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实用8篇)
规划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提前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成功的几率。精心整理了一些教学
计划的优秀实例，供大家借鉴和学习。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

2.学习生字、新词，积累丰富语言文字。

3.感受文中所述情境，理解对联含义。

1.生字：

题写上，签署：题名、题字、题壁、题诗、题辞。

艘量词，指船只：三艘轮船。

骤急，疾速，突然：天气骤冷、骤然、暴风骤雨。

蔬可做菜吃的植物：蔬菜、菜蔬、布衣蔬食。

蚌生活在淡水里的一种软体动物，介壳长圆形，表面黑褐色，
壳内有珍珠层，有的可以产出珍珠：蚌胎(指珍珠)。

碑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石碑、丰碑、
墓碑、口碑、碑文、碑碣。

2.会写的词语：

3.解词：



触景生情——受到眼前景物触动，引起联想，产生某种感情。

1.教材特点：

简短的语言文字中却有着“好一幅湖光月色图”的美景，有
着丰富的物产资源，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文章运用了生动
优美的语句描写了郑板桥的身临其景，从而生发一种深深的
情感，近而写出一副好对联。

2.教学重点：

通过语言文字的描述，感受景美物丰情深的境地，从而理解
对联所抒发的情感。

3.教学难点：

理解感悟郑板桥“触景生情”的对联所包含着的情感。

4.教学突破点：

以作者对景美物丰情深的身临其境的描写语句为突破点，充
分想像感受郑板桥当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而理解对联中所包
含的情感。

教学内容：

学习生字新词，理解课文，感受对联带给我们的情感。

教学过程：

1.读课题质疑。

郑板桥为什么题联赠渔民?对联内容是什么?……

2.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3.学习生字、新词，扫清文字障碍。

4.深入理解课文，解决质疑问题。

(1)郑板桥所题对联内容是什么?

“半湾活水千江月一粒沉沙万斛珠”

(2)小组内交流理解这副对联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3)结合课文内容，汇报所学内容。

“半湾活水千江月”——“郑板桥端坐船头，……脱口吟
道”

好一幅“湖光月色图”，这是一幅怎样的湖光月色图?

充分感受景色之美。

“一粒沉沙万斛珠”——“渔民告诉郑板桥……真是”

郑板桥沉浸在渔家的欢乐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欢乐呢?充分
感受物丰情又深。

5.饱含深情朗读这副对联及与相对应的描写。

6.课外拓展。

收集整理更多的对联，讲一讲对联中的故事。

郑板桥题联赠渔民

半湾活水千江月景美

情浓



一粒沉沙万斛珠物丰

人物简介——郑板桥

郑板桥即郑燮(1693.11.22-1765.1.22)，清代画家。字克柔，
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
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
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
花卉木石，尤长兰竹。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
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
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
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
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卒年七十三。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二

本组围绕“作家笔下的人”这一专题，安排了3篇课文，其中
一篇讲读课文由3个片段组成。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作品
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此外，本组
课文以“人”为本，紧紧围绕专题安排了“口语交际”“习
作”“交流平台”。本组教材作家在刻画人物时采用了不同
的`手法，有的侧重人物的语言方面，有的抓住人物的动作，
有的以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态、心理为主。这三篇课文向我
们展示了描写人物的一些方法。本组教材紧紧围绕专题，形
成了“读人、说人、些人”的这样富有特色的一组教才。

1、认真学习本组课文要求掌握的生字新词。

2、感情朗读课文，感受作家笔下鲜活的人物形象，体会作家
描写人物的方法。

3让学生学会积累，并把积累运用到学习中去。



让学生进一步感受作家笔下鲜活的人物形象，体会作家描写
人物的方法，并在学习中运用。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三

一、导入揭题：先把同学们引入话题，共同来讨论冬天最冷
是在什么时候呢?(三九时节)，是啊，三九严寒，大地冰封，
我国的吉林呀更是冷到了零下30摄氏度左右，但那儿的雾凇
却以“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而闻名全国。今天就
让我们与导游一起走进吉林去欣赏雾凇。

二、课件出示雾凇图，欣赏美景，说说你的感受。

三、研读第一段：

1、课文中又是怎样说的?自由读，抓住文中的词说说自己的
感悟。

2、全班交流(板书：洁白晶莹，缀满，银光闪烁)

3、指导朗读(自由读、指名读、评读、齐读)

四、学习第二段：

1、导入：多么美丽的、奇特的景象，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雾凇呢?

2、单击：出示思考题：

1)、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雾凇吗?

2)、你明白雾凇是怎样形成的吗?

4、小组讨论再全班交流



5、讨论思考2：先读读课文，用“先……再……然后……”
的句式说说雾凇的形成过程。

6、有感情地练读、指名读、评读这一段。

五、导读第三段：

1、(单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板书：千姿
百态，琼枝玉树)

2、你们还想赞叹它吗?

六、实践活动

1、“千崖冰玉里，万峰水晶中”，吉林雾凇以其仪态万千、
独具风韵的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现在谁愿意做个
小导游，介绍一下吉林的奇观。

2、小组内先准备，然后选派代表来讲，我们还要评出最佳期
导游呢!(学生作小导游)

七、总结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四

本组教材围绕“壮丽的祖国山河”这个专题编写，由3篇精读
课文、1篇略读课文和1个语文园地组成。《望天门山》赞颂
长江的雄伟气势。《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的旖旎多姿《富
饶的西沙群岛》反映了南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美丽的
小兴安岭》描绘了东北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和丰富
物产。《香港，璀璨的明珠》展示了现代都市香港的美丽和
繁华。从导语到课文、到语文园地，各项语文活动的安排，
都是围绕着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培养学
生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这一主旨编排的。单元内各部分互相联



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听说读写各项能力整体推进、协
调发展。在二年级上册第三组课文和二年级下册第三组课文
的学习中，学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学
习本组课文，可以将新旧两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进
一步了解祖国的山河壮美。学习古诗，要读懂词句，理解内
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其他三篇写景的课文，
要引导学生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在充分的阅读中，
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学习过程中，
还要注意引导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加深对祖国山河的了解。
同时，指导学生掌握一些积累语言的方法，培养学生积累语
言的习惯。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两首古
诗。

2、通过朗读感悟，感受诗中描写的景物，体会诗人热爱祖国
河山的感情。

3、读懂课文主要内容，了解西沙群岛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4、指导学生学习作者按四季变化的顺序，抓住景物的特点进
行观察的方法。

5、了解课文内容，知道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香港的，激
发学生热爱香港、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1、重点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的意境美，培养热爱祖国大
好山河的感情。

2、读懂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我国西沙群岛的魅力和富饶。

3、准确理解课文描写小兴安岭四季景色的句子，体会作者用
词的准确。学习抓住景物特点。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璀璨的明珠。

21、古诗两首2课时

22、富饶的西沙群岛2课时

23、美丽的小兴安岭2课时

24、香港，璀璨的明珠2课时语文园地六1课时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五

本组共有五篇课文，三篇讲读课文：《古诗词三首》、《冬
阳。童年。骆驼队》、《童年的发现》；两篇阅读课文：
《祖父的院子》、《儿童诗两首》。这几篇课文反映了古代、
现代和当代中国儿童生活的某些侧面。

1、学会本单元的生字新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古诗词和自己喜欢的段落，抄写
喜欢的.句子。

3、理解课文内容，感知诗词大意，结合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怀
念童年的思想感情并揣摩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4、通过朗读课文，感受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体会童年生活的
快乐。感悟儿童诗的特点。

1、学会本单元生字新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内容。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并揣摩这种感情是怎
样表达出来的。



精读课文6—7课时，略读课文2—3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习
作3课时，交流平台、日积月累和课外书屋1课时。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六

《水》是作家马朝虎写的一篇散文，以儿童的角度，回忆了
儿时缺水的经历，通过十里挑水、雨中洗澡、一勺水冲凉，
三个生活场景，真实的再现了儿时缺水生活的记忆，意在告
诉人们应该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本文通过反衬法，以大
量的笔墨来描绘有水生活的快乐，以反衬无水时的苦涩，并
用细节描写，把一勺水冲凉时的感觉，描绘的真实、生动无
比。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小学五年级语文《水》教案
模板，欢迎大家阅读!

一、教材解读：

二、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2个生字，两条绿线内1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
字组成的词语。

3、体验缺水时村子里人们盼水、用水的心情，教育学生不忘
缺水之艰难，珍惜水资源。

三、教学重难点：

作为生活在水网地区的农村孩子，学习本文，理解课文中的
关于“我们”对于水的渴望之情，体验缺水时人们盼水、用
水的心情，是一个难点，教育学生不忘缺水之艰难，珍惜水
资源。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总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

二、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2个生字，两条绿线内1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
字组成的词语。

三、教学过程：

一、揭题谈话：

1、板书：水

2、看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师：我们知道，水是生命之源，尽管有时候水也会给人们带
来灾难，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是需要水的，特别是缺水
一些的地方，水就成为了一种极为珍贵的东西了。

作者生活在缺水的地方，小时候对于水有着怎样特别的感受
呢?

二、初读课文，读通课文

(一)学生自由读课文

1、画出课文中的生字，读准字音，把课文读通顺。



2、读懂课文每一个自然段，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各个自然段
的内容。

(二)检查初读课文

1、出示生字词语，指名朗读。

勺子 膝盖 水窖 储藏 钥匙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读通课文，指导读好长句。)

三、再读课文，理清条理

1、课文是围绕那一句话来写的?是从那些方面来具体说明的?

2、课文可以分成几段?请你用双竖线把它划分出来。

3、交流：

课文是围绕“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这句话来写的。

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写的：

(1)挑一担水要走十公里路，排一个小时队;

(2)人们盼望下雨，可以尽情洗一个澡;

(3)用一勺水淋浴却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语的快乐。

四、精读课文第一段

自由朗读课文第一段，思考：



(1)“珍贵”是什么意思?作者说，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
西?为什么?课文中是怎么说的?画出有关的句子，好好读一读。

(2)交流，出示句子：

我们一个村子的人吃水，都要到十公里之外的一处很小的泉
眼里去挑，经常要排上一个小时的长队，才可以挑上一担回
家。

读一读句子，体会水的珍贵。

“请我喝酒不如请我喝水”

你是怎么理解这一句话的?

五、课堂小结：

水，对于我们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太多了。但是同学
们，你知道吗?我国其实缺水的地方很多啊。如课文中所说的，
在哪些地方，水实在是很珍贵的东西。

读完了课文，你会有更深读了解的。

六、作业：

抄写生字词语。

有感情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

精读课文



二、教学目标：

1、精读二、三两段，通过对课文的阅读，对作者在雨水中洗
澡和夏天淋浴时的欢快的心境的描写，认真加以体会，感受
缺水之苦。

2、有感情朗读课文。

3、懂得水是生命之源，要珍惜水资源。

三、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读

课文是围绕那一句来写的，从几个方面来写水的珍贵的的?

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我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为什么?

二、精读课文第二段

1、默读第二自然段，画出能够体现“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
的东西”的句子。读一读，加深感受。

2、交流：

(1)“期盼”是什么意思?可以换个近义词吗?(“期
待”、“期望”)

(2)为什么要期盼下雨的日子呢?

“家家户户都建有水窖，用来在下雨天储水，以备今后很长
一段时间使用。”

(3)从那里看出我们洗澡的痛快呢?



“在雨中奔跑踊跃，大呼小叫，尽情地享受水带给我们的抚
摸与清凉，还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的水。”

“先是……然后……”这不用可以吗?。

(小孩自然是最按捺不住的，然后有所拘束的大人也忍不住了，
经不起这痛快的洗澡的诱惑了。)

3、有感情朗读，体会孩子洗澡时的痛快，感受水的珍贵。

三、精读课文第三段

1、学生自读课文第三段(3-6)找出写水珍贵的句子，重点研
读，把自己的感受写在边上。

2、交流：

(1)出示：

母亲用一把大锁锁住了水窖，也锁住了我们对水的渴望。而
挂在她腰 带上的那把钥匙，则象征着、幸福和痛快。……我
们都盼望着水窖打开的那一刻的到来。

(水之珍贵，轻易不可享用。)

(2)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受母亲给我们的“淋浴”的，仔
细阅读课文的四、五自然段，注意母亲的动作，体会我的感
受。

朗读，谈谈自己的感受：

(水之珍贵，夏天骄阳似火，我们“像四根将要被晒干的狗尾
巴草一样”，母亲打起一勺水，从我们的头顶“缓缓地”倾
注下来，我们舒服的大喊大叫。)



从这超乎寻常的痛快中，分明让我们每感受到洗一次澡有多
不容易，水有多珍贵。

3、有感情朗读第三段

四、练习

1、给课文中插图配一段说明文字。

2、缺水给村里人带来的应该是“苦”，可作者却具体生动地
描述水给村里人带来的“乐”。找出有关语句读一读，体会
一下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谈谈自己的感受、理解。)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

学会本课3个生字，2个多音字，理解风干、吸吮、“饿”等
词语的意思;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抓关键词，交流表达自己对文章的感受，提高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

通过想象仿写，初步学习细节描写;

通过小组合作、对比想象，了解反衬法的妙处;

3、情感、态度、价值观



懂得水的珍贵，知道节约用水，体会母亲的勤俭持家，母爱
的伟大;

教学重点：

通过三个生活场景的品读与感悟，提高阅读能力，培养语感，
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

教学难点：

初步学习反衬法，学习细节描写;

教学准备：

学生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复习生字词，了解课文大意;

多种方式朗读，体会水的珍贵，培养语感，积累语言;

初步了解反衬法，学习细节描写;

养成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的良好习惯;

一、复习导入：(4分钟)



出示一组词语，指生读;巩固多音字，易读错词。

自由交流读书感受，顺势引导，用一个词概括自己的感受

(设计意图：锻炼用词语概括感受的能力，并引导下一步教
学)

基本预设：学生可能会说出“苦”、“乐”、“珍
贵”、“缺水”等，顺势把苦、乐、珍贵板书到黑板上。

交流读书方法：我们读书就是这样，有了基本的感受后，还
应把自己的感受，用一两个词语概括表达出来。然后再看看
作者是用怎样具体生动的来表述的。

二、精读感悟：(默读5分钟，交流指导朗读15分钟，其中第
一3分钟，第二雨中5分钟，一勺水7分钟)

默读课文，找到关于水的三个场景，标画出表现水的珍贵的
词句，印象特别深刻的词，可用三角号标出。如果有了感受
还能用一两个词语表达出来，写在书边上，那你还养成了读
书做批注的良好习惯。

2、读完后，小组内交流标画的词句，后全班交流，教师引导
抓住关键词句，通过感情朗读，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交流
顺序灵活调整)

(1)、十里挑水

(小结：从取水的不易，我们可以看出“水，成了村子里最珍
贵的东西”，而且作者巧妙地借助几个数字，就把村里人取
水的不易，形象的表现了出来。除了数字，作者还借用了村
里人的一句话，同学们齐读，指一学生说出感受)

(2)、雨中洗澡



引导抓住：“光溜溜”、“奔跑跳跃”、“大呼小
叫”、“尽情享受”、“抚摸与清凉”、“吃”谈出自己的
感受，然后把自己的感受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大人们也加入了，更突出村里人对水的渴望。

再指生读，当读不好时，老师语言铺垫，指导学生读出村里
人洗澡时的快乐

作者用了一系列动作，表现了孩子们雨中洗澡的快乐，衬托
出了村里人对水如此的渴望，也表现出了：“水，成了村子
里最珍贵的东西”。

(3)、一勺水冲凉

同学们读标画的词句，抓住：“缓缓”、“滑过”、“倾
注”、“吸吮”、“抚摸”等，读出四兄弟对这一勺水的享
受。

这一勺水就能带来如此的快乐，说明平时连这些水有吗?

作者用了细节描写，像是慢镜头一样，把这份快乐一点点的
享受，慢慢的享受。

让我们也慢慢的咀嚼这段文字，品味这段文字，享受这段文
字，跟四兄弟一起慢慢分享这份快乐!

一起来慢慢的读，想象着读。

这一勺水就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快乐，说明平时连这一勺水都
没有，人们对水是无比的渴望，而且母亲享受得到吗?“没有
一滴被浪费掉的水”说明什么“水的珍贵、母亲的伟大，母
亲为家精打细算!”

(如果学生说不出，老师可这样引导：雨水澡带给了人们过节



似的快乐，可是，这快乐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是……，在这
骄阳下劳动的人们的感觉是……(快要风干了)而四兄弟
呢?(将要被晒干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真的被晒干了吗?是谁给了狗尾巴草生命之水?指导
读。

小结：作者用了十里挑水、雨中洗澡和一勺水冲凉的生活场
景的描写，突出了“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这一中
心。

(备注：如果学生说出了很多文辞很好，但不是自己教学的重
点时，引导读正确，然后积累下来就可以了，略处理)

过渡：可是，极度的缺水，明明给村里人带来的是无言的苦，
作者却为什么要花大量的笔墨来写雨中洗澡和一勺水冲凉的
快乐呢?(小组讨论，指生说)

三、感悟写法，拓展提升

1、雨中洗澡和一勺水冲凉的有水之乐，反衬了平时的无水之
苦;以乐衬苦，正是平时非常的缺水，所以才非常的渴盼水，
所以当有水“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欢乐;(2分钟)

2、直面旱区(3分钟)

配乐欣赏图片，直面感受水的稀少。

欣赏完，说感受，(1分钟)

先让学生说，后写;写完，简单交流。(写2分钟，交流2分钟)

四、布置作业

小组合作，做一期节约用水的手抄报;



：《一碗水的愤怒》、《一滴水有多苦》，比较三篇文章的
异同。

五、板书设计

27、水

最珍贵

十里挑水

雨中洗澡

一勺水冲凉

(细节描写)

反衬

苦

乐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通过课文具体的语段，感受“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
西。”感悟作者具体生动的描述。

3.原是缺水之苦，而作者却具体生动地描述了水给村里人带
来了快乐，体会这种写的好处。

4.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感受水的珍贵，激发珍惜水资源的情
感。



教学重点：

体会文章以乐衬苦的反衬写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图片导入。

2、板书课题。

二、感悟描写，体悟情感。

1、默读课文，看课文中水给作者留下什么印象?(可以用课文
中的一句话来概括)

2、出示：水是村里最珍贵的东西。

3、找出文章中描写水珍贵的句子。可以边读边画出相关句子，
可以用概括性的词语写出自己的感受。

(1)出示：只有在下雨的日子……吃来自天空的水。

(2)指名读，并结合自己生活实际谈谈为什么说水珍贵。

(3)一场雨带给孩子们欢乐，让他们有了这样久逢甘露的心情，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带着这份痛快、喜悦读这段。

(4)你在雨天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会这样，他们的做
法让我意外之余更多的是感受到哪里的人民对水的——。

(5)自由读这段话，说说你的感受。

(6)出示：母亲用一把大锁……象征着、幸福和痛快。



(7)从这句中你体会到了什么?从哪里看出水的珍贵。

(8)出示：从头顶倾注而下……一滴也没有被浪费掉。

(9)指名读这段话，通过想象你感受到了什么?

(10)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久旱逢霖的感觉，如果让你
用一个词语形容，你会用那个词语?带着这种感情读这段。

(11)出示母亲的话：你们真是饿坏了?为什么用“饿”而不
用“渴”?

5、文章中给村里人带来了“苦”，可作者却具体生动的描述
水给村里人带来的“乐”，以乐衬托苦，更加衬托出水的珍
贵。这种写法叫做反衬。

三、指导生字。

(1)出示“勺”

(2)观察生字，指出生字注意的部分。

(3)老师范写，学生描红、临写、互评。

四、总结。

板书设计：

水

最珍贵

苦

乐



反衬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七

教学目标

1.会写“熏、杭”2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理解诗歌的意思。

3.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以及对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讽刺，
激发爱国意识。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古人表达爱国情感的方式多种多样，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陆游的
《示儿》，感受了诗人直接表达的方式。这节课，我们看看
林升是怎样表达爱国情感的。

二、课前预习布置

1.自学生字;

2.熟读这首诗，并读出感情。

三、解诗题

1.出示诗题，明确“题、邸”的意思。



题：题写，把诗句写上。

邸：官员居住的地方。

题目的意思：写在官员府邸上的诗句。

板书：题临安邸

2.介绍诗人

林升，字云友，又名梦屏，南宋诗人，约生活于南宋孝宗年间
(1163~1189)，生平不详，浙江平阳(今浙江苍南县繁枝林坳)
人。

四、读诗句

1.大声朗读诗句。

2.根据节奏，带着感情小声朗读诗句。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3.在读的过程中根据注释解决生字词。

五、释诗意

轻声读诗句，用下面几种方法理解诗句的意思。

(学生自学，教师巡视)

看注释、查字典、查资料将诗句译通译顺

学生汇报，教师指导。



六、入诗境

师：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地方?都描写了什么?给你什么感觉?
哪个字词句让你感到了美?

七、悟诗情

1.引出诗歌主题：爱国

师：从诗句来看这是一首描写什么的诗?你是怎么知道的?(写
作背景)

2.抓住含义深刻的诗句

品味：西湖歌舞几时休?(对统治者的辛辣讽刺，作者的无奈)

暖风熏得游人醉(暖风：温暖的风;上层社会的糜烂奢华之风。
“熏”与“醉”的解析)

直把杭州作汴州(直：简直。作：当作。这些人简直把杭州当
成了自己的都城汴州。作者直斥统治者忘记国耻家丑的丑态，
蕴含讽刺、愤怒及无穷的隐忧。)

3.填空

《题临安邸》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对统治者()。

板书：忧国忧民对统治者的辛辣讽刺

4.有感情地读诗

师：(放音乐)请大家跟着音乐练习读诗，读出诗句的含义，
读出作者的感情。

八、作业设计：



1.背诵这首诗。

2.在网上找表达爱国情感的诗歌，并背诵下来。

五年级语文备课组计划篇八

为了进一步落实集体备课活动，以课堂教学改革为重点，以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为目的，规范教学常规管理，通
过“集体备课”、‘校本教研“等方式提高集体备课效益，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个人特长和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集
教师群体之优势，同伴互助，形成合力，促进教师快速成长，
深入推进课程改革，落实校本教研和校本培训，为优质高效
的课堂教学做好充分准备，真正实现脑资源共享，用集体备
课的智慧打造智慧的集体，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可持
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内容

认真开展年级组集体备课活动，在备课中抓住三个结合：与
新理念相结合，与集思广益相结合，与课堂高效相结合。开展
“一课、一议、一思、一得”的教研活动。实施集体备课与
教研活动相结合，针对教学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研讨。组里
若有亮点的教学设计将及时发到教学网上供其他教师查阅，
达到资源共享。

主要目标：

1、以学生为本我组将以学生实际为切入点，集体探讨一种学
生易接受、易掌握的教学方法，努力使绝大部分同学都理解
并掌握，力争使每个学生都学有所获。

2、以集体为重我组将发挥集体智慧，实现资源共享，并保持
集体备课的实效性，以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3、以方法为主备课时主要考虑抓学生的学习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使他们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并为其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能给学生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达到活跃课堂的目的。

具体按以下依据备课：

(1)五备：备课标、备教材、备教学手段、备教法、备学法。

(2)五点：重点、难点、知识点、能力点、教育点。

(3)两法：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

(4)两题：课堂作业题和课后拓展题。

三、集体备课方法、措施：

措施：

集中讨论，达成共识。集中讨论交流时，重点解决好以下几
方面内容。

1、单元备课，单元备课时，首先对本单元内容进行分析，确
定重难点、确定本单元(或课型)主要教学策略等等，并选中
其中一课时集体备好教案。

2、课例分析：对确定的一节有代表性的典型课例进行讨论分
析。主要有三方面：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法分析。

3、实现教案的重组：各成员自觉把事先设计的简案纳入到群
体中去，每次集体备课时均由组内教师轮流执笔，负责把集
思广益后的相关内容整理好后分发给教师，以便参考、设计，
重组教案。

4、结合本班实际修改：各教师领到资料后，必须根据本班具



体情况，对教案进行修改补充，甚至再创造，力求体现一种
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

5、及时反馈改进：人总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进步的，为了吸取
经验，总结教训，我们要一课一反思，记下课堂发生的事件，
每次集体备课时抽一定的时间交流上周教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