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 精读与略
读教案(优秀8篇)

高三教案的编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教学时
间和任务，确保教学效果。在这个专栏中，小编为大家整理
了一些初三教案的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一

1.知识与技能

学会两种阅读方法——略读和精读。

2.过程与方法

师讲述略读的意义，重点介绍略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把握略读的方法，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

教学重点

把握略读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1.我们已学过一些介绍读书方法的课文，如《读书莫放“拦
路虎”》.《读书做记号的学问》等文章，把握 好的读书方
法，可以事半功倍。今天，我们再来把握两种读书方法。

2.板书：精读与略读。



二、初读课文，领略大意

1.默读课文，在文中圈圈画画，并想想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2.汇报交流，读文后你知道了什么？

（1）什么是精读？

对重要的文章和书籍，要认真读，反复读，逐字逐段到深入
钻研，对重要的词句和章节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还要做到透彻
理解。这就是精读。

（2）什么是略读？

略读就是大略到读。

三、在读课文，着重学习“略读”部分

1.为什么还需要具备略读能力呢？

（“不可能……更不可能……为了……又必须……因
此……”）课文用这些词语巧妙地起承转合将要表达的意思
论说得清楚明白。

2.略读有什么作用？出要害词句。

（“通过略读，可以……从而……获得……”。）

3.怎样进行略读呢？小组讨论。

4.汇报小组讨论的结果。

（1）面对一大堆读物，如何略读？

（2）对一本读物来说，如何略读。



（3）略读通常采用什么方式？

（4）怎样做才取得略读的最佳效果？

四、小结交流

读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1.从课文内容谈。

2.从好词佳句方面谈。

五、小组学习，指导读书。

1.用略读的方法阅读12课后面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

2.再用精读的方法阅读文章的重点部分，阅读时可圈圈画画。

3.相互交流。

六、总结全文

只要我们善于把精读和略读结合起来，就能取得最佳的读书
效果。

七、作业

用略读的方法阅读自己喜欢的一篇课外文章或一本课外读物。

板书设计

12.精读和略读

精读 和 略读



结合起来

读书效果最佳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介绍读书常识和读书方法的课文。课文介绍了精读
和略读两种方法。学生对精读不陌生，用此教学对重点过阅
读课文，帮助学生感情课文所要说明的意思是如下几点：一
是略读的意义；二是怎么进行略读；三略读该注意些什么。
通过学习课文中介绍的略读，帮助学生增加语言积累，应道
学生感悟说明问题的条理和方法，重点是略读的方法。 阅读
教学不同于阅读，略读教学也有别于略读。略读只是一种阅
读的方式，它的任务比较单一，只是为了获取相关的信息。
而略读教学则是一种教学活动，它承担了更为广泛的任务，
不止是让学生在略读实践中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
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习略读方法，学会略读方法，从而培养学
生的略读能力。因此，在略读教学中光让学生略读是不够的，
还要授之以法，循法而学。

今天上的语文课的内容是《精读与略读》，这是一篇介绍读
书常识和读书方法的课文，课文清晰地介绍了精读和略读两
种方法。也许是针对学生对精读不陌生，故文章重点介绍了
略读。

这篇课文文字很浅显，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完全掌握本课的
重难点，能够体会到精读与略读对阅读所带来的好处。于是，
课前，我在小黑板上写了这样一张学习单：（1）什么是精读，
精读有什么好处？（2）什么是略读，略读有什么好处？怎样
进行略读？（3）结合实际，我们读书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方
法？我把本课的教学权都给了每个学生和他们的学习小组，
让学生通过自学及小组合作学习这篇课文。

学生开始了自学。我开始观察班级中阅读理解能力较差和平



时不举手的同学的自学情况。我发现，他们也找到了相关的
答案，只是没有划完整。接着，我让学生分小组交流，每个
同学都必须要说。我同样观察他们，每个学生在组长的组织
下开始了合作学习，他们讨论得挺热烈，都交流了自己找到
的答案。就这样，在发言与补充发言中，完成了这一课的教
学。学生也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提出了在今后的学习中应该
怎样阅读的方法。我在这一课中，只拎了下重点的句子，进
行了指导。从整堂课的教学效果来看，最起码学生都是投入
的、积极的。自己感觉，这样的课堂应该符合“学程导航”
的理念吧！

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文字也很浅显，学生通过阅读，可
以完全掌握本课的重难点，能够体会到精读与略读对阅读所
带来的好处。在上这一节课的时候，我在黑板上写了这样几
个思考题，让学生自学课文：（1）什么是精读，精读有什么
好处？（2）什么是略读，略读有什么好处？怎样进行略读？
（3）结合实际，我们读书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学生开
始了自学。我开始观察班级中阅读理解能力较差和平时不举
手的同学的自学情况。我发现，他们也找到了相关的答案，
只是没有划完整。接着，我让学生分四人小组交流，每人回
答一个问题。我同样观察了他们，李峰等也交流了自己找到
的答案。接下来是全班交流。就这样，在发言与补充发言中，
完成了这一课的教学，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也提出了在
今后的学习中应该怎样阅读的方法。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三

对重要的文章和书籍，要认真读反复读，要逐字逐句地深入
钻研，对重要的语句和章节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还要做到透彻
理解。这就是精读。我们所读的课文，都是经过精心编选的，
对我们学习语文很有帮助，因此须要精读。

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籍却浩如烟海，谁也不可能
读完所有的书，更不可能对每本书每篇文章都去精读。为了



获取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息，又必须读大量的书，因此我
们还要学会略读。

略读就大略的读。略读可以增加阅读量。通过略读，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浏览大量的书刊，从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获得
对有关读物的总的认识，便于以后需要的时候去查找。略读
又是精读的基础。通过泛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一篇
文章或一本书的基本内容，从而确定它是否须要精读，或哪
些地方需要精读。

怎样进行泛读呢？

如果面对一大堆读物，我们可以将每本书的内容提要、前言、
章节、目录等很快地从头到尾看一遍，这样就能大致了解每
本书的梗概、特点和应用范围。对于一本读物来说，可以几
段几段地粗读，也可几页几页地翻阅，而不要探究某个字、
词或句子的意思。俗话说的一目十行就是指这种走马观花式
的快速阅读方法。

为了提高读书速度，略读通常采用默读的方式。

当然，泛读也并不是读完了事，每次泛读完毕，也应想一下
所读的东西，最好用简炼的语言概括一个读物内容。

只要我们善于把精读和略读结合起来，就能取得最佳的读书
效果。

扩展阅读：

教案精读与略读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学会两种阅读方法——略读和精读。

2．过程与方法

师讲述略读的意义，重点介绍略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把握略读的方法，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

教学重点

把握略读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好的'读书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今天，我们再来把握两种读
书方法。

2．板书：精读与略读。

二、初读课文，领略大意

1．默读课文，在文中圈圈画画，并想想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2．汇报交流，读文后你知道了什么？

（1）什么是精读？

对重要的文章和书籍，要认真读，反复读，逐字逐段到深入
钻研，对重要的词句和章节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还要做到透彻
理解。这就是精读。



（2）什么是略读？

略读就是大略到读。

三、在读课文，着重学习“略读”部分

1．为什么还需要具备略读能力呢？

（“不可能……更不可能……为了……又必须……因
此……”）课文用这些词语巧妙地起承转合将要表达的意思
论说得清楚明白。

2．略读有什么作用？出要害词句。

（“通过略读，可以……从而……获得……”。）

3．怎样进行略读呢？小组讨论。

4．汇报小组讨论的结果。

（1）面对一大堆读物，如何略读？

（2）对一本读物来说，如何略读。

（3）略读通常采用什么方式？

（4）怎样做才取得略读的最佳效果？

四、小结交流

读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1．从课文内容谈。

2．从好词佳句方面谈。



五、小组学习，指导读书。

1．用略读的方法阅读12课后面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

2．再用精读的方法阅读文章的重点部分，阅读时可圈圈画画。

3．相互交流。

六、总结全文

只要我们善于把精读和略读结合起来，就能取得最佳的读书
效果。

七、作业

用略读的方法阅读自己喜欢的一篇课外文章或一本课外读物。

板书设计

12.精读和略读

精读

和

略读

结合起来

读书效果最佳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四

一、教学要求：



1．自主学习课文，感知并读懂课文，理解词句，体会思想感
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学习选择哪些读书方法和怎样略读。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师要抓住精彩之处引导、点拨，把文章中所交给的读书方
法通过讨论总结出来。

三、教学时间：

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题，审题

1．揭示课题。

2．审题：

（1）什么叫“精读”？什么叫“略读”？

（2）你通常会采用什么方法？

二．指导自读课文

1．轻声自读课文，要求：（1）要有一定的速度；

（2）弄清这篇课文写了哪几方面，主要写哪几件事？



（3）在自己认为最有收获的句子下面作记号。

2．组织交流。

3．指名分节读课文，要求：读通、读顺课文，注意正确、流
利。

4．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思考：哪些句子让你受益匪浅？为什
么？

5．相机出示句子，指导理解：

（1）俗话说的“一目十行”，就是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快速
阅读方法。

提问：a“一目十行”失什么意思？

b走马观花是什么样的？

c你这样读过哪些文章？有什么帮助

d这样的方法给了你什么好处？

（2）通过略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的基本内容，从而确定它是否须要精读，或哪些地方须要精
读。

提问：a这句话你同意吗？

b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c这个“须要”是指什么？为什么这里用的是“须要”而不
是“需要”？



6、齐读课文，体会。

三．小结

1．在这篇课文中，你最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

2．提问：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3．布置作业：写一篇读后感。

板书：

12．精读与略读

选择哪些读书方法

怎样略读

课后反思：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介绍读书常识和读书方法的课文。课文介绍了精读
和略读两种方法。学生对精读不陌生，用此教学对重点过阅
读课文，帮助学生感情课文所要说明的意思是如下几点：一
是略读的意义；二是怎么进行略读；三略读该注意些什么。
通过学习课文中介绍的略读，帮助学生增加语言积累，应道
学生感悟说明问题的条理和方法，重点是略读的方法。阅读
教学不同于阅读，略读教学也有别于略读。略读只是一种阅
读的方式，它的任务比较单一，只是为了获取相关的信息。
而略读教学则是一种教学活动，它承担了更为广泛的任务，
不止是让学生在略读实践中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
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习略读方法，学会略读方法，从而培养学
生的略读能力。因此，在略读教学中光让学生略读是不够的，



还要授之以法，循法而学。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六

今天上了一节语文课，题目是《精读与略读》。这是一篇略
读课文，文字也很浅显，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完全掌握本课
的重难点，能够体会到精读与略读对阅读所带来的好处。在
上这一节课的时候，我在黑板上写了这样几个思考题，让学
生自学课文：

（1）什么是精读，精读有什么好处？

（2）什么是略读，略读有什么好处？怎样进行略读？

（3）结合实际，我们读书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学生开
始了自学。我开始观察班级中阅读理解能力较差和平时不举
手的同学的自学情况。我发现，他们也找到了相关的答案，
只是没有划完整。接着，我让学生分四人小组交流，每人回
答一个问题。我同样观察了他们，李峰等也交流了自己找到
的'答案。接下来是全班交流。就这样，在发言与补充发言中，
完成了这一课的教学，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也提出了在
今后的学习中应该怎样阅读的方法。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七

书是知识的宝库。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当你打开五彩
缤纷的图书，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丽
的诗歌，感人的童话……让你爱不释手，给你带来无穷的快
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一位大
文豪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寂寞时，
它会给我们安慰；有疑难时，它会给我们解答；遇到挫折时，
它会给我们鼓舞和力量；迷失方向时，它会指引我们向着光
明迈进。



1、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2分）

（1）开卷有
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爱不释
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良师益友”的意思是。说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因
为。（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联系自己的读书
经历，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1）读书总有好处。喜爱得舍不得放手。

2、使人得到教益和帮助的好老师和好朋友。因为在书中既能
学到知识，又能与书交流

3、读一本好书，使你了解别人眼中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
在读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轨迹与著书者的人生轨迹发生交叉重
叠，在其中你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心灵的默契，也在读的过程
中丰富了自己的阅历找到了对人生对世界不同的理解。



精读与略读教案及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课文，感知并读懂课文，理解词句，体会思想感
情。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学习选择哪些读书方法和怎样略读。

教学重点：教师要抓住精彩之处引导、点拨，把文章中所交
给的读书方法通过讨论总结出来。

教学方法：讨论法

教具准备：相关的教学投影片。课时安排：一课时教学进程：

一、揭题，审题

1、揭示课题。

2、审题：

（1）什么叫“精读”？什么叫“略读”？

（2）你通常会采用什么方法？二、指导自读课文1、轻声自
读课文，要求：

（1）要有一定的速度；

（2）弄清这篇课文写了哪几方面，主要写哪几件事？

（3）在自己认为最有收获的句子下面作记号。2、组织交流

（1）按要求轻声自读课文。



（2）组织交流。

（3）小组交流学习结果。

（4）指名汇报。

3、指名分节读课文，要求：读通、读顺课文，注意正确、流
利。（听读，评议。）

4、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思考：哪些句子让你受益匪浅？为什
么？（听读，思考，指名交流）5、相机出示句子，指导理解：

俗话说的“一目十行”，就是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快速阅读
方法。

提问：

（1）“一目十行”是什么意思？

（2）走马观花是什么样的？

（3）你这样读过哪些文章？有什么帮助

（4）这样的方法给了你什么好处？

（2）通过略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知道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的基本内容，从而确定它是否须要精读，或哪些地方须要精
读。

提问：

（1）这句话你同意吗？

（2）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3）这个“须要”是指什么？为什么这里用的是“须要”而
不是“需要”？

（在老师的指导下理解重点语句，体会思想感情，并进行有
感情地朗读。）

布置作业：

自学《我阅读我快乐阅读〈上下五千年〉》板书设计：

13、精读与略读

选择哪些读书方法

怎样略读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