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大全15
篇)

五年级教案的编写需要注重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教具、
多媒体设备和教材等。《初中地理教案范文：气候和天气》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一

1、通过学习引导孩子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母爱”。

2、培养孩子“平中见奇”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素材的能力。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全文、背诵全文。

4、会认生字9个，会写生字10个。

5、尝试用《妈妈的爱》的格式写一段。

2、后两节，妈妈的爱体现在对“我”思想成长的关怀和帮助
上，可以让学生自己说说，妈妈教导你时，你有什么想法？
是怎样做的？怎么做？不要唱高调，避免这种爱变得枯燥乏
味。

3、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爸爸妈妈的教育方法有时不够适当的做
法。关于这一点可以组织一次学生和妈妈谈心的活动，或者
把孩子的讨论录音、写下来的话交给家长，组织家长讨论。

4、对于个别失去妈妈缺少母爱的同学，老要特别给以关注，
与他们单独交谈，谈阅读的体会，让孩子体会老师的爱和文
中妈妈的爱是一样的。

一、比一比，再组词。



清校伞切

睛较平地

二、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一夜晚一扇子一衣服

一雨伞一往事一批评

三、学着课文的样子，再编一小节。相信你能行。

字词卡、录音带、课件

一、创设情景，再现母爱

1、播放录音《妈妈的骄傲》

2、你能夸夸自己的妈妈吗？

说到自己的妈妈，老师看得出你们都很自豪，今天老师还给
同学们带来了一首赞颂妈妈的.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让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二、初读课文，感受母爱。

2、师配乐读课文。

3、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自己想办法解决。

4、指名读课文，随机评价。

三、自主合作，愉快识字。

1、生字娃娃想知道你们用什么办法认识它们的？



学生说说自己识字的方法，师适当点播，补充。

2、游戏识字。

（1）老师说一个字，学生找到字卡就举起来。

（2）分组练习找生字娃娃。

四、感情朗读，体味母爱。

1、同学们自己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5名同学开火车读课文。

2、自由读文与小组内读文相结合。

（1）选择你最喜欢的一节诗歌来读，通过这一小节，你明白
了什么？

（2）小组内读文，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教师巡视，了解
情况，指导。）

3、汇报学习情况。

谁愿意读读自己最喜欢的一节诗歌？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一
小节？

（1）当学生汇报到第一小节时，引导学生抓住“妈妈正给我
扇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体会妈妈不顾劳累，忍着
酷暑为“我”扇扇子的爱，明白为什么“妈妈的爱是清凉的
风”？然后指导学生带着妈妈的爱去读读这节诗歌。

（2）当学生汇报到第二小节时，引导学生从“一把伞遮在我
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身上。”体会妈妈无私的爱，即使
雨水打在身上也全然不顾。

（3）当学生汇报到第三小节时，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体



会妈妈“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时那着急的心情，从而理
解为什么“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然后有感情地朗读，再
次体会妈妈伟大的爱。

（4）当学生汇报到第四小节时，引导学生结合实际，体会妈妈
“责备的目光”也是爱。

（5）学生汇报到第五小节时，引导学生结合实际谈谈、理解
为什么“妈妈的爱是亲切的教诲”？然后感情朗读。

4、配乐通读全文。

五、联系生活，赞美母爱。

1、学生从生活中举例说说妈妈对自己的关心与爱护。

2、引导学生把夸妈妈的话，整理成小诗的样子说出来。

3、小组内互相讨论、帮助，老师及时指导，然后指名叫几位
同学说说。

4、把自己说的小诗写下来，然后小组内评评。

5、把小诗读给爸爸妈妈听，也可以请他们指导。

六、指导书写，巩固识字。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二

设计理念

自主识字，合作学习，主动探究，加强积累。在读中感悟，
在读中培养语感。

学习目标



1、引导学生发现偏旁归类识字的方法。

2、积累词语、句子并巩固生字，提高朗读能力。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我的发现。

1、老师知道同学们善于观察、善于发现，读一读这些生字，
看你能发现什么？（出示偏旁和部件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笔写
出来的生字卡片：饿、饼、饮、饺）

2、说一说：这些字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3、发给各小组生字卡片：猴、猫、狗、狮、猪、狼

（1）读一读。

（2）把字剪开，分成偏旁和部件两部分。

（3）把这些字的偏旁归在一起，说说发现了什么。

二、自主识字，我会认。

1、自己学习生字：饼、饮、饺、猪、狼（师巡回指导）

2、小组内交流汇报学习情况，互助学习。

三、开动脑筋，我会填。

1、出示汉字“今”，学生回忆：在学过的字里，哪个字里



有“今”？（念）

2、说一说：这个字的偏旁。（心）

3、想一想：给“相”加上偏旁，可以变成什么字？

4、试一试：小组内每个学生给此题中的一个汉字加上偏旁，
组成新字。

5、比一比，新发现：这几个字可以同时加“心”，变成另外
的几个汉字。

四、课堂小结：填上一个字，就能变出很多字，真是太有取
了！

第二课时

一、读读记记，积累句子。

1、读一读：自由朗读读句子。

2、说一说：你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3、背一背：自己背过后，背给同桌听。

4、集一集：小组内展开交流，背诵自己课前搜集到的.认为
有道理的话，比比看谁搜集的多、背诵的的多。

二、我会写，积累反义词。

1、读一读：反义词“冷---热”

2、说一说：这两个字字义上的关系，并说出与其它五个字意
思相反的字。



3、学生在田字格里书写（提醒注意间架结构）

三、我会读，我喜欢读。

1、激趣入题：同学们喜欢还记得上学期学过一篇课文〈雨点
儿〉吗？大雨点儿和小雨点儿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生略）
看来同学们真的是喜欢雨点儿。今天小雨点儿又跑来了，想
再认识他吗？先把短文读正确。

1、自由朗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同桌互读，互相评价、正音。

3、汇报：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感受？

4、有感情地练读：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

5、指名有感情朗读，读后评议。（被的同学可以向读者提问：
哪句话你为什么要用……语气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用
不同的语气来读，师相机范读。）

6、配乐朗读，感情升华。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三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是怎样帮助你的?当别人遇到了困
难，你又是怎样伸出援助之手的?每个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吧，请你写一件别人帮助你的事，或你帮助别人的事。

1、要选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写。

2、要把自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3、写好后要认真修改。



1、继续练习写叙事文，并学习、巩固通过主要内容的描写表
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方法。

2、通过本次习作，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人与人之问的真情，
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

二课时

一、连接本习作内容，做好选材准备。

请你写一件别人帮助你的事.或你帮助别人的事。”

l、先进行同学问自由交流，相互启发。

2、再认真回忆个人经历，自己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自己

二、明确习作要求，确定习作材料。

1、比较分析所选事例，看看哪一件是印象最深的，为什么会
有如此深的印象。

2、要把事情的经过和你最感动的地方写清楚。

三、树立事件发展过程，确定习作重点。

1、先引导学生体会“要把自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2、再让学生回忆清楚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最后，引导学生通过对应比较，确定自己习作重点内容。

一、学生完成习作。

动笔前，让学生把主要部分说一说，在说的过程中进行指导。



指导重点放在“怎样叙述事件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

二、写好后，读一读，认真修改一下。

三、组织学生进行评议。

四、个人根据评议情况，再次修改自己的习作。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四

1．学习本课的8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盘旋、
城砖”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表达出长城的
雄伟气魄。

3．了解长城高大坚固、气魄雄伟等特点，感受作者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4．激起民族自豪感，产生了解中国的“世界遗产”的兴趣。

在阅读中理解长城的高大坚固，感受长城雄伟的气势，体会
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课时

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做到精讲多练，把课堂的自主权
交给学生，把课堂时间还给学生，积极倡导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的探究式学习方法。本课教学设计我是本着以读为主，
以练为辅的教学理念进行构思。四年级的学习过程是逐渐从
中年级过度到高年级的过程，学生的思维发展迅速，因此，
我在设计本课时，采用了以读贯穿全文，边学边练的学习方
式有效地巩固学生对知识的识记深度，通过小组讨论、汇报



交流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知识点，在课堂上攻破
难点。设计本课时，我还着重考虑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
解和积累，通过分析学习本课的知识点，提高读文赏词的语
文能力，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从而更好地完成新课标理念
下的三维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

1．学习本课的8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盘旋、
城砖”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3．指导学生图文对照，培养观察能力。

1．学生谈谈对长城的认识。

2．学生自由补充。

3．老师给以肯定。

4．板书课题，齐读。

。

1．第1自然段：远看长城蜿蜒盘旋，如同长龙。（第一幅图）

2．第2自然段：近看长城高大坚固。（第二幅图）

3．第3自然段：由长城联想到古代伟大的劳动人民。

4．第4自然段：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

1．自由读课文，读准生字、词语。

2．学习会认的字。



3．学习会写的字。

4．学生书写。（重点点拨：隔、砖、旋等字）

1．出示第一幅图：说说这幅图是从什么地方观察长城的？看
到的景物是什么？

2．出示第二幅图：

（1）这幅图与第一幅图有什么不同？

（2）从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3．对照课文，读课文。

（1）小声朗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课文。

（2）联系课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2．老师画出图画，让学生指出相应的地方。

垛子：指城墙顶部外侧建筑的两米多高的齿形墙。

瞭望口：指齿形墙凹下来的部分。

射口：指齿形墙上用来射箭的洞。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表达出长城的雄伟气魄。

2．了解长城高大坚固、气魄雄伟等特点，感受作者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3．激起民族自豪感，产生了解中国的“世界遗产”的兴趣。

1、板题：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长城》一课。



2、欣赏图片：学习课文前，我们先来欣赏长城的景观。（ppt）

3、谈感受：欣赏了图片，你有什么感想呢？

4、激趣：长城——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你
能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一下长城吗？（学生说）

（一）齐读句子

1．读（ppt：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
的奇迹。）

2．质疑：从哪儿可以看出长城的气魄雄伟呢？

1．自由读1．2自然段，思考问题：从哪儿可以看出长城的气
魄雄伟呢？

2．交流汇报：

（1）长——（ppt）远看长城，它像一条长龙，在崇山峻岭之
间蜿蜒盘旋。

这是一个（比喻句），把（长城）比作（长龙）。

（ppt图）理解“蜿蜒盘旋”：随山势而走向

——一万三千里：这里运用了（数字说明），山海关在河北
省，是长城的起点，嘉峪关在甘肃省，是长城的终点。

（ppt）长城经过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北京、
河北等省市，全长一万三千多里。

（2）（ppt第一自然段）齐读：你能读出这样磅礴的气势吗？



（3）过渡：远看长城如长龙，那么，近看长城，又有什么特
点呢？

（4）高大坚固

——建筑材料：巨大的条石、城砖筑成

——宽：五、六匹马可以并行

——高大：两米多高的垛子

——坚固：城台（屯兵和传递信息）、垛子、瞭望口、射口

3．小结：学习了1．2自然段，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自由
发言）

4．齐读：把这种雄伟的气势读出来。

1．过渡：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
作者浮想联翩，谁来读读第3自然段（指名读）

2．作者想到了什么？（劳动人民）

3．（ppt）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很
自然地想起古代建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

（1）此句在文中起了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2）找出句子中的动词：站、踏、扶——说明作者已经身临
其境到了长城。

（3）站在长城上，想起了（劳动人民），此时此刻，作者内
心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4）小结：对啊，作者被长城的雄伟气魄震撼了，民族自豪



感与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油然而生。

步一步地抬上陡峭的山岭）

（2）这可是两三千斤重的巨大条石呀，劳动人民是那么的艰
辛呀。

（3）请读句子：（ppt）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
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4）思考、交流：（ppt）

*“多少”表示（无数）。

*劳动人民为了修建长城付出了（血汗和智慧）。

*“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突出了（长城之长）。

*“才”在这里表示长城的建成是（很不容易）。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无限赞叹）之情。

（5）小结：在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劳动人民却能修建出这气
魄雄伟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城，你想对劳动人民说什么
呢？（自由发言）

（6）让我们闹喊对劳动人民的敬意，再读读这句话。（齐读）

1．为什么说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自由发言）

2．请大家一起读这句话。

（ppt）——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
奇迹。



气魄雄伟的长城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与智慧的结晶，是华夏儿
女的骄傲，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呀。

1．搜集一些有关长城的故事、传说和图片资料，进行交流。

2．搜集我国的文化遗产资料，了解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丰
富自己的知识。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五

1．了解文艺性政/lw/论文的特点。

2．学习辩证分析丰富的人生体验的思维方式。

3．品味语言的哲理性。

文艺性政/lw/论文的特点和语言的哲理性。

.课件或小黑板。

让学生熟读课文，从感性上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其次教师
加以理论上的指导了解文艺性政/lw/论文的特点。以此合作探
讨语言的哲理性，加深对哲理语言的理解，提高语文阅读能
力，达到学习目标。

有人说过：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时，那你必然也会错过月
亮和星星。关键是你应该如何对待错过。(板书课题及作
者。)

介绍作者。(出示.课件1)

刘心武，当代作家，四川成都人。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
主任》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要求：记住作者及作
品。）



(出示.课件2)

师范读课文，学生自主完成下列题目。

1．熟读课文，识记字词。

2．了解本文的.写作内容。

3．找出文章中富含哲理的语句。

4．比较和其他文体的异同。

1．找出不理解的语句，小组内交流。

2．说说读完本文后的感受，同位交流。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六

一.教学目标

1.能改正常见的错别字。

2.学会区别形近字，并组词；能从一组句子中找出一对近义
词；能按要求给词语分类。

3.能照样子把句子写完整；初步学会修改句子中用得不适当
的词语。

4.初步学会按指定的要求默读短文，做练习。

二.教学时间 2课时

第1课时

教学要点教学第1--5题。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

二.练习第1题：改正下面词语中的错别字。

1.读读词语，口头进行尝试修改。

2.说说错在哪里，它们之间的区别。如何修改。书面填写。

3.说一说平时哪些字容易写错，该怎么办。

小结：形近字要细辨，音近字辨字义。

三.练习第2题：比一比，再组成词语。

1.轻声读读，细细辨认。

2.学生独立完成。鼓励一字多组。

3.说说自己经常遇到的容易混错的`字。

四.练习第3题：找近义词。

1.指名学生读句子，读通后再理解意思。

2.找近义词：立即--立刻飞快--火速

五.练习第4题：把词语分类。

1.读题目，明确要求。

2.理解。农具：进行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工具。

农活：农业生产中的工作。



农作物：农业生产中栽种的各种植物，也叫庄稼。

3.读词语，将列举的12个词语按要求逐项分类写下来。

4.说说其他的农具、农活和农作物名称。

六.练习第5题：把句子写完整。

1.读懂题目和例句。

2.学生口头说一说。（寻求不同的答案）

3.学生书面填写。然后读读自己写的句子。

第2课时

教学要点教学第6、7题。

教学过程

一.练习第6题：划出句子中不合适的词语。

1.学生边读句子，边划出句子中用得不合适的词语。

2.说说如何修改。

第1句“要求”和“严肃”搭配不合适，改为“要求严格”。

第2句“爱护”改为“保护”。因为“爱护”一般用于人或组
织所发出的动作行为。青蛙是动物，不可能做出这种动作行
为。

第3句把“纷纷扬扬”改为“啪啪啪地”。因为“纷纷扬扬”
是指雪花、叶等较轻的东西飘洒的景象。“豆大的雨点”落
下来肯定会发出较大的声音。



3.读读修改后的句子。

二.练习第7题:短文训练。

1.读读题目，明确要求。

2.初读短文，说说短文讲一件什么事。

3.指导解题方法：读短文后题目（1），明确要求。

（1）默读短文，按事情发展顺序，说说捕鱼的经过。

（2）依据短文，按事情发展顺序排列词语。

（3）集体交流，自我订正。

（4）读短文后题目（2），明确要求。

a.在短文中找出有“果然”的句子读读。

b.联系上下文说说“果然”的意思。（事情的结果和预料完
全相符。）

c.想想在生活中什么时候可用上“果然”一词。

d..用“果然”口头造句。师生评议。

e.独立造句。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七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的突泉的美丽，感受大自然的伟大，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2、学习作者抓住景物特点和细致描绘抒发感情的写作方法。

3、学习生字新词，理解“妩媚””晶莹”“摇曳”“不知疲
倦”“五光十色”等词词。能用“那么……那
么…···”“好像……似的”造句。

4.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

教学重难点

了解趵突泉景色的特点是教学的重点;体会作者的感受，学习
作者细致观察和具体形象地描写景物特点的方法是教学的重
点，也是难点。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出示挂图，揭示课题

1、同学们见过泉水吗?是哪几的泉水?能说说你所见到的泉水
的样子吗?

2、你们听过趵突泉吗?请同学们看图，这就是历史悠久、闻
名于世的山东济南的趵突泉。

二、简介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东省会济甫市旧城区西门官侧，面积约3公顷，包
括周围的金钱泉、柳絮泉、漱玉泉等16个泉口和几处古建筑，
现统称为的突泉公园，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助突泉泉他
长约30米，宽约20米，成长方形。池内有五股泉水，涌量每
钞钟可达16立方米。泉水高高涌起，可高达半尺多，2400多



年前，我国史书上就有关于它的记载。

三、范读课文

1、下面请同学们看看图听老师把课文朗读一遍。

2、看了图，听老师读了课文，你们觉得趵突泉怎么样?

四、读通课文，指导分段

1、学习生字。

2、自由轻声读课文，要求将字音读准，将课文读通。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想想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4、课文中具体写趵突泉的美丽景色的是哪几个自然段?课文
可以分为几段?

5、讨论归纳。

五、教学第一段

齐读，说说“现在单讲的突泉”这句话在文中起什么作
用?(点出课题，引起下文)

六、教学第二段

1.指名读，想想这是写作者在什么地方，看到什么?(在西门
外的桥上看到一溪活水，)

2、“活水”是指怎样的水?(有源头而常流动的水)作者看到
的是怎样的一溪活水?(清浅、鲜洁)”鲜洁”在文中是什么意
思?(形容泉水清洁、清澈、明亮)



3、“妩媚”是什么意思?(指姿态美好可爱)作者为什么
说“假如没有助突泉，济南会失去一半的妩媚”代作者既强
调了胸突泉在济南美景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又将人们的思
绪带入了令人神往的境界之中，)

4、齐读第二段。

七、识记、书写生字

八、作业

第二课时

一、齐背课文一、二段

二、看图，学习第三段

(一)学习描写大泉的第三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看看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写了几层
意思?

讨论归纳。

共6句话，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句活是第一层，写来到公园，
第二，三两句是第二层，写泉池和池水，第四、五、六三句
是第二层，写大泉的特点。

2、“沿着小溪柱南定，就来到趵突泉公园”这句话在二、三
自然段之间起了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3、趵突泉的泉池和池水各有什么特点?

4、指名读4至6句，其余同学看着图听，体会大泉的美。



5、用不同的符号画出4至6句中描写实景和作者联想的部分。

6、默读4、5两句，看看大泉在外形上有些什么特点?

7.观察图画，想象如果此时你们站在购突泉边，望着这永远
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向上冒的泉水，会想到什么?(大自然的
伟大，大自然的力量)

9、指导朗读第三自然段。

(二)学习描写小泉的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2、这一自然段描写了几种形态的小泉?(3种)小泉的特点是什
么?(美丽有趣)

3、作者是怎样描写小泉的不同形态的?

5、指导朗读，提醒学生注意描写小泉动态美的词语。

三、总结全文

1、作者为什么要写趵突泉?

作者通过对趵突泉美丽景色的描绘，赞美了大自然的伟大和
力量，表达了作者时祖国河山的热爱。

2、在写趵突泉时，作者是怎么充分展示它的美的?

在描写的趵突泉的美景时，作者把观察与联想结合起来，充
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感受，形象地展示了购突泉的美。

四、作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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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八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其中的8个。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读中感悟叠词的表达效果，会说类似的叠词，并积累叠词。

4.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教育孩子保护自然、保
护环境，并努力为绿化祖国作出贡献。

1.识字、写字。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2课时

1.认识12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森林是各种动物的家，初步了解森林
的作用。

1.识字、写字。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挂图、生字词卡片。

1.小朋友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一课呀?

2.学生齐读。

3.你们知道，小树、小草、帮了山爷爷什么忙吗?

4.许许多多的小树围在一起，就成了森林。森林是什么样的
呢?小朋友们看。(出示挂图)

5.小朋友们你们在森林里都看到了什么?

6.小朋友们，你们想对森林说什么呢?

7.指导读课题。

1.教师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找生字。

2.反馈找生字的情况。

3.认读生字。

4.朗读课文。

5.学生自由读，把课文读通顺，并找找文中哪儿描写的是森
林，哪儿描写的是大家向森林问好。



1.文中哪几自然段写的是森林呢?

2.学生反馈，教师出示句子。

一棵树，两棵树，好多好多树。手挽手，肩并肩，一片绿色
的海洋

3.指名读，其他学生评议。

4.引导学生做动作，理解手挽手，肩并肩。

5.出示挂图再次感知森林的样子。

6.这句话中海洋指的是什么呢?

7.指导朗读。

8.谁向森林问好了?

9.反馈他们各说了什么?

10.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自由读它们说的话组长可以安排角色
朗读。

11.反馈的情况。

12.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读了课文，你知道了森林有什么
作用。

13.集体反馈。

1.自由大声地读课文。

2.指名认读生字并组词。



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9.森林，你好

小动物的家

森林 挡风沙

储雨水

教后感

1.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读中感情叠词的表达效果，会说类似的叠词，并积累词语。

4.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孩子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并努力为
绿化祖国作出贡献。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作用。

生字卡片，人类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图。

1.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有谁向森林问好了吗?

2.它们都说了什么呢?

3.教师小结森林的作用，然后导入新课：小朋友们，森林帮
我们这么多忙，可是，却还是有人向可爱的森林伸出了可怕
的手。(出示图片)



1.让学生自由地说说自己的观后感想。

2.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森林呢?我们不能做什么?

3.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适当的小结，教育孩子保护森林、
保护环境、植树造林。

1.出示读一读，说一说练习。

2.学生自由大声读。

3.指名读。

4.学生讨论、区别，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5练习说：好______好______的______

1.出示生字卡片，指名认读。

2.开火车认读。

3.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汉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4.让学生自己说说在书写这些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5.学生写字，教师个别辅导。

6.作业展示，集体评议。

7.互相批阅生字，一起修正，争取写得更好。

抄写生字。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九

《船长》一文讲述了哈尔威船长在“诺曼底”号客轮遭
到“玛丽”号大轮船猛烈撞击即将沉没的时候，镇定自若，
指挥60名乘客和船员有秩序地乘救生艇脱险，自己却屹立在
船长岗位上，随着客轮一起沉入了深渊，歌颂了哈尔威船长
忠于职守、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

1、通读全文，初步了解全文内容，能够简单复述故事情节。

2、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简单分析哈尔威船长的形象。通过朗读和感悟课文片段的
练习，让学生感受哈尔威船长忠于职守、舍己救人的精神。

其中，目标3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

第一课时中我安排三读：一是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通
顺，扫除字词障碍。二是检查读，指名学生分段读课文，其
间，重点指导读好几个外国人名、地名、船名，通过联系生
活实际、联系上下文、等方法初步理解“肇祸、屹立”等词
语的意思。三是默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了解段与段之间
的联系。最后，布置作业，抄写词语。

下面重点谈谈第二课时的教学：

(一)把握人物品质，直奔文章中心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通过上午的学习，哈尔威
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一名船长。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使学
生整体把握人物品格，为后文教学奠下感悟的方向。

(二)品词析句，体会精神



接着，组织集体交流，重点讨论以下语句

1、哈尔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吼道：“大家安静，注意听
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
必须把60人全都救出去!”

引导学生联系前后文，紧紧抓住“吼”字指导学生感悟，读
懂当时的危机和慌乱，体会船长在大难临头时的沉着与镇定。
通过剖析哈尔威的吼声，使学生进一步丰满船长舍己救人的
精神。

2、船长与洛克机械师、大副的对话

我分二个层次进行：

(1)质疑：哪个男人敢走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联系前文“必须把60人全都救出去”，再读读这句话，你有
什么话要问船长?引导学生联系第五自然段，体会船长下达了
死命令是为了控制混乱的场面，保证让更多的人逃生。

(2)分角色朗读，体会这组简短那有力的对话。

3、船长哈尔威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
没有说，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森可怖的薄
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入大海。

这组句子的教学，围绕为什么人们安全获救而船长却没有逃
生徐徐沉入大海而展开，努力营造一种悲壮的、凄惨的美，
进而感悟船长舍己救人的光辉形象。

(三)、心灵碰撞，激发情感

通过一段相似的录像场景，使学生从形象上感知，灾难发生
时的慌乱与可怕，进而理解船长的镇定、忠于职守、舍己救



人是使本次灾难减少到最低点的主要原因。然后借助纸笔，
拉近时空的距离，让学生与哈尔威展开心与心的交流。

(四)、形象升华

通过这是一名忠于职守、舍己救人、视死如归的船长和课文
最后一个自然段的诵读，力图使哈尔威船长的形象能深入学
生的心灵。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

1、学会d、t、n、l四个声母，读准音，认清形，正确书写。

2、学会d、t、n、l与单韵母拼读音节及带声调拼读音节。

3、认识5个生字，会读儿歌。

导入：

今天，有四个声母要开个联欢会，为我们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大家想不想看啊？

生：想！

师：第一个节目叫做：敲队鼓。小朋友知道队鼓是什么样子
的吗？

生：……

师：我们可以看一看书本上的图。这就是小队鼓了。诶！在
敲队鼓的时候啊，有一只小队鼓敲得特别带劲
儿de、de、de、de，观众们啊就一定要认识它，它呢就是我们今
天要学的声母d。



生：……

师：在读它的时候要轻一些，短一些。大家一起跟着老师来
读。

生：……

师：d的样子怎么来记呢，小朋友们又要动脑筋想办法了。

生：……

师：噢！小朋友们这么快就想出办法来了啊（左下半圆ddd，
小鼓一敲ddd）

师：老师怎么觉得这个声母这么面熟啊，好象前面学到过似
的，请小朋友们帮老师来想一想。

生：……

师：噢！原来和b点像，可是它们不一样，右下半圆是bbb，
左下半圆是ddd。那么请小朋友们来写一写d，它是在四线格的
上格和中格，先写半圆再写小棒，写法和b也不一样，b是先写
小天线，再写半圆的。小朋友们要记清楚。

师：观众们认识了d之后呢，d就想找几个好朋友一起玩，大家
看，声母d找到了哪些好朋友啊？（出示da、de、di、du）请小
朋友们来拼读。（指名）

生：……

师：第二个节目开始了，叫做：小鱼跳舞。轮到它跳舞了，
小鱼活蹦乱跳的，可高兴了。我们就来学一学，跳舞的小鱼t。
我们一起来读。



生：……

师：读的时候要轻短。大家再来一遍。

生：……

师：在四线格里写的时候要先写竖弯，然后再写横。小朋友
们练一练。

生：……

生：……

师：好，小朋友们很能干，方法也学会了，我们以后自己就
能认识很多拼音了。

师：现在呢，两个节目已经表演完了，这些字母演员们啊要
休息一下，它们就自己去找朋友了，d和t跟带声调的a、e、i、u
交上了朋友。（出示）

师：有这么多，小朋友们会念吗？

生：……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文章将作者叙述、信的内容和回
忆插叙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法。

3、通过学习凡卡写信的内容以及他的神态、动作、联想了解



凡卡悲惨的生活遭遇，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激发同学们的
同情心及对黑暗社会制度的痛恨。 教学重难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认识作者：

1、师：同学们你们几岁了?你觉得你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2、简介作者(板书：契诃夫)出示课件1作者图像及文字介绍

师：他是世界文学天才，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被称为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凡卡》就出自这位文学巨匠之手。今天，我们跟随世界文
学巨匠、小说天才契诃夫，走进他的作品《凡卡》，请齐读
课题。

二、初学新课，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字词识记情况

(1)师：课前大家已经预习了课文，不知道生字词掌握的怎么
样?这是文中的一部分词语，请大家先试着读一读。

(2) 指名认读，指导认识多音字“摩”，认识“楦头”

(3)齐读字词。

2、理清文章脉络

除了写信，还有其他的内容吗?

板书：凡卡 写信 回忆

师：你们看，这么长的一篇课文，我们用简单的几个词语和



一些符号就理清的脉络，同学们以后还会读到更多的长课文，
你也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法来理一理文章的脉络。

3、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说说从课文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
的凡卡?从哪些句子中感受到的?把深深触动你的地方划出来，
可以在旁边作批注。

板书：( )凡卡 写信 回忆 寄信

【设计意图】此环节可以帮助学生理清文章脉络，并且
以“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凡卡为切入点”，把学生的精力集
中到体会凡卡的艺术形象上。

三、学习课文，感受凡卡的悲惨生活：

1、感受凡卡的四次挨打：

从课文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凡卡?从哪些句子中感受到的?

生：感受凡卡是个常被挨打的可怜的孩子，。

师：把自己的勾画和感受，和我们一起交流。

(1)学习凡卡第一处挨打：

教师出示课件3：

老板凶残，凡卡悲惨。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老板的凶狠或你认为怎样的打才算毒打?
请注意一些关键性词语

( 揪、拖、揍)

师：鞋店老板下这么重的手打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小凡卡



到底犯了什么错?(给小崽子摇摇篮睡着了)

师：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凡卡就被老板揪着，拖到院子里，
拿皮带揍一顿，那大事呢?真是难以想象。

(学生发言：院子里地方大，好打;老板怕影响自己的孩子睡
觉……)

师：此时此刻，你们的感受也许是伤心，也许是愤怒，也许
是痛苦。用读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吧。

(2)学习凡卡第二处挨打。

师：凡卡这一次因小事被揍，让我们看到了他悲惨的学徒生
活，但这仅仅是开始。凡卡这还是被打得轻的呢?被老板打得
最厉害的一次，你们看到了吗? 学生读：“被老板用楦头打
晕”。

出示课件4：

有一天，老板拿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
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

师：老板用什么打凡卡的。(楦头)楦头是什么?楦头做鞋子的
模型，一般由木头做成。谈谈你的感受。(老板凶残、没有人
性……)

师：带着你的感受，来读一读这段文字。(学生读)

师：九岁的凡卡居然被老板打得昏了过去。谁还想读 ?

师：可怜的小凡卡，他在鞋匠家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正如他给
爷爷倾诉的那样，齐读：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

(3)学习凡卡第三处挨打。



师：凡卡在鞋匠家里，只被老板一个人打吗?

出示课件5：

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
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

师：看了这段文字，谈谈你的感受。(残忍)

哪一个词语让你感受到老板娘的残忍?(戳)

师：孩子们摸摸自己的脸，说一说你的感觉。(软、嫩 )

你想对凡卡说什么?带着你们感受到的，读。(学生齐读。)

师：在鞋匠家里，凡卡要被老板打，要被老板娘打，有人同
情他吗?不但没有同情，而且――(伙计还捉弄他)

齐读：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

师：可怜的小凡卡，小事挨打，大事更要挨打，被老板打，
被老板娘打，还要被伙计捉弄挨打……每一天，他都是怎样
捱过来的啊!

2、你还看到一个怎样的凡卡。学习凡卡“挨饿”部分：

师：凡卡在鞋匠家的悲惨遭遇，只是挨打吗?他还有哪些遭遇
触动了你。(挨饿)你从哪里体会到的?(吃的呢，简直没有)

师：九岁的凡卡，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连饭都吃不饱，这
个时候你看到的凡卡是什么样子的。(学生：面黄肌瘦，骨瘦
如柴、又瘦又小……)

师：凡卡是如此的饥饿的，老板们却是大吃大喝。如此的反
差，多么的让人气愤啊!带着你的体会，把这一部分读一读。



3、你还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凡卡?学习凡卡“挨冻”部分：

师：吃不饱的凡卡，还有什么悲惨的生活景况呢?(板书：挨
冻)

你从哪里体会到的凡卡挨冻? (没有鞋子穿)

凡卡在哪里做学徒?(鞋店)

为什么在鞋店里做学徒却连鞋子都没有?(鞋店里最不缺的是
鞋子，但凡卡却没有鞋子，鞋店老板根本不把凡卡当人看。)

师：在寒冷的冬天，连一双御寒的鞋子都没有。那其他东西
他有吗?(没有) 凡卡有的只是挨打、挨饿，挨冻。

4、你还看到一个怎样的凡卡?学习“凡卡乞求”部分：

师：让我们来听听凡卡对爷爷的乞求吧!

出示课件6：(配以低沉音乐)

师：孩子们，你想怎样读这段话，自己读一读。

师：男孩子们，你们能体会到受尽虐待的悲伤的小凡卡的心
情吗?用读表达出来吧。男生读。

女孩子们，你们现在就是可怜的受尽欺辱的可怜的小凡卡，
你多么想亲爱的爷爷帮帮你啊!女生读 。

5、总结凡卡的生活状况：

师：同学们，凡卡在城里鞋匠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能用一
个词语来形容吗?(板书：悲惨、死路一条)

(设计意图：“你从课文中看到怎样的凡卡”这一简单的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读书，进而了解凡卡悲惨的学徒生活，
感受他悲惨的遭遇。)

6、填写小诗，升华情感：

师：凡卡在鞋匠家受尽了虐待。但是，他却无法向人倾诉，
他只能把所有的

痛苦埋藏在心里。现在，让我们结合自己的感受，填写这首
小诗。

课件7展示：

在鞋匠家里，

他忍受着______

他忍受着______

他忍受着______

但他仅仅只有九岁。

热闹的莫斯科，有那么多人，

但____________

繁华的莫斯科，有那么多东西，

但____________

在这______的圣诞前夜，

我听见，



他___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

他想______。

师：哪位同学愿意向我们展示一下自己作品呢?

【设计意图】通过此环节的训练，学生将全文串联起来，进
一步感受到了凡卡命运的悲惨，说出学生的心里话，学生的
情感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

四、回忆家乡，感受家乡的快乐美好：

师：从上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了凡卡遭受的苦，难道这个9
岁的孩子生活中就不曾有快乐吗?(和爷爷在一起，凡卡快乐
板书：快乐)

师：朗读13自然段，和爷爷砍圣诞树。读出凡卡的快乐。

师：乡下的凡卡多快乐呀，可是爷爷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城里?

出示课件8、

“爷爷是个瘦小的老头儿，六十五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
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
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

师：请同学们迅速默读这段文字，从字里行间寻求答案，你
感受到了什么? (爷爷那么老，睡在厨房，挨冻守夜，凡卡在
爷爷那里，更要挨冻。)

(凡卡在爷爷那，也要干活，也要挨打。)

师：爷爷在乡下挨冻，挨饿，凡卡在乡下更苦，也是死路一



条。但是和爷爷在一起的生活与在莫斯科的遭遇相比，这里
还有爷爷的爱护，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很快乐的。进一步说明
了凡卡的悲惨生活!于是，他要写信给他唯一的亲人爷爷，乞
求爷爷把他带回去。

【设计意图】文中插叙部分的基调是“乐”，但却处处暗示了
“苦”，暗示了凡卡希望的破灭。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主要
是引导学生体会文字背后暗示的深层含义，激起对凡卡的深
切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

五、探究悲惨生活根源，升华情感

么?你们用这样的句子来说话：这是一封永远――――的信。

生：这是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生：这是一封爷爷永远收不到的信。

生：这是一封永远充满希望的信。

生：这是一封永远对爷爷充满爱的信。

师：这是一封永远在信封里装着的、倾诉自己苦难的信。他
的爷爷永远不可能收到。他满怀的期望、无限的期盼和痛苦，
无人知晓，只能在梦中梦到爷爷。他不能解脱，也不能逃脱，
他可能真的要死了。这是最悲哀之处。这也告诉我们，当时
凡卡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齐读：最后一
自然段，读得凄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沙皇统治下的凡卡只有死路一条。
但今天的我们梦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吧。

六、续写本课

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话想对凡卡说吗?凡卡睡醒后会发



生什么事?续写本课。

板书：( )的凡卡 写信 回忆 寄信

城里的生活死路一条

乡下的生活活不下去

教学反思：

这一单元训练重点是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领会作者的表达
方法。《凡卡》一文注重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联想及周
围的环境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这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生
字词，弄清了文章的脉络，知道全文以“凡卡写信”为线索，
穿插回忆为依托来展开叙述的。在此基础上让同学们通过朗
读交流进一步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领会作者的表达方法。

本文结构复杂，我以 “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凡卡”为切入点，
层层深入的引导学生体验感悟。在确定凡卡给爷爷写信叙述
苦难的学徒生活为文中的主线后，引导学生讨论凡卡受尽哪
些折磨?抓住凡卡的四次挨打，为什么挨打?怎么挨打的?进而
体会凡卡的非人生活。

整节课把读书的权力交给了学生，借助反复的、多种形式的
朗读，引导学生进入语言描绘的感情氛围，体验作者的内心
世界，达到情感的贯通。特别是在学习最后一段时，当学生
逐渐明确凡卡的信不会寄到爷爷手中，而爷爷即使收到也不
会来接他时，学生在轻轻地读，把沉甸甸的悲伤却是的表达
了出来。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二

教学理念：



本课设计力求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诵
中生情，在吟中入境，而且通过创设情景，营造氛围，使学
生入情入境，充分展开想象，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会认10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能力目标：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了解古诗的大
概意思。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

教学重点：识字、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理解诗的意境。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是教师以优美的导语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到课文的学习中去。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就是苏醒，就是温暖，
就是繁荣，就是希望。春是花的世界，是鸟的天堂，是诗的
故乡。春天如此美好，有许多诗人都用优美的诗句赞美春天
的可爱，你能背出1-2首你学过的与“春”有关的诗吗?然后
指名背《春晓》《绝句》《草》等诗。听了这优美的旋律，
老师仿佛看到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你听，窗外两只黄鹂在翠
绿的柳枝上唧唧喳喳地叫着。多好的享受啊!接下来，老师请
你们欣赏一段画面，看看哪位同学观察地最仔细，想得最深入
(播放有关柳树的画面，目的让学生感受柳树是春的使者，带
来春天的信息，春天充满生机)



师：看完了这段画面，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生：交流，谈感受

初读古诗，了解大意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想知道檀老师在想什么吗?此时此刻，
老师就想把唐朝诗人贺之章写的《咏柳》推荐给大家。

(边出示诗句，边朗诵)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二、初读古诗，认读生字

l.诗人是怎么赞美柳树的呢?请大家先自己去读一遍古诗，边
读边把课后的生字划出来，多读几遍，读准音。

2.学生自由读，认读生字。

3.检查自读生字情况。

(1)指名读。读得好的当老师带读。

(2)开火车读。

(3)全班读。

4.从读“咏、妆、绦”三个字。要求学生会读，读准确。

5.学生再自由读古诗，要求读通顺，读准每个字音。



6.指名读，请其他学生正音。

7.全班齐读。

三、指导朗读，了解诗意

1.指导第一、二句。

(l)(放远看柳树的图片或录像)

(2)你看到了什么?(柳树)从远处看柳树像什么?倒垂下来的柳
枝又像什么?(学生自由发挥)

(3)诗人从远处看到柳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他觉得高高的柳树像是碧玉妆饰成的
一样。碧玉可是翠绿晶莹的，美极了。而下垂披拂的柳枝就
如千万条丝带。你们看诗人比喻得多好呀。如果你是诗人，
你会怎么来读这两句以表达对柳树的赞美。

(4)指名读。老师相机指导：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

“一”字读第二声，可读重些。“绿”字也可读重点。

(5)全班看着图片吟诵这两句。

2.自读第三、四句。

(l)接下来，诗人又是怎么赞美柳树的呢?请同学们和同桌去读
三四句。多读几遍，读出感情。

(2)学生自读。

(3)指名读，相机提问：你觉得自己读得怎么样?哪里读得好?



你为什么这样读。

(4)读到第三句的时候，让全班看着采集的柳叶说说柳叶的样
子。

(5)读到第四句的时候，引导学生理解“诗人通过赞美柳树，
也赞美了春的创造力”。

3.全班齐读。

4.能背的站起来背。

3.反复诵读，体会感情

多美的柳树呀，多好的春天呀，怎能不让人喜爱?你准备怎样
读这首诗，让别人听了确实感到很美。自由练习，你可以在
书上做上记号(换气、轻声、重音)

师：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读读这首诗?你自己认为那里读
得。(老师可以帮助点评)

师：你认为谁读得，让我们象他那样去读，以四人小组为单
位读，看谁读得最美。

让我们一起静静地再听一遍古诗，请同学们将眼睛轻轻闭上。

师：会背的同学请站起来，我们一起背诵，不会的就看书朗
读。

默写，同桌对改，订正，集体反馈：错在哪儿?

课外延伸：

春风多好呀，它吹绿了柳树，吹出了勃勃生机，你还知道哪
些赞美春天的诗，背给大家听。其实，还有不少的散文、对



联、童谣、歌曲也是描写春天的，你知道吗?(展示读书卡)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三

一、说教材

《麻雀》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八册第三
组教材的开篇之作，出自19世纪俄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屠格
涅夫之手。叙述了一只老麻雀在庞大的猎狗面前，奋不顾身
地保护小麻雀，使小麻雀免受伤害的动人故事，热情地歌颂了
“爱”这一种强大的力量。

二、说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和学段的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和课后练习，我
制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继续运用“从内容中体会思想”的方法，在整体感知课文
的基础上读懂重点句段，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爱的伟大。

2、学习作者具体描叙和表达真情实感的方法。

3、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

（二）能力目标：

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
力、思维想象能力。

（三）德育目标：

懂得老麻雀奋不顾身掩护小麻雀那种“强大的力量”就是爱



的力量。

三、教学重点：

根据课文特点和本组教材的训练重点，我将本课的重点设为：
认真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具体描写来表现老麻雀奋不顾身掩
护小麻雀的那种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支配的精神。

四、教学难点：

根据本组教材的训练重点，我将本课的难点设为：体会
第4、5自然段中描写老麻雀神态、动作的句子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即“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

五、教学准备：

为了帮助学生更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理解课文内容，准备
了：

1、课文录音带。

2、动画课件。

六、说教法和学法：

新课改精神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
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
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
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而教学过程又必须强调合作精神、
突出自主性、注重探索和研究的过程。因此，我主要采用学
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方法，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在设计教案时，我结合“从内容中



体会思想”的阅读方法，先让学生欣赏朗读，整体感知课文
内容并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提出两个问题：“老麻雀、
小麻雀、猎狗分别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课文中那
些句子体现了他们的这些特点，为什么？”让学生合作探究，
采取“读——找、画——议——读”的方法，从文章中找答
案，说理由，并通过朗读把自己的理解读出来。在反馈交流
时，抓住重点句子，让学生仔细体会，深入理解。通过各种
读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朗读中积累语感，积
累词汇。

七、说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出示课题）

这样用最直接的方式进入课堂学习，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
率。

（二）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要求：边听录音边想画面。

通过听录音，想画面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巩固以前所学的阅
读方法：“读文章，想画面”；二是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三
是通过欣赏朗读，为后面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打基础。

2、教师提问：课文中有哪几个主要角色？它们之间发生了一
件什么事？（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演示动画）

在听了课文录音的基础上，教师提出两个问题，并演示课件，
用动画这种学生最喜欢的形式再现情境，给学生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同时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刺激学生，使学生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生通过观察画面，能快速了解文中几
个主要角色及故事情节。



3、对照板书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这一步既对学生听、看故事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又锻炼了学
生的概括能力，既有条理性，又减轻了难度。让学生了解事
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探究中心

1、自主读课文。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这是新课标极力强调的。为尊重学生的
个性，我特别要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使学生能积极
主动地参与学习。同时又提出读的要求，使学生明白读课文
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要开动脑筋。在阅读时做到眼到、
口到、心到、手到，边读边思、边读边记、边读边学，边读
边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2、提问：小麻雀、猎狗、老麻雀分别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指名回答，教师板书）

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让学生从直观上把握三个主要角色的特
点。

3、合作探究：课文中哪些句子体现了它们的这些特点？为什
么？（指点方法：读——找、画——议——读）

先明确合作学习的要求，再具体地指点方法。这种设计，使
学生不至于盲目地读，随意地议，能围绕本节课所要达到的
教学目的开展活动。现代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单纯地掌握
知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选择能力、创造能力、
协调能力为目标。在这个环节中，既能体现学生的自主、合
作、探究，又能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一举两得。



4、反馈交流。

小组派代表回答问题，要求：（1）读句子。（2）析句意。
（3）感情读。

在以自学探究为主的课堂里，“交流”成了提升探究过程的
重要环节，这是在接受式课堂里所没有的一种全新教学行为。
本环节教学，教师着力抓两点，一是抓重点句子，品重点字
词；二是抓感情朗读，读中悟情。

在讲到老麻雀时，运用多媒体电脑动画显示：“突然，一只
老麻雀从一棵树上扑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狗面前。
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着。”通过看屏幕上活生
生的老麻雀愤怒地不顾一切地扑了下来，扎煞浑身的羽毛，
并且配上老麻雀绝望地尖叫声，使学生感受更真切，理解得
更深刻，顿时明白老麻雀怎样落下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突破
难点。再通过换动词引导学生比较两个句子，从直观的画面
上升到理论知识，使学生更进一步学深学透课文，从理论上
突破难点，也使学生“跳一跳就摘到桃子”。

在理解“可是它不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
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这句话时，教者提出问题：
“一种强大的力量指的什么力量？”因为前面通过电视画面
再现故事情节，为这个问题已作了铺垫，直观、真实、具体
地体现了老麻雀为了保护小麻雀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的力量。
让学生感受到爱的伟大。

5、深化主题。

展开想象，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理
解。

八、说板书



麻雀

老麻雀

猎狗

小麻雀

我的板书来源于学生，突出本课重点，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
性。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帮助学生了解课文层次顺序。

2、体现作者是怎样具体地记叙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的。

3、帮助学生记忆课文的重点段，以突破背诵的难点。

以上设计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领导、老师提出宝
贵的意见，让我在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得到提高！谢谢！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四

一、导入新课

1、进入新课学习的选择，激发学习的兴趣。

师：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一封信，上面写着“乡下爷爷收，
康司坦丁马卡里奇”，你们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他是一
个9岁的，叫凡卡的小朋友写的，。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课，
深入感受凡卡的遭遇！板书题目：22凡卡。

[ 用实物投影展示一信封，引起学生的注意。 ]

二、自学课文。



1．自学生字、新词。（自己，结合上下文理解词义。）

2．弄清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名字要读顺口。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

2．人物身份及部分词语解释。

凡卡·茹科夫（伊凡·茹科夫）：小说的主人公。

阿里亚希涅：鞋匠，鞋店老板。

康斯坦丁·玛卡里奇：凡卡的爷爷。

日发略维夫：老爷，爷爷工作的那家庄园的庄园主。

菲吉卡：牧主。

艾果尔，阿辽娜：凡卡的小伙伴。

卡希旦卡：老母狗的名字。

梆子：打更用的器具，空心，用竹子或木头制成。

崽子：常用来称幼小的动物，这里是对老板幼儿的贬称。

邮差：邮递员的旧称。

卢布、戈比：沙俄时使用的货币单位。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

三、围绕“预习”，熟读课文，思考问题。

1、凡卡是干什么的？



2、凡卡为什么要给爷爷写信？

3、把凡卡写的信的内容标出来，再连起来读一读，想一想，
信的主要内容

四、深入探究，理解课文

读课文，了解凡卡遭受的苦难。

1、再读课文，在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做上简单的批注

小学语文认一认教案设计思路篇十五

一、目的：

1、组织幼儿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秋天的落叶。

2、引导幼儿创编不同动作并合拍地表现树叶飞舞的景象。

3、培养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

二、准备：落叶头饰人手一个，落叶等。

三、重难点：幼儿能自己创编动作。

四、设计：

1、引入

师：老师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想不想去啊？

看看，这个小园子里地上都是什么啊？（树叶）

树叶怎么都地上啊？（因为现在是秋天，叶子都落下来了）



是啊，秋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就都要掉下来了，听——

2、录音机范唱《秋天》

师：秋天真美，那你们知道这小树叶是怎么掉下来的吗？

（幼儿讨论）

我们在来听听歌里是怎么唱的，幼儿教案《秋天的落叶》。

3、教师一边洒落叶，一边先念歌词，再唱歌曲。

师：叶子是怎么掉下来的？（幼儿讲讲：飘下来的，飞下来
的，滚下来的等。）

那我们也来做小树叶，来学学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的样子好吗？
树叶落到地上后是怎么样的？（睡地上）

4、幼儿带头饰扮演落叶，模仿落叶的样子。（放录音2遍）

师：小树叶，你是怎么落下来的？（幼儿讲讲）

5、挑选动作好的幼儿做示范。

师：你们的动作都好漂亮！我们在一起做一次！

6、再次模仿动作。（放录音1遍）

7、延伸活动：把不同的落叶归类。

落叶有3种，梧桐树叶，广玉兰树叶，小树叶。请幼儿讲出区
别后，把落叶送到指定地点。

8、小结：



师：现在这个园子里，又干净，又整洁，小落叶都找到了新
家，我们宝宝也回家吧！

9、回教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