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 三年语文实
践活动谜语大揭秘教学设计(优秀8篇)

通过编辑，我们可以使文稿更加吸引人，突出重点，提升阅
读体验。编辑时要有自己的创意和创造性，避免形式化和机
械化的处理方式。这些编辑范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对不
同类型的文章进行编辑和修改。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一

教学目标：

1、练习看拼音写词语。

2、感悟歇后语的精妙之处，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3、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4、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5、练习把生字写端正、整洁。

6、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教学重点：

1 、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2、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教学难点：把自己说的或听别人说的的见闻写下来，注意把
意思表达清楚。



教学时数：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练习看拼音写词语。

2、感悟歇后语的精妙之处，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3、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教学过程：

1、独立完成看拼音写词语练习。

2、检查生字掌握情况，分析产生错字的`原因，从中了解减
少错别字的方法。

二、读读背背。照样子再说几句，感司歇后语的精妙之处，
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1、让学生通过查词典，了解歇后语的意思。

歇后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
分像谜底。

2、读读书上的歇后语，最好背下来。

3、根据课前积累，开展猜谜比赛。出谜者说前半句，猜谜都
说后半句。

三、照样子，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再读一读，通过练
习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例：花瓣里不时飘散出清香。（紫色的）花瓣里不时飘散出
（淡淡的）清香。

1、田野里开满了野花。（ ）的田野里开满了（ ）的野花。

2、马路两旁有（ ）的树木。（ ）的马路两旁有（ ）的树
木。

四、把下面几句话分别填在段中括号里，连成一段通顺的诱，
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动物们再也不用为洗澡排长队了。

2、动物们只能排起长队中午去洗澡。

3、青蛙开了个太阳能浴池。

4、他把太阳能板架在向日葵的花盘上。（ ）由于需要太阳
把水晒热，（ ）这可把表蛙急坏了，于是开动脑筋，终于想
出了一个好办法。（ ）。花盘随着太阳转动，太阳能板也跟
着转动，浴室全天都有热水了。（ ）大家齐声称赞青蛙真聪
明！

（1）、填空前想想：1、为什么需要太阳把水晒热？

2、青蛙急什么？

3、他想出了一个什么好办法？

4、结果怎样？

（2）、指名填，说说你为什么这样填？

（3）、填好后读读。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练习把生字写端正、整洁。

2、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教学过程：

一、从1—6单元中选择符合下面要求的生字，写一写，做到
端正、整洁。

左中右结构的字：潮 侧 撕 蝴 嫩 晰

半包围结构的字：透 迹 庞 疾 扇 匀

二、口语交际。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
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1、请留心观察周围发生的事物，收集自己感兴趣的一则见闻
在班里交流。

2、交流时，说说自己的见闻，并谈谈对见闻的看法。

3、大家对某个见闻展开讨论。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二

1、“诵读”是核心，让学生在朗读和背诵中积累古典诗歌知
识。

2、“朗读”是关键，有表情的朗读有助于学生深入地解读和
理解文本。



3、“情境”是手段，高品位的艺术氛围能将学生带入到如临
其境的环境中去，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高层次的追求。

4、“训练”是保证，教师对学生朗读、背诵有针对性的指导，
可以使他们少走弯路，有效提升其诵读水平，达到教学效果
的最大化。

【教学重点】

教学活动围绕“诵读”展开，重在积累。

【教学难点】

以“朗读”为抓手，在朗读中发掘解读文本的课程资源。

【教学方法】

把课堂还给学生，用“唐诗朗诵会”的形式，为他们创造一
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

【课型设计】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三

1、学会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

2、积累词语。

3、制定“绿色行动计划”。

二、教学重，难点

1、学习音序查字法

2、学习制定“绿色行动计划”。



三、教学具准备

新华字典

四、突破方法

合作探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同学们还记得我们说过的音序，音节分别指的是
什么吗？谁能以“dian”为例说说。

平时，我们想写哪一个字，却又写不出来时就可以用音序查
字法从字典里找到要查的字。

1、指名说说我们以前讲的音序查字法是怎么查的？

2、师生一起回顾音序查字法。

3、同桌比赛，看谁查的快，查得准。

查“欢迎”的“ying”，师巡视指导差生。

查干净的“jing”。

4、比比谁厉害，查自己的姓，老师巡视指导差生。

师小结：想――要查的字的音序

找――从字典《音序表》中找到页码。

查――从字典正文中找到所要的字。

二、积累词语



1、借助拼音读词语：

山清水秀、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碧水蓝天、莺飞草长、欣欣向荣

2、纠正字音

3、背诵以上六个词语

三、制定绿色计划

启发：我想摘一棵树，地球上就多一点绿

我想种一株花，我每天给它浇水，我们的环境就多一份美。

我想在我们学校的绿化带旁竖起一个牌子，让每一个小朋友
都爱护里面的花草。

老师小结：

我们的行动一旦付诸实现，地球妈妈就会因我们的行动变得
美丽，小朋友们，我们赶快行动吧！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四

《唐诗诵》积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古往今来，许多人
就是读着唐诗走近诗歌，走近文学的。让我们在唐人留下的
音韵中去探寻诗的意蕴，去追求文学的真谛吧。

二、教学过程

略。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五

【教学目的】

1、“诵读”是核心，让学生在朗读和背诵中积累古典诗歌知
识。

2、“朗读”是关键，有表情的朗读有助于学生深入地解读和
理解文本。

3、“情境”是手段，高品位的艺术氛围能将学生带入到如临
其境的环境中去，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高层次的追求。

4、“训练”是保证，教师对学生朗读、背诵有针对性的指导，
可以使他们少走弯路，有效提升其诵读水平，达到教学效果
的最大化。

【教学重点】

教学活动围绕“诵读”展开，重在积累。

【教学难点 】

以“朗读”为抓手，在朗读中发掘解读文本的课程资源。

【教学方法】



把课堂还给学生，用“唐诗朗诵会”的形式，为他们创造一
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

【课型设计】

语文实践活动课。

【教具准备】

《唐诗诵》积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步骤 】

一 、导语 设计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古往今来，许多人
就是读着唐诗走近诗歌，走近文学的。让我们在唐人留下的
音韵中去探寻诗的意蕴，去追求文学的真谛吧。

二、教学过程

略。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六

一、 周学习内容：《大海》、《外面的世界》

二、 周学习重难点：

生字：1.生字：（1）、重视在语境中识字。认识“住、亮、
湾”等19个汉字。



（2）、认识笔画“提”和偏旁“提手旁” “横撇”、“ 竖
弯钩”。会写“住”、“打”等12个字。

积累：能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1. 作文：

三：周学科融合：学唱一首和大海有关的歌〈〈小螺号〉〉.

四：周学情分析：1、《大海》这个单元以“大海”为主题，
编排了《我家住在大海边》《海水》两篇主体课文，和“语
文天地”。本单元的“金钥匙”标志着学习听读识字方法的
收尾，学生应该熟练掌握并在以后自觉运用这种识字方法。

2、《外面的世界》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注重了从课本到生活、
从课内到课外、从学校到社会的延伸，围绕主题“外面的世
界”，开展开  放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使学生知道“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并对“外面的世界”发生兴趣与乐与观察。

课题课题〈〈我家住在大海边〉〉        授课时间：
周﹍﹍

整 体 设 计 个 性 设 计

教

材

分析 学习这篇课文，使学生感受到海之美、海之富饶，从
而激发学生热爱大海、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感情。 （独特见
解、灵感设计、重点改变、教学点指导过程等）

学法 教师导法 指导朗读法

语境识字法 



学生学法 自由讨论  学唱歌曲 

学习目标 1.理解目标：使学生感受到海之美、海之富饶，
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海、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感情。

2.积累目标：能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习重点 1.初读感知点：听歌曲，齐朗读。 

3.能力训练点：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尝试背诵课文。 

4.拓展延伸点：把大海的美景画下来 

板书设计    我家住在大海边

月亮湾 ————  住

打鱼船—————打

老爷爷————位 

课后反思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七

一、教学目标：

渗透性识字15个（底限）。

培养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识字的好习惯。

激励学生热爱生活，激发学生了解自己生活环境的兴趣，留
心周围的人和事。

培养学生的自立和实践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学生通过自己实践观察，完成识字任务。

三、教学准备：课件。

给家长发联系信，要求带孩子出去玩玩、看看。开启学生的
好奇心，启发学生留心观察，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设计思路：

从本单元的开放性与活动性出发进行教学设计，充分体现教
材的开放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自主性。以活动促进学
生的发展，让学生在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学会学习，懂
得到哪里去获得知识，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获取知识。

四、教学流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1.今天，我们的学习伙伴丁丁要带着大家去外面的世界瞧瞧。

揭题：外面的世界。

2.出示“乘坐飞机的丁丁”图。

不过丁丁有个要求：（读丁丁的话）

认识“告诉”“图”三个字词。

指名读，谁认识这几个字？

带读，真了不起！请跟着这位小老师读。

、造氛围，观察画面。

营造氛围：现在我们与丁丁一起乘飞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课件放飞机的声音，学生闭眼）。

出示画面（学生睁开眼睛）。

观察画面。

小组交流：你看到了什么？

反馈（以小组形式反馈，关掉画面）现在老师要来看看谁的
记性好。

老师指着画面：你怎么知道这是医院，那是学校？

描述银行、邮局、书店，通常都有特殊的标志。（学生说多
少是多少，老师画简笔画让学生认识标志）。

老师小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啊！

、识字，互教互学。

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利用课件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自主识
字，发挥优等学生的优势互教互学。

情景一：各种儿童电视节目，如大风车、蓝猫淘气三千问、
动画城、唐老鸭和米老鼠等。

情景二、各种常见的单位名称，如学校、医院、银行、商店
等，采用图画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识字。

四、巩固识字。

1、课件展示刚才学过的字，使学生脱离图画进行识字。

2、拓展练习。



引导学生把自己在课外认识的字，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制作
成识字卡，或制作成一张识字剪报，课上交流，并向同学们
说一说自己是怎样学会的。

语文教学设计学生活动环节篇八

双流县合江初中  高贞富 jan-06

一、设计理念：以活动的形式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真知的能力,
重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二、活动目标：

3、情感与态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并树立崇
尚真知的情感．

三、资源与教具：报刊、书籍、字词典、投影仪、其他相关
资料.

四、活动展示：

1．教师播放骏马奔驰跑边疆的歌曲，导入课题．

3．下面有请第一个小组的组长( )上台，主持你们收集内容
的展示.

第一小组组长（ ）上台主持：  ……

第二组组长（ ）上台主持：……

以此往下请出其他各组的组长主持课堂． ……

5．第六组组长主持完，教师提出如下问题，供学生讨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是先成为千里马重要呢？还是
先有伯乐更重要？

6．生讨论……

四、教师小结该课：

（附各组课题及要求于后）

各组课前收集课题及要求：

一组：收集有关马字的书法演变历史，课上板书之；

收集古车马知识、名马知识，各派代表讲述．

二组：收集有关马的成语、俗语、名句．录于灯片；

课上读之，并每人解说其一．

三组：每人用自己的方式画一幅马画，课上展示，评优．

收集徐悲鸿的》八骏图》，展示，并每人给这幅画一句话的
评价．

四组：课上派代表读教材中收录的有关马的文艺作品，

每人围绕任一作品对其中的马的形象说一句话．

五组：收集有关马的故事，课上讲这些故事．

六组：录韩愈的》马说》及译文于灯片，课上齐读，

代表译之，代表评之．

课后反思：



课前准备，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获得检
索资料的具体任务后，人人都是主人翁，为了在课上表现自
我，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努力查找资料，咨询教师，共同
探讨。课前，他们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和同学，和教师探
讨学习的机会，从中学会了检索资料，学会了交流，学会了
收集整理资料。

课上孩子们的表现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由于课前，他们作
好了充分的准备，课上个个跃跃欲试，生龙活虎，每个组都
分派了一个主持人，主持本组的活动。每个同学都有上台展
示自己的机会，他们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角，教师是课前是
导演，课上则退居二线，成了配角。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们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课后我问一位同学喜不喜欢这
样的课，他满心欢喜的告诉我：“爽呆了！我们准备的材料，
根本就没法展示完。”

不足之处：学生主持活动，缺乏经验，时间把握不是很好，
个别组别出现了超时现象，影响了其他组的展示时间。

》与马共舞》教学设计－－七年级语文第六单元综合实践活
动由本站会员分享，版权归作者所有,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