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 语文小学教
案参考(汇总8篇)

教案的编写应当遵循教育教学理论和教学规律，注重教学方
法的合理选择和运用。小编整理了一些幼儿园教案范文，希
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一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

2、介绍自己读懂的词语，并说说你是运用什么方法弄懂的。

3、用“”画出描写机器人外形的句子，用“”画出体现机器
人能干的词语、句子读一读。

4、提出不懂的地方，请老师、同学帮忙解决。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二

1、温习生字：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这首儿歌的生字，大
家喜爱的喜羊羊想要和大家做摘苹果游戏考考大家学得怎样，
你们敢吗?(课件显示生字)

老师指到哪个苹果，你读对了，苹果就会被摘下。

2、激趣学习：大家表现得真棒，喜羊羊没有难倒大家。它想
带大家认识文中的四位新朋友，你们同意吗?大家先来认识一
下它们的名字。(课件出示注音的词语)：草芽、荷叶、谷穗、
雪人。a、自由读：让我们自由读词语，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
办?b、个别带读：然后请四位小朋友带大家亲切地和它们打招
呼。c、全班齐读：我们一起和它们打声招呼。(注意：草、穗
是平舌音)



3、感知形象：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见一见这四位朋友，看看
它们长得怎样呢?(生：想。)师：那好，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
认识一下吧!出示草芽、荷叶、谷穗、雪人的图片。看着图片
说说四位朋友是什么样的，用自己的话说说。(其中重点理解
草芽是刚长出来得嫩芽，它太嫩了，需要我们保护它。谷穗
是谷类植物的果实，谷穗弯弯说明它成熟了，它弯着腰欢迎
人们去收割呢。请一位小朋友来做一做“一挺”的动作，雪
人真是太顽皮了。)

4、学习词组：在学生的回答中，课件相机出示注音的词组。
草芽尖尖、荷叶圆圆、谷穗弯弯、雪人大肚子一挺。全班同
学自由拼读词组，个别读、全班齐读，可以做做动作。

5、猜词说因：说说这四位朋友分别喜欢哪个季节，说说自己
的理由。学生边说，教师边用词语卡片贴出板书。(草芽春天、
荷叶夏天、谷穗秋天、雪人冬天)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三

1、师：你们最喜欢哪个季节?把你最喜欢的季节读给大家听
听，要读出喜欢的语气。读时，还可以加上适当的动作。

(喜欢春天的同学站起来读，依次夏天、秋天、冬天)

2、分角色读课文。

师：大家刚才读得真是太棒了。那大家还想再读吗?(生：想)
大家都想读，那好，现在老师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让大
家来表演。(分配小朋友扮演草芽、小鸟、荷叶、青蛙、谷穗、
雪人)每句话的一、二两行老师读。第三行分别由演草芽、荷
叶、谷穗、雪人的小朋友读。每个演员都要尽情发挥，表演
起来。

3、背诵课文。最后，我们来齐背课文，每个同学可以尽情表



演。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四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

2、整理课文，看课文一共有多少个自然段。

3、针对全文，学生质疑。

学生甲：民族小学有哪些民族的学生？

课文第1自然段告诉我们，来民族小学上学的学生有白族、景
颇族、阿昌族，还有汉族的。（老师指挂图）看，他们的穿
戴各不相同，很有民族特色。

学生乙：这些学生是怎样上课的？

课文第2、3自然段中说，他们一来到学校很快就成了朋友，
他们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向老师问好，向树上欢叫的小
鸟问好，坐在教室里跟着老师用普通话读课文，他们学习多
认真啊！

学生丙：下课了，学生们又是怎样活动的？

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小学生们蹦蹦跳跳来到大树下，有的跳
舞，有的摔交，还有的做游戏，孔雀、小鹿和小猴都躲在一
旁看热闹哩！

4、通读全文，整体感悟。

课文记叙的是民族小学的学生学习和活动的情况，歌颂了全
国民族大团结，亲如一家的大好景象。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五

回归课文：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到文中去找找答案吧。

1、学习第一节，感知春天：a、读：读读这一节，想想草芽说
什么了;它对谁说得，它会怎样对它说;带着高兴的心情再来
读一读。b、问：还有哪些事物喜欢春天?(出示课件)c、编：谁
能模仿文中的句式说一句话。________红红，它对______说：
“我是春天。”d、说：读读这两句话，说说你对春天印象。(花
红柳绿，是个美丽的季节，也是植物生长的季节。)

2、学习第二节，感知夏天：a、读：读读这一节，想想荷叶说
什么了;它对谁说得，它会怎样对它说，带着高兴的心情再来
读一读。b、问：还有哪些事物喜欢夏天?(出示课件)c、编：谁
能模仿文中的句式说一句话。________圆圆，它对______说：
“我是夏天。”d、说：读读这两句话，说说你对夏天印象。(夏
天是个炎热的季节。)

3、学习第三节，感知秋天：a、读：读读这一节，想想谷穗说
什么了;鞠着躬说明它有礼貌，再来读一读。b、问：还有哪些
事物喜欢秋天?(出示课件)c、编：谁能模仿文中的句式说一句
话。________飘飘，它_____说：“我是秋天。”d、说：读读这
两句话，说说你对秋天印象。(秋天果实累累，是个收获的季
节。)

4、学习第四节，感知冬天：a、读：读读这一节，想想雪人说
什么了;再来读一读，读出它的顽皮。b、问：还有哪些事物喜
欢冬天?(出示课件)c、编：谁能模仿文中的句式说一句
话。________呼呼，它_____说：“我是冬天。”d、说：读读这
两句话，说说你对冬天印象。(冬天是个寒冷的季节。)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六

自然美、生活美无处不在，要想留住美，只有从自己身边小
事做起，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小卫士。

大自然中除了儿歌中所描写的这些景色，还有许许多多奇妙
的景象。课后把自己最喜欢的季节画一画，下次我们来办一
个画展。

板书设计

四季

春天草芽(尖尖)

夏天荷叶(圆圆)

秋天谷穗(弯弯)

冬天雪人(大肚子一挺)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七

根据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对本册的要求，结合教材特点和学
生的知识学情、智力层次确定本课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重点
如下：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围绕缺水文章
描述的七件事情，进一步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教学重点和难点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围绕缺水文章
描述的七件事情。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教学设计

本次高年级组的献课研究专题是“长文短教”，这篇文章不
仅篇幅很长，而且是一篇拓展阅读课文，重在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快速阅读和理解能力上。因此，在设计和教学时，我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读促悟。

首先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让学生以
完成填空的方式归纳，引导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掌握归纳文章
主要内容的方法和技巧。

然后，给学生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学生围绕这三个问题自读
自悟：

1、围绕缺水，课文具体讲述了哪几个事例？

2、缺水该给战士们带来了哪些困难？

3、面对这些难题，战士们想了哪些办法？

体现了战士们怎样的精神品质？

接着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充分地去阅读、研究、探讨，解
决这几个问题，教师巡视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完成之后进行



全班交流，七个事例学生找得非常准确，描述也比较完整精
练，准确地理解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同时通过找重点句
子，抓住关键词语，反复感情朗读体会，深刻感悟了战士们
高尚的品质。

在此基础上，我又给学生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面对何正会的遗体，大家为什么流眼泪？又为什么用热水
给他擦洗身子？

2、为什么把太阳花定为南沙的礁花？围绕这几个“为什么”，
引导孩子们再次快速阅读全文，抓住课文的重点段落、句子
和关键词语反复朗读感悟，然后和同桌认真交流讨论，并边
理解边做批注，同时教师给予适时指导，要求学生用文中的
重点词语句子来准确回答，谈自己的理解、感受，从而突破
了教学的难点。

最后，我让孩子们在读完这篇文章后重新用自己的理解，自
己的语言来给“英雄”下定义，或者说你心目中认为的英雄，
孩子们都认真地写了下来，有的孩子写得非常好，理解非常
准确深刻，重新定义了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含义，实现了
本课的教学目标。

小学语文教案参考文献篇八

(1)出示例句，默读感知比喻句。

(2)弄清本体和喻体：说说句子中间用什么来比喻葛洲坝。

(3)讨论：揭示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

“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与葛洲坝有什么相似之处?”(答案：
形状相似，远远望去，两者皆呈现出带状。)



“无数的珍珠和宝石与葛洲坝又有什么联系?”(答案：葛洲
坝上灯的海洋与无数的珍珠宝石同样灿烂、晶莹、光彩夺目。
)

(4)了解外部特征，找比喻词。

作者用哪个词把相似关系表达出来的?(答案：真好像)我们还
学过哪些这样的词语?指名说。(答案：好似、像、仿佛、
像……一样等。)

(5)读读划划，评会作者的感情。

(轻声读句子，用“。。”圈出你喜爱的优美词语，并说说自
己的感受。

作者用这美好的事物来比喻葛洲坝，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自由朗读，要求：边读边想象，评会情感。

(6)教师引导学生：

比喻句中用来比的和被比的两种事物应注意些什么?

(7)巩固训练：在文中找其它比喻句，尝试分析。

(课文中原句略。)

(8)拓展训练：

(出示小黑板)

a、春天的农田好
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热闹的大街好



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