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模板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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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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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一

1、复习生字，会写文中要求的6个生字。

2、熟读全文，分角色表演。

3、了解有关蚜虫和七星瓢虫的有关知识。

一、复习生字。

用游戏法进行复习：《捉蚜虫》黑板上画几朵棉花，每朵花
上贴一个画有一只蚜虫的小纸袋，纸袋上写一个生字，袋里
面放一些小的外形剪成虫子形的生字卡片。学生如果认识纸
袋上的字，就可以到袋里面拿一张写有这个字的小卡片，说
明他捉到了一只蚜虫，最后进行统计，看看谁捉到的虫子最
多。

二、学习课文5、6自然段。

1、同学们，老师上节课让你们在课后读课文，找找是谁治好
了棉花姑娘的病，你们找到了吗？（生答：七星瓢虫）

2、课文哪一段写了七星瓢虫给棉花姑娘治病？我们一起来读
一读吧。（齐读第5自然段）

3、这么快就吃光了蚜虫，你们想，棉花姑娘会有什么表情？



课文中用哪个词语告诉我们？（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惊奇）

4、你能学着棉花姑娘的表情来问一问这句话吗？（请学生做
惊奇的表情读：“你们是谁呀？”这句话。）

5、（课件放大七星瓢虫图片）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认识七星
瓢虫了吗？它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学生回答）

6、（出示：斑）谁来说说“斑”字你会怎么记？它还有其他
朋友吗？（斑马、斑白等）

7、不久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棉花姑娘的时候，她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感情来朗读最后这一自然段呢？（学生
讨论后读）

8、出示词组：碧绿碧绿的叶子，学生练习：碧绿碧绿的雪白
雪白的

三、分角色表演读。

1、同学们，在这篇课文学习过程中，你觉得哪些地方让你感
到比较着急，哪些地方又会让你感到轻松而高兴？（学生小
组讨论并反馈）

2、我们今天都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把你们的头饰戴上，
我们一起来读课文，看看哪种小动物读得最有感情。（教师
读旁白，其他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角色读）

3、请一组较优秀的学生上台展示。

4、拓展：当读到最后一句话时，我们小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
表情，那就是“笑”，请你们想想，此时棉花姑娘会笑着说
些什么？（学生想象发言）

四、生字书写。



1、本课要求书写的生字可分三小组进行教学：“只、星”是
上下结构的字，主要特点是“上小下大”；“雪、帮”也是
上下结构的字，特点是“上大下小”，“雪”字的第十
笔“一”不能写出头，在指导学生书写时要求掌握好。“请、
就”同为左右结构的字，注意两边不要分得太开，提
醒“就”字最后一笔“丶”不要落下。

2、请学生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的位置，以及它各部分的大小
宽窄。

3、学生临写，描红练习。师巡回指导。

4、展示优秀学生作业。

五、展示台。

学生互相交流自己课外收集的有关蚜虫、七星瓢虫、棉花的
小知识。

学习目标：

1．认识“姑、娘”等7个生字。会写“只、星”等6个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请求的语气。

3．认识一些对人类有用的鸟类和益虫。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在引导学生了解一些科学常识，让学生有热爱
科学的兴趣。

教学特色：

课文采用童话的形式，寓生物常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



通过棉花姑娘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治病的故事，告诉
我们燕子、啄木鸟、青蛙和七星瓢虫分别吃什么地方害虫的
科学常识。语言符合儿童特点，对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有较强
的启发作用。在教学中着重指导学生个性化的朗读，通过不
同角色的扮演让学生了解各种有益的鸟类和益虫的不同作用，
重体验，轻说教，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科学常识的兴趣。

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角色表演、示范、演示。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二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是怎样帮助你的?当别人遇到了困
难，你又是怎样伸出援助之手的?每个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吧，请你写一件别人帮助你的事，或你帮助别人的事。

1、要选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写。

2、要把自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3、写好后要认真修改。

1、继续练习写叙事文，并学习、巩固通过主要内容的描写表
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方法。

2、通过本次习作，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人与人之问的真情，
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

二课时

一、连接本习作内容，做好选材准备。

请你写一件别人帮助你的事.或你帮助别人的事。”



l、先进行同学问自由交流，相互启发。

2、再认真回忆个人经历，自己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自己

二、明确习作要求，确定习作材料。

1、比较分析所选事例，看看哪一件是印象最深的，为什么会
有如此深的印象。

2、要把事情的经过和你最感动的地方写清楚。

三、树立事件发展过程，确定习作重点。

1、先引导学生体会“要把自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2、再让学生回忆清楚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最后，引导学生通过对应比较，确定自己习作重点内容。

一、学生完成习作。

动笔前，让学生把主要部分说一说，在说的过程中进行指导。

指导重点放在“怎样叙述事件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

二、写好后，读一读，认真修改一下。

三、组织学生进行评议。

四、个人根据评议情况，再次修改自己的习作。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三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其中的8个。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读中感悟叠词的表达效果，会说类似的叠词，并积累叠词。

4.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教育孩子保护自然、保
护环境，并努力为绿化祖国作出贡献。

1.识字、写字。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2课时

1.认识12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森林是各种动物的家，初步了解森林
的作用。

1.识字、写字。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挂图、生字词卡片。

1.小朋友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一课呀?

2.学生齐读。

3.你们知道，小树、小草、帮了山爷爷什么忙吗?

4.许许多多的小树围在一起，就成了森林。森林是什么样的
呢?小朋友们看。(出示挂图)



5.小朋友们你们在森林里都看到了什么?

6.小朋友们，你们想对森林说什么呢?

7.指导读课题。

1.教师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找生字。

2.反馈找生字的情况。

3.认读生字。

4.朗读课文。

5.学生自由读，把课文读通顺，并找找文中哪儿描写的是森
林，哪儿描写的是大家向森林问好。

1.文中哪几自然段写的是森林呢?

2.学生反馈，教师出示句子。

一棵树，两棵树，好多好多树。手挽手，肩并肩，一片绿色
的海洋

3.指名读，其他学生评议。

4.引导学生做动作，理解手挽手，肩并肩。

5.出示挂图再次感知森林的样子。

6.这句话中海洋指的是什么呢?

7.指导朗读。

8.谁向森林问好了?



9.反馈他们各说了什么?

10.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自由读它们说的话组长可以安排角色
朗读。

11.反馈的情况。

12.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读了课文，你知道了森林有什么
作用。

13.集体反馈。

1.自由大声地读课文。

2.指名认读生字并组词。

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9.森林，你好

小动物的家

森林 挡风沙

储雨水

教后感

1.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读中感情叠词的表达效果，会说类似的叠词，并积累词语。



4.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孩子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并努力为
绿化祖国作出贡献。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生字卡片，人类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图。

1.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有谁向森林问好了吗?

2.它们都说了什么呢?

3.教师小结森林的作用，然后导入新课：小朋友们，森林帮
我们这么多忙，可是，却还是有人向可爱的森林伸出了可怕
的手。(出示图片)

1.让学生自由地说说自己的观后感想。

2.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森林呢?我们不能做什么?

3.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适当的小结，教育孩子保护森林、
保护环境、植树造林。

1.出示读一读，说一说练习。

2.学生自由大声读。

3.指名读。

4.学生讨论、区别，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5练习说：好______好______的______

1.出示生字卡片，指名认读。

2.开火车认读。



3.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汉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4.让学生自己说说在书写这些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5.学生写字，教师个别辅导。

6.作业展示，集体评议。

7.互相批阅生字，一起修正，争取写得更好。

抄写生字。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四

《船长》一文讲述了哈尔威船长在“诺曼底”号客轮遭
到“玛丽”号大轮船猛烈撞击即将沉没的时候，镇定自若，
指挥60名乘客和船员有秩序地乘救生艇脱险，自己却屹立在
船长岗位上，随着客轮一起沉入了深渊，歌颂了哈尔威船长
忠于职守、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

1、通读全文，初步了解全文内容，能够简单复述故事情节。

2、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简单分析哈尔威船长的形象。通过朗读和感悟课文片段的
练习，让学生感受哈尔威船长忠于职守、舍己救人的精神。

其中，目标3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

第一课时中我安排三读：一是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通
顺，扫除字词障碍。二是检查读，指名学生分段读课文，其
间，重点指导读好几个外国人名、地名、船名，通过联系生
活实际、联系上下文、等方法初步理解“肇祸、屹立”等词
语的意思。三是默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了解段与段之间



的联系。最后，布置作业，抄写词语。

下面重点谈谈第二课时的教学：

(一)把握人物品质，直奔文章中心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通过上午的学习，哈尔威
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一名船长。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使学
生整体把握人物品格，为后文教学奠下感悟的方向。

(二)品词析句，体会精神

接着，组织集体交流，重点讨论以下语句

1、哈尔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吼道：“大家安静，注意听
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
必须把60人全都救出去!”

引导学生联系前后文，紧紧抓住“吼”字指导学生感悟，读
懂当时的危机和慌乱，体会船长在大难临头时的沉着与镇定。
通过剖析哈尔威的吼声，使学生进一步丰满船长舍己救人的
精神。

2、船长与洛克机械师、大副的对话

我分二个层次进行：

(1)质疑：哪个男人敢走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联系前文“必须把60人全都救出去”，再读读这句话，你有
什么话要问船长?引导学生联系第五自然段，体会船长下达了
死命令是为了控制混乱的场面，保证让更多的人逃生。

(2)分角色朗读，体会这组简短那有力的对话。



3、船长哈尔威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
没有说，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森可怖的薄
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入大海。

这组句子的教学，围绕为什么人们安全获救而船长却没有逃
生徐徐沉入大海而展开，努力营造一种悲壮的、凄惨的美，
进而感悟船长舍己救人的光辉形象。

(三)、心灵碰撞，激发情感

通过一段相似的录像场景，使学生从形象上感知，灾难发生
时的慌乱与可怕，进而理解船长的镇定、忠于职守、舍己救
人是使本次灾难减少到最低点的主要原因。然后借助纸笔，
拉近时空的距离，让学生与哈尔威展开心与心的交流。

(四)、形象升华

通过这是一名忠于职守、舍己救人、视死如归的船长和课文
最后一个自然段的诵读，力图使哈尔威船长的形象能深入学
生的心灵。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五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的突泉的美丽，感受大自然的伟大，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2、学习作者抓住景物特点和细致描绘抒发感情的写作方法。

3、学习生字新词，理解“妩媚””晶莹”“摇曳”“不知疲
倦”“五光十色”等词词。能用“那么……那
么…···”“好像……似的”造句。

4.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

教学重难点

了解趵突泉景色的特点是教学的重点;体会作者的感受，学习
作者细致观察和具体形象地描写景物特点的方法是教学的重
点，也是难点。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出示挂图，揭示课题

1、同学们见过泉水吗?是哪几的泉水?能说说你所见到的泉水
的样子吗?

2、你们听过趵突泉吗?请同学们看图，这就是历史悠久、闻
名于世的山东济南的趵突泉。

二、简介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东省会济甫市旧城区西门官侧，面积约3公顷，包
括周围的金钱泉、柳絮泉、漱玉泉等16个泉口和几处古建筑，
现统称为的突泉公园，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助突泉泉他
长约30米，宽约20米，成长方形。池内有五股泉水，涌量每
钞钟可达16立方米。泉水高高涌起，可高达半尺多，2400多
年前，我国史书上就有关于它的记载。

三、范读课文

1、下面请同学们看看图听老师把课文朗读一遍。

2、看了图，听老师读了课文，你们觉得趵突泉怎么样?



四、读通课文，指导分段

1、学习生字。

2、自由轻声读课文，要求将字音读准，将课文读通。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想想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4、课文中具体写趵突泉的美丽景色的是哪几个自然段?课文
可以分为几段?

5、讨论归纳。

五、教学第一段

齐读，说说“现在单讲的突泉”这句话在文中起什么作
用?(点出课题，引起下文)

六、教学第二段

1.指名读，想想这是写作者在什么地方，看到什么?(在西门
外的桥上看到一溪活水，)

2、“活水”是指怎样的水?(有源头而常流动的水)作者看到
的是怎样的一溪活水?(清浅、鲜洁)”鲜洁”在文中是什么意
思?(形容泉水清洁、清澈、明亮)

3、“妩媚”是什么意思?(指姿态美好可爱)作者为什么
说“假如没有助突泉，济南会失去一半的妩媚”代作者既强
调了胸突泉在济南美景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又将人们的思
绪带入了令人神往的境界之中，)

4、齐读第二段。

七、识记、书写生字



八、作业

第二课时

一、齐背课文一、二段

二、看图，学习第三段

(一)学习描写大泉的第三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看看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写了几层
意思?

讨论归纳。

共6句话，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句活是第一层，写来到公园，
第二，三两句是第二层，写泉池和池水，第四、五、六三句
是第二层，写大泉的特点。

2、“沿着小溪柱南定，就来到趵突泉公园”这句话在二、三
自然段之间起了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3、趵突泉的泉池和池水各有什么特点?

4、指名读4至6句，其余同学看着图听，体会大泉的美。

5、用不同的符号画出4至6句中描写实景和作者联想的部分。

6、默读4、5两句，看看大泉在外形上有些什么特点?

7.观察图画，想象如果此时你们站在购突泉边，望着这永远
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向上冒的泉水，会想到什么?(大自然的
伟大，大自然的力量)

9、指导朗读第三自然段。



(二)学习描写小泉的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2、这一自然段描写了几种形态的小泉?(3种)小泉的特点是什
么?(美丽有趣)

3、作者是怎样描写小泉的不同形态的?

5、指导朗读，提醒学生注意描写小泉动态美的词语。

三、总结全文

1、作者为什么要写趵突泉?

作者通过对趵突泉美丽景色的描绘，赞美了大自然的伟大和
力量，表达了作者时祖国河山的热爱。

2、在写趵突泉时，作者是怎么充分展示它的美的?

在描写的趵突泉的美景时，作者把观察与联想结合起来，充
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感受，形象地展示了购突泉的美。

四、作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六

一.教学目标

1.能改正常见的错别字。

2.学会区别形近字，并组词；能从一组句子中找出一对近义
词；能按要求给词语分类。

3.能照样子把句子写完整；初步学会修改句子中用得不适当
的词语。

4.初步学会按指定的要求默读短文，做练习。

二.教学时间 2课时

第1课时

教学要点教学第1--5题。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

二.练习第1题：改正下面词语中的错别字。

1.读读词语，口头进行尝试修改。

2.说说错在哪里，它们之间的区别。如何修改。书面填写。

3.说一说平时哪些字容易写错，该怎么办。



小结：形近字要细辨，音近字辨字义。

三.练习第2题：比一比，再组成词语。

1.轻声读读，细细辨认。

2.学生独立完成。鼓励一字多组。

3.说说自己经常遇到的容易混错的`字。

四.练习第3题：找近义词。

1.指名学生读句子，读通后再理解意思。

2.找近义词：立即--立刻飞快--火速

五.练习第4题：把词语分类。

1.读题目，明确要求。

2.理解。农具：进行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工具。

农活：农业生产中的工作。

农作物：农业生产中栽种的各种植物，也叫庄稼。

3.读词语，将列举的12个词语按要求逐项分类写下来。

4.说说其他的农具、农活和农作物名称。

六.练习第5题：把句子写完整。

1.读懂题目和例句。

2.学生口头说一说。（寻求不同的答案）



3.学生书面填写。然后读读自己写的句子。

第2课时

教学要点教学第6、7题。

教学过程

一.练习第6题：划出句子中不合适的词语。

1.学生边读句子，边划出句子中用得不合适的词语。

2.说说如何修改。

第1句“要求”和“严肃”搭配不合适，改为“要求严格”。

第2句“爱护”改为“保护”。因为“爱护”一般用于人或组
织所发出的动作行为。青蛙是动物，不可能做出这种动作行
为。

第3句把“纷纷扬扬”改为“啪啪啪地”。因为“纷纷扬扬”
是指雪花、叶等较轻的东西飘洒的景象。“豆大的雨点”落
下来肯定会发出较大的声音。

3.读读修改后的句子。

二.练习第7题:短文训练。

1.读读题目，明确要求。

2.初读短文，说说短文讲一件什么事。

3.指导解题方法：读短文后题目（1），明确要求。

（1）默读短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说说捕鱼的经过。



（2）依据短文，按事情发展顺序排列词语。

（3）集体交流，自我订正。

（4）读短文后题目（2），明确要求。

a.在短文中找出有“果然”的句子读读。

b.联系上下文说说“果然”的意思。（事情的结果和预料完
全相符。）

c.想想在生活中什么时候可用上“果然”一词。

d..用“果然”口头造句。师生评议。

e.独立造句。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七

知识与技能：用感情去体味文字，从文字中获得情感的升华。

过程与方法：体会言之有序的叙事方法。

情感与价值观：学习斑羚沉着冷静、勇于牺牲的精神。

本文故事情节不难理解，故此以“情”贯穿全文，故事导入

，创设一种吸引学生的氛围。最后讨论主题及感受，升华感
情。中间环节熟悉赏析课文，步步深入，为后文的陈情作铺
垫。先让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复述或概括课文内容，然后
启发引导学生讨论探究品读课文，再质疑问难，让学生畅所
欲言，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充分体现课堂的民主和平等，
发挥其主体地位。



教学策略：情境式

启发引导式

讨论探究式

也有出乎意料的壮举让人震撼。今天，我们同样要聆听一个
悲壮感人的斑羚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动人的故
事。（板书课题及作者）

简介斑羚:它是羚羊的一种，因为喉部有一块白斑，所以叫斑
羚，它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非常珍贵。斑羚生性温顺.

学生自由读课文

师：1、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谁能将课文大意复述一遍

（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师：2、试着用一句话概述本文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从不同的角度）

生：本文讲述了一个斑羚飞渡的故事。

生：本文讲述了斑羚在危亡时刻，老斑羚牺牲自己保全年轻
斑羚的故事。

生：本文讲述了斑羚为了种群的延续，牺牲一半保全另一半
的故事。

生：本文讲述了斑羚遇险后绝处逃生的故事。

1、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概括的很好，说明大家读懂了文章。
这个故事中一定有很多地方让你感动，请你充满感情地朗读
这些句子，并说一说你为什么而感动。同学们先自己思考，



然后小组进行讨论，最后由一名同学发言。

生1：最让我感动的句子是：“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
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
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

这句话令我感动的是镰刀头羊本来应该在年轻那拨，但是为
了整个种族的生存自己却了去了即将死亡的老年斑羚那一拨
去了，我佩服它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

师：说得真好。指生评价这个学生的阅读。

生2：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
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因为这句话说的
是当斑羚群遇到危险时，老斑羚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机会而心
甘情愿选择死亡，它们的这种精神真让人感动。

师：这种精神也震撼了老师的心。

生3:最让我感动的句子是：“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
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个别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注定死亡
的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到尾，
没有一只老斑羚调换位置。”我读完这段话让我很感动，老
斑羚在面对死亡时，是那么地勇敢，坚强，他为了挽救下一
代的这种精神让我十分感动。

师：你的话也感动了老师。

生4：最让我感动的句子是：“半大斑羚的四只蹄子在老斑羚
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就像踏在一块跳板上，它在空
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的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就像
燃料也输送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飞船，不，比火
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膀
的鸟笔直堕落下去。”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有了老斑羚这块“垫脚石”，半大斑羚
才得以重获新生。这真是一个奇迹，也从心里让人感动。

师：很好。

生5：最让我感动的话是：“我没想到，老斑羚会那么从容地
走向死亡。”我感动于老斑羚对死亡的毫不恐惧。

师：面对死亡，任何人与动物都会感到恐惧，老斑羚的精神
真让感到不可思议。

生6：最让我感动的句子是：“山涧上空，和那道彩虹平行，
又架起一座桥，那是一座用死亡做桥墩架设起来的桥。没有
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这段写得很悲壮，
彩虹象征了斑羚那种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高尚。

2、师：说的真好，我也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老斑羚们
在面临绝境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心甘情愿地为年轻一代
作出牺牲，是它们用可歌可泣的悲壮行为，铸就了种群生命
的辉煌。谁能饱含感情的读一下斑羚飞渡的精彩情节？同学
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斑羚飞渡的画面。

刚才我们从文字上赏析了斑羚们的精神美，下面再从图片上
赏析一下：当你听到“扑通”的落水声和“咩”的一声时做
何感想，或者你想对这一老一少的斑羚说点什么？（各抒己
见）

你说得真好。文中猎人们早已为他们亲眼目睹的悲壮景象所
震惊，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灵也为之震颤，这个故事带给我
们的感动是恒久的，带给我们的感悟是丰富的.

对此你有什么感悟，请你谈一谈对本文主旨的理解。

生：本文通过记叙了斑羚陷入绝境自救的全过程，赞颂了老



斑羚了为下一代而心甘情愿牺牲的精神。

师：（板书）为一代甘愿牺牲的精神。

生：我认为本文的主旨是我们应保护动物，动物与人类是相
互依存的，我们不应该迫害他们，否则它们会慢慢灭亡，人
类也会慢慢灭亡。

师：人，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板书）保护动物

生：本文表现了老斑羚的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
神，同时也告诉人们应该与动物们成为朋友，给它们自由和
生的权力。

师：（板书）集体主义精神

生：通过老斑羚“心甘情愿为下一代建起一座生存的桥梁”，
我感到它们具有可贵的整体主义精神。

师：说得好。

生：镰刀头羊能在那个生死关头想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主意，
文章赞颂了斑羚的机智和智慧。

师：你的角度很新颖。（板书）智慧。

我设计的这几个点拨题，只是抛砖引玉而已，下面请同学们
认真看课文，找出你不理解的地方，小组讨论解决，解决不
了的，一会儿我们共同探讨。

师:(演示课件)这一群可爱的斑羚在蔚蓝的天空下在碧绿的一
望无际的草原上无忧无虑地飞奔是多么惬意，多么快乐、多
么幸福的事啊！可是它们却飞来横祸，在伤心崖边，在生与



死的抉择中，上演了凄美、壮烈的一幕。

鼓励学生朗读。先进行朗读指导，然后指生评价，最后学生
进行语言赏析。

师：现在请把你对本文的深刻感悟凝聚为一句话，也许你的
这句话将会成为名言。

生：世界上最伟大

的就是长辈对下一代的深沉的爱。

生：我们要懂得珍惜亲情，回报关爱。

生：人们啊，请你们不要再伤害动物，不要让这一幕悲剧重
演。

生：斑羚的团结协作精神值得人类学习。

生：生命固然可贵，但为了下一代牺牲的精神的价值更高。

同学们的发言很有哲理味，让我们用这位同学的话结束这节
课吧。“人们啊，请你们不要再伤害动物，不要让这一幕悲
剧重演。因为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范例篇八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讲的是伊琳娜对法国科学家朗志万提出
的问题感到奇怪。她动手做实验，发现和朗志万说的不一样。
朗志万知道了，说：我不是哄你们。我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启发学生懂得对别人提出
的或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要动脑筋思考、动手做做看。



课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法国科学家朗志万向小朋友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一只杯子装满了水，如果放进一条金鱼，水不会漫出来。这
是为什么?两个小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部分讲伊琳娜觉得他们都没说对。回到家在妈妈的启发
下动手做做看。实验结果和朗志万说的不一样。

第三部分讲第二天伊琳娜去问朗志万。朗志万说：我是为了
让你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1．渎课文，理解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这句话的意
思。

2．懂得对别人提出的或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要动脑筋、思考、
动手做做看的道理。

一个装满水的杯子、一条金鱼。

1．同学们，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你
动脑筋思考吗?你动手做了吗?(学生说自己的做法。)

3．板书课题。

1．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画出不理解的词语，或结合上下文理解词义。

3．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1．指名读课文，纠正易读错的字音。

鳞()



哄()

骗()

2．理解词语。

哄骗：用假话或手段骗人。

漫：水过满，向外流。

3．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法国科学家朗志万向几个小朋友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伊琳
娜觉得他们都没说对。回到家里动手做实验，实验结果和朗
志万说的不一样。朗志万知道了，说：我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1．自读课文第一至三自然段，说说法国科学家朗志万提了一
个什么问题?

(一只杯子装满了水，再放进别的东西，水就会漫出来。如果
放进一条金鱼，可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

2．你觉得朗志万的问题提得怎么样?表现在哪儿?

(问题提得很奇怪。表现在如果放进一条金鱼，可不是这样。
意思是说如果放进一条金鱼，水不会漫出来。)

3．分组思考讨论：小朋友的回答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回答?

(一个小朋友说：这是因为金鱼身上有鳞。另一个小朋友回答。
)

1、自读课文第四至五自然段，思考：伊琳娜为什么要动手做



实验?

(伊琳娜觉得他们都没说对，但自己又想不出道理来。妈妈说：
不能光想，你动手做做看!)

2．伊琳娜为什么觉得他们都没说对?

(金鱼身上有鳞，水就不会漫出来和金鱼把水喝下去了：都不
合乎逻辑。)

3．做实验，体会伊琳娜看到实验结果后会怎么想?

(实验结果水明明是漫出来了，和朗志万说的不一样，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哄骗我们小朋友呢?还是妈妈的话正确，
不能光想，要动手做做看)

1．默读课文第六至七自然段，画出伊琳娜和朗志万的对话，
体会其中的意思。

2．体会伊琳娜话的意思。

(1)出示句子。

您怎么可以提这样的问题，来哄骗我们小朋友呢?这句话的意
思是什么?

(您作为一名科学家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来哄骗我们小朋友。
您本来就知道放进条金鱼后，水也会漫出来，还提出这样的
问题，哄骗我们小朋友。)

(2)指导读出生气的语气。

采取学生自己练读、评读的形式完成。

3．体会朗志万话的意思。



(1)出示句子，理解意思。

(不要不加思考地相信别人的话。对待别人说的话或提出的问
题，不光要动脑筋想一想，而且还要动手做一做。)

(2)指导读出语气。

4．分角色配合读第六至七自然段。

1．读后，你从伊琳娜动手做实验这件事中，受到什么启发?

2．你赞成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这句话吗?

(组内陈述观点和理论、集体汇报。)

()的问题()地微笑

例：越想越生气

越

越

越

越

越

越

1．伊琳娜问朗志万您怎么可以提这样的问题来哄骗我们小朋
友呢

2．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小壁虎跑到哪里去了呢她正在发愁忽然



听见莎莎大叫起来妈妈床单上有一只花壁虎快来看呀。

回到家里，伊琳娜动手做实验。她。哎呀，不一样，水三二。

朗志万听了，哈哈大笑。他说：我不是哄你们。我是为了让
你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 )都是对的。伊琳娜听懂
了朗志万的话，高兴( )地笑了。

1．在括号中写出带点词的近义词。

2．乙伊琳娜听懂了朗志万的话。朗志万的话是什么意思?

3．你赞成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这句话吗?

说说你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