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五年级语文试卷 小学语文五年级教案
(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小学五年级语文试卷篇一

1.学会本课的11个生字.

2.朗读使学生了解松鼠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3.了解本文的说明顺序，方法.

4.增长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仔细观察小动物的兴趣.

引导学生在读中感受松鼠的可爱之处和生活习性。

通过与《鲸》的比较阅读，探究两篇课文不同的`写法，体会
本文作者的表达。

1.教师关于松鼠形态及生活习性的课件.

2.学生查找有关松鼠的资料.

3.学生自读课文，准备字典帮助扫清生字障碍.

三课时

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了解松鼠吗?请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说.今天，
我们学习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所写的《松鼠》，让我们读
一读，他给我们介绍了松鼠哪些方面的内容.

1、读课文，找出文中的生字，分小组自学生字、巩固生字.
自己读书，画出不懂的词语，利用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的方
法解决问题.

1、默读课文，边读边想：松鼠是一种怎样的动物?课文是从
哪些方面介绍小松鼠的?

2、在学生独立思考后，在小组内交流、讨论自学结果，教师
参与交流，适当点拨.

学生围绕提示问题在小组内交流后，在全班发言.

1、松鼠是一种怎样的动物?齐读第一句话，体会它统领全文
的作用.

2、课文是从哪些方面介绍小松鼠的?鼓励学生从不同方面回
答，教师加以归纳.

漂亮：从面容、眼睛、身体、四肢、尾巴、形体等方面表现
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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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

学会本课3个生字，2个多音字，理解风干、吸吮、“饿”等
词语的意思;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抓关键词，交流表达自己对文章的感受，提高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

通过想象仿写，初步学习细节描写;

通过小组合作、对比想象，了解反衬法的妙处;

3、情感、态度、价值观

懂得水的珍贵，知道节约用水，体会母亲的勤俭持家，母爱
的伟大;

教学重点：

通过三个生活场景的品读与感悟，提高阅读能力，培养语感，
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

教学难点：

初步学习反衬法，学习细节描写;

教学准备：

学生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二课时



小学五年级语文试卷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认识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
勾勒、骏马、无限、鞭子、疾驰、马蹄、奶茶、礼貌、拘束、
举杯、摔跤。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句子中含着的意思。

3．读懂课文，在草原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熏陶感染下，受到热
爱祖国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培养学生爱美的情趣。

4．品味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语言。

教学重点：

1．通过语言文字展开想象，在脑海里再现课文所描写的生动
情景。

2．具体体会课文中静态、动态描写

教学难点：

理解重点句子。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检查预习情况，学习生字新词，质疑问难。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主要内容。



3．理清课文层次。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1．谈话：我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有宽广无边的草原，景色
优美，牛羊成群。这篇课文记叙了作者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
内蒙古草原看到的美丽景色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
景。

2．观看《草原》电视教材，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和意境。

3．学生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

二、布置预习

1．学习生字新词，注意生字的.音形义。

2．读读课文，想想作者笔下的草原是怎样的景象。

3．画出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句子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试着体会
这些句子的意思。

4．找出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三、检查自学，质疑问难

1．读生字组词，并读读生字在文中的句子，注意正音。

组词：

骏俊（）竣（）限（）驰（）

峻（）唆（）梭（）垠（）弛（）



蹄（）茶（）貌（）杯（）跤（）

缔（）荼（）藐（）怀（）胶（）

2．理解词语。

3．质疑问难，现在小组内讨论，交流。

四、理清课文的线索

1．自由读课文，思考：作者初到草原和快到目的地时，看到
草原景象是怎样的？

2．理清课文线索

3．交流、整理：

（1）草原美景

（2）欢迎远客

（3）亲切相见

（4）热情款待

（5）联欢话别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和词语。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句子中含着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草原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熏陶感染
下，受到热爱祖国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培养学生爱美的情趣。
。

4．品味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语言。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听写生字新词。

2．读课文，说说每一个自然段讲了什么意思。

二、学习第一段

1．听师范读，边听边在脑海中勾勒画面。

2．自由读、思考：这一段主要写了什么？哪一句话可以概括
这一特点？

投影出示：

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

再读这一段，说说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3．“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概括了草原的特点，那么作者是
怎样写具体的呢？看图，默读这一段，画出有关语句，小组



交流细细体会。

教师适时点拨。

4．朗读第一段，想象画面，体会作者的心情。画出有关词句，
集中交流。

5．再读第一段，体会作者是怎样抓住景物的特点具体描述的。

三、学习第二段

1．自由读第二段，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初入草原和走了许久后景色有什么不同？画出有关语句，
集中交流。

3．出示投影片：读句子，说说从哪些词语中体会到什么？

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
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襟飘带舞，像一
条彩虹向我们飞来。

分组讨论，教师点拨。

4．有感情地朗读，深化理解。

四、学习第三段

1．默读第三段，说说你是从哪些语句中体会到主客见面时那
真挚的感情。

2．指导朗读第三段。

五、学习第四段



1．自由读，思考：好客的主人是怎样款待客人的？把你体会
最深的一点讲给同学们听。

2．请学生朗读，同学们边听边想象画面。

六、学习第五段

1．齐读最后一段，谈谈你的感想。

2．反复朗读“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说说你
的理解。

七、总结

总结全文：本文通过写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草原看到
的美丽景色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表现了民族
团结的精神。

八、布置作业

1．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抄写下来。

小学五年级语文试卷篇四

1、学习课文词语，有选择地积累。

2、了解故事梗概，学习复述课文。

3、抓住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学会概括人物个性特点，以
体会林冲“忍”的性格特点为重点，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4、初步引导学生体会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



1、听《水浒传》主题歌《好汉歌》

2、读题目《22林冲棒打洪教头》

师:读了这个课题后,你们最想知道什么?

生:林冲为什么要棒打洪教头?林冲是怎样棒打林教头的,结果
怎能样?

3、概括说课文主要内容：

林冲棒打洪教头。

自己练习——四生说（差——好）——再次仿照好生人人练
说

学生善于倾听，他说得好，好在哪里？用词简炼，借鉴这些
词语，随机板书：“发配、偶遇、挑衅、败于”

（一）林冲为什么棒打洪教头？自学课文第三自然段，做批
注

1、你认为洪教头是怎样的人？从课文中找依据。

抓住“冷笑”、“依草附木”“骗吃骗喝”等词语体会洪教
头心胸狭窄、傲慢狂妄。

抓住“我偏不信他”。什么教“偏不信”？就是故意的，居
高临下，盛气凌人

2、林冲是怎样的人？忍。从哪里看出林冲的忍？

3、分角色朗读第三自然段。

交流第四、五自然段。



重点学习第七自然段：

朗读竞赛第七节：

自由练读第七节

洪教头“来来来”，前面说“来来”，多了一个“来”，你
体会到什么？

洪教头盛气凌人，急不可待，林冲只是“一横”、“一退”、
“一扫”便轻松获胜。

林冲只是一扫，而不是像洪教头那样气势汹汹，穷凶极恶，
要将人置于死地似的穷追猛打。他只是轻轻一扫，点到为止。

男女生各推荐一个朗读最佳的读第七节。

教师范读。

看录像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片断。

棒打的'结果怎样？三生读第八节。

（三）练说：

众人见此情景，哈哈大笑起来，有的
说：“__________________”，有的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还有的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林冲是不是好汉？林冲是个怎样的好汉？

躬身施礼，一忍。如果不理你，你高兴不高兴？林冲让座，
二忍，不敢不敢，三忍；只好提起棒四忍，不打认输，五忍，
无可奈何；第七节，迫于无奈，忍无可忍，一棒扫倒，点到



为止。

学习林冲什么？艺、义

2、洪教头是不是好汉？洪教头傲慢无礼，心胸狭窄。

今天学习了课文，我们接触到了水浒传108好汉中的豹子头林
冲，书中还有许多的好汉。

你还了解《水浒传》里哪些人物？推荐看《水浒传》。建议
先看简体字版本，再看繁体字版本。

22林冲棒打洪教头

好汉

（义）忍狂

（艺）精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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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杨》一课的教学板书设计。而笔者所在学校的几位
参加市评优课的'教师恰好也抽签抽到了上《白杨》这一课，
我就把上面这一板书设计介绍给了他们，希望能对他们的评
优课有所帮助。几天后，笔者相继听了他们的评优课《白
杨》，发现，他们均采纳了我推荐的板书设计。然而，在教
学过程中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运用方法。一位教师在讲读课
文时，一边讲一边自己在黑板上画出白杨，并相继填上白杨
的三个特点，当讲到“爸爸”也在表白自己的心时，教师相
应画出“心”形，并相继填上边疆建设者的心愿。总结时，
指出作者借白杨来赞美边疆建设者的精神，同时板
书：“赞”。另一位教师则要求一位学生到黑板上画出白杨。
在讲到白杨的三个特点时，分别请三位同学在黑板上书写;讲到



“爸爸”也在表白自己的心时，请一同学在黑板上画
上“心”形，同样也请三个同学分别填上“扎根边疆、建设
边疆、无私奉献”。第三位教师在课前即下发给学生每人一
张白纸。在进行到上述过程时，同时要求没轮到“板演”的
学生每人在下发的纸上自己画画、填填，并激励说：“看谁
画得最好、填得最正确。”纵观以上三种对同一板书的不同
使用方法，笔者认为，教师要创造性地学习先进教学经验、
优秀教案。同时，从中不难看出第三位教师对创新意识、主
体性、全体性等素质教育要义把握得更准，当然教学效果也
大不一样。

小学五年级语文《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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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