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课堂设计 部编小学语文教
学设计(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课堂设计篇一

1.1较容易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语文知识多种多样，具有包罗
万象的教学特征，再加之初中学生的心理和生理还都处于尚
未成熟的地步。在语文教学中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就是教师
不停地讲解，在黑板上不停地写，这样下来教师是口干舌燥，
学生也听得浑天转向，而且知识还只能停留在语文知识的层
面上，无法更加深层次的讲解。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但会消耗
教师的大量精力，还会让学生感受到语文课的索然无味，从
而失去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多媒体教书的应用，能够有效
地减少教师的讲解过程，帮助教师营造一种更加适宜学生学
习的氛围和情境。多媒体技术能够将声音、图像、文字、视
频等因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将一些原本静态的知识变得更
加灵动起来，也可以使那些枯燥的知识更加生动和形象，打
破教师讲解的时空局限性，为学生营造一种轻松的、愉悦的、
欢快的教学氛围。

1.2能够优化教学手段，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教学改革就是要求教师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在能够保证
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改善并创新出新颖
的更加适宜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并且通过方式方法的创新来
优化自己的课堂教学，从而使语文教学质量得到相应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兴趣也能够增强。在传统语文课堂教学中
教师想要仔细全面地讲解完一篇文章至少需要两节课的时间，
有的课文篇幅较长或是难度大一些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并
且每一堂课教师都会不停地讲解，不停地引导学生思考和探
索。即使是这样教师最后还是会觉得这篇文章没有讲解得太
透彻，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然而运用多
媒体教学后，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教师写板书占用的时间，教
师在应用氛围中也不用再绞尽脑汁地思考和描述了，利用计
算机技术打破知识与时间的时空限制，为学生情境再现，就
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让学生进行更加直观的想象。这样在
教学的过程中及时有的地方教师没有用太多的语言去讲解，
学生就已经掌握在胸了。

二、语文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弊端

多媒体教学除了教学优势之外，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
产生了一定的教学弊端。计算机长时间应用于教学领域就会
产生一定的教学误区。要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够较好地
掌握多媒体应用的尺度就会让学生陷入观赏画面欣赏音乐等
表面的现象之中。教师也会越来越依赖于多媒体教学技术等
等，接下来我们就多媒体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局限性进行分
析：

2.1多媒体教学不能体现语文的个性化教学。语文教学过程不
仅仅是教师传授知识的简单环节，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引
导学生体验情感，产生共鸣。在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要
利用自己的语言来引导学生感受文章中作者表达的丰富情感，
并且利用自己的激情来为学生营造美的氛围，同时用自己的
感受和情感去感染学生。在教学中教师通过设计和实施师生
互动的教学环节，让师生在思考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而上
述所说的这些是多媒体教学无法比拟的。即使它能够为学生
创设出形象直观的学习环境却无法进行思想及思维的交流。
在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初中语文教学之后，教师
便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操作中，学生



眼睛及思维也都大部分停留在了多媒体的屏幕之中。这样就
会失去语文教学的情感交流部分，也就无法完成语文的个性
化教学。

2.2多媒体的滥用容易把学生局限于特定的情感和思维之中。
语文知识具有含蓄性、情感性、象征性、模糊性和隐喻性等
特点。在语文教学中如果不加注意和节制地滥用多媒体教学
就会给学生营造一种特定的学习环境和思考方式。也就不能
够在教学中传达语文的真正内涵。

三、语文教学中应用多媒体应坚持的原则

我们想要真正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来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就需要走出多媒体教学困惑，看清多媒体教学的利弊，
能够在实际教学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来做出真实有效的选
择———在教学中教师要能够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学生的主
体地位，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能够重点把学生放在首位;其次
教师要以教学为出发点，要使自己的选择能够使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率达到最好;最后要坚持尊重语文学科本身拥有的特点
和规律，切记滥用或是不恰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总之，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根据实际教学要求，以及教学内容的特
点来选择教学方式和手段，不要盲目地利用多媒体技术。

作者：王忠萍于伦王爱芹单位：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岞山
初中

看了七年级上语文教学设计的人还看了：

1.七年级上册语文夏感教学设计

2.七年级上册语文生命的意义教学设计

3.七年级语文上册全册教案(新)人教版



4.冀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教案

5.2017年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案

小学语文课堂设计篇二

一.通过看图学文，引导学生感受荷花的美，对学生进行审美
教育，并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加深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发展
学生观察、想象的能力。

二.理解文章的结构层次，训练学生有条理的表述能力。

三.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课文最后两段能背诵。
并通过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片段的略读，
《多美啊，野花》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阅读的
兴趣，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课前准备：

一段配合学生看图想象的音乐;一张挂图。

[课时安排]

二课时。

第一课时：导语。揭示课题。观察图画。带入情境。自学课
文。自学讨论。理清层次。讲读课文。

第二课时：复习阅读。教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
节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语，揭示课题。

1.小朋友，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王冕学画的故事，
知道荷花是一种很美的花，有个小姑娘非常爱荷花，她在公
园里仔细观察了荷花后，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们书上的
《荷花》(板书课题)。荷花又叫“莲花”。

(板书：莲花)

2.荷花的叶子叫什么?(荷叶，又叫“莲叶”。)

(板书：莲叶)

3.我们还学过一首古诗，里面也赞美过荷花，我们把这首古
诗背诵一下。

(师生一起背古诗——宋朝杨万里的《咏荷》)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还会结果呢，它的果实就是“莲蓬”。

二.观察图画，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荷花池边。

启发：那个小姑娘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荷花呢?你们看那一池荷
花就像这一幅美丽的图画。

(出示一幅彩色的荷花图，并且向学生提出看图学文的要
求。)



三.自学课文。

四.自学讨论，理清层次。

1.“我”去看荷花。

2.“我”看荷花。

3.“我”看荷花时展开的美妙想象。

4.“我”又回到看荷花的情景中。

综合板书：

我去看

看着

想着

看着

五.讲读课文。

(启发学生把这幅图当作真的荷花，使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
置身于情境之中。)

第一节：

2.指点：课文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
“，这就把荷花的特点写出来了。现在请同学们带着想象读
课文的第一节。

3.学生齐读课文第一节。



第二节：

1.学生默读第二节，要求很快地读。简单地说说“我”看到
些什么?

(出示小黑板。提供句式，分步训练)

我站在荷花池边看：

看到()荷叶();

又看到()荷花();

还看到()花骨朵()。

(小莲蓬)

要求学生用“又”“还”这两个连词口述一句完整的复句。)

2.进一步要求：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什么样的荷叶，什么样
的荷花，什么样的花骨朵。(进一步启发学生在上述荷叶、荷
花、花骨朵前面加上附加语，把句子说得更好、更美一些。)

例句：

(1)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到碧绿的荷叶，又看到雪白的荷花，
还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2)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
露珠，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摆，又看到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小巧玲珑，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躲在荷花中间张开笑脸。

(3)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露珠滚来滚去，
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舞蹈，又看到含苞欲放的花骨朵胀
得饱饱的，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在花心中藏着。



3.指点：小朋友已经说了荷花是雪白的，这是白莲，我们平
常看到的粉红的荷花叫红莲。荷叶的颜色是碧绿的，这就写
出了荷花色彩的美。

(板书：色彩美)

4.还有刚才你们说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荷花在微风中
舞蹈，花骨朵小巧玲珑，小莲蓬张着笑脸，这些是写荷花的
什么?(姿态)这样把荷花的姿态写出来，就把荷花写活了。

(板书：姿态美)

5.学生集体朗读课文的第二节。

6.这一节里还有两个字用得很好，你们看出来了
吗?(“冒”“露”

7.指点：“冒”出荷花亭亭玉立的样子。“露”来是躲在下
面的，而现在显露出来了，好像把头探出来了，露出来了，
这个“露”把小莲蓬写得可爱极了。

(板书“看着”加上“冒”、“露”、“美“三个字)。

8.(激起情绪，展开想象)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着，看着，
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一朵荷花。

表情朗读第四节。

9.课文中的小朋友是怎样看荷花的?

那么请小朋友们想想，表示看的时间长，表示看得很专心，
或者表示看时显出爱荷花的神情，可以用哪些词。

出示一块准备好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看着满池的荷花。”

(例：我久久地看;我默默地看;我目不转睛地看;我入神地看;
我凝神地看;我深情地看;我全神贯注地看。)

(通过语言训练明确认识，在学生理解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想
象带入课文情境。)

10.诱导：现在请小朋友久久地、凝神地、深情地来看这幅彩
色图。

(这时放轻音乐，学生随着柔和的乐曲，深情地凝视着图画。
其间轻轻地提示：“荷花翩翩起舞了”)

11.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进行想象性描述。

12.指导朗读：课文中的“我“爱”荷花，因为荷花非常之美。
现在就让我们深情地读课文。请同学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

(“想着”下面板书“爱”)

“自己仿佛”要读得慢一些，要像真的一样，好像看出了神
似的，“风吹来”“风过了”由动到静，要交代清楚。

13.戴上荷花头饰，表情复述课文。

学生准备。

提示;复述时要有次序，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要想想好。过
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而是在看荷花。

[板书设计]



荷花

色彩美

看着美冒露姿态美

风吹过来

想着爱

风过了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1.第一堂课我们学习了《荷花》一课，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把课文读一遍，要把描写荷花的色彩、姿态的词语读出美和
爱的感情来。如“碧绿的……”“嫩黄的……”。

2.学生齐读课文。

二.复习阅读。

1.你们读了这一课，最喜欢哪一节?为什么?

(“仿佛”就是“似乎”“好像”的意思，不是真的，而有真
的感觉的意思。)

请同学们按照这个意思用“仿佛”说句话“什么仿佛什
么?”“什么仿佛怎么样?”这样想句子就容易正确了。

(通过用“仿佛”造句，展开想象的翅膀，先同桌的同学相互
对讲，然后集体交流。)



例句：

(1)我看着小蝌蚪，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小蝌蚪变成小青
蛙了。

(2)我看着金黄的油菜花，看着，看着，我仿佛变成小蜜蜂钻
进菜花丛中去采蜜去了。

(3)我看着梅花，仿佛自己是一朵梅花，迎着寒风开放。

(4)我看着风筝，仿佛自己随着风筝飞向远方。

三.教补充教材。

1.《王冕看荷花》(略读)

(1)导语：刚才同学们用“仿佛”说话，说得很好。今天我们
学了《荷花》这篇课文，你们在一年级学习了《王冕学画》，
现在李老师再介绍一篇材料让你们读。

教师介绍读物：这篇材料是从一篇很有名的书《儒林外史》
里选出来的，写的是《王冕看荷花》。小朋友们很快地把这
材料看一遍。

(学生阅读课文)

(2)指导：这材料上有几个词是古文中的词，我们现在不，你
结合上下文读读，想想。(针对学生已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如《水浒》等。通过这篇节选的教材，意在指导学生课外阅
读的方法，联系上下文“猜读”，理解内容。)

“须臾”是什么意思?天气烦躁里的“烦躁”是什么意思?要
学会看注释，可以根据上下文猜读。

(板书：须臾、烦躁)



看注释：“须臾”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烦躁”是指天气闷热。

(4)这篇材料中有一句写王冕看荷花，看到怎样的程度?(突
出“人在画图中”)看这些长篇的文章要学会抓主要的。

(5)引导运用：现在我们想想在我们刚学的《荷花》这篇课文
的第四节末了，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来点明这一节的
中心意思，你们想想应该加哪一句呢?(“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原来板书的“风过了”后面加上“真是人在画图中”。)

(让学生运用这一句话，不仅是画龙点睛，而且也加深了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课文指导的意境的体会。)

2.《爱莲说》中的两句话。

(1)导入：由于荷花的色彩很美，姿态也很美，因此使人陶醉
在画图之中，其实荷花不仅外表美，它的品格也是很美的。
宋朝有个哲学家曾这样赞美荷花。

(教师板书两句话)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

(教师先在“甚蕃”、“淤”字上加上拼音，领读两遍，再启
发学生结合上下文讲讲“甚蕃”的意思。然后教师再完整地
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2)讲解：这两句话，前一句的意思是说，水上的、陆上的花
草，可爱的很多，后一句是说作者最爱莲花，爱它生长在淤
泥之中，却全身洁白不受污染，这是作者对莲花的内在品格
的赞羡。

(同学带着赞美荷花的语调读两遍。)



(3)学了这两句话，你们知道李老师要说荷花的什么美?

荷花更美的是品格上的美。

(板书：在原来“色彩美”“姿态美”下面加上“品格美”)

正因为荷花不仅外表美，内在的品格也很美，所以我们爱荷
花。我现在请小朋友用这样的句式连贯地说荷花的美。

板书：

我爱()，

我爱()，

我更爱()。

例句：

我爱荷花的美丽色彩，我爱荷花亭亭玉立的姿态，我更爱荷
花的品格，她出淤泥而不染。

(这里补充荷花的品格美，目的是把课文的中心思想再深化一
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加深对荷花的情感。
)

(4)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虽然身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但是保持
着高尚的品质，我们就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来赞美他们。

说话训练：

我们就来说蒲公英，你们自己出个题目吧。

(学生自拟题目)



题目很多，我们就挑朴素一些的“蒲公英“这个题目。根据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把蒲公英的美说出来。(引导学生在运
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发展学生的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板书：

蒲公英花外表美

茎叶内在美

种子

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思考。

例话：

蒲公英是一种常见的野花，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能生根发
芽，开出美丽的小花。蒲公英的花像小菊花，又像小小的向
日葵，蒲公英给它的孩子们每人一把伞，让风伯伯把它们带
到四面八方，在土壤妈妈的怀抱里，生根发芽。

我仿佛变成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跟着风伯伯飞过小河，飞过
高山，飞到日月潭，给台湾小朋友带去大陆小朋友的问候。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妈妈给我一把伞，风伯伯把我带到
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我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5.佳作欣赏。

(最后教师用表情朗读方式介绍了《多美啊，野花》，并发下
这篇读物。)

同学们回去好好读这篇文章，想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是怎样
赞美野花的，下次写蒲公英就会写得更好。



[板书设计]

荷花蒲公英

色彩我爱，花外表美

姿态美我爱，茎叶内在美

品格我更爱。

小学语文课堂设计篇三

一、歌曲导入

1、师：上课前，我先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课件播放）

2、这首歌与你平常听到的歌有什么不同？这就是1200多年前
诗人张继留下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板书课题）

二、目标展示

1、出示目标。

2、师生共同明确目标。

三、围绕目标有效教学

（一）自主预习

1、出示预习提示

（1）借助注释、工具书理解古诗意思。

（2）提出不懂的问题，并在书中标写出来。



2、学生自主预习，教师巡视。

3、教师检查预习情况。

4、教师根据课件疏通诗意。

（二）质疑问难

在刚才的学习中，你遇到了哪些不懂的问题，现在可以向本
组的同学请教。

（三）合作探究

1、出示整合后的问题：

（1）《枫桥夜泊》这首诗中写到了哪些景物？诗人在枫桥夜
泊时看到了什么，听到

了什么？

（2）你觉得诗中最能表现诗人心情的字是什么？这首诗表达
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2、小组合作探究。

3、小组代表展示。

4、教师小结。

（四）强化练习

1、体会诗人的愁。

2、用读来表现诗人的愁。



（五）归纳总结

诗人张继愁于未能金榜题名，愁于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愁于
不能志在四方、造福百姓时，月亮不懂事，她不肯皎洁地照
着，居然落了下去；乌鸦懂事，她不肯安静地飞过，居然叫
了起来；钟声不懂事，她不肯老实地睡去，居然送来一声又
一声叹息；客船不懂事，她不肯给人安稳的睡眠，居然泊在
这样的一刻！这一切的一切，更是让诗人愁上加愁愁更愁啊！

四、目标检测、反馈与补偿

你能通过朗读把诗人的愁绪表达出来吗？

五、拓展延伸

阅读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小学语文课堂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3个字

2、朗读、背诵课文，默写《望庐山瀑布》

3、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
情。

教学重点：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庐山是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座名山，自古就有“匡有奇秀甲
天下”的赞誉。庐山的飞泉源布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
先瀑、玉帘泉、黄龙潭、鸟龙潭等，大家想不想看看。(出示
庐山的飞泉瀑布，请欣赏)

2、唐朝大诗仙李白50岁左右隐居在这儿，曾用诗篇赞美瀑布。
(大屏幕出示整首诗)

二、熟读古诗

1、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或书自由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2、请一名学生读一读题目，然后齐读。

再说说从课题中你能知道什么?

庐 瀑

生字区别

卢 爆

3、指名读整首诗，纠正、齐读。

4、指导学生读出诗的韵律美。

读古诗特别要读出诗的韵律美，韵脚一定要读准，读到位。(如
“烟”“川”“天”)谁能把这首诗再读一遍。

5、出示诗的停顿及重音，谁能读出古诗的节奏美?

(1) 指名读

(2)男、女生赛读



(3)全班齐读

三、赏析古诗

1、谷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老师想信同学们一定能
借助字典，结合书中的注释，插图，展开想象，读懂这首诗。

先自己想一想，然后再在小组里交流，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交流，点拔，评议

(1)你读懂了什么?

(2)“学贵有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3、默读这首诗，同桌用自己的话说说诗的大意。

4、自由读整首诗，你认这哪些字或词用得好?为什么?

重点品味“生”“挂”“飞”“三千尺”

相机出示李白的另一首诗。

秋歌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体会 夸张的写法)



5、指名上台朗读这首诗，此时你最想说什么?

6、总结，这首诗极其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和想象，语言
生动，形象，描绘了瀑布尽流直泻的壮观景象。

四、拓展延伸

1、学了《望庐山瀑布》这首诗，老师也不由自主想起了叶圣
陶老先生的一首描写瀑布的诗歌。(课件出示瀑布整首诗，配
乐朗诵)

2、喜欢吗?请自由读一读。

3、《望庐山瀑布》和《瀑布》比较，你最喜欢哪一首?说说
原因。

五、作业

1、背诵《望庐山瀑布》

2、课外收集李白的诗，读一读，背一背。

小学语文课堂设计篇五

1、以词卡的形式复习生字。

2、出示带生字的句子，指名读。

二、精读课文

1、自由读全文。

引导学生讨论，邓爷爷是个怎样的人?你是从课文的哪些地方
看出来的?



2、指名分节读课文。

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边读边体会。例如：

(1)邓爷爷挑选了一棵茁壮的柏树苗，小心地移入树坑，又挥
锹填了几锹土。

(2)只见他手握铁锹，兴致勃勃地挖着树坑，额头已经布满汗
珠，仍然不休息。

(3)他站到几步之外仔细看看，觉得不很直，连声说：“不行，
不行!”又走上前把树苗扶正。

3、指名读最后一自然段，体会：为什么说“小平树”成了天
坛公园一处美丽的风景?

4、配乐朗读全文。

三、课外延伸

1、观察校园内的每种植物有什么特点，选一种最喜欢的植物
画一画。

2、植树节快到了，你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爸爸妈妈种一棵小
树或栽一盆花。

四、小结

植树是一种绿化行为，它是一件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大事。
今天我们种植了一棵小树，不久它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会为我们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我们要记住邓爷爷的这句
话：“植树绿化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