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言语个训教案(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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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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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个训教案篇一

1、提前给学生布置预习作业，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借
助字、词典自学字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本节课的
学生答题的速度和准确性远远超乎教师的预计，可以说是几
乎提前完成了教学任务。

2、精心的构思，充分的备课是非常有效果的，尤其在课堂语
言的衔接上，只要舍得下功夫，也定有收获。而教材的处理，
教学法的运用以及创新突破方面也要舍得花时间，哪怕有一
点收获，也是值得庆贺的。多思出智慧，只要想到，就能做
到。

3、课件的制作、下载要及早着手，要勤于动手，要勤于动口，
外因会促进内因。

（二）需要反思的地方

1、驾驭课堂的能力急待加强。

其实，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理解和需求具有他相
应的灵活性，我们的课堂应该努力实现“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尊重学生的个体化体验。逐步培养学生能够欣赏他人
对文本的见解，也能自由开放发表自己的见解的素质，把语
文教学的人文关怀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以上是本人对《大自然的语言》案例的整个分析。不管怎么



说，这只是一节课，我不能就此来论成败。我只想把它写出
来，作为课改进程中的一个靶子，指导我前进：继承好的方
面，改进不足的地方。

言语个训教案篇二

《大自然的语言》这一课是多元识字教材第二册第九单元中
的一篇课文。本课教学过程我是按照“定向导入一一教学新
课一一巩固练习”这个思路设计的，教学新课这一环节又分
为熟读文，感受课文，背诵课文，识记生字四步。本节课主
要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引导预习，求自主。

新课程实施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这种能力的培养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有意识的引
导学生逐步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这节课上，
在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及识记生字时，我都放手让学生自己
选择方法，发现规律，鼓励同学间互合作、互相补充、纠正，
建立师生间、生生间课堂立体结构，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以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2、熟读成诵，求积累理

读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阶梯，积累是文学创造的源泉。因而
课堂上要注意多读书。熟读课文环节就是我让学生在预习的
基础上进行的。课堂上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好朋
友读、同桌读、男生齐读、女生齐读、分小节读〉多次朗读，
以此提高学生读的技巧。同时我也参与到学生中去，与学生
共同读、共同背诵、共同表演，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老师
教得轻松，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满足了他
们的表现欲望，使他们充分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3、延伸课本，求拓展



课程目标的总目标中提到：要使学生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

言语个训教案篇三

《大自然的语言》这一课是多元识字教材第二册第九单元中
的一篇课文。本课教学过程我是按照"定向导入一一教学新课
一一巩固练习"这个思路设计的，教学新课这一环节又分为熟
读文，感受课文，背诵课文，识记生字四步。本节课主要突
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新课程实施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这种能力的培养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有意识的引
导学生逐步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这节课上，
在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及识记生字时，我都放手让学生自己
选择方法，发现规律，鼓励同学间互合作、互相补充、纠正，
建立师生间、生生间课堂立体结构，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以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读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阶梯，积累是文学创造的源泉。因而
课堂上要注意多读书。熟读课文环节就是我让学生在预习的
基础上进行的。课堂上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好朋
友读、同桌读、男生齐读、女生齐读、分小节读〉多次朗读，
以此提高学生读的技巧。同时我也参与到学生中去，与学生
共同读、共同背诵、共同表演，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老师
教得轻松，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满足了他
们的表现欲望，使他们充分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课程目标的总目标中提到：要使学生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

言语个训教案篇四

《大自然的语言》，这是一篇事理说明文，主要介绍学生不



太熟悉、也不太感兴趣的物候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我按照
“先学后导、自主合作、问题评价”的教学模式，通过“摘、
理、品”的教学操作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解决了课文字词学
习、主要信息的筛选、说明顺序的梳理、生动语言的品味。
课后我对这节课进行了反思：

很多时候，布置课前预习，学生是很吝啬将时间用来读课文
的，脱离文本完成导学案，毫无作用！学生的知识生成都来
源于在读懂课文，读好课文的基础上。读书是根本，没有读，
就没有感悟和理解，就没有语感的生成、情感的熏陶、语言
的积累和运用。

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知识***很强的说明文，都是
作者情感创作的灵魂，一篇课文，要让学生感动，教师必先
感动，教师要先吃透教材，达到对课文的整合与拆分的境界，
寻找课文的美点、焦点与学生交流对话，课堂上，用自己的
激情使学生情感受到感染、熏陶和激励，使他们在高昂的情
绪中产生想象和感悟，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悟人物
独特的个***和美好情操及作者深邃的思想。本文第一、二节，
要深入赏析。

语文，要走在语文的道路上，让学生在朗读、品词赏句的基
础上感受语文魅力。

言语个训教案篇五

《大自然的语言》作为说明文单元的里面的教读文章，如何
通过本课提高学生的阅读说明文能力，成为我们教师教学重
点。

其实对于任何一篇文章来说，首先要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大自然的语言》也不例外。

1）学生自由阅读。此环节可以是学生自己阅读，也可以同桌



一起完成。今天上课中，更是出现有趣的环节，一同桌两名
同学以“石头剪子布”游戏形式选择朗读段落，吸引了附近
同学，使得本来枯燥的文字变成欢快阅读。

2）大家一起阅读。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让班级同学根
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朗读的段落。同时教师布置任务，完成
雅词佳句的积累，完成每段信息的筛选。

3）全班共同交流。通过以上的两次阅读，加深了学生对于文
本的了解。

完成

1）雅词佳句的积累。比如：冰雪融化、草木萌发、翩然归来、
北雁南飞、田间草际、 销声匿迹 、 衰草连天 、风雪载途、
年年如是、 周而复始 、草木荣枯 候鸟去来 花香鸟语 草长
莺飞。

首先，我给学生示范：我通过文章的第一段，知道按照时间
顺序写了一年四季自然变化。然后同学们根据自己阅读情况
谈一谈其他的段落。

在学生七嘴八舌过程中，教师黑板板书。所有段落都概括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