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 新课标
小学五年级语文草原教案(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篇一

师：自读课文第一自然(科学)段说说草原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生：草原的景色很美；草原的空气清新；草原的天空晴朗。

师：你们喜欢吗？请通过朗读来表达你的心情。

（虽说琅琅书声充溢每一个角落，但观其神色，闻其声调，
似乎不尽人意。）

师：再轻声读一读课文，划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并说说为
什么喜欢。

（生读课文，品味好词佳句）

师：谁先来说说自己最喜欢的句子？为什么？

（生读得比先前更投入，更出色。）

师：谁来读给大家听听？

生：（饶有兴味地读着，情感流露于表情之中） 

……



教后反思：新课程标准提倡阅读教学要加强朗读、默读的指
导。老舍笔下的《草原》是一篇自然(科学)美、人情美和语
言美为一体的感人之作，因此我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对学生的
朗读指导。从以上教例可以看出同样的课文，同样的段落，
先前虽然对学生强调要读出你喜欢的语气来，当琅琅书声充
溢每一个角落，其神色、声调，却不尽人意。后来通过引导
让学生在“读、思、议、想”的过程中理解了课文内容，感
悟到“草原上空气新鲜，天空明朗”，“绿得无边无
际”，“绿油油的草原上飘动的白色花朵”景色十分迷人，
在有了初步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自读自悟、美读品悟，学生
的情感被激发读起来抑扬顿挫，情感流露于表情之中，达
到“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要求，给人美的享受。由
此可见，认知是情感的基础，情感是认知的手段，二者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朗读，真情
能够流露其中。特别是有的课文、段落或者某些句子含义深
刻，学生如果对课文内容没有理解，情感就不容易参与朗读。
只有学生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得到
生动形象的感受和真切的情感体验，才能将自己的情感融入
课文，和作者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达到理想的朗读效果。这
是使我想起叶圣陶先生说过“吟咏的时候，对研讨所恃，不
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性
成为读者的东西，这是一种可贵的境界。”所以，在阅读教
学中如果能充分利用情感因素使学生的情感与作者的情感产
生共鸣，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篇二

一、引入：

生：……

（预设：学生回答古诗《四时田园杂兴》时，正好切入课文，
师：是啊，那是乡村的孩子在学着大人的样子学农活，那么
今天我们则要看看农村孩子玩耍的一面，出示课题；如果学



生没有回答到这一点就直接出示课题：麦哨）

2、齐读课题。

二、初步感知课文，知“欢快，柔美”

1、师：课文为什么会以麦哨为题？首先要了解课文内容，告
诉大家一个秘密，只要抓住并理解了课文中的两个关键词，
那么你就会明白整篇课文的内容了。现在请大家好好地美美
地朗读课文，找一找这两个关键词。

2、学生自由朗读。

3、全班交流。

（欢快、柔美）

a、理解“欢快、柔美”的意思。

b、提出疑问：课文中是谁在什么环境下“欢快、柔美”地干
什么？

三、探究“欢快、柔美”，理解课文内容。

1、带着上面的问题再次读课文。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

a、解决“是谁”的问题。

b、解决“什么环境”的问题：



a、找出哪些段落是环境描写的？（第4自然段）

b、请你划出环境描写中出现的颜色的词语。

c、那么，孩子们的着装又是什么样的，是什么颜色？（把第
三自然段带过）

d、结合词语，说一说你对这样的环境的看法。

e、请你带着情感来读一读。

f、请你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样的环境。（一种柔美的，
充满欢快的环境中）

c、解决“干什么”的问题：

a、找出哪些段落是描写乡村孩子的动作？（5、6自然段）

b、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c、作者都是很详细地描写了他们的活动吗？那么，哪种活动
是略写，哪些是祥写了？为什么要祥写它？（体会孩子品
尝“茅茅针”时的乐趣与欢快）

5、学生自由阅读开头和结尾。

a、说一说你的发现：开头的意思与结尾的意思有点相近 （前
后呼应，照应开头）

b、齐读前后两段，谁来说说它们的主要意思。

c、小结课文为什么以“麦哨”为题？（说明乡村孩子的一种
自在，一种融洽，一种沟通，一种欢快的生活）



四、拓展：

1、师：学习了这篇课文，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总结：是啊，原来乡村孩子的生活天地是那么广阔，那么
有滋有味，难得的是那份无拘无束，那份自在，那份人与人
交往之间的默契。希望同学们能多和大自然亲近，和乡村贴
近，感受这份独特的情怀。

2、布置作业。

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篇三

一、教学要求：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人、火、文、六"4个字。认识2个偏
旁。

2.了解"远"和"近"、"有"和"无来"和"去"是意思相反的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理解课文内容，懂得这首诗讲的是一幅山水画。

二、教学重点、难点：

1.练习朗读、认字。

2.了解诗句和画的关系。

三、课前准备：

1.带领学生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游览，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美。

2.准备一幅山水画。



3.乐曲磁带。

四、教学时间：2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看图

1.激趣：老师带来一样东西，请大家先闭上眼睛，等我数到
三下再睁开眼睛。

(教师边数数，边贴出图画。)

2.指导整体观察图画，学生自由说说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感
受。

3.指导学生按从远到近的顺序，说说图上画了什么。

二、学习课文

1.谈话：刚才我们欣赏了美丽的山水画，现在来学一首古诗
吧！

2.指导熟读诗句。

学生借助汉语拼音练习读准字音。

指名读诗句。

3.理解诗句。

四人小组交流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



集体交流，共同解决疑难。

猜谜：这是一首谜语诗，请大家猜猜谜底。

结合图说说自己是怎么猜出来的。

4.朗读古诗。

师配乐范读。

指导朗读，读出古诗的韵味。

5.背诵诗文。

6.识字。

读准字音，出示生字卡片，指名认读。

记忆字形，小组讨论：

7.写字。

观察生字"人、火"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指导学生按笔顺先书
空后练写。

8.展评。

三、实践活动。

回家找谜语，开展谜语竞猜活动。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开火车认读"惊、无、近、来、还、人"。

2.读句子找生字朋友，在具体语境中，巩固识记部分生字。

3.指名背诵课文。

二、学习诗句中的几对反义词

1.理解"远"和"近"。

出示"远"和"近"两个词，让学生指着图，说说谁在"远处"，
谁在"近处"。

用"远"和"近"口头造句，在语境中理解词义。

2.出示诗中另外几组反义词。告诉学生"远"和"近"的意思相
反，叫反义词，诗还有几组反义词，看谁找得又快又好。

3.扩展练习，说反义词。

完成课后的"我会说"。

四人小组练习说反义词，看哪-组说得多。

4.复习巩固。

做"找朋友"的游戏。

三、指导书写

1.指导认读"文、六"，说说它们的异同。

2.观察"文、六"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再按笔顺写生字。

四、举办猜谜竞赛



在规定的时间里，谁猜得对，猜得多，并能说说是怎么猜的，
就算优胜。

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篇四

1.认识本课的生字，会读写“地毯、渲染、勾勒、低吟、襟
飘带舞、马蹄、礼貌、拘束、羞涩、摔跤、偏西、天涯”等
词语。

2.有感情朗读课文，感受蒙古草原的美好风光和风土人情，
体会蒙汉的民族情深，激起学生了解西部，热爱西部之情。

3.感受文章的语言特点，体会作者表达的方法，理解“蒙汉
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的含义。

4.背诵1、2 自然段。

学习重点：感受蒙古的美好风光和风土人情，体会作者的表
达方法

学习难点；理解“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的含
义。激发学生的热爱西部之情和珍爱蒙的民族感情。

学习过程

一、初读课文

初读课文三遍，完成练习

1、理解下列词语

渲染：

一碧千里：



翠色欲流：

勾勒：

2、读了课文，草原给你留下什么印
象？(                                           
)

3、了解陈巴尔虎旗的情况。

4、理清课文脉络，课文都写了哪些地方？画出有关的语
句。(                                           
)

二、品读课文

（一）导读第一自然段

1、草原上是一幅什么样的美景？画出景色美的语句　

这是( )的草原。_______________

3、感情朗读第一段。加上自己的感受，读得轻松愉快！

（二）探讨学习第2－5自然段

1、默读，小组讨论。

2、学生自学、汇报，用文中的句子加以说明并朗读

3、你们看到这样的草原，这样的草原人，想做点什么?

出示：看到()的草原。看到()的草原人。

我们真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拓展

假如我是(　)，我会说：“___________________。”

三、解读诗句，揭示主题“民族团结”

1、愉快的相见，盛情的款待，尽情的联欢，让主客忘记了时
间。太阳已经偏西了，他们谁也不肯走，真是“蒙汉情深何
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2、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3、从文中找出表现蒙汉情深的句子读一读。

5、再读诗句，并朗读“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总
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

四、课外延伸

1、请同学们将文中的优美句子找出来品读、摘抄。

2、阅读老舍先生的其他作品。

小学语文新课标教学设计篇五

课前准备：布置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并通过照片、写日记
等形式，记录下自己的生活体会。

学生预习课文，抓住一些关键的场景，在句子的旁边写上自
己的体会。

教学过程：

一、播放音乐，创设情境



1、课前播放美国乡村音乐，播放音乐，创设一种轻松的情境。

2、说说自己到农村的见闻，农村小伙伴的游戏特色。

3、板书课题：麦哨  说说什么叫麦哨？教师通过简笔画进
行现场示范。

二、检查字词，走进文本

1、出示课文中要求掌握的生字，抽读—纠正—自由读—带读

2、读课文，找出课文中直接写麦哨的句子，并读一读，

学生汇报直接描写麦哨的句子。个人读—自由读—集体读—
首尾照应

3、读了课文你感受最深的什么？

根据学生的汇报板书：童年快乐、自由、轻松     丰收
在望   

三、抓住解读点，研读课文

1、根据学生的汇报教师进行整理：（1）孩子的快乐  （2）
农民的丰收

抓住课文的第3、5、6自然段，体会孩子的快乐。

第三自然段：孩子的勤劳，孩子朴素的穿着，孩子的活泼可
爱

让孩子抓住关键的词句进行体会，通过朗读加以表达。

通过你的了解乡村孩子除了这些游戏，他们还有哪些快乐的
游戏呢？



体会对比和比喻。

第六自然段：除了游戏，孩子们还有更快乐的事情呢？通过
朗读体会茅茅针给孩子带来的快乐。如果说草地是孩子们天
然的运动场，那这些茅茅针就是孩子们的天然饮料了。

3、研读描写丰收在望的段落。主要以让学生朗读为主，在朗
读的过程中，引导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调查汇报，还有哪些庄
稼也在显示着自己的美。

仿照课文的句子说一说。

根据学生的汇报，出示相关的图片让学生欣赏，让学生说。

三：回归整体，升华快乐感

1、伴随着音乐，让孩子们模仿麦哨发出美妙的声音。让孩子
在快乐的想象中结束本节课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