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通
用8篇)

通过制定读书计划，我们可以更有目的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籍，提高阅读品质和广度。有了下面这些精心编写的规划实
例，相信大家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规划计划的方法和技巧。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一

【知识点概念】

1.横排叫做行，竖排叫做列。确定第几列一般是从左往右数，
确定第几行一般是从前往后数。

2.用有顺序的两个数表示出一个确定的位置就是数对，确定
一个物体的位置需要两个数据。

3.用数对表示位置时，先表示第几列，再表示第几行，不要
把列和行弄颠倒。

4.写数对时，用括号把列数和行数括起来，并在列数和行数
之间写个逗号把它们隔开，写作：(列，行)。

5.数对的读法：(2，3)可以直接读(2，3),也可以读作数对(2，
3)。

6.一组数对只能表示一个位置。

7.表示同一列物体位置的数对，它们的第一个数相同;表示同
一行物体位置的数对，它们的第二个数相同。

【巧记位置】



表示位置有绝招

一组数据把它标

竖线为列横为行

列先行后不可调

一列一行一括号

逗号分隔标明了

在方格纸上，物体向左或向右平移，行数不变，列数等于减
去或加上平移的格数;

物体向上或向下平移，列数不变，行数等于加上或减去平移
的格数。

【切记】

1、数对：由两个数组成，中间用逗号隔开，用括号括起来。
括号里面的数由左至右分别为列数和行数，即“先列后行”。

2、作用：一组数对确定一个点的位置，经度和纬度就是这个
原理。

例：在方格图(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用数对(3，5)表示(第三列，
第五行)。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x轴上的坐标表示列，y轴上的坐标表
示行。

如：数对(3，2)表示第三列，第二行。

4、数对(x，5)的行号不变，表示一条横线，(5，y)的列号不变，



表示一条竖线，(有一个数不确定，不能确定一个点)。

图形左右平移行数不变，图形上下平移列数不变。

五年级上册数学小数乘法知识点

一、意义

1、小数乘整数：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

如：3.2+3.2+3.2+3.2+3.2改用乘法算式表示为(3.2×5)，这
个乘法算式表示的意义是(5个3.2是多少)

2、小数乘小数：就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如：1.5×0.8就是求1.5的十分之八是多少。

二、算理

1、计算方法：按整数乘法的法则算出积，再点小数点;点小
数点时，要看因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
几位点上小数点。

小数乘法计算法则简记为：一算，二看，三数，四点，五去;

2、注意：计算结果中，小数部分末尾的0要去掉，把小数化
简;小数部分位数不够时，要用0占位。

3、乘法的验算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再算
一遍;可以用估算的方法;还可以用计算器验算。

4、积与因数的关系：

一个数(0除外)乘大于1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大;



一个数(0除外)乘小于1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小。

用字母表示：a×b=c(a不等于0)

b1,ac

b=1,a=c

b1,a

三、积的近似数

1、求近似数的方法有三种：四舍五入法、进一法、去尾法，
在这一单元主要用四舍五入法。

步骤如下：先按照小数乘小数的方法算出积，再按题目的要
求和“四舍五入”法取近似值。

注意：表示近似数时小数末尾的0不能随便去掉。

如：0.599保留两位小数是()

2、通常情况下，人民币的最小单位是分，以元为单位的小数
表示“分”的是百分位。

四、混合运算

小数四则运算顺序跟整数是一样的。

整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对于小数乘法也适用。

关于乘法分配律的简算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和难点。

案例：0.25×4.78×4



0.65×202

2.4×1.5-2.4

2.4×0.6+2.6×0.6

12.5×32×0.25

五、解决问题

1、实际生活中的估算应用，可以估大或者估小，要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适当的估算策略。

2、分段计费的问题，比如乘坐出租车的问题、电费水费的问
题都属于分段计费。解决方案有两种：第一种分段计费后在
合并;第二种全程单价计算然后再加上少算的金额。

五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方法一：奥数学习要得法

奥数如果学得好，对孩子一生都会有帮助;奥数学习如果不得
法，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奥数知识相对于学校学的数学基础
知识，难度大了很多，但是奥数以学校学的数学基础知识为
基础，是学校课内知识的延续和提高。学好了对课内学习真
的有帮助，常听家长们对我说“孩子们自从学了奥数，变得
会学习了，各科成绩都提高了”，我想不在于是否拿金牌，
只要孩子们真有收获，真的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热
爱学习，做事专心，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对孩子一辈子都
有好处。

奥数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浓厚的学习兴
趣。上课是老师可以要求孩子们在30秒时间记住题意，然后
把讲义扣过去，让他们用自己的话复述题意，能够用自己的



话把题目的已知条件和所求问题说清楚，说明孩子理解题意
了。规定30秒时间，目的是让孩子们专心，眼看、口读、耳
听、心记，过了这30秒你就没有机会看了，迫使孩子们专心
记，这样长期训练孩子们能养成做事专心、做事认真的好习
惯。

孩子们课前能把讲义看一遍，能做的自己试着做一做，孩子
课前对题目有了自己的想法，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会主动地竖
着耳朵听，绝不可能走神，当然，每做对1个题目我会盖2个
小印章;只要认真想了，解法有点对的成分我也会盖1个小印
章的，目的是引导孩子们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

课上学的内容是否真的听明白了，一个的方法是让孩子把学
到的方法和题目讲给父母听。孩子能把题目给父母讲明白，
说明孩子真的听懂了。

能力是练出来的，在明白的基础上必须多做练习。首先把奥
数讲义上的题目做熟练，做的时候要做到书写认真、思路清
楚、过程完整。

方法二：学会画图、列表分析及找规律

奥数本来就难，教会孩子们把难题变易，把复杂便简单的本
领非常重要。奥数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它抽象，教会孩子们
画线段图、示意图、列表分析、从简单情况找规律等方法。

面对枯燥的奥数，如何让孩子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学得乐此
不彼?我觉得除了老师的讲法要吸引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多给
孩子们展示的机会，让孩子把自己的想法、思路说给老师或
家长听，老师和家长都要耐心听孩子们的讲解，说真的，有
时候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解法真的很巧妙，有时我都没想到。
孩子们的能力真的是不可小视的。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二

1.速读课文，理解“将相和”故事意义，体验阅读名著的乐
趣。

2.结合具体示例说一说廉颇和蔺相如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3.揣摩课文语言，感受人物形象，体会课文着重用语言描写
刻画人物形象的表达效果。

一、探究起点，整体感受人物形象

1.这篇文章写了几个小故事？

2.你喜欢文中的谁？为什么？

3.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廉颇和蔺相如！那么，课文是怎样刻
画这两个人物的呢？快速默读课文，看看文章是从哪些方面
刻画廉颇和蔺相如的。

（板书：语言行动）

二、品味语言，深入感悟人物形象

师：咱们来交流一下，你觉得课文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哪些
地方描写得最精彩？

（一）研究“完璧归赵”

品读语言1：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您并不想交付十五座城。
现在璧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和璧就一块撞碎
在这柱子上！”

你们注意到了吗？课文写蔺相如的这句话，用了哪组关联词？



读着这样的句子，你有什么感受？谁也来读蔺相如理直气壮
的话。

像这样用假设关系的句式来描写蔺相如的语言，在完璧归赵
故事中还有几处，先找出来读一读，再感受感受。

品读语言2：蔺相如想了一会儿，说：“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到
秦国去。如果秦王真的拿十五座城来换，我就把璧交给他；
如果他不肯交出十五座城，我一定把璧送回来。那时候秦国
理屈，就没有动兵的理由。”

从这两个表示假设关系的句式中，我们又能感受到什么？

品读语言3：到了举行典礼那一天，蔺相如进宫见了秦王，大
大方方地说：“和氏璧已经送回赵国去了。您如果有诚意的
话，先把十五座城交给我国，我国马上派人把璧送来，绝不
失信。不然，您杀了我也没用，天下的人都知道秦国是从来
不讲信用的！”

师引导：抓住人物的语言，我们就揣摩到了人物的内心想法
（板书：刻画内心）难怪古人说“言为心声”。

（二）研究“渑池之会”

品读语言四：蔺相如说：“您现在离我只有五步远。您不答
应，我就跟您拼了！”

师引导：你发现特点了吗？作者是怎样写出这种气势的？也
就是说，蔺相如又在用假设的句式，以不容商量的口气，逼
秦王为赵王击缶。但他凭什么敢和秦王拼呢？这一拼，最终
拼来的是秦国的妥协，赵国的国威。

（三）研究“负荆请罪”



师：完璧归赵，蔺相如使赵国免受了秦国的欺骗。秦王很不
甘心，又搞了一个渑池之会要侮辱赵王，蔺相如再一次以弱
胜强，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国后连升几级，被赵王封为上
卿。本来顺理成章的事，却造成了将与相的不和，于是有了
负荆请罪的故事。课文还有哪些描写人物的地方让你觉得特
别精彩呢？咱们继续交流。

品读语言五：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
大家知道，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
蔺相如。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必
然乘机来打我们。我所以避着廉将军，为的是我们赵国
呀！”

蔺相如的这一“避”，与完璧归赵的一“撞”和渑池之会的一
“拼”一样，都是为了——赵国。难怪蔺相如要语重心长地
说——引读蔺相如的话。

为了理解得更深刻，我们不妨把他们的话对比着读一读。看
看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品读廉颇和蔺相如的话，感受廉颇的性格特点。

（1）廉颇：个性耿直、心直口快、直截了当。

课文是用怎样的语言来写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的？

（2）蔺相如：反问、因果、假设。

廉颇：对比。

（3）有比较才有鉴别！同样是语言描写，人物的个性不同，
语言也不一样。我们以后在描写人物的时候，也要注意语言
必须体现人物的个性。（板书：体现个性）



（4）说来说去，蔺相如就是想强调为了国家安危，“将”
和“相”应该——和好。为了赵国，就应该——将相和。

写话：想象一下，廉颇会对蔺相如说些什么？

三、拓展提升，揭示“和”的意义

1.一个知错就改，另一个真诚相待，都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从此过后（出示齐读）——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好朋友，
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师：同心协力这四个字浓缩为一个字，就是课题中的——和。
是啊，俗话说：“人和百事旺，家和万事兴”，国家也一样，
正由于将相二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保卫赵国，秦国很多年
都不敢再来进犯赵国。

2.从此，“负荆请罪”就成了中国历一段感人的佳话，《将
相和》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同学们，这篇课文改编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史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文学著作，曾
被当代文学家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想知道廉颇和蔺相如和好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吗？建议你
去买一本《史记》来读，你会感受到历史名著刻画人物形象
的不同魅力。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三

1.会认“栈、冤”等12个生字，会写“蚕、考”等14个生字。
理解“千变万化、纸屑”等词语。

2.朗读课文，从课文中的具体描绘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以
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激、崇敬之情。

3.领悟以小见大的写法，领悟通过小事来反映人物情感的写



法。

朗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并从中体会到父亲对儿子的
爱以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激、崇敬之情。

领悟以小见大的写法，领悟通过小事来反映人物情感的写法。

教学目标

1.会认“栈、冤”等12个生字，会写“蚕、考”等14个生字。
理解“千变万化、纸屑”等词语。

2.朗读课文，把握课文内容。通过具体事件初步感受父亲对
儿子的爱以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激、崇敬之情。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溢着浓浓的父爱和母爱。父
母的爱是那慈祥的笑容，父母的爱是那亲切的话语，父母的
爱是那热情的鼓励，父母的爱是那严格的要求。父母的爱表
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可是，不论哪种形式，都让我们感
到温暖，感到幸福。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父爱之舟》这课，去感受文中那
浓浓的父爱吧。

板书：父爱之舟

二、读文识字。



1.自读课文，借助工具书，结合课文中的句子认识本课的生
字和新词。

2.用圈点批注的方法画出使你深受感动的句子，在小组内交
流。

3.交流汇报：

(1)大家学会了哪些生字新词?你是怎样记住它们的?

(2)出示本课的生字，纠正读音，重点记住“蚕、茧、掀、席、
庙、屑”等课后生字以及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

(3)让学生以自由举手读、开火车读等形式，加深学生对生字
的认识。

4.讨论交流

(1)课文讲了哪几件事?

(2)课文中哪些地方让你感动?说说你感动的理由。

(3)读一读让你感受最深的句子，体会人物的感情。

5.小组活动。

小组成员带感情朗读课文，评出朗读较好的同学推荐给大家。

三、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看看文中写了哪些事。

2.从这些事中，我们感受到了什么?

3.画出令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生总结汇报

本文先回忆了过去：父亲送“我”报考学校和上学，
见“我”晚上在旅馆被臭虫咬，父亲心疼的样子。

在庙会中，父亲带“我”去逛庙会，给“我”买豆腐脑，可
是自己却舍不得吃，后来还给“我”做万花筒。

父亲在雨雪天气背“我”上学。

为了供“我”读书，家里筹钱，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借船
送“我”。

四、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课文分了几个场景进行描述?哪个场景让你感动?

(梦中出现了父母深夜喂蚕，父亲带“我”住旅店;父亲
带“我”去庙会让“我”吃豆腐脑及为“我”做万花筒;父亲
雨雪天送“我”上学;鹅山高小为“我”铺床;无锡师范送考;
无锡师范送“我”去上学的路上为“我”缝棉被。)

这些场景都显示出父亲对儿子博大的爱。

2.分小组讨论，概括每段的段落大意。

生总结，汇报

第一部分(1)以梦境开始，引入往事的回忆。

第二部分(2～9)以小舟为线索，写了父亲对“我”满满的爱。

第三部分(10)以梦结尾，首尾呼应，表现出作者对父亲深深
的爱意。



五、布置作业

1.背写课文的生字。

2.继续阅读课文，理解重点句子的意思，体会句中的思想感
情。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四

1.学习观察、欣赏景物的方法,并能将看到的、听到的表达出
来。

2.能描写出景物的动态美和静态美,并体会景物的独特魅力。

3.积累描写景物的古诗词,养成发现身边的美的习惯。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二、交流平台。

1.朗读“交流平台”的内容,思考学了这些课文后你有哪些体
会,与周围同学交流。

2.学生思考交流,教师点拨指导。

3.小结。

(1)《威尼斯的小艇》中,最后一个自然段既描写了戏院散场
后人们拥出来坐小艇离开时的热闹景象,又描写了人乘小艇散
去之后水面静寂的情景,动静结合,让我们体会到了威尼斯夜
晚的独特之美。

(2)《牧场之国》中,描写了荷兰牧场风光的悠闲、宁静,也描
写了人们的繁忙。动静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和谐优美的



牧场风光图。

三、词句段运用。

(一)朗读“词句段运用”中的第1题,说说你有什么发现。与
同学交流体会。

1.提示:第一组句子通过写戏院散场后人们拥出来坐小艇离开,
以及远处传来的哗笑和告别的声音,为我们描绘了戏院散场后
小艇开动的热闹场景。

第二组句子通过描写傍晚时环境的变化,以及狗、牛、马等动
物的行为,写出了傍晚牧场的宁静。

2.情景展示。

(1)放学后的校园。

放学后,校园里十分安静。教室里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操场
上没有了奔跑的身影。夕阳的余晖静静地洒在校园里,树枝不
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和花朵似乎已进入了梦乡,只有两棵又
高又大的白杨树静静地守护着校园。(静态美)

(2)群鸟飞过的湖面。

清晨,朝阳升起,一群鸟儿从南边飞来。它们一会儿贴着湖面
疾飞;一会儿直冲云霄,并发出高亢的叫声,好像是在交流一路
上看到的好风景;一会儿盘旋飞翔,百啭千鸣。宁静的湖水仿
佛被群鸟的热闹吸引,漾起细细的波纹,向鸟儿微笑致意。(动
态美)

(3)火车进站之后。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声过后,一列火车徐徐进站了。火
车停稳后,背着大包小包的乘客鱼贯而出。不一会儿工夫,下



车的乘客和准备上车的乘客就挤满了站台,有急匆匆向出口走
去的,有停下来整顿行李的,还有踮着脚尖在大声呼喊寻找同
伴的,站台上顿时热闹非凡。(动态美)

(二)阅读“词句段运用”中的第2题,说说这些语句分别描写
了怎样的情景,体会它们在表达上的特点。

教师点拨提示:第一组句子通过列举田野、沙漠、尼罗河水、
金字塔等事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金色夕阳照射下的美景。作
者抓住景物的色彩特点对金字塔的美丽景色进行了描写。

第二组句子描写了在白色大理石的映衬下的奇异的白色世界。
作者抓住了景物的色彩特点进行描写,并融入了自己的感受。

第三组句子为我们描述了潭水奇异、鲜润、醉人的绿。作者
通过写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太淡,杭州虎跑寺旁“绿壁”太
浓,西湖的波太明,秦淮河的太暗,衬托出潭水的特点。

四、日积月累。

1.趣读,体会音韵美。

教师引导学生练习趣读:可以加上诗里的动作读,摇头晃脑地
读,还可以和同学合作读。

2.听读,想象画面美。

过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淡雅的田园诗不但是一首动
听的歌,还是一幅秀美的画!来,请闭上眼睛仔细听老师朗读这
首诗,透过诗里的文字去想象画面。(配乐)

(1)听读,想象画面。

请闭上眼睛,用心聆听,想象画面。(配乐范读)



(2)汇报展示。

提问:谁来描述一下你想到的画面?(出示图:白满川)还有谁想
描述一下?

(3)齐读,带着你的想象和感受,一起来读这首诗。

3.背诵,感悟情感美。

五、小结。

本单元我们主要学习了描写景物的方法,希望同学们在日常生
活中善于发现身边事物的美,爱自然,爱生活,爱国家。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学到了描写景物的方法,懂得多去
欣赏身边事物的美。

2.以句子训练为中心,引导学生搜集、整合资料,描述心中所
喜爱的景物,逐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3.引导学生理解、背诵描写景物的古诗词,丰富语言积累,提
高审美情趣。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五

1.理解“摘录和删减”、“改写和概括”的内涵；

2.学会缩写故事，明确什么地方需要删减，哪些地方需要改
写，哪些地方需要概括；

3.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概括能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摘录和删减”、“改写和概括”的内涵；



难点：学会缩写故事，明确什么地方需要删减，哪些地方需
要改写，哪些地方需要概括。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准备故事《草船借箭》

教学过程

七、激趣导入

（出示故事《草船借箭》）同学们，谁能给我们概括一下，
这个故事说了什么呢？（学生看故事，自由发言）对比一下
原来的故事内容和你们讲的，有什么不同？（学生自己讲的
比原来的内容短）那么故事的情节完整吗？（完整）你们能
听清楚来龙去脉吗？（能）像刚刚同学们这种用概括的语言
来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就称为缩写。（板书：缩写）但是，
口头表述的和我们书面表达的，还是有区别的。今天，我们
就要来学习如何缩写故事。（板书：缩写故事）

八、启发思路

1.理解什么是“摘录和删减”（判断哪些内容必须保留，哪
些内容可以删去，不要改变故事的原意）

2.理解什么是“改写和概括”（把长句子缩为短句子，把几
句话合并成一句话，或者用自己的话把故事中具体的描写改
得更简洁）

3.结合实例，理解概念

齐读《猎人海力布》1-4自然段缩写，对照原文，看看保留了
什么，删减了什么，哪些句子是改写，哪些句子是概括。

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热心帮助别人，大家都非



常尊敬他。（删减：在内蒙古自治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民
间故事。）

有一天，海力布打猎时看见一只老鹰抓住一条小白蛇，他急
忙救下了小白蛇。（改写）小白蛇告诉海力布，她是龙王的
女儿。为了感谢海力布的救命之恩，小白蛇要送给海力布许
多珍宝。小白蛇还告诉他，龙王嘴里含着一颗宝石，谁含着
那颗宝石，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不过动物说的话只能
他自己知道，如果对别人说了，他就会变成一块石头。（概
括）

4.在保留原意的情况下，什么内容必须保留，哪些内容可以
删去？（故事的引入部分一般可以删去，故事的主人公、起
因、经过、结果必须保留）

5.习作指导

以《猎人海力布》5-6自然段为例，进行讲解：

来到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救了小白蛇，要重重地酬
谢他。老龙王把他领进宝库，让他自己挑选珍宝，爱什么就
拿什么。海力布什么珍宝也没拿，他对龙王说：“如果您真
想给我点儿东西作纪念，请把您嘴里含着的那颗宝石送给我
吧。”龙王低头想了一会儿，就把嘴里含的宝石吐出来，送
给了海力布。

海力布临走的时候，小白蛇跟了出来，再三叮嘱他说：“敬
爱的猎人，您要记住，动物说的什么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如果说了，您马上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海力布
谢过小白蛇，就回家了。

1.齐读这两个自然段，说说哪些地方可以删减？（“敬爱的
猎人，您要记住，动物说的什么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如
果说了，您马上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



2.哪些地方需要改写？（海力布什么珍宝也没拿，他对龙王
说：“如果您真想给我点儿东西作纪念，请把您嘴里含着的
那颗宝石送给我吧。”）要怎么改？（海力布什么也没拿，
只是要了龙王嘴里的宝石。）

3.剩下的内容要用什么方式缩写？（概括）

4.结合上面删减和改写的内容，概括这两个自然段。

（海力布来到龙宫，龙王想送他珍宝表示感谢，海力布什么
也没拿，只是要了龙王嘴里的宝石，龙王稍加思索后就给他
了。临走时，小白蛇再三叮嘱海力布不要忘记刚才它说过的
话，海力布谢过小白蛇便回家了。）

5.除了把主要内容概括出来之外，还要注意两点：1.不能改
变故事的原意；2.改写之后的语言必须通顺。

九、学生交流并练习概括其他自然段，师巡视指导。

十、习作点评

选择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作文进行点评，最好有优秀作品和
不符合要求的作品，学生对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五、小结

总而言之，缩写故事就是要注意以下三点：

要体现原文的风格和面貌。也就是说，缩写不允许改变原文
的中心思想，不能改变原文的体裁，甚至连人称也不能变。
要保持原文的主要事件，保持原文人物的基本特点。

第一，要按缩写的要求将原文的篇幅缩短或者去掉部分描写
语句，或者把有些次要事件加以概括，或者删去无关紧要的
介绍。



第二，要衔接自然，使文章成为一个整体。

板书设计

摘录和删减

缩写故事保留原意，浑然一体

改写和概括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六

?猎人海力布》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篇文章。这
是一则民间故事，课文先写海力布平时热心助人，然后写他
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赠给他一颗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石，
最后写海力布从动物口中得知大山将要崩塌，洪水将要淹没
村庄的消息，为了挽救乡亲们的生命，他不惜牺牲自己，说
出真相，最后写人们得救了，海力布却变成了一块石头。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七

高年级的学生已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能通过预习，了解文
章大意，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体现对学生自学能力的检测，
在检测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课堂重点训练的目标，在教师的引
导下，学生要借助语言训练，初步掌握品读重点词句、感受
文字背后情感的能力，继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学会简要复述是本单元的重点训练目标。通过前几篇课文的
学习，学生已了解了一些复述的方法。但学生在复述课文时
往往抓不住重点，复述等同于背诵课文内容；有的在复述过
程中条理不清晰，语言不简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铺设
“台阶”，更好地帮助学生清楚、有条理、有重点地复述课



文。

五年级语文部编版教学计划篇八

1.通过交流，掌握更多阅读名著的方法与技巧;能猜出古代名
词的意思，结合前后文描写猜出词语的意思，以及通过描写
猜出人物，并从中掌握一定的技巧。

2.通过朗读，理解古诗《鸟鸣涧》，想象其所描写的画面，
体会作者的情感。

本单元，我们走进四大名著，观三国烽烟，识梁山好汉，叹
取经艰难，惜红楼梦残。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梳理一下吧!

(出示“交流平台”内容)

1.本组课文不同于现代文，所以一些语句我们理解起来有一
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些技巧，就能使阅读更加
顺畅。大家回顾一下，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
我们都用到过哪些方法来理解?(猜读、略读、跳读)

2.通过“交流平台”了解猜读的方法。(根据上下文猜测语句
的意思)如何略读和跳读?(遇到较难理解的语句，不用反复琢
磨，只要知道大概意思就好)

3.除了猜读、略读和跳读三种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途
径来理解课文。(借助资料了解历史背景;结合电影、电视剧
等影视资料)

掌握了以上几种方法，相信大家以后再阅读这类文章时，一
定会更加顺畅。

1.在学习本组课文时，我们还遇到了不少难以理解的词语。



(出示“榜文、客官、印信”等词语)你能说说这些词语的`大
致意思吗?

榜文:古代指文告。

客官:旧时店家、船家等对顾客、旅客的尊称。

印信:官府的印章。

驿站:古代人们外出，中途供人短暂停留休息的地方。

伙计:旧时指店员或长工。

郎中:古代的医生。

店家:古代的店主人。

客舍:古代的旅馆。

货郎:古代指卖东西的人。

墨客:古代指文人。

2.(出示第二题句子)读句子，想一想，如何理解加点词语的
意思?

(1)请勿自误:请不要自己伤害自己。

(2)喜不自胜:高兴得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3)瞑目蹲身:闭上眼睛，蹲下身子。

(4)拱伏无违:伏在地上，向上朝拜，没有违抗的。

(通过联系前后文可猜出词语的意思;先理解某一个字的意思，



再放回词中整体理解。)

3.(出示第三题句子)猜猜这三个句子描写的都是谁，并说说
理由。

(1)孙悟空。(重点词:金箍棒)

(2)诸葛亮。(重点词:头戴纶巾)

(3)武松。(重点词:万夫难敌)

1.(出示相关资料)走近作者王维。

2.齐读古诗，说一说，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鸟在山涧中鸣
叫。)诗歌题目直接给我们提示了答案。(板书诗题)

3.诗中写了哪些景物?(桂花，春山，月，山鸟，春涧)从诗的
描写中，你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夜深人静，桂花飘落，
空山中升起了一轮圆月，被惊飞的鸟儿在这里鸣叫着。)这个
意境美不美?(美)若你此刻身处其中，你觉得享受吗?(享受)

4.(播放纯音乐)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曲调，一起朗读古
诗，感受这美丽的夜晚，聆听鸟儿的歌声吧!

5.从诗的描写中，你发现了什么?(诗中有静态景，也有动态
景。)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动静结合，以动衬静，描绘了春
夜山中空寂、幽静的景色。)

6.这首诗中，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想要表达对山中春景的喜爱之情以及陶醉其中的心境。)

7.带着这种感情，让我们再一次朗读古诗，感受诗中的美景，
体会作者的情感。



从古典名著到古诗文，无不展示着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文化的长河中，还有许多珍宝等着我们
去发现、去探究。

1.引导学生有效交流，使学生掌握了更多阅读名著的方法与
技巧，为学生进一步阅读名著打好了基础。

2.分析了名著的语言特点和人物形象，让学生初步体会了名
著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