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 小学语
文教案设计(优质13篇)

每一节课的高一教案都应该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要素。以下是一些高一教案的案例，希望能给教师提
供一些教学思路和方法。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一

题目

杨柳

总课时

1课时

学校

教者

年级

八年

学科

语文

设计来源

教学时间



教材分析

1.弄清文章的脉络层次

2.把握文章的主旨

3.品味语言，总结写法

学情分析

杨柳，学生们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于平凡之中蕴含的不平
凡的品质，可能人们思索的不是很多。本文就是平中出奇，
托物言志，借杨柳来抒发一种平凡的、朴实的人生道理，给
人以启迪。在教学中，可按照阅读散文的一般方法来处理全
文：阅读感知，把握基调—弄清脉络，掌握内容—品味重点，
明确主旨—总结写法，鉴赏评价。在把握文章主旨的时候，
可通过一些思考题的牵引，启发学生思考讨论，引导学生掌
握重点，突破难点。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通过讨论交流，学生能说出作者喜爱杨柳的原
因：不求索取，不忘根本。

2.能找出文章的线索：作者对杨柳的喜爱、赞美的感情。

3.理清文章的脉络，把握文章的主旨：借杨柳来颂扬那些具
有杨柳品质的人，讽喻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腐化堕落的人。

4.能说出作者采用的对比写法的表达效果：突出杨柳的可贵
的品质。

能力目标：1.能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精神和品质，使
表达的主题更为深刻。



2.能熟练查阅相关资料，并按照所需进行整理。

情感目标：能理解作者借杨柳表达的人生哲理：做一个象杨
柳一样朴实无华、甘于奉献、不忘根本的人。

重点

理清文章的脉络，把握文章的.主旨。

难点

能理解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借杨柳表达的朴实的人生哲理。

课前准备

1.布置学生课前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及散文风格；查阅文中
出现的关于杨柳的诗文、典故，在课堂上由学生讲解。

2．多媒体播放乐曲为学生创造感受美的情境，同时在乐曲的
伴奏下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3．通过思考讨论，引导学生掌握作者赞美杨柳的原因，把握
文章的主旨：颂扬那些具有杨柳品质的人，讽喻那些追求功
名利禄、腐化堕落的人。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二

1、感悟拟人句，试着运用拟人句。

2、积累歇后语，感受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别人的不同意见，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4、能不拘形式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能修改习作中有
明显错误的词句。



5、培养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课时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三

1、自由读前三句，小组讨论，找出共同点。

2、全班交流，前三个句子的共同点是：把事物当人来写。

3、在这几个句子中，把事物当人来写有什么好处呢?(尊重学
生的感悟，教师不作过多的讲解。)

4、你能试着写一写这样的句子吗?完成书上第四句的练习。

5、你还能写出其他这样的句子吗?鼓励学生多写。全班评议。

二、语海拾贝

1、自读歇后语，读得正确。

2、同桌互读检查，体会歇后语的意思。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背诵歇后语。

4、全班交流：你还知道哪些你在课外了解到的歇后语?

5、歇后语有些什么用处?

6、试着说一段话，用上今天积累的某条歇后语。

三、开心一刻

1、自由读一读这则笑话。



2、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这则笑话。

小结：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达的意思也有不同，
我们要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四

一、教材解读：

本文是老舍先生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鸡
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情
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鸡
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俗
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
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作者对母鸡的情感
由“讨厌”转变为尊敬。

本文的语言风格比较口语化，直白自然，散发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舒服。

二、教学目标：

1、认识7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感受母鸡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
体会母爱的伟大。

3、初步了解《母鸡》一文先抑后扬的写作特点。

三、重难点：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体会母爱的伟大，了解先抑后扬的`写作
特点。



四、教学程序：

一、导入

1、同学们见过母鸡吗？说说你印象中的母鸡是什么样的。

二、自学感悟，理清脉络

1、自由读文，思考：作者对母鸡的感情先后有怎样的变化？

2、交流，板书：一向讨厌——不敢再讨厌

3、根据这条线索，给课文分成两部分，怎么分？

三、聚焦“讨厌”

1、作者为什么一向讨厌母鸡？请大家轻声读课文1-3小节，
哪些地方你和老舍先生有同样的感受，做个记号，然后有感
情地多读几次。

四、感悟“可敬”

1、你看，就是这样一只嘎嘎乱叫，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又
拼命炫耀的母鸡，作者对它的感情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由“一向讨厌”转变为“不敢再讨厌”，这是为什么？快速
默读4—10小节，找出能概括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2、交流，出示：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
群鸡雏。它伟大，因为它是鸡母亲。/article/一个母亲必定就
是一位英雄。

（1）指名读

（2）在这里，作者用了哪些词来形容母鸡？（板书：负责、
慈爱、勇敢、辛苦、伟大）



小学语文教案设计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借助拼音，能正确、通顺地朗读课文，并有一定的感情。

2、 通过朗读、讨论、填空等方法正确理解课文内容。并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3、通过理解课文内容，学生知道要互相帮助，做一个关心别
人的好孩子。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愿意做个好孩子吗？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孩子
才算一个好孩子呢？ （引出课题《好孩子》）。



2、让我们来看看，这篇课文里讲了哪几个好孩子？他们好在
哪里？二、初读课文。

（一）自主学习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给段落标上序号。

3、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二）检查

1、出示（带拼音）：着急 淋湿 蹦着跳着 急忙 心疼 哗哗
哗 嘭嘭嘭 蹬蹬蹬

2、出示象声词连线题。

3、检查课文段落。

三、学习课文（第1段）

1、齐读第一段，通过朗读，你知道了什么？（天下大雨、奶
奶很着急）

2、出示：京京带着伞，不要紧。小玲忘了带伞，一定要淋湿
了。（指导读出奶奶奶奶着急的心情。）出示：

小玲 ——淋湿？ 京京——不会淋湿？

四、学习课文（第2——4段）

1、奶奶的猜测对不对呢？让我们自由读一读。（第2——4段）

2、读了这几段，你知道了什么？（小玲没有淋湿）奶奶为什



么感到很奇怪？

3、出示：小玲 ——淋湿？——没淋湿

4、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奶奶的奇怪的语气。

5、 分角色朗读。朗读课文时，我们就要走进故事里面去，
他们着急，我们也着急，他们开心，我们也笑眯眯的，这样
读课文多有趣呀！

6、 口头填空：小玲没带伞，把她送回了家，奶奶夸是个好
孩子。 板书：小梅

五、学习课文（5——7段）

1、那么京京回家时又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自由读（5——7
段）。

2、填空：带了伞的京京，把伞借给了，自己却，奶奶夸是个
好孩子。板书：京京

3、句式练习：

出示：小玲没带伞，把她送回了家，奶奶夸是个好孩子。

带了伞的京京，把伞借给了，自己却，奶奶夸是个好孩子。

（齐读两句话，用因为……所以…..说一说）

3、奶奶为什么夸京京是个好孩子？

4、分角色朗读。要读出相应的语气。

5、出示第7段，及彩图，理解“一边…….一边…..”， 请
两位学生表演，感悟两个动作同时做，练习说话。



六、小结：这篇课文讲的是两个孩子在雨天帮助同学的故事。
赞扬了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

在生活中，你是个好孩子吗？

我帮妈妈（ ）

我帮爸爸（ ）

我帮 （ ）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六

1、学会本课8个生字和8个词语，认识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学生要相帮互助，做一个关心别人的
好孩子。

是理解奶奶和小玲、京京的对话，让学生懂得同学之间要团
结友学的道理;进行字词数学。

是生字中有些字不容易读准字间音，有些形近或音同形近的
字容易混淆。

1、投影片。

2、生字卡片。

2课时

一、导入新课

板书课题：21好孩子。



提问：什么样的孩是好孩子?

二、初读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轻声读课文，读准每个字的音，先自已认真
读一遍，再同桌互相交替读、听，纠正错误读音，读过以后，
在课文中画了生字(包括要求认识的字)

2、边读边想，并标出自然段序号。

三、检查初读情况

1、出示带注音的生字词卡片，先读生词，再读生字，用齐读、
开火车读的方法，检查生字的读音。提醒学生注意“拉”的
声母是边音，“京”的韵弹母是后鼻音。

2、指名按自然段朗读课文，注意纠正读音。

3、指名简要地回答问题。

(1)课文中谁是好孩子?

(2)为什么说他们是好孩子?

四、理解课文，指导朗读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

2、轻声自由读二——四自然段，边读边思考：奶奶看见小玲
的衣服没有淋湿，为什么很奇怪?(奶奶认为小玲忘了带伞，
一定要淋湿。但是小玲回来后，一摸她的衣服，发现小玲没
有淋湿，所以奶奶觉得很奇怪。)

指导学生读奶奶的话，要读出奇怪的语气。



提问：奶奶为什么说小梅真是个好孩子?(小梅看到小玲忘了
伞，怕她淋湿了，主动送小玲回家，)

指导学生用高兴的语气朗读小玲说的话，用赞热扬的语气读
奶奶说的话。

3、轻声自由读第五——七自然段。

提问：奶奶为什么说京京也是好孩子?(京京看见路远的同学
没有带伞，就把伞借给他们，自已淋着回家，他能主动关心、
帮助同学，所以奶奶说他也是好孩子。)

4、启发学生说说，怎么读好奶奶说的话。(奶奶看见京京全
身淋湿了时说的话，要用奇怪、心疼的语气来读。她夸奖京
京时说的话要用赞扫扬的语气来读。)

5、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分角色朗读课文(先小组练读，再指名读)

一、复习检查

1、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提问：奶奶为什么说小梅和京京是好孩子?

二、表演课本剧

每小组先出五人，四人分别扮演奶奶、小梅、小玲和京京，
一人说课文叙述部分。表演后评选优胜小组和小演员。

三、认记字形，指导写字

1、出示要求学会的生字，指名读一读，说说是怎样的记字形
的。



2、重点分析以下几个字。

外：左右结构，第3笔是点。熟字“处”是半包围结构，第3
笔是捺。

她：联系课文和生活实际，告诉学生、奶奶、小玲、小梅、
妈妈、阿姨都是女的，用“她”;爷爷、爸爸、伯伯、叔叔都
是男的用“他”。

京：跟熟字“就”的左边相同。

服：左边是月字旁。

怪：左边是竖心旁，右上边是“又”，右下边是“土”
和“轻”的右边不同。

3、指导写课后练习第2题中的字，先读生字。用笔描1个，临
写1个，对照范字再写1个。

本课生字中有4个左右结构的字，“外”左短右
长，“她”、“拉”、“服”、“怪”都是左窄右宽。

“奇”上面的“大”第三笔是点。

四、课堂练习

1、课后练习第3题。学生自己拼读，指名在黑板上写，其他
学生在书上写。写后订正。

2、课后练习第4题。通过读例句，使学生体会到每组的两句
话主要意思相同，但第二句比第一句表达的意思更具体。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七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小姑娘把杂志当作朋友，对朋友的错误



“及时帮助他改正”的真诚态度。

2、学习课文的生字新词。

3、根据段意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4、摘录描写人物神态的句子。

2教时

一、审题。

1、板书课题。

2、小读者是谁?课文写了这位小读者的意见什么事?

二、初读课文。

1、运用已学的方法认读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三、学习课文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1、在这两段中“我”的心情有什么变化?

2、什么是“良师益友”?这段话中“他们”是指谁?“我们”
又指谁?

四、学习课文第二段。

1、从哪些地方可看出小姑娘是“我”的良师益友?

2、小姑娘为什么敢于向编辑提意见?

3、感情朗读第二段。



4、归纳第二段段意。

五、归纳主要内容。

1、回忆归纳主要内容的方法。

课题扩展法; 抓重点段的方法; 段意归并法。

2、确定归纳方法，并说明理由。

3、归纳主要内容。

六、摘录描写人物神态的句子。

提意见

小读者 编辑

良师益友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八

1、在阅读过程中认识9个生字“灌、辑、刊、诧、版、典、
幺、辣、嗯”。积累9个词语“编辑、诧异、出版、杂志、一
本正经、字典、火辣辣、错误、良师益友”。用合适的方法
理解“诧异、尴尬、将信将疑、一本正经”的意思。

2、学习课文，用合适的方法理解课文中“作为少年读物的编
辑，要时时刻刻想到千千万万的小读者，他们也是我们的良
师益友啊!”这句话的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阅读过程中学习文章主人公对事情
的认真态度和负责精神。

一、谈话导入，理解词语



1、出示课件：同学们，这些杂志、画报你们喜欢看吗?可你
们知道这些杂志、书籍在大家拿到手之前都要经过哪些步骤
吗? (需要杂志社的编辑叔叔阿姨对大家的作品进行整理、加
工、校对，最后印刷后才能出版。)

2、对这些刊物中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的人我们称之为编辑。
(出示媒体)学习生字：刊辑版(刊——强调第一笔是横版——
换部首辑——读音)

3、揭示课题：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篇讲述发生在小读
者和编辑之间的`故事。

出示板书：小读者

二、整体感知，概况主要内容

1、这位小读者和编辑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让我们带着
问题读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读准字音。

2、出示自学要求

3、交流读音：幺嗯小读者发现自己喜欢的少年读物中有两个
错别字，向编辑提出。

师：这位小读者为了向编辑提出这个问题，容易吗?她是怎样
做的呢?

小读者发现自己喜欢的少年读物中有两个错别字，便不辞辛
劳地跑了很多路，向编辑提出来。(提示：不辞辛劳)

三、抓关键词句，深入学习

1、师：老师这里有两个词语谁能来正确地读一读?出示词语：
诧异、火辣辣(拼一拼读一读)



2、理解诧异。师：诧字的写法要强调(右边是个宅字强调撇)
诧异是什么意思?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理解这个词语?(近义词、
拆字法)火辣辣(辣的左边部首)结合课文什么火辣辣?作者感
到难为情了，因此脸上火辣辣的。

(1)处境困难，不好处理

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真真随机出示;

我仔细核对了一下原文，果然是我们错了，顿时脸上火辣辣
的。果然一词证明了小姑娘真的仔细阅读，提出了正确的意
见。此时的我脸上火辣辣的，心想：真没想到一个十岁的小
女孩竟然那么仔细，我们这些编辑感到真羞愧呀。

(4)“唔，”小姑娘十分认真..地说，“你们编的杂志是我们
的好朋友。我们老师说，朋友有了错误，要及时帮助他改正。
”认真说明小姑娘吧杂志当做了自己的朋友，热心帮助自己
的朋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启发学生思考从哪里看出小姑
娘是在及时帮助朋友改正错误?——为了两个错别字特意跑一
趟，来回要走好多路。从这里体会到了什么?(真诚，一丝不
苟)随机板书“来回要走好多路”。

3、小姑娘的言行让我深受感动，望着她远走的背影，我的心
情久久难以平静。

出示句子：“我想，作为少年读物的编辑，要时时刻刻想到
千千万万的小读者，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从时时刻刻
和千千万万体会到什么?(体会到编辑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丝
毫差错)理解词语：“良师益友”——使人得到教益和帮助的
好老师、好朋友。写一写近义词(深情厚谊、千言万语、狂风
暴雨、山清水秀、情真意切、风轻云淡)

“怎样的人才被称为良师益友呢?”为什么说千千万万的小读
者是编辑的良师益友?(小读者是编辑的良师益友，是因为小



读者也会发现编辑的错误，帮助编辑改正，使他受到教育和
启发，让编辑们办的杂志更完美。同时读者也是编辑的知心
朋友，小读者的夸奖和感谢，让编辑的工作更快乐更有信心。
)

四、总结

李真真的故事，我们也要向她学习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特
别是对待学习，更要一丝不苟。

1、 补充提示语相关知识

2、 积累课文里对小姑娘的描写

小读者 “我”(编辑)

良师益友 李真真(小读者) 不辞辛劳

诧异 真诚、认真、负责 一本正经 将信将疑 像背书似的 尴
尬 悄悄地掏 羞愧(火辣辣)

不安、小声、低头 激动 (难以平静) 十分认真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九

不愉快的事，说出来会痛快一些，也许大家能为你解忧;如果
有什么困难，就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2、了解本次习作的要求。

(1)、指名读习作要求。

(2)、说说什么是“心里话”。

(3)、这段话告诉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说心里话，向谁说。



3、你有些什么心里话想告诉老师吗?全班交流，教师点拨选
取典型习作材料。

说的话写成文章，你准备怎样表达?(学生口述作文，教师指
导。)

5、创设安静环境，学生习作。

6、好作文是修改出来的。谁能说说修改作文有哪些方法?(增
加、删除、调整、改错等。)

7、运用修改符号，自读自改，养成良好的修改作文的习惯。

8、师生合作，当面评改，着重指导作文修改的方向和方法。

9、小组内互评互改。引导学生在互评过程中，虚心听取别人
的意见，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在评别人作文时自己要学会
思考。

10、全班欣赏，取长补短。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十

些有趣的活动吗?

你们的呢?

3、如果你来当老师你会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以“假如我来
当老师”为话题，进行口语交际的练习。

4、自主选择，小组交流。

(1)教师出示本次交流的两个小话题，学生自由选择。

话题一：假如你是老师，你怎样让班上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话题二：假如你是老师，你在学习上怎样帮助学生，在生活
上怎样关心学生?

楚、明白地介绍。听的同学要做到认真倾听。

(3)小组商议，找出几条最佳方法。要求：在商议时能接纳别
人的不同意见，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5?小组推荐，全班交流。

(1)各小组推荐一名同学上台交流。

(2)全班评议。

6?教师小结。

能说会道的人。

二、自主阅读园地

1、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和方法阅读短文。

2、全班交流从故事中体会到了什么。

3、说说自己得到别人送来的掌声后的心情。

4、勾画并有感情地朗读短文的最后一段，试着背一背。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十一

(一)解题，看图导入。

1卑迨榭翁猓齐读课题。

这首诗是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写的。他写的诗通俗易懂，富



有生活情趣。

小池，指的是小荷花池，也叫小荷塘。这首诗就是写诗人在
小荷花池看到的美丽景色。

2蓖学们仔细看图(投影或挂图)说一说图上画了什么景物。试
着夸一夸小荷花池的美丽景色。

(二)初读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1蔽颐翘一听诗中是怎样描写小荷花池美丽景色的。听课文录
音或教师范读。

2弊约撼錾读课文。画出生字，借助拼音读正确;练习把每句
诗读通顺。

3奔觳槭蹲趾投量挝那榭觥s蒙字卡检查识字;指导把课文读流
畅。

(三)细读诗句，了解诗意。

1弊远潦句，提出不懂的'词语，同学讨论，教师点拨，了解
词句意思。(先一、二行，再三、四行)

2笨赐枷胂笮〕氐拿谰埃进一步了解诗句的意思。

(四)反复诵读，体会诗中的景与情。

在学生对诗句意思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要指导有感情地朗
读。要指导学生把景物读活，要读出景物间的密切联系。可
参考“教学建议”中的提示，也可再次让学生听课文朗读录
音，在模仿的基础上读好。

在充分读的基础上，练习有感情地背诵。



(五)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六)完成课后练习第3题，默写课文。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十二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语。

朗读课文，能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通过文中重点词句的品读，体会小姑娘纯真、一丝不苟的美
好形象。

朗读课文，概括主要内容，感受小姑娘认真负责的美好形象。

为什么说千千万万的小读者是编辑叔叔的良师益友。

多媒体课件。

1课时。

一、切入。

1.出示“小读者”“编辑”这两个词语，读一读，说说什么
是读者和编辑。

2.揭示课题。

3.围绕课题质疑。

二、初读感知内容并识字。

1.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出示生字新词检测。重点注意：“您”和“你”的区



别;“及”和“级”的区别。

3.再次默读全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4.学生交流，教师注意指导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随机板书
以下内容：小姑娘、编辑、两个错别字。

5.课文中的小姑娘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学生充分发表自己
的意见。

三、品读体会小姑娘的可爱。

1.外貌的可爱。学生默读课文找出写小姑娘外貌的词句。

学生交流朗读以下词句，体会小姑娘的可爱：扎着蝴蝶结，
年纪不过八九岁，扑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脸蛋红扑扑的。

2.找出写小姑娘神情和语言的词句。

3.放声朗读这些词句，指名读，随机点拨说话人在话语中表
达的感情。

4.学生默读这些词句，把自己的感受写在旁边。

5.学生交流过程中教师随机点拨。重点注意以下语句;

(1)“你是编辑叔叔吗?”“我是来提意见的。”小姑娘从书
包里掏出我们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一本正经地说，“这里
有两个字错了。”

(2)“是的，我查过字典啦!”小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像背
书似的说，“11页谁叫‘包么’呀”小姑娘大概是看到我尴
尬的脸色，她不再说下去了。从这段话中知道些什么呢?学生
充分发表意见。(为了这两个错别字下了工夫，不但查字典还
要把错误的地方记熟，小姑娘活泼又善解人意等)想象当时的



情景读好这一段话。

(3)“嗯，”小姑娘十分认真地说，“你们编的杂志是我们的
好朋友。我们老师说，朋友有了错误，要及时帮助她改
正。”

从这一段话体会到些什么?(爱读书、真诚地帮助朋友)启发学
生思考从哪里看出小姑娘是在及时帮助朋友改正错误?——为
了两个错别字特意跑一趟，来回要走几千米的路。从这里体
会到了什么?(真诚，一丝不苟)随机板书“来回几千米”。

6.读课文，再说说小姑娘给自己留下怎样的印象。

四、品读体会编辑的心情。

1.默读课文，找出写编辑叔叔的心情、神情变化的词语。

2.交流后出示以下词语：甜丝丝的、愣住了、诧异、将信将
疑、尴尬、火辣辣、笑着问、久久难以平静。

3.读课文，抓住这些词语进行体会。

4.讨论：编辑叔叔为什么心里甜丝丝的?引导学生读好第1段。

后来编辑叔叔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想些什么呢?

出示句子：“我想，作为少年读物的编辑，要时时刻刻想到
千千万万的小读者，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从时时刻刻
和千千万万体会到什么?“怎样的人才被称为良师益友呢?”
为什么说千千万万的小读者是编辑的良师益友?(启发学生从
两个方面来谈：小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让编辑们办的杂志
更完美;小读者的夸奖和感谢，让编辑的工作更快乐让编辑充
满信心)

五、完成作业。



1.分角色根据提示语朗读课文。

2.识记本课生字新词。

区别形近字：蜜、密;稿、搞;极、级;淘、掏

3.书写生字。

4.积累课文中的好词语。

小姑娘(纯真、一丝不苟)

两个错别字查字典记熟来回几千米编辑(深受感动、启发)

小学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篇十三

1、通过多媒体创设情境，让学生领略钱塘江大潮的壮丽与雄
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2、学习作者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培养留心周围事物，
注意积累材料的习惯。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三、四自然段。

理解文中有关“潮来时”的描写。

自制课件。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观潮》。

（齐读课题。）

教师提问：课文写的是什么潮呢？



1、学生看录象。

2、学生谈看录像后的感受。

1、学生自渎课文，边读边想：

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2、学生汇报交流。

（重点学习第二部分“潮来时”。）

1、学生自渎：

边读边画出描写潮水的语句。

2、学生交流自己喜欢的句子。

（根据学生的交流描写潮水的句子，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重点
语句，想象录像上的景象，有感情地朗读等手段加深理解体
验大潮的奇特。）

3、教师小结：

4、作者按什么顺序写潮水变化的？

5、让学生带着无限赞叹之情大声朗读这段话。

（课件出示：根据课文内容填空一段话。）

6、学生自学余下的几段。

让学生整体领略“天下奇观”的非凡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