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对话教学设计(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对话教学设计篇一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篇“访谈录”，
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文中的两个人物虽然在
年龄、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
谐。所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
下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在指导学生
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一小两个书虫说话的语
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要读得自然，不做作才好。这
篇课文，我采用大讨论的方式，放手让学生围绕主题，结合
课文来讨论:“闲书闲吗?”这个问题，课堂气氛活跃，效果
也不错，学生都能结合小苗与季先生的对话，说出自己对于
问题的看法。不够的地方是对古文积累这一块，对谈话内容
未作出恰当的引导，从学生的表情中，依然可以看出对这个
超难任务有点无奈。

对话教学设计篇二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略读课文，又是对话形式的访谈录，
没有复杂的句式、过多的修辞和深奥的词句，完全口语化，
要求学生“粗知文章大意”只抓重点、难点，方法上让老师
放手教学，鼓励学生自己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方法把课文读
懂。因此，我放手让学生自学，自读自悟。由易到难，层层



递进，从词到句，由句到段再到文，降低了学生的认知难度。
我以简洁的语言引导追求启发性和艺术性，让学生置身于优
秀的文化氛围、浓郁的语言环境中，从而受到了感染和熏陶。

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行琐碎的分析，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合
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舍，而不是面面俱到，抛出几个有价
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如：说说苗苗和季老交流了哪些
问题？“说出你感兴趣的或不明白的地方，自读课文后全班
交流”；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在
指导学生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一小说话的语
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读得自然。在议读中，学生不
断地进步与升华。

对话教学设计篇三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上较浅显，没
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要求学生“粗知文章大意”只抓重点、
难点，方法上让老师放手教学，鼓励学生自己运用已掌握的
知识和方法把课文读懂。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行琐碎的分
析，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合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舍，而不是
面面俱到，抛出几个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如“这
篇课文和其他课文比较，有什么不同？”“说出你感兴趣的
或不明白的地方，自读课文后全班交流”；“季羡林和苗苗
算不算书虫？两个书虫有什么不同？在文中找出你的理由”
等等，这些内容简约，重点突出，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在指
导学生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一小两个书虫说
话的语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要读得自然，不做作才
好。

对话教学设计篇四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名小学生对季
老的访谈录，也是学生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不过，全文



内容较浅显，没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
行琐碎的分析，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合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
舍，抛出几个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学习完课文以
后，我安排了学生对爱好读书的同学或新来的实习老师进行
采访活动，并且写了访谈录。学生对访谈录的格式掌握得很
好，但是，采访的问题准备得不是很充分，有的`局限于一问
一答的形式，双方交流的话题不是很深入，上下文之间的衔
接也不够自然。

对话教学设计篇五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个小学生对季老的“访谈录”，
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这两个人虽然在年龄、
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谐。所
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下一代
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我接着问学生：你们喜欢看闲书吗？有的说喜欢；有的干脆
就保持沉默，不表态，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爱玩，爱看电
视，即使有书也不去翻一翻。于是，我先给他们读季老先生
的作品《我的童年》节选，然后结合老先生的主张教育学生：
平时多看一些闲书可以多学一些知识，也可能多写一些好的
文章。季先生有如此高的成就，其实跟他小时侯爱看闲书分
不开的，且小时侯记的东西长大了也不容易忘记。而文章写
得好，苗苗说的那两个重要条件——写真事、多看课外书，
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我希望经过我不间断的提醒，能慢慢
地使孩子们有爱看闲书的意识，并能主动积钱买书看，从提
醒到自觉，让“书香伴我行”不再是空话。

对话教学设计篇六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上较浅显，没
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要求学生“粗知文章大意”只抓重点、
难点，鼓励学生自己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方法把课文读懂。



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行琐碎的分析，而是抛出几个有价值
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

如“这篇课文和其他课文比较，有什么不同？”“说出你感
兴趣的.或不明白的地方，自读课文后全班交流”；“季羡林
和苗苗算不算书虫？两个书虫有什么不同？在文中找出你的
理由”等等，这些内容简约，重点突出，大大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
在指导学生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一小两个书
虫说话的语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要读得自然，不做
作才好。

这篇课文，我采用大讨论的方式，放手让学生围绕主题，结
合课文来讨论：“闲书闲吗？”这个问题，课堂气氛活跃，
效果也不错，学生都能结合小苗与季先生的对话，说出自己
对于问题的看法。不够的地方是对古文积累这一块，对谈话
内容未作出恰当的引导，从学生的表情中，依然可以看出对
这个超难任务的无奈。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