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 小学教案语文免费
(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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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读课文，学生能流利地读课文，能有感情地读自己喜欢
的句子;

2、学习课文中的6个生字，会正确地读与写;

3、学习写伞花的两个句子，理解句子从几方面来写;

4、初步体会句子所蕴含的师生情谊。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写伞花的两个句子。

教学难点：

理解写伞花的两个句子所蕴含的师生情。

教学准备：

1、课文插图的幻灯片;



2、写伞花的两个句子的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板书：花

谈话：同学们，能告诉老师你最喜欢什么花吗?

今天，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种特殊的花——加上板书“伞”
成课题。

你能说说“伞花”指的是什么吗?

(伞像花，伞撑开像花，很多伞像花……)

二、通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

师：老师给你们三分钟，请同学们读课文，你们喜欢怎么读
就怎么读，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读得流利，做到不多一
字，也不少一个字，注意读好生字。

2、检查读课文

一节一节读(如：你认为自己第一节读得较好的请站起来
读。)

3、检查生字(略)

4、再读课文

师：下面请同学们再读一次课文，这次可是比上一次要求要



高一点了，要求有滋有味地读，让老师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你读出了感情。

5、品读句子

师：你最喜欢课文中的哪一句话，你认为自己哪一句读得最
有感情，请你来读给大家听。

三、学习写“伞花”的两个句子

(一)找句子

1、师：请快速读课文，把写伞花的句子用“~~~~~”划出来。

2、同学回答(略)

(二)学习第一句

1、幻灯出示，请同学们自读，

问：你读懂了什么?或这句话写出了伞花的什么?

(地点、数量、颜色)

2、伞花的颜色只有这些吗?

从哪里看出还有很多?(省略号)

你想象一下，可能还有哪些颜色?

3、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伞花的颜色吗?

4、有感情地读一下这个句子

你觉得伞花怎么样?



板书：美

出示课文插图的幻灯片

5、再次有感情地读这句子，读出伞花的美。

(三)学习第二句

1、出示第二句，齐读

2、这一句与第一句有什么相同的?

(数量、颜色)

3、这一句与第一句有什么不同的?

(地点不同，第二句多了一个“又”)

“又”字说明了什么?

4、有感情读这一句

(四)初步体会含意

1、齐读两句话

下面请你们读一读这两句话的上下文，看谁能把藏着的意思
读出来。

2、学生表达，教师点拨。

(学生爱老师，老师爱学生。师生情，板书)

3、延伸引导



刚才同学们说得很好，这两句话写出了师生情，其实这篇课
文还有很多地方也写出了师生情，你们想知道吗?我们下节课
再来好好学习。

四、生字书写指导(略)

1、学生到黑板上写自己认为最难写的字;

2、师生评议，随机指导。

五、课堂作业

1、作业本第1题，每个生字写3个;

2、作业本第2、4题。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篇二

1、学习《泊船瓜洲》，了解诗意。

2、理解《泊船瓜洲》一诗所表达的情感。

3、体会诗人用词的精妙。

4、朗诵、背诵、默写《泊船瓜洲》。

1、了解诗句意思。

2、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3、体会诗人用词的精妙。

一、导入新课

在上课之前，老师要考考大家，还记得我们学习过的描写春



天的古诗吗？（学生举手发言）

今天这节课，我们再学两首很有名的古诗，先学习宋朝的大
诗人王安石写的《泊船瓜洲》。

二、揭题

三、解诗。

1、学生自由读诗，读通，读顺。

2、指读。

3、对照注释，小组合作解诗意。

4、学生交流后汇报，并提出不理解的问题。

5、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

小结：

刚才，我们抓住了诗句中难理解的字眼，弄懂了诗的大意，
也就是（示卡片：抓字眼，明诗意）

四、体会意境

1、在这明月之夜，诗人站在船头，都看到些什么，想到些什
么呢？我们听着音乐，看着图，对着诗来想象，（放《春江
花月夜》）

2、明月之夜，诗人钻出船舱，立在船头，向南眺望。只见对
岸就是京口，由这诗人想……现在已是春天，诗人的脑海中
不禁浮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青山……绿水……田野……
江岸……最后，诗人望着明月，又想到了什么呢？（音乐停）
诗人看到想的情景，你们看到想到了吗？如果你是诗人，你



能说说看到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吗？先在下面说说看，一人
说，其他人补充。（学生相互议论，教师巡视指导）

3、我请个同学做诗人，把自己看到想到的说出来 。

四、体会用词的精妙。

“过”呀……吟诵吟诵，比较比较，好不好？

（2）那“绿”字好在哪里呢？

3、齐读后两句。

这里还有个“又”字。说明了时间过得——？

“何时”呢？表达了诗人的什么心情？

学到这儿，我们想到了另一首写诗人在明月之夜思念家乡的
诗，是哪一首？

4、小结学法

“想意境，悟到了诗情”。（示幻灯）

5、下面我们来听这首诗的朗读，大家再体会体会，看哪些同
学想到了意境，悟到了诗情，我就看你们的表情。（放配乐
朗读）

6、指导背诵

这么好的诗，我们应该能够背下来。会背吗？（同桌互背）

五、总结

六、作业：



选词填空：

1、旺 浓 闹

红杏枝头春意（ ）

2、动、拂、翻、皱、起

风乍起，吹（ ）一池春水。资料提供者：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篇三

1、理解文言文中虚词的含义。

2、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结合课后注释理解课文内容，初步感知文言文和议论文的
意义，感受舍生取义的真谛。

理解文言文中虚词的含义。结合注释理解课文内容。

《舍生取义》节选自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是一篇富含哲
理的议论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个论点是有“鱼”和“熊
掌”是人人皆知的美味，而“熊掌”是其中更为美者。二者
不可兼得，取其中更为美者合乎情理也呵护逻辑。

学生由浅入深的理解课文，从题意入手，层层深入，理解舍
生取义的真谛。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五年的语文了，你们一定积累了很
多的成语，今天，我们来玩个成语接龙的游戏好不好?师：眉



开眼笑。生接龙。我们再来玩个看字想成语的游戏，师板书：
义。你们想到了哪些成语?生答。(随机板书：大义凛然、义
不容辞、义无反顾)

师：看到这些成语，你们想到了哪些人谁?用上这些词。(学
生回答想到的英雄)

师：这三个成语中，你认为哪个字的分量最重?生答：义。

师：因为义，才不畏惧，因为义才不容辞，因为义才无反顾。
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一起看看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是怎
么说的。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篇四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认识17个生字，会写其中的7个生字。认识1个偏旁。

3、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要多亲身去感受，去体验的启发。

识字写字，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二课时

20xx年6月2日第十六周星期二第一节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谁去过华山？想看看华山吗？

2、课件播放一小段表现华山高的录像。

3、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叫《咏华山》。读到这个题目你有什



么疑问？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提出自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画出自然段。

2、认读带有拼音的生字。

3、课件出示17个带有拼音的生字、学生想读啊个就读哪个，
读对了，其他同学跟读3遍。

4、认读没有拼音的生字。

5、课件出示本课生字组成的词。自由读，指名读。

6、用手势告诉教师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三、了解每自然段的大意。

四、指导写字。

五、学生描红、老师巡视、指导。

教学后记：二类字比较难认。

一、复习生字引入

形式：开火车

二、读文感悟，巩固识字。

1、齐读第1自然段和最后一自然段。

2、学习第2、3自然段。



3、画出讲华山高的句子。

4、再读读，一边读一边想象华山的样子。

5、指名读。

6、站在高耸入云的华山上，七岁的寇谁情不自禁地吟咏起诗
来。

7、吟诵诗句。

8、诗中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9、齐读第2、3自然段。

10、分角色朗读。

11、说说寇准为什么能作出好诗来？你受到什么启发？

12、记一记本自然段的生字。

四、质疑

五、小结

教学后记：学生能从学习课文从中去学习诗，更容易让他们
理解诗的大意。

小学语文测试卷免费版篇五

这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散文。全文生动地描绘了学生们在教师
的带领下去郊外游玩的情景，表现了学生们沉浸在秋天大自
然的欢快心情。

课文具有以下特色：



(2)情景交融，语言细腻。本文篇幅短小，但是情景兼备，真
切细腻。写秋景处处关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喜悦;写秋游处处
涉景，由远而近，由景及人，丝丝入扣。插图与课文内容紧
密配合，意境优美生动。

(3)句式整齐，富有韵律。第二、第三、四自然段多排比修辞
手法，句式整齐，简约灵动，富有韵律，适合学生感情诵读。

在经过了一年的语文学习后，学生的基本知识、技能方面基
本上已经达到学习的目标，对学习语文有着一定的兴趣，乐
于参加各种学习活动。特别是对一些动手操作、需要合作完
成的学习内容都比较感兴趣。但是在遇到思考难度较大的问
题时，有畏缩情绪。大部分学生学习认真，上课能认真听讲，
积极举手发言，课后按时完成作业。但也有少数一部分学生
基础较差，个别学生头脑不够聪明，反应慢。在这课的教学
中，我抓住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语文学习的根本，注重培养
学生的识字能力、阅读理解能力、规范口语表达、学生自我
展示的能力、与人交往合作能力以及朗读能力。

1、情境教学法

我们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学生对秋景本身就有一个比较直
观的感知，也了解秋天景色及天气的特点，因此我选用一些
典型图片再现秋色，拉近学生与课文的距离，更快地走进文
本，欣赏美丽的秋景，感悟快乐的心情。

2、以读代讲法

新课标指出：“朗读是阅读教学中最经常、最重要的训练，
各年级都要重视朗读，充分发挥朗读对理解课文内容，发展
语言，陶冶情感的作用。”本文语言文字生动优美，让学生
通过多种读的方式反复诵读，熟读成诵，深入领会课文描写
的意境，以受到美的熏陶。



3、拓展训练法

陶行知说：课文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将知识的传授仅限于课
文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篇课文文辞优美，语句凝练，并
能给学生以想象的空间。因此在这篇课文中我对学生进行大
量的拓展训练，帮助学生积累词汇，并且由词到句层层深入，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语文素养。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用课文
中的一些词语“渐渐” 、“有时……有时……”、 “有
的……有的……有的……”练习说话。

过程与方法：指导学生图文对照细读课文，并通过想象，抓
住重点词语反复品味朗读，从而体会秋天的美丽，体会学生
们面对秋天美丽变化的天空和色彩斑斓的田野尽情享受的愉
快心情。

情感与态度：通过对课文的朗读、感悟，感受秋天季节的美
好景象，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如何在美读课文中让学生去感受秋天季节的美好景象，培养
学生流利正确地说话。

第一段

1、看图，用几个学过的成语形容一下你所看到或者你能联想
到的成语

(相机出示“金风送爽”“凉”)

2、读第一句。指导朗读“渐渐”



3、在秋色宜人的季节里，最适合去哪里游玩呢?(出示词
语“郊外”)

4、什么是郊外，看图说说你的理解。(城市外面的地方)

5、读第一段

第二段

1、看图，郊外的天空是怎样的?

除了可以用蓝蓝的，还能用什么词语来表示很蓝很蓝?(设计
意图：这个过程在于让学生积累词汇。)师：是呀，秋天的天
空那么蓝，那么高，所以我们一眼望出去都望不到边了!谁能
用一个词来说明天空的大和无边。指导朗读“一望无边”，
让生通过朗读表现出天空的广阔。

在读的基础上提问：课文用“一望无边”这个词写出了天的
广阔，你们能不能换个词也能表示天的大呢?然后把这两个词
换到句子中去读读。(生读)

一望无边可以用来说天空，还可以说什么也是一望无边的呢?
不光要说出什么一望无边，还要说出怎样的什么一望无边。

(出示小练习题)

师：说得真好!蓝蓝的天空有什么呢?白云又是怎样的呢?读读
书上的句子是怎么写的。(生读句子)我重点抓住“一望无边
和多变的白云”，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通过品读、赛读来
感受秋天天空的美。

师：为什么这儿用的是“有时···有时···”呢?

出示：蓝蓝的天空一望无边，几朵白云有时像 ，有时像 。



(设计意图：课文文字优美，并且能够给予学生无限的想象空
间，因此我抓住“一望无边”、“有的···有的···有
的···”、“有时···有时···有时···”进行说
话训练，让生能用自己的语言将想象表达出来，并加深了对
文本的理解)

这么美的天空，这么美的白云， 你怎样来读?

自读、指名读、齐读。

过渡：秋天的天空是这样美，让我们把目光望向远处的农田，
去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

第三段

生：农田里，稻子黄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这里的颜色
都很美，你找出了几种颜色?(黄、红、白)

出示相应美图。

(设计意图：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课文虽然只有简单
的几个表示颜色的字，但是其中的韵味却无穷。在指导朗读
的基础上，我要求学生进行词语的拓展训练，既丰富了自己
的词汇，也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稻子笑弯了腰，高粱乐红了脸，棉花朵朵白。

我们把这几句话换到课文里来看看。

出示小练习

第四段

1、看图，他们在草地上干什么呀?



2、出示课文，说说课文是怎么写的

读一读右边的词语，读出不同的语气(选择喜欢的词语读一
读)

再指名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3、拓展：

师：说得真好!相信下面几句也难不倒你们。出示小练习

4、今天我们领略了美丽的秋色，和文中的小朋友一起愉快地
秋游，请大家拿起语文书用你们最好听的声音齐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