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 语文小学教案
(大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
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篇一

1、借助拼音，正确地读儿歌。词要读连贯，句子要读得通顺。

（1）要求学生先小声自由读。

（2）再指名读、分组读、齐读。

2、幻灯投影儿歌的彩色图片。

（1）借助彩图理解儿歌内容。

（2）第一小节中出现了谁？它们是什么关系？

（第一小节出现了晨光、风、树、鸟和云。先是晨光叫醒了
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

（3）第二小节出现厂什么？它们是什么关系？

（第二小节出现了云变成了雨滴，滴落在大海上，海水变蓝
了，洗亮了升起的太阳。）

3、热读儿歌。

（1）学生每人读一句，??



火车读。

（2）分组轮读，每组读一句。

（3）指名读全文。

（4）指名试着背诵全文。

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篇二

引入：朱总司令为什么急坏了？读课文的2~5自然段，
用“~~~~”画出来。

（一）学习第二段（2~5自然段）。

1、边读边交流：

（1）一急：“这么多天了，藏胞还在山里，怎么受得了呢？
得想办法动员他们回来呀！”

a、你读懂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板书：在山里受不了）

b、以上的句子换为一般的句子，效果一样吗？为什么？

出示：这么多天了，藏胞还在山里，会受不了的。

c、指导有感情朗读。

（2）二急：“这也怨不得他们，他们是让反动军队糟蹋怕了。
现在已经是春耕的时候了，节气不饶人哪，得赶紧帮助藏胞
把地抢种上。”

a、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板书：节气不饶人）



b、“节气不饶人”说明了什么？

c、从这句话里，你又可以看出什么呢？从哪个词看出来？
（板书：抢种）

d、有感情朗读。

（二）学习第三段（6~7自然段）。

导入：朱总司令急在心上，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1、自读6~7自然段。

2、指名学生说。

3、理解“尽心尽力”和“热火朝天”，用“尽心尽力”并造
句。

4、理解“要让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里发芽、生根、开花、结
果……”

5、指导朗读。

（三）学习第四段（8~9自然段）。

1、齐读。

2、思考：（1）藏胞为什么全都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篇三

师：你么在照片上看到了什么？（一双破旧的鞋）看到这双
鞋你想到了什么？



师：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鞋的主人是河南山区的一名小学
生。他每天就是穿着这样一双鞋翻山越岭走十几里的山路去
上学。因为在他们山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山沟里
埋藏着一把金钥匙，谁找到它，谁就能打开智慧的宝库，改
变山沟的面貌。同学们，你们想知道这是一把怎样的金钥匙
吗？今天，我们就走进山区去了解那里的孩子（板书课题）

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篇四

小朋友，你们到过农村吗？你们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
吗？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可大啦！农民不是光种地，
他们还办起了工厂。他们既会种地，又会做工，成了新型的
农民。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用上了洗衣机，看上了大彩
电，住上了新楼房。我们今天要学的《农村大变样》，就是
写现在农村的新面貌的。课文下面还有一幅美丽的农村图画
呢！

小学语文面试试讲教案篇五

教学内容与过程:

《语文教学法》是怎样一门学科

一、基本概念:

《语文教学法》是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运用教育学、心理学
和其它相关学科理论,研究语文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论体系.
二、学科的建立:

它的建立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需要(p1—3页)

语文教育是社会、民族以及个体的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教育,
它对于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更好地
传播科学和文化起着日益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的语



文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许多问题;在教育科学领域
中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为
了进一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
门崭新的语文教育学,从更高的层次对语文教育加以研究.它
的建立是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p3—5页)

当代科学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学科之间的高度综合,二学
科内部的高度分化.语文教育学既是语文学、教育学、心理学
等多门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又是
教育学本身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建立符合
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科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就语文教育理论本身
发展来看,我国古代没有专门论述语文教育的理论著作,只是
在有关教育的论着中有零散的论述.直到21世纪,语文教育的
理论研究才经历了由一般教授法到本学科教授法,再到语文教
学法、语文教材教法直到语文教学论以及今天的语文教育学
的发展.由于语文教学法学科侧重于教学方法方面的研究,忽
略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理论思维水平不高,研究
领域相对狭窄,加上其研究方法以经验总结为主,也束缚了语
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使
之更趋科学化,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三、学科的研究对
象(p6—9页)

性质

语文教学法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应用理论学
科.(二)特点

实践性

综合性(p9—11页)

五、学科的结构体系

语文教育的本质 语文学科的性质与特点



语文教育系统 语文教育目标

语 总体方面的研究 语文教育历史 语文课程 语文课程标准
和教材

文 语文教育比较 语文教育评估

教 语文教科研 语文德育 语文教学系统

学 学校语文教育 语文智育 语文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法 语文美育 语文教学过程和教学设计

结 本体方面的研究 社会语文教育 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

构 语文教学卫生

体 家庭语文教育 课外语文教育 语文知识教学

系 语文教育对象 阅读教学

主体方面的研究 写作教学

语文教育者 听说教学

六、语文教学法的研究方法(p11—13页)

1、哲学原理研究法;

2、跨学科研究法;

3、历史文献研究法;

4、比较分析研究法;



5、观察调查研究法;

6、经验总结研究法;

7、实验实证研究法等.学习语文教学法的意义和要求

一、意义

这门课旨在培养具有比较扎实的语文教育理论基础,并能灵活
运用这些理论

这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实践很重要,考试有教学实践题,学习
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育实习.学习的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听——认真听课,做笔记,还有听教学观摩课、看教学录象等;

说——大胆质疑,参与讨论,上台亮相,小实习(微格教学)等;

语文教育的本质(4课时)

教学方法: 讲述、讨论、自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