻炼流利语言，学会写作。

（2）在发现、研究中学习多音字、新生字。

（3）在背诵中积累。

（4）在展示中扩大见识。

3、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读、写、背中训练语言能力。

重难点、关键：1、进行口语交际。2、完成习作。3、背诵古
诗。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进行口语交际。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出示展示课余生活的照片

二、交流看相片的感受。

三、分小组讲自己的课余生活

1、交流自己做了什么事

2、交流自己有什么收获。

3、交流有什么感受。

4、讲讲今后的打算。

四、请讲得好的同学上台讲述自己的课余生活。

1、生讲，师略记条理。

2、予以讲解、梳理。

五、评比。

1、每组选出一个上台。

2、评比谁讲得好。

六、作业 ：回家讲给妈妈听。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完成习作。

教具准备：带上各自与课余生活有关的器具



教学过程 ：

一、激情导入  

1、出示几个同学课余生活的用品：书、画画、乐器……

2、让学生自由讲自己的课余生活。

二、引导写作

1、请几个同学上台讲述。

2、老师点评。

三、写作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

1、掌握多音字。

2、背诵古诗。

3、从生字中学生字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

一、认读生字、区别、组词、掌握多音字

二、古诗

1、出示古诗，学习生字



2、师范读，学生跟读

3、议议诗意：一个小孩坐在河边学钓鱼，他倾斜着身子坐在
草丛中，绿草半掩着他的身体。过路人向他问路，他一句话
也不回答，只是摆手示意不让问路人靠近，唯恐发出响声把
要上钩的鱼儿吓跑了。

三、学习新生字。

四、作业 ：背诵古诗

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篇四

《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一

重庆市九龙坡区课程标准（人教版）实验教科书适用性研究
课题组

口语交际

一、激发兴趣，引入课题

1．生自读这段文字，谈一谈读了这段文字后的感受。

2．师出示长城被破坏的图片，进一步激发学生要保护长城
的`爱心。

3．得出课题：不仅要保护长城，而且要保护其他的文物。

二、具体谈谈保护长城

1．分小组商议保护长城的建议。

2．全班交流。



3．分析总结出一系列保护长城的措施。

三、拓展

1．认识世界遗产标志，以及什么是世界遗产。

2．交流了解，中国有多少世界遗产！

4．怎样来保护世界遗产？

5．形成书面建议或倡议书。

习作

2课时

写导游词

[4]

统编一下语文园地五教学设计篇五

《语文园地三》教学设计一

重庆市九龙坡区课程标准（人教版）实验教科书适用性研究
课题组

教学目标

1．了解童话故事的特点；感受童话故事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2．激发学生喜欢读童话故事的兴趣，并养成边读边想的阅读
习惯。

3．会抓住童话的特点编、写童话；



4．发挥自己的想象才能，展示自己在童话故事方面的收获。

教学重点

了解童话的特点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编写童话故事的'兴趣。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我的发现

1．读小林和小东的对话，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童话具有想象丰富、故事有趣、含有深刻的道理、事物拟
人化，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2．结合自己读的童话故事谈对童话的认识和感受。

日积月累

1．读诗歌

2．谈诗歌的意思

3．有感情地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