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通用9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一

一、谈话导入新课、质疑：

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什么了？桑娜一家和西蒙一家是什么关
系？你还想知道什么？

二、理解课文

1、桑娜和西蒙两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打开书，放开声音
读1――7自然段，边读边填空，先自己填，然后同桌交流。

2、他们的确是穷啊，可是当西蒙死后，桑娜是怎样对待西蒙
家的两个孩子的呢？迅速浏览有关段落，用一句话来概括。

3、当桑娜把孩子抱回家，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默
读8――11自然段，边读边把桑娜是怎样想的划下来，划好后
大声朗读一遍。

（1）指名读划下来的句子。

（2）出示投影：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做，但是她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指名读――齐读――指名说：你觉得桑娜是怎样的一个人？

把这种善良读出来。通过你的读要让人感到桑娜的善良，应



该怎样读。练读――指名读――说：你为什么这样读。

4、桑娜的确是善良，可是当她真的把孩子抱回家的时候，她
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

出示投影：“她忐忑不安的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
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
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
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揍我一顿也好！”

（1）指名读――想：桑娜的内心有什么变化

（2）再读这段话：读出由害怕、紧张、矛盾到坚定。

（3）自己再读读这段话，看看还有那些不懂的。

（4）处理五个省略号

a、看第一个省略号，他忐忑不安的想……受得了吗……如果
你是桑娜你会怎么想――学生说第一个省略号。

b、一个省略号看出桑娜思绪万千，以下四个你任选一个，就
照刚才的方法，想一想桑娜会想些什么？但要记住你就是桑
娜。

（先自己准备，准备好后同桌交流。）

c、通过对省略号的理解，我们知道了，桑娜抱回这两个孩子
心里充满了矛盾，那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一读到省略号
就要想一想，要读出桑娜矛盾的心理。自己试着读读-指名读。

5、我们体会到了桑娜的高尚品质，打开书看看，跟桑娜有同
样品质的人还有谁,自己读12自然段。



6当桑娜把西蒙家的情况告诉丈夫后，她的丈夫有什么表现呢？
齐读24自然段。

（1）处理“熬”。这个字还可以换成什么，为什么用“熬”
不用别的。

（2）通过这个熬，将来渔夫和桑娜的生活将怎样？（生命受
到威胁，流落街头。板书：牺牲自己）

师：课文学完了，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
课文通篇除了课题之外，找不到一个穷字，然而在字里行间
却处处反映了穷人的贫穷和困苦；全文也没有一个美字，而
文章通篇却赞美了穷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美好情感，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业：学习第9段的写法，写一个心理活动的片段。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二

一、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战士对藏族同胞的
关心与爱护，感悟藏民与红军之间的鱼水深情。

二、教学重难点：

1.理解朱总司令的话，体会其中包含的意思。

2.理解红军被成为菩萨的原因。



三、教具准备：

ppt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忆，揭题导入

1.回忆《朱德的扁担》，谈谈对朱德的认识

2.揭题

3.指名朗读与课题相对应的课文段落

4.解题：菩萨一样的兵，菩萨一样的司令说的是谁?

5.再读课题

(二)探究体悟

1.躲红军

反动军队对老百姓做了哪些坏事?

师穿插介绍红军

(ppt)理解“藏族同胞……谁也不露面。”

(1)抓住关键词体会藏胞的害怕程度

(2)指导朗读

朱德总司令得知后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担心——，他忧
虑——，他不想看到——。



对比：反动军队的司令会着急吗?

2.找藏胞

(1)(ppt)指名读

(2)加标点再读，体会语气

(3)对比：要是反动军队会去找找藏胞吗?

(4)指导朗读

(5)生自由读四至七段，思考：还能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他们有
菩萨般的心肠?

3.抢春耕

(1)汇报：“不能让藏胞来年挨饿……结果……”

指名读并说原因

理解：朱德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怕藏胞挨饿。

因为种自己的地来不得一丝一毫马虎，所以朱德同志要求战
士用心耕种。

指导朗读

理解第二句话并指导朗读

了解红军在长征途中所吃的苦，所受的累

对比：反动军队会这么做吗?

(2)汇报：“这也怨不得……抢种上。”



挡住百姓眼睛的乌云是谁?

朱总司令着急吗?为什么而急?

对比：想藏胞之所想，急藏胞之所急

(3)再读朱总司令的三段话

4.夸红军

(1)得知这一消息的藏胞悄悄返回家园，也许他们在想什么?

(2)看到红军不仅不拿他们的一针一线，还打扫，整治，他们
又会说什么呢?

组内练说

班内交流

(3)他们以前伤心流泪是因为——，他们现在感动得流泪是因
为——。

(三)延伸内化

1.过渡：同学们，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解放军继承了他们
的优良传统，不仅把种子种在了藏胞的心间，也种在了我们
每个人的心坎里。

2.看图感受：看，面对猝不及防的雪灾，人民解放军不畏惧
艰难险阻;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人民解放军把自己的生命置
之度外。

3.回归课题：他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可亲可敬的——(读
题)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三

四年级要完成由中年级向高年级的过渡。通过学习，要能达
到课程标准规定的中年段的教学目标，为高年级的语文学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除了扎实的语言文字的基础外，
还包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

一、学生情况分析

根据我与前任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广泛交流，了解到本班学
生思维相当活跃，个性张扬，学习兴趣比较浓，主动性较强。
但是孩子们基础知识不牢固，学习习惯不够好，心浮气躁。
据前任老师给我讲:本班孩子打上课铃以后迟迟不回教室，上
课时忙着各说各的，不善于倾听别人的观点和意见，对最基
础的知识点不放在眼里，协作精神差，集体观念不够强，缺
乏最基本的纪律观念……看来，教学的着眼点不应仅仅停留
在语文教学上，更不能仅仅看孩子们的成绩，而应该从他们
的做人和做事抓起，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二、本册教材的基本结构

本册教材仍以专题形式组织内容:导语，课例(精读课文，略
读课文，思考练习，阅读链接，资料袋)，词语盘点，语文园地
(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展示台或成语故事
等)。

三、本册教材的教学目标

本册通过精美的选文，在语言学习过程的熏陶和感染中，培
养学生丰富的情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在识字
写字，课文阅读教学，口语交际，作文，综合性学习等学习
和活动中，达到中年级的上阶段教学目标。

本册学习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认字200个，会写200，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

2．会使用字典，词典，有独立识字的能力。能用钢笔熟练书
写正楷字。

3．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5．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能复述叙事性课文的大意。

6．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

7．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听人说话能把握主要内容，并能简要转述。能清楚明白地讲
述见闻，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8．留心周围事物，勤于书面表达。能把内容写得比较清楚，
比较具体。会写简短的书信便条。能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
的词句。

9．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有目的地搜集资料，提出不懂的问
题，开展讨论，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四、落实教学目标的基本措施

一、营造自主学习的情境。

本册教科书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创设了具体的学习情境，这种
学习情境的创设主要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实现的。

1．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阅读课文，通过想象文中的描写建
立生活影像，通过对照文中人物的心灵来净化自己的心灵，
实现有意义的阅读。通过对文章结构形式的揣摩和推测，理



解文章的内容，达到和人物心灵沟通的境界。

2．学生与文本作者对话。作者写文章是和读者交流，学生边
读书边理解，就是在和作者交流。通过引导使学生的思想和
作者的写作意图达成一致，读明白作者的想法。

3．学生与学习伙伴对话。人教版教科书，在“语文园地”中
安排了两个学习伙伴。其实，学生完全可以把其中一个想象
成自己，另一个就是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学习伙伴。学生通过
阅读这样的对话，能够进入学习情境，也能激发自己的想象，
能通过学习伙伴的对话，碰撞出思维火花，从而点燃学习语
文的热情。

4．学生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别人有的
感觉我有没有呢别人看到的景象我能不能看到呢教科书的编
者就是用这样的阅读提示语，给学生一个具体的环境，给学
生一个心灵的启示，让学生去问问自己。教科书通过具体的
语言，为学生营造了学习环境。最终使学生达到和周围人和
自然万物的对话，启迪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进而掌
握语文学习的规律。

二、促进学习方式的改变。

语文学习有其内在的规律，语文学习也有一个基本的步骤。
教科书的呈现方式就是让学生从内心触摸到语文，在实际的
语文学习中能习得方法，慢慢找到学习规律。

人教版教科书有着自己的教科书话语表述系统，这是不同于
教师教学的话语系统，同时又指导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而言，学生容易接受的是亲切的和自己交
流的语言。人教版教科书在这一点尤其突出，“我
想……”“我要……”“我一定……”，从学生的角度进行
设计，给学生更多关注，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指引。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学习
方式，每个单元前都有“导语”，课与课之间有“链接语”，
精读课文中“泡泡语”，有的导入学习活动，有的指导学习
活动，有的提出学习目标，有的提示学习方式，能引导学生
自己阅读。教科书通过自己的表述方式，指引学生应该逐步
建构起这样的语文学习过程。

五、具体教学内容及教学注意问题

一：识字、写字

完成认字任务主要靠学生自查自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适当检
查，少数字作指导。

要求写的字，要把写字任务妥善安排在教学过程中，课内有
比较从容的时间，不要把写字作业留到课外。

二：阅读课

1.要练习朗读和默读，注意检查效果，不流于形式。

2.根据课外不同特点，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理解文章内容，
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应注意学生的自主阅读。

3.还要注意领悟和学习作者表情达意的方法。

4.重视培养学生积累语言的兴趣和主动积累语言的习惯。

5.要向课外扩展延伸。

三：口语交际

要在听与说的双向互动中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四：习作



1.写实习作要强调如实表达，写想象习作，鼓励学生大胆想
象。

2.注意激发兴趣，让学生不拘形式地自由表达。

3.重视习作以后的交流和展示。

4.注意引导学生修改自己的习作。

五：综合性学习

1.通过布置，使学生明确任务。

2.在学生自行开展活动中，要时时关心，了解开展情况，及
时表扬好的做法，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3.采用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交流。

六、教学进度表

周次

教学内容

11观潮

22雅鲁藏布大峡谷3鸟的天堂4火烧云

3语文园地一5古诗两首

46爬山虎的脚7蟋蟀的住宅8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

5语文园地二9巨人的花园

610幸福是什么



711去年的树12小木偶的故事

8语文园地三13白鹅

914白公鹅15猫16母鸡

10语文园地四17长城

1118颐和园19秦兵马俑语文园地五

1220古诗两首21搭石22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1323卡罗纳24给予是快乐的语文园地六

1425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26那片绿绿的爬山虎27乌塔

1528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语文园地七

1629呼风唤雨的世纪30电脑住宅31飞向蓝天的恐龙

1732飞船上的特殊乘客语文园地八

18期末复习

19期末复习

20期末考试

王正洪

.9.

[四年级语文上册教学计划(人教新课标四年级上册)]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天山之夏的美景。

2、学习由上至下、由外至内的描写方法。

3、背诵课文

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天山之夏的
美景。

难点：学习课文中的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1、导入课题同学们，你们喜欢旅游吗?你去过什么地方?今天
老师就带领全班同学去新疆旅游，去看看那里的天山之
夏。(板书课题、幻灯片播放地图)

3、文章结构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从那些字可以看出来?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天山之夏的美景。

2、学习由上至下、由外至内的描写方法。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1、导入课题同学们，你们喜欢旅游吗?你去过什么地方?今天
老师就带领全班同学去新疆旅游，去看看那里的天山之
夏。(板书课题、幻灯片播放地图)

3、文章结构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从那些字可以看出来?

(移步换景：进入天山-再往里走-再往里走)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读完课文，天山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谈谈你的感受。(幽静、
繁花似锦、五彩缤纷…)

2、文章抓住了天山什么特点来写的?(“静”美)

3、图片欣赏，了解新疆，了解天山(老师想请一个小导游来
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讲解，从图片让我们整体感受一下天山
独特的韵味，谁愿意试一试?)

三、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一定有同学迫不及待想去了，那我们就出发吧。来到新疆，
可正是七月，到处都是戈壁滩，炎暑逼人。那我们就一起骑
马上天山避暑吧。

(一)进入天山

进入天山，你看到了哪些景物?有什么特点?主要采用什么方
法写的?

景物：雪峰、溪流

特点：雪峰(高、大、白)



溪流(急、清、活)(男女分别读雪峰和溪流的句子)

写法：衬托，如：以蓝天和云影衬托雪峰之高大、静美;以溪
流、游鱼的活跃衬托天山的寂静。比喻，如：说白云在雪峰
上留下一朵朵“暗花”;溪流的浪花似盛开的“白莲”。

小结：由上至下，写了天山的雪峰高、大、白的特点和溪流
急、清、活的特点。突出了天山寂静的特点。

(二)再往里走

不要背着迷人的寂静的雪山溪流牵绊了我们的脚步，我们继
续前进，再往里走，相信里面还有更加美的景色在等着我们。
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写了原始森林什么特点?突出了
天山的什么特点?(视觉)密密的塔松像撑开的巨伞，重重叠叠
的枝丫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

(密、绿、)(听觉)马蹄溅起的水声;远处的几声鸟鸣(幽)

小结：以动衬静，写了天山原始森林密、绿、幽的特点，突
出了天山密林的幽静。

(三)再往里走

1、山脚像秋天似的凉爽，再往里走就到了春天了。真是“一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为什么到了这里就像是春天了?你喜
欢这片花海吗?(齐读第四自然段)像….像….像….写出了野
花多、高、艳的特点。谁能模仿这个句子写一段话?“马走在
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显得格外精神”所以作
者不禁要赞美“虽然这时天山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
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里的无边繁花呢”(改成陈述句：虽然这
时天山并不是春天，但是没有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里
的无边繁花。)反问句，加强语气，更能表达了作者对野花的
喜爱与赞美之情。



小结：连用三个比喻构成一组排比句写出了野花高、艳、多
的特点。

2、走出这片原始森林，穿过着花的海洋，我们到了这奇丽的
千里牧场。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千里牧场的?突出了它什
么特点?(由外至内，辽阔、风平浪静)小结：由外至内，写了
这像织锦一样的花海和这无边的牧场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
骑着马我们轻轻的走，静静的感受天山的“静”美，静静的
徜徉在这美妙的人间天堂，这就是天山之夏。思考这句话的
作用，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总结全文，表达了作者对天
山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四、课堂小结

谈谈这次天山之旅你有什么收获?

1、看到了天山的美景

2、学习了写作方法描写顺序(由上至下、由外至内等)修辞手法
(比喻、夸张、反问等)

3、积累了很多优美的词句。

五、拓展训练

练笔：选择一处你熟悉的地方，试着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完
成一篇小习作。推荐：文章节选碧野的《七月的天山》，课
后有时间请同学读一读整篇文章。

板书设计

天山之夏

进入天山



雪峰(高、大、白)

溪流(急、清、活)

人间天堂

移步换景

再往里走

原始森林(密、绿、幽)

“静”美再往里走

野花(高、艳、多)

牧场(辽阔、风平浪静)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五

1、能在读文中理解“水泄不通、悦耳动听、哀伤凄婉、凄厉、
四面楚歌、千古佳话”等词语的意思。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用把课题补充具体的方法概括课文
主要内容。

3、能在研读课文中感悟孤城凄凉的意境和胡笳曲的魅力。

4、知道四面楚歌的故事，感受名将刘琨的勇敢和智慧。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1同学们，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不少成语都是



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精彩故事的缩影。如我们曾经学过的完璧
归赵、起死回生、卧薪尝胆。今天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成
语。

(媒体出示词语：闻鸡起舞)

2谁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

3简介刘琨：他是西晋末年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同时
也是一位音乐家、他精通音律，曾创作了《胡笳五弄》。

4今天我们学的课文就讲述了一个与刘琨有关的历史故事。

(板书课题：一曲胡笳救孤城)

5读课题，认识胡笳乐器

(媒体出示胡笳图和文字资料：胡笳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
种乐器，也是匈奴人最喜欢的一种乐器。它类似笛子。民间
又称潮尔，冒顿潮尔。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等。)

6一读课题，我们的脑海中马上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
是“一曲胡笳怎么能救一座孤城”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
道，回到西晋末年，解开这个谜底。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正音：并州刺史、边塞

3、课文中的词语你们都理解了吗?让我们做个小游戏，同学
们来猜一猜好吗?



(1)这是个四字词语，经常形容十分拥挤或包围得十分严密，
好象连水都不能泄出。

(媒体出示词语：水泄不通)

(2)听两段乐曲声，能用文中的哪两个词来表示?

(媒体播放两段乐曲，出示词语并板书：悦耳动听、哀伤凄
婉)

(3)世代流传的美谈。

(媒体出示词语：千古佳话)

4、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故事发生在(西晋)，主人公是(刘琨)，选择性地用上这些词，
加上自己的语言，把课题说说具体。

(媒体出示课题和词语：一曲胡笳救孤城

水泄不通、悦耳动听、哀伤凄婉、千古佳话)

同学们说的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把课题说具体也不失为概
括一篇课文主要内容的办法。

5、阅读史料

故事发生在西晋，这就是西晋的地图。这块区域就是并州，
这是晋阳城，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这块就是匈奴活动的区
域。

(媒体出示地图)

6、齐读第一小节



(媒体出示课文第一小节)

三、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1、了解背景理解“孤城”

(1)从刚才的史料中我们知道“孤城”其实就是晋阳城。“孤
城”的“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读读第二小节找找句子。

(媒体出示句子：几天过去了，援军还未来到。城里的兵力在
减弱，粮食在减少。)

(2)原来称晋阳城是“孤城”有这样几个原因：

(师生共同概括并板书：援军未到、兵力减弱、粮食减少)

“孤城”的“孤”原来还带有“孤立无援”的意思。

(3)齐读第二小节

2、得到启发吹起胡笳

(媒体出示图片：冷月荒漠图)

这番景色在刘琨的眼中可和你们不一样，是怎样的呢?读读课
文，找找句子。

(媒体出示句子：刘琨凝视远方，面对边塞的冷月、荒漠、山
丘、孤城……禁不住发出一声声长啸。)

(2)同样是这些景物，为什么在刘琨眼中，月亮是“冷”的，
沙漠是“荒”的?

(媒体出示：“冷”、“荒”变红)



(媒体出示句子：刘琨凝视远方，面对边塞的冷月、荒漠、山
丘、孤城……他想：()禁不住发出一声声长啸。)

(4)刚才你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刘琨当时的想法。让我们
把刘琨的着急、忧愁、孤独融入到句子中，来读一读吧。

(媒体出示句子：刘琨凝视远方，面对边塞的冷月、荒漠、山
丘、孤城……禁不住发出一声声长啸。)

(5)个别读、朗读指导，给予点评、男生读、齐读。

(6)这是一声声凄厉的长啸，刚才我们学过凄婉这个词，能不
能说凄婉的长箫?比较句子

(媒体出示句子：

那一声声凄厉的长啸，在夜深人静时传得很远，传到匈奴的
兵营，把匈奴兵惊醒了。

那一声声凄婉的长啸，在夜深人静时传得很远，传到匈奴的
兵营，把匈奴兵惊醒了。

(7)凄婉带有婉转，形容乐曲声。而凄厉带有尖锐的意思。指
导朗读。

(8)没想到这情到浓时发出的一声声长啸惊醒了匈奴兵，也启
发了刘琨，让他想起了当年项羽八千兵马被“四面楚歌”唱
败的故事，想出了用“胡笳曲”救晋阳城的计谋。

3、理解救孤城的原因，感受胡笳曲的魅力

(1)让我们看看“四面楚歌”到底讲了一件什么事。

(媒体出示录象：秦朝末年，楚汉相争，项羽的楚军被刘邦带
领的汉军重重包围，刘邦命人唱起了楚歌。楚军听见四周传



来的他们家乡的楚歌，军心动摇，战斗失败。最终项羽在乌
江边自刎。)

(媒体出示句子：项羽的部下听到楚歌，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军心动摇，战斗失败。)

(2)读读第7小节，你会马上明白一曲胡笳救一座孤城的原因，
用简短的话说一说。(板书：瓦解军心)

(3)胡笳曲怎么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呢?使匈奴人甘愿做逃兵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匈奴人原来的生活。

(媒体出示草原图片，老师解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现牛羊。匈奴人在草原上牧马放羊，树林里狩猎捕鱼，蒙古
包里与亲人快乐地生活。与朋友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而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冷月、荒漠、山丘、孤城。这样的对比
是何等的强烈。这时传来的胡笳曲会让匈奴人作何感想呢?设
想一下，你就是那个匈奴士兵，离家已久，你听到了胡笳曲
会作何感想呢?)

(媒体出示说话练习)

悦耳动听的胡笳曲，让我想起了()。

哀伤凄婉的胡笳曲，让我想起了()。

(4)指导朗读：

(媒体出示句子：

胡笳曲是那么悦耳动听，又是那么哀伤凄婉，就像是年老的
慈母在呼唤久别的孩子，又像是年轻的妻子在思念在外的丈
夫……)



(5)什么也抵挡不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对长期在外作战
的士兵更是如此。这浓浓的思乡之情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这两
句诗：

(媒体出示诗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四、课堂总结，复习巩固

1让我们再回到课文，读读描写刘琨的语句，说说你读出了一
个怎样的刘琨呢?

2难怪诗人陆游会做出这番评价

(媒体出示诗句：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五、课后拓展，布置作业

1抄写词语：水泄不通、悦耳动听、哀伤凄婉、凄厉、四面楚
歌、千古佳话

__2拓展作业：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像刘琨这样足智多谋的
将领，有许多像一曲胡笳救孤城这样不战而胜的战役。其中，
诸葛亮的空城计与本课有异曲同工之妙!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
来看一看。

(媒体出示图片：空城计)

板书：悦耳动听援军未到

一曲胡笳救孤城兵力减弱

哀伤凄婉粮食减少



瓦解军心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六

复习内容：

一、听写词语。

1、听写词语：

2、同桌互批

3、找出易错字，师生共同修改，加深印象。

4、齐读。

二、复习成语。

1、读一读练习上的成语积累。

2、同桌互背。

3、听写成语。

4、同桌互批。

5、点出易错字，帮助记忆。

6、齐背成语。

三、按事情发展顺序，把下面句子整理成一段通顺的话，在
括号里标上序号。

()小船顺着水流向前漂去。



()看着一只只小船漂远了,我们心里在说:“小纸船,希望你漂
到大海去。”

()星期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小溪边。

()我们拍着手，沿着小溪追着小船。

()我们用五色彩纸折成一只只小船，放在水里。

四、把句子补充完整，并加上标点。

1、荷花

2、（），多开心啊

3、下课了老师对我说（）。

指名交流，师总结。

提醒一定不能忘记加上标点。

复习引号的用法。

养成好的习惯，句子填完后要再用心读一读。

五、复习课文。

1、采用齐读、听读、分组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复习本单
元的内容。

2、回答《掌声》一课课后习题四的内容。

3、出示填空：

沃克医生失声喊道：“了不起！你是一个真正的（），一块



会说话的（）！你不是普通的军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

4、听答。

5、把听到的内容写下来，同桌互批。

6、齐答。

六、选词填空。

宽阔辽阔广阔

1．南沙群岛位于我国（）的南海之中。

2．一辆宝蓝色的小汽车奔驰在（）的公路上。

3．牛羊在（）的草地上嬉戏玩耍

强烈热烈剧烈

1．她的歌声刚停，音乐厅里就响起一阵（）的掌声。

2．课间，我们不能玩太（）的活动。

3．中午，（）的太阳光刺得我们睁不开眼

七、阅读短文，完成练习（10分）

蜂鸟

世界上最小最小的一种鸟，叫蜂鸟。它的身体像一只黄蜂那
么大，体重只有1.5克―2克。不过它飞得很快，在花间飞翔，
好像花丛中的颗颗流星。你刚想看清楚是什么东西时，它却
一闪就不见了。



凤凰、孔雀在人们的心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鸟。但是，蜂鸟
比它们更美丽。它那羽毛，简直就像戏台上仙女的衣裳一样，
五光十色，变幻无穷。

1、短文写了蜂鸟的三个特点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用“――――”画出文中打比方的句子，是把比作。

3、“五光十色”形容颜色多，你还能写出与“五光十色”意
思相近的词吗？、

4、你喜欢蜂鸟吗？为什么？

八、复习作业（见试卷）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七

1.知识与能力

(1)掌握写文章首先要确定好主旨的基本方法。

(2)围绕中心选择好的材料。

2.过程与方法

评改结合，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3.情感与价值

在习作中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培养写作的兴趣，提高写作
的能力。

二、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学习围绕中心把内容写具体的表达方法。

三、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围绕中心进行习作。

四、教学工程：

(一)复习学过的课文领悟写法

(二)初试身手

1.给出题目，给出材料，围绕中心作判断：戏迷爷爷

2.给出题目，围绕中心选择材料：好动的公鸡

3.围绕中心选材料应注意：

(三)明确习作内容与要求

1.甜乐泪暖悔望迷妙变忙寻让

2.选择一个感受最深的汉字写一篇习作。首先根据汉字的文
化内涵确定自己要写的中心意思。

3.根据中心意思，先列提纲，确定出自己选择的事例或哪几
个方面。

(四)确定中心，列出提纲

提纲示例：甜

(五)交流提纲，互提建议

1.把写好的提纲和同学交换，请同学读一读。



2.看看同学的提纲，选择的材料是不是能够表达中心意思，
提出合理的建议。

3.根据同学合理的建议做修改。

(六)独立思考，认真写作

1.根据修改后的提纲写作文。

2.注意重点部分一定要写详细、具体。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八

课前透视：

司马光是我国宋代伟大的史学家。这篇课文讲的是他七岁的
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全文情节生动，叙事性强，利于激发
学生读书兴趣，浅显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沉着、机
智、勇敢、聪明的小司马光形象，对学生也起到了一定的榜
样感召作用。

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课文内容相对熟悉，但是城乡学
生会存在差别，教学中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抓住课文故事
性强的特点，突出以读为主的线索，促使学生在读中熟悉，
读中感悟，读中思考，进而体会司马光的机智、勇敢。同时
应结合课文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增进对课文的理解感悟。

教学目标：

1、认识“司、假”等13个生字，会写“别、到”等6个字。

2、能正、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通过朗读来
感悟司马光遇到紧急情况，沉着、勇敢、果断救人的品质。



3、能从课文插图中观察出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

4、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识字写字，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1.导言：同学们，在距今九百多年前，也就是在我国北宋时
期有历史学家，他就是司马光，这篇课文讲述的就是司马光
小时候的一件事。

2.哪个同学对司马光有了解呢?请你说一说。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学生简述画面的内容。(出示有关课件)(图上画的是花园的
一角，有假山和树木。花园里有五个小朋友，他们中的一个
正从被砸破的缸里往外爬，其他人有的在一旁看，有的去喊
人……其中蹲在缸边、扶着往外爬的孩子的那个小孩子就是
司马光)

3.回答：这一课写的是司马光的一件什么事?

三、学习生字、词。

1.边读课文边画出生字生词。



2.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的字音。

3.小组内互相交流，互相读着，听对方读得对不对?不对请给
以纠正。

4.汇报：指名读字音，如有不对的及时纠正

5.记住字形：

学生交流识字方法，如换偏旁、猜字谜、组词识字等。

四、讨论(读书交流，理清故事内容。)

1.指名分段读文，引导学生思考课前提出的不懂的问题

2.分组讨论，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读懂的问题。

五、写字

2.自由练写，教师有意识地指导难点字：如“那、都”两字
中的“双耳”的写法。

3.书写展示，相互评价，引导学生把不好写的字多写几遍。

五、作业

1.抄写生字。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语

二、朗读、理解课文



1.指名读课文，数数全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2.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读了这段，你读懂了什么?

(2)“古时候”是指什么时候?你还知道哪些朝代?

3.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1)指名读，深入地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2)结合书上的内容和图上的画画，请你说说：这是一口怎样
的水缸?

(缸很大，比小孩还要高，缸里装满了水(课件播放)

(3)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读这段文字，把你感受最深的句子渎给
你的同桌听—听。

4.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自由读这段，思考：正当孩子们玩得高兴时，发生了什么
事情呢?

(3)为什么着急呢?掉进缸里的小孩子面临着哪些危险呢?

(4)你准备怎么读?

(5)组内练读后，全班汇报读。

5.学习课文第四自然段。

(])思考：小朋友们为什么这么惊慌?(因为这关系到人的性命，
大家都很害怕，又毫无办法)



(2)练习朗读，读出惊慌、害怕的语气。

(3)小组内练渎。

(4)个别同学展示读。其他同学进行评价。

(5)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个小朋友去叫大人，大人来
了能不能救出孩子呢?他的方法好吗?小组讨论。(这个办法不
好。虽然大人个子高或者能想办法去解救孩子，但是等大人
来了，孩子的性命不一定能保住)

6.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第五自然段。

(1)自由读第五自然段，思考：司马光的表现与其他人有什么
不同?

(遇事不慌，很沉着)试着用这样的语气读读这段。

(2)试着做司马光时的动作。评议：谁表演得好?为什么?

(学生砸缸的动作要十分用力，才能体现是“使劲砸”)为什
么司马光要用这么大的力气?小组讨论。(因为这样才能很快
地把缸砸破，救出小朋友)

(3)练习朗读，读出自己的体会。

(4)讨论司马光的做法好在哪。(司马光的办法最好，因为缸
大，水深，水对缸中小朋友威胁最大，如果让水流出来，小
朋友不就得救了吗?所以他想到砸缸，并且用力砸，赢得了时
间)(5)小组讨论：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遇事不慌、
善于动脑筋、聪明勇敢的孩子)

(6)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读这一段。

7.学习课文第六自然段。



(1)自己读读这段。思考：应该用怎样的语气来读这段?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

8.发散思维训练

还有别的方法救出落水的小孩吗?

三、总结全文

齐读全文，释疑

小学语文教案人教版篇九

教学要求：

1、认读生字、词语，读懂课文。

2、教育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要沉着、冷静，只有动脑筋，才能

想出好办法。

教学重点：让学生明白的前因后果。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具：小黑板、生字卡片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读通课文。

2、认读、拼读词语。



教学过程：

1、定向。

(1)读通课文，提出要求。

(2)思考：谁，请介绍一下这位名人。

2、自学课文。

要求划下新词，思考问题。(老师来回巡视，指导困难生

发现问题，帮助解决)

3、练习。

(说话练习)

(1)读通长句。(只听扑通一声，一个躲在假山上的小朋友，

脚下一滑，掉进了旁边一个盛满水的大缸里，一下子就没了
头

顶。)

(2)给课文标段号。

(3)理解谁?介绍司马光。

(清楚“复姓”两个字)

(4)说话练习：“司马光是……”。

4、词语认读。



砸缸伙伴捉迷藏亭子躲在扑通急中生智

哗夸机智勇敢

5、作业。

(1)读课文1遍。

(2)认读词语，完成练习1。

(3)抄写词语1遍。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复习生字、新词，训练朗读。

2、分析课文，学习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

1、填空：。

2、介绍司马光。

3、复习生字、新词。

二、读讲1―2段。

1、读读划划：为什么要?

2、填空：这是一只()缸。(大、厚、重)



3、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砸缸?为什么会来不及?

4、读1、2段。

三、读讲3―4段。

1、自读第三段，圈词：体现别的孩子惊慌的词。(惊0ll，高声

喊道，吓傻了，赶紧)

2、朗读训练，读出孩子们的惊慌。

3、思维训练，理解“没有慌神”和“急中生智”这两个词。

(1)师：没有慌神，说明他怎么样?(很镇定)

(2)急中生智。“急”，司马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第二段

最后一句话)“智”，哪个词突出了智?(砸)

4、说话训练，说清楚司马光的原因。

5。读读演演第四段。

6、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使劲向那口缸砸去?

思考原因：缸大，人小，力气小)

四、词语训练。

1、师：水多吗?哪个词说明水多?(哗哗)

2、师：大家都夸司马光是个机智勇敢的孩子，机智体现在

(想出办法)，勇敢体现在(没有慌神)。



五、说话训练。

夸夸司马光。(你真是个好孩子!)

六、小结。

学了司马光，我们懂得了遇到紧急事件，要沉着

冷静、动脑筋、想办法。

七、作业。

有表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教学要求：

复习词语，朗读课文，听写生词。

教学过程：

1、复习词语：

强调：亭子、捉迷藏、哗、夸，这四个词的读音。

2、朗读课文。

3、听写词语。

强调：稻的第十二笔、藏的第六笔、第十一笔、砸的第七笔

慌字中间没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