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教师资格语文教学设计下载(优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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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学会3个字

2、朗读、背诵课文，默写《望庐山瀑布》

3、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
情。

教学重点：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庐山是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座名山，自古就有“匡有奇秀甲
天下”的赞誉。庐山的飞泉源布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
先瀑、玉帘泉、黄龙潭、鸟龙潭等，大家想不想看看。(出示
庐山的飞泉瀑布，请欣赏)

2、唐朝大诗仙李白50岁左右隐居在这儿，曾用诗篇赞美瀑布。
(大屏幕出示整首诗)



二、熟读古诗

1、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或书自由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2、请一名学生读一读题目，然后齐读。

再说说从课题中你能知道什么?

庐 瀑

生字区别

卢 爆

3、指名读整首诗，纠正、齐读。

4、指导学生读出诗的韵律美。

读古诗特别要读出诗的韵律美，韵脚一定要读准，读到位。(如
“烟”“川”“天”)谁能把这首诗再读一遍。

5、出示诗的停顿及重音，谁能读出古诗的节奏美?

(1) 指名读

(2)男、女生赛读

(3)全班齐读

三、赏析古诗

1、谷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老师想信同学们一定能
借助字典，结合书中的注释，插图，展开想象，读懂这首诗。

先自己想一想，然后再在小组里交流，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交流，点拔，评议

(1)你读懂了什么?

(2)“学贵有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3、默读这首诗，同桌用自己的话说说诗的大意。

4、自由读整首诗，你认这哪些字或词用得好?为什么?

重点品味“生”“挂”“飞”“三千尺”

相机出示李白的另一首诗。

秋歌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体会 夸张的写法)

5、指名上台朗读这首诗，此时你最想说什么?

6、总结，这首诗极其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和想象，语言
生动，形象，描绘了瀑布尽流直泻的壮观景象。

四、拓展延伸

1、学了《望庐山瀑布》这首诗，老师也不由自主想起了叶圣
陶老先生的一首描写瀑布的诗歌。(课件出示瀑布整首诗，配



乐朗诵)

2、喜欢吗?请自由读一读。

3、《望庐山瀑布》和《瀑布》比较，你最喜欢哪一首?说说
原因。

五、作业

1、背诵《望庐山瀑布》

2、课外收集李白的诗，读一读，背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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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词卡的形式复习生字。

2、出示带生字的句子，指名读。

二、精读课文

1、自由读全文。

引导学生讨论，邓爷爷是个怎样的人?你是从课文的哪些地方
看出来的?

2、指名分节读课文。

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边读边体会。例如：

(1)邓爷爷挑选了一棵茁壮的柏树苗，小心地移入树坑，又挥
锹填了几锹土。

(2)只见他手握铁锹，兴致勃勃地挖着树坑，额头已经布满汗
珠，仍然不休息。



(3)他站到几步之外仔细看看，觉得不很直，连声说：“不行，
不行!”又走上前把树苗扶正。

3、指名读最后一自然段，体会：为什么说“小平树”成了天
坛公园一处美丽的风景?

4、配乐朗读全文。

三、课外延伸

1、观察校园内的每种植物有什么特点，选一种最喜欢的植物
画一画。

2、植树节快到了，你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爸爸妈妈种一棵小
树或栽一盆花。

四、小结

植树是一种绿化行为，它是一件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大事。
今天我们种植了一棵小树，不久它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会为我们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我们要记住邓爷爷的这句
话：“植树绿化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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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先熟悉小学课本，大概看一下重要篇目的教学设计，知
识点等等，应该背诵的篇目把它背下来，怕万一面试官现场
让你背诵。

2、你可以将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篇目的教学设计打印出(这样
就不用带那么多课本和参考书了)，带到面试现场，因为现在
面试改革，不知道能不能让你看，如果可以看，你就看你的
资料，如果不行，他们肯定有地方让你放好这些材料的，就
自己上阵。事先有准备的肯定不怕!!



3、现在没有给出篇目范围了，你最好把各个不同类型的课文
自己先准备一下，弄一个模板，比如诗歌的、现代文的、写
人物的、写景物的、拼音等小学很基本的内容搞清楚，就不
怕啦!

4、关于课文的主旨和主要内容，如果当场不让你看参考资料
的话，就要看你自己的解读了，他肯定会引发课文的原文给
你的，所以你可以自己解读啊，小学课文的解读还是不用怕
的，肯定能解读出来，不要把课文主旨理解得太难，贴合小
学生的实际，真善美啊、热心助人啊、思念家乡(古诗)、景
色美(国家山河美)等等之类的，小学课文的主旨都很明显的，
不会很隐晦的，所以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应该是没问题的。

5、试讲的确不会给你45分钟一堂课的时间来讲的，如果面试
官想知道你整堂课是怎么上的，他会让你说课，说课也是
在10-15分钟完成。如果面试官想看你上课上得怎么样，那他
们会让你试讲，试讲时间应该也是十几分钟左右，但是不是
让你在十几分钟内讲完45分的内容，而是只挑选一节课中的
一部分来讲，像正式上课一样，上其中的十几分钟。

6、下面没有学生，你只能假装下面有学生，提问也只能提问
面试官，把他们当学生，或者你自己创设情境，假设学生回
答了。去考这样的试都是这样的。

另外，第5点中说到的说课，说课和试讲是不一样的，教育局
考试也有可能说课。说课是指你要分析这篇课文在教材中的
作用、教学的目标以及重难点、学情分析、教法学法分析、
教学过程安排、板书安排，把这一系列内容说给面试官听。

国考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面试经历

刚刚结束的20**年5月17日国家教师资格证小学语文面试经历，
凭记忆回忆下考题，福利大家。



考试流程就不说了，网上很多，整个从候场到考完差不多2小
时。我是8点40进场的，10点半左右出来的。写教案和试讲
各20分钟。

一、写教案

我抽到的题目是《15玩出了名堂》，这个我考完后查了一下，
是三年级上册的，可惜啊，当时我一直在看四五年级的书，
偏偏就没怎么看三年级的。不过这篇文章还蛮好讲的，结构
挺清晰的。

有几个问题我考前一直没清楚，这里解答一下：

1、给我的材料，不像是网上那样只有一段，而是整篇文章，
有课题、有篇幅，里面的文字也跟课本一样，该有拼音的有
拼音。

2、题目要求的是片段教学。

3、设计要求说的很清楚，而且基本上就是教学目标，写教案
的时候基本可以围绕几点要求写。

4、教案没什么格式，教学目标，重难点、教学准备、过程等，
都是自己写的，最好把板书写上，一般都要板书的。

二、提问

进去之后，三个老师，说题的是主考官，我抽到的两个简答
题分别是：

1、说一个感动你的师生关系。

2、谈谈对“教学是艺术的”这句话的理解。

个人觉得，这类题目简直太好了，比那种两难的或者要借助



生活经验的题目好答多了。基本上我滔滔不绝，时间把握的
也可以，个人觉得题目最要紧的是说出一二三点，这样别人
就会觉得思路清楚。

三、试讲

一定要将流程展现出来，然后10分钟的重点就阐述文章的重
点段落，重点语句。我前面的时间花的有点多，重点段落里
只讲了一段，最后对方提醒了我1次，然后问我板书写好了没，
我就把板书写好后，算是结束。

个人觉得试讲的时候，要显得真实，要投入，而这一切，又
都归结教案写的有条理，有思路，这样在讲的时候才会比较
顺畅。

四、答辩

答辩说实话，老师们已经没什么时间说太多，主考官主要围
绕我的板书进行交流，个人觉得说自己真实的想法即可。

五、离场

一句话：不留遗憾，表达谢意，擦干净黑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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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教案

本教案是本人当时考特岗准备的，面试成绩 89 分，仅供参
考！

一、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词，理解重点词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感悟老支书在危难面前所 表现出
来的无私无畏、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和人 格魅力。

4、领悟课文在表达上的特点。

二、教学重点：

1、结合课文，让学生感受到情况的危机，领悟老支 书每一
次举动的内涵和精神。

2、理解“桥”的深刻含义。

三、课前准备：搜集各地遭受洪灾的图片和录像资料。

四、课时安排：2 课时。

祭奠的丈夫是谁？老支书！这位老太太祭奠的儿子是谁？小
伙子！同学们现在你们明白之前的矛盾了么？是啊！老汉和
小伙子，他 们是一对亲生的父子啊！老汉的一“揪”
一“推”说明了什么？ 这位同学你说。生：说明了老汉作为
共产党员，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名 父亲，他同
样爱着他的儿子。师：是啊！这一“揪”一“推”充分显示
了老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像一座威严的山，忠于职守，
先人后己，他是无愧的；作为一 名父亲，他同样像一座山，
父爱如山，在生死关头，老汉做出的 抉择，表现出的大爱，
让我们为之动容，他的身上充满着人格魅 力，闪耀着人性光
辉。同学们，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读下 课文的
24—27 自然段。生：（朗读课文）师：同学们，现在思考一
下作者为什么以“桥”来作为题目？可以按 照课前分好的的
小组讨论一下！生： “老汉救了很多人，老汉就是一座桥”
“老汉用自己的生命搭建了 一座桥” 师：回答的很好！老
支书是村民们跨越死亡的生命桥，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



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他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筑起
了一座永远不倒的“桥”。师：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来源：中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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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金属的化学性质(第1课时)

一、教学设计理念

二、教材分析

钠是碱金属中的典型代表，是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第一个金属
元素，把它编排在高一教材

中第三章讨论，是因为义务教育初中化学教材中已经介绍了
碳酸钠、氯化钠、氢氧化钠等钠的化合物的知识，为高中钠
元素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基础，可以使学生感觉相对更简单，
有利于减轻学生在高中学习初期的不适应感;还有利于复习巩
固第一章所学的氧化还原反应和离子反应的知识，通过对钠
元素的学习，总结出学习金属元素的学习方法和模式，这将
有利于今后其它金属元素的学习。

(如氯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和氢氧化钠)的一些知识，他
们也有进一步探究更多金属元素的求知欲和兴趣，这使得他
们对于钠的学习将更轻松;另外，在初中他们已看过教师的演
示实验，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学生实验，具有了一定的实验操
作技能;这些都会成为本节课教学的有利支撑点。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掌握金属钠的主要物理及化学性质;2、了解金属钠的保存
方法及用途;

2、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实验习惯和科学态度。

五、教学重难点

【重点】

1、金属钠和过氧化钠的化学性质;2、金属钠的氧化以及与水
反应的原理。【难点】

六、教学方法

实验法、讨论法、观察法

七、教学准备

多媒体设备

八、教学过程

九、板书设计十、课后作业

1、钠的物理性质：颜色_________，熔点________(高、低)，
密度________(大、小)，硬度________(大、小)。

十一、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