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 小学语文完整教
案语文教案小学(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篇一

1、学习课文2-6小节，完成有关的作业。

2、体会文中一些用词较精彩的语句。

3、理解“新的跨越”的含义。

体会“新的跨越”的含义，体会文中一些用词较精彩的语句。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本文的生字词并知道了这则消息的主要
内容。请一位学生说说本则消息的主要内容。

2、读一则消息的方法是什么？（先读标题，再读开头，最后
想这则消息的作用。）

2、反馈之后，板书：清晨、6时30分、7时正、20分钟后

3、让学生读读2-3小节，想想这两节介绍了火箭的什么？
（外形）

4、你觉得文中哪些词句描写火箭的外形写得非常好？为什么？
请学生讨论。

5、反馈：



1）一座摩天大楼似的发射塔塔架的活动部分，沿着四条铁轨，
缓缓向西移动。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突出了什么？

2）矗立在发射架的环抱中。矗立是什么意思？写出了什么？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你读之后有什么感觉。

3）箭体的底部，四个两米多粗的助推器像神话中的巨人，随
时准备一跃冲天。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把什么比作了什么，助推器与
神话中的巨人有什么地方相似？了解助推器的作用：推动火
箭起飞上天。从而体会这个比喻句的两个事物的相似点。再
让学生找一找这句话中的哪些词语还体现了火箭的威武、雄
伟。（四个两米多粗、一跃冲天），并请学生谈谈体会。

6、请学生感情朗读，读出火箭威武雄伟的样子。

1、自读课文4-6小节，填写火箭发射过程的表格。

时间卫星发射过程

6时30分准备起飞

7时正点火、起飞

7时44分冲出、直刺、飞向

11分钟后星箭分离

20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

2、体会描写比较精彩的语句。



1）山谷里亮起一道闪电，滚来一阵雷鸣。

与“山谷里亮起一道光芒，传来一阵巨响”比较。

有感情地朗读。读后说说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怎样？威力巨大

2）44秒钟后，火箭冲出翻腾的烟雾，直刺霞光满天的苍穹，
飞向东南天际。

这句话中哪些词用得特别好，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写出了
什么？（火箭发射的速度极快）

这句话中的“冲出、直刺、飞向”能换吗？为什么？

感情朗读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准确无误，威力巨
大）

3）20分钟后，传来澳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的喜讯。其的“准
确”能换成“正确”吗？

准确比正确更为精确。突出火箭发射很准确无误，安全可靠，
我国的航天技术比较发达。

有感情地读一读。

３、齐读4-6小节，共同归纳出火箭的特点。（威力巨大，准
确无误）

1、完成作业本第四、五题。

2、从近日的报纸上抄录一则国内外的重大消息。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1、学唱歌曲《布谷》，理解四分休止符、二分音



符，牢记第一段歌词。

2、利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情境法学习知识，并参与表演加强记
忆。

3、通过表演，培养学生[此文转于斐斐课件园 ]热爱春天，
热爱生活，热爱小燕子、布谷鸟的情感。同时，让学生知道
生活是有大自然的万物生灵才显得更美。

教学过程(本文来自优秀教育资源网斐.斐.课.件.园)： 一、
激情导入（说春天）

1．播放《小燕子》，师生律动进教室。2．用语言叙述春天
（景色、动物、事物等）。

（1）师：春天来了，我们周围的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你能说一说春天吗？（引 发学生用语言来描绘美丽的季
节：花、草、树木……）（2）

观看课件：春天景象 3．模仿布谷鸟叫声呼唤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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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语：布谷鸟的叫声如此动听，把春天给唤来了，教室里
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每一位小朋友就是一幅美丽的画。

2.音乐游戏：扮演春天

方法：师生共同模仿布谷鸟的叫声。

叫声唤来了春天，每一位小朋友做好一个造型动作（花、草、
树、动物等）随着《布 谷》旋律做动作，要求跟着音乐的节
拍律动。三、创造表现（歌唱春天）

1.听录音范唱歌曲《布谷》，思考：歌曲有几段？是几拍子
的？

2.听师范唱歌曲，生拍手用三拍子的节奏为歌曲伴奏。 3.学
唱歌曲。

（1）有感情地朗读歌词。（2）随琴轻声演唱歌曲。

（3）找出不易演唱的乐句，师生共同帮助解决。（4）师生
接唱。

4.启发学生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四、完美结课 板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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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嘀哩嘀哩》，是一堂音乐活动课，上完之后，竟然得到了
我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孩子的想象力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到
的，在以前的课堂中，我一直以为学生是要手把手地让学生
自行的去学习知识，在活动中培养对音乐的兴趣。

一开始，学生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因为教材上的音乐和课本
里的音乐有点不同，学生们唱的乱七八糟，后来跟孩子们讲
讲之后，讲清楚了，他们唱的还不错，在比较熟悉了这首歌
曲之后，我把他们排成了4支队伍，围成一个圈，让他们根据
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来编排动作来表演。

在十分钟之后，开始检查他们的成果，他们表演到的是我意
想不到的好，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使他们在活动中玩的很
开心，有的同学围成一个圈，手拉手地做跳舞起来，有的同
学快乐、整齐地拍着手唱着歌，有舞蹈基础的同学还把平时
的积累运用了上来，还有的同学像小鸟一样欢乐地“展翅飞
翔”。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篇三

表格版 好朋友 教学目标： 感。通过表演方式，用动做表示
自己的感受。

教学重点难点： 过欣赏乐曲《口哨与小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2.

课前准备 1.2.a.游戏 b.仪仗队

c.五星红旗

d.静静睡）

动作。3、学习新歌：（3）小结：《颂祖国》是二拍子乐曲，
第（2二首乐曲是三拍子乐曲。4、拓展歌曲： 录音，感受这
首乐曲与上 一首乐曲有什么不同？（4）再次播放《同唱一
首歌》，带领学生 5、创作表现歌曲：进行拍手拍腿练习。
（3）回答问题。6、总结： 3、教学生学唱歌曲：（4）复听
歌曲，感受三 7、拍子，听边进行拍手拍腿（1）播放大屏幕
歌曲范唱录音。的律动。（2）播放大屏幕，3、学唱歌曲：
（3）播放歌曲录音让学生边听辨指点歌（1）看大屏幕，听
范唱歌词，了解歌曲旋律及节奏。曲。边听边进行拍手拍腿
（4）带学生按节奏读歌词。律动。（2）看大屏幕，听教师范
（5）纠正学生唱不准确处。唱歌曲，学生小声哼唱歌（6）
能用动作表现歌曲吗？ 曲。（3）听歌曲范唱录音，用4、拓
展歌曲。手指点歌词，通过歌词位（1）谈话：小冬木、小卓
玛、小古力、小置了解歌曲节奏及旋律。莲花，都是我们国
家少数民族小朋友的名（4）边指着歌词边跟教师字，你知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有 按节奏读歌词至熟练。多少个
少数民族？（5）跟钢琴视唱歌曲。（2）谈话：56个民族56
朵花，各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民族的服侍、
（6）完整唱歌词。（声音舞蹈。要轻）（7）边唱歌曲边打



三拍子的节奏，表现三拍（3）出示民族服侍。子的强弱。

2、歌词创编。

教学目标： 1开始和结束。2 3、能随音乐创编歌词。课时数：
1课时

一、情境导入 1、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来，闭上眼睛。（多媒体演示动物王国的
场景）2、师：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地方？对，这儿就是快
乐的“动物王国”，小动物们生活在这里，可幸福了。你们
听，谁来了？（多媒体播放音乐，让学生根据音乐说出动物
的名字，并模仿动作）3、（多媒体演示青蛙）师：咦，小青
蛙怎么这么着急的跑出来了？原来他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想早
点告诉小朋友。你们听！（多媒体演示《小青蛙与暴风雨作
斗争》）师：小青蛙们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本领，终于战胜了
暴风雨，高高兴兴的回家了。4、师：可是，在与暴风雨作斗
争时，有几只小青蛙迷路了，还没回到家。这可怎么办哪？
师：大家都很关心小青蛙。别着急，老师帮小青蛙编了一首
歌，只要大家都会唱了，小青蛙们听到了，就能找到家了。

（多媒体演示歌曲动画）

三、编创歌曲。 1、师：听到小青蛙美妙的歌声，小动物们
都来了。

（多媒体演示）师：他们也想有一首自己的歌，你们能帮他
们编一首这样的歌吗？ 师：有一只小鸟已经飞到了老师的身
边，所以我给他编了一首《小黄鸟找家》。听！（教师声情
并茂的范唱）师：其他的小动物们早已来到了你们身边。请
你们轻轻地把他们请出来吧。（请组长举起头饰，教师介绍
哪里是动物的家）师：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听着音乐，轻
轻地送小动物回家吧。（听音乐让学生轻轻地坐到动物小组）
2聪明，编出的歌曲最好听。（学生分组编创，教师巡回指导）



3、师：时间到了，小朋友们都编好了吗？（请各小组以各种
形式表演、汇报）四、小结 1、家吧。游 戏 1． 通过听
《捉迷藏》，唱《躲猫猫》等音乐活动，表达自己童年生活
幸福欢乐的情绪。2． 学习用欢快活泼的情绪，轻巧的声音
清晰、准确的演唱歌曲。并通过歌曲的游戏，养成听音乐做
动作的习惯。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学会用欢快活泼的情绪演唱歌曲。

2．正确运用

教学课件：人音版课改实验音乐教材

配套光盘《捉迷藏》、《躲猫猫》 中小学教育资源站

进步。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篇四

第五课神奇的童话

教学目标:

1、喜欢以音乐方式所描述的童话——《洛列莱》、《魔法师
的弟子》和《黄鹤的故事》。乐于主动了解其创作过程、文
化背景及表现形式。知道法国作曲家迪卡斯。

2、能以叙述的口吻、平静的呼吸、有表情地齐唱或独唱《洛
列莱》。能运用不完全小节的知识划分乐句，标记换气记号。

3、聆听《魔法师的弟子》、《黄鹤的故事》。能听辨《魔法
师的弟子》、《黄鹤的故事》的主题及主奏乐器的音色与在
音乐中的表情作用。



4、能依据《三个小和尚》的故事，集体创编表演，每个学生
都能在活动中承担任务。

教学重、难点：

1、用正确的发音方法和略带忧伤的心情演唱歌曲。

2、聆听乐曲，能听辨主题音乐及音色。

3、创编音乐短剧。

教学时间：四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学生自由说说自己所喜欢的古希腊神话人物。

2、导入新课。

二、教授新课

1、播放歌曲《洛列莱》，学生初听，感受歌曲带给大家安静、
略带忧伤的情绪。

2、简介歌曲的背景资料：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动人的传说：音乐之神阿波罗的儿
子奥尔菲斯，他美丽的歌声能使猛兽俯首、顽石让路。一次，
他率船在蓬托斯海航行，遇上两座浮动的岩礁。多少年来，
这岩礁上的女妖用迷人的歌声诱惑来往船只上的船员，使他
们不由自主地寻声而去，结果船撞在岩礁上粉身碎骨，人也



随船葬身海底。奥尔菲斯知道这个危险，当歌声刚一传来，
他便用棉球堵住了船员们的耳朵，又把自己的身子让人们捆
绑在桅杆上，使之无法寻声而去。奥尔菲斯弹着里拉琴，高
声歌唱，终于带船队闯过了险境。

3、让学生跟着音乐默唱歌谱。

4、跟老师的伴奏轻声哼唱歌谱。

5、自己按节奏朗读歌词

6、跟着音乐轻声哼唱歌曲第一段。

7、老师指导

8、完整地演唱歌曲第一段

9、自学歌曲的第二、三段。

10、师生讨论歌曲的演唱情绪。

11、完整演唱歌曲。

三、音乐活动

四、老师小结

第二课时

一、复习歌曲《洛列莱》

二、欣赏《魔法师的弟子》

1、简介乐曲背景资料



2、初听音乐，让学生对乐曲有大概的认识。

3、分部分欣赏：

（1）第一部分，让学生跟着音乐想像魔法师施法的情景。

（2）第二部分，学生演唱弟子命令扫把拎水的主题音乐。

（3）第三部分，听出是用了哪些乐器演奏的。

4、让学生讲讲听后的感想。

三、老师小结。

第三课时

一、欣赏《黄鹤的故事》

1、初听，想像讲了一个有关黄鹤的什么故事。

2、老师简介乐曲背景资料

3、学生自己自由交流听后感受

二、学习交响诗的知识：

1、讲解交响诗的含义：

按照文字、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创作的一种大
型管弦乐曲。她是标题音乐的主要体裁之一。通常采用含有
套曲因素的奏鸣曲式、变奏曲式等单乐章曲式。结构较自由。
文学性的交响诗也称为音诗；以童话故事为题材的交响诗有
时称为交响童话。

2、结合《黄鹤的故事》进一步解释交响诗。



三、老师小结。

第四课时

一、观看《三个和尚》的动画片，让学生说说你对这三个和
尚的评论

二、集体创编《三个小和尚》音乐剧所需要的节奏

1、挑水的节奏

2、抬水的节奏

3、没水吃的节奏

4、念经的节奏

三、自由搭配，把以上的节奏组合在一起，为《三个小和尚》
创编音乐剧

四、分组展示、评价

小学语文试讲教案设计篇五

教师资格证面试小学语文试讲《恐龙》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恐龙的种类、形态及生活习性。 教
学重难点：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说出课文介绍了哪几种恐龙及其特点，
领悟课文是怎样把它们的特点给写具体的。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2、这篇课文是以这种动物的名称为题的。当看到这个题目的
时候，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二、初读指导

1、自学生字词。

(1)自由轻声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语。(2)
会读会写田字格中的生字；会读田字格前面的生字。(3)查字
典并联系上下文或观察插图，理解词语的意思。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新词，指名读、齐读。

(2)指导观察字形，弄清每个生字的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比例
关系，然后让学生有重点的书写。

(3)指名结合上下文解释词语。(4)齐读生字词语。

3、各自试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4、分自然段指名朗读课文。

5、理清层次

(1)理解每个自然段的内容。(2)给文章分段。

第一段(1节)交代了恐龙的生活年代、生活环境的优越、活动
范围广、数量多。第二段(2——5节)介绍了恐龙以及近亲的



种类和生活习性。第三段(6节)恐龙消失了，但其原因至今还
是一个谜。

6、师总结：恐龙是两亿年以前地球的主人，属爬行动物，它
们与神话传说的“龙“无关。恐龙的种类繁多，一般体大个
小，生活在陆地或者水中。约在6000千年前消失了。文章直
截了当地以“恐龙”为题，既可突出文章描写的对象，又可
引发对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导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

(2)说一说，从这一自然段中，你知道了什么？

(3)引导学生抓住“两亿年”、“大片大片”、“密
密”、“到处漫游”、“遍及整个世界”等词语来感悟恐龙
生活年代之久远，生活条件之优越，活动范围之广及数量之
多。(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5)齐读。

四、布置作业

1、出示生字。

2、讲解生字要领。

3、学生描红。

来源：中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