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汇总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
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以下就
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一

1、学会正确搭配词语提高运用词语的能力。

2、借助拼音，朗读、背诵童谣，积累语言，培养语感。

3、朗读自己喜欢的儿歌、童谣并录音或根据诗意画画。

重点难点

1、学习简单的搭配词语与运用词语的。

2、朗读度录音。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完成学习内容“万花筒”的第一部分――-搭配词语。

1、投影万花筒中的内容。

2、学生自由读读范例提供的词组。

3、师生对对歌，加强对词组的认识。



师：什么样的月儿，什么样的船？

生：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师：什么样的星星什么样的天？

生：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4、小结：“弯弯”、“小小”、“闪闪”、“蓝蓝“这些词
语多好呀。它使月儿、星星、天、船变得很美很美，使我们
明白它们是什么样的。

5、学生在小组内讨论：河水、山、小手分别是什么样的？

6、全班交流，鼓励学生说有新意的词语。

7、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积累的词语自由说说“――的――”。

8、师生对对歌加强记忆。

二、学习“万花筒”的第二部分――看图猜字。

1、投影这部分内容。

2、读题，弄清题意。

3、观察例题，学习猜字的方法。

图中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表示“跟从”的意思，两
个“人”字合在一起就是“从”字。

4、观察右图，图中画了什么？表示什么意思？“日”
和“月”合在一起是什么字？

5、把谜底填在田字格里。



6、你能说几个字谜让大家猜吗？

教学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出示“百宝箱“的内容。

1、教师范读。

2、学生借助拼音试读。

3、指名读、师生订正。

4、指导学生联系平时生活经验练习背诵。

5、指名背诵。

6齐背。

二、出示大舞台，完成本次活动的内容。

1、学生读对话框，了解活动内容和方法。

2、教师提示：本次活动是朗读自己喜欢的儿歌或古诗，并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汇报学习成果，如：朗读、绘画、表演、唱
歌。

3、学生读一读自己喜欢的儿歌或古诗，准备活动。

4、分小组初中活动喜欢朗读的一个组，喜欢绘画的一个组，
喜欢表演的一个组……。



5、学生开展活动，教师巡回辅导，并帮助朗读的同学录音。

6、教师对学生活动作总结，并鼓励学生课外多读诗，多背诗。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二

1、“诵读”是核心，让学生在朗读和背诵中积累古典诗歌知
识。

2、“朗读”是关键，有表情的朗读有助于学生深入地解读和
理解文本。

3、“情境”是手段，高品位的艺术氛围能将学生带入到如临
其境的环境中去，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高层次的追求。

4、“训练”是保证，教师对学生朗读、背诵有针对性的指导，
可以使他们少走弯路，有效提升其诵读水平，达到教学效果
的最大化。

【教学重点】

教学活动围绕“诵读”展开，重在积累。

【教学难点】

以“朗读”为抓手，在朗读中发掘解读文本的课程资源。

【教学方法】

把课堂还给学生，用“唐诗朗诵会”的形式，为他们创造一
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

【课型设计】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三

【教学目的】

1、“诵读”是核心，让学生在朗读和背诵中积累古典诗歌知
识。

2、“朗读”是关键，有表情的朗读有助于学生深入地解读和
理解文本。

3、“情境”是手段，高品位的艺术氛围能将学生带入到如临
其境的环境中去，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高层次的追求。

4、“训练”是保证，教师对学生朗读、背诵有针对性的指导，
可以使他们少走弯路，有效提升其诵读水平，达到教学效果
的最大化。

【教学重点】

教学活动围绕“诵读”展开，重在积累。

【教学难点 】

以“朗读”为抓手，在朗读中发掘解读文本的课程资源。

【教学方法】

把课堂还给学生，用“唐诗朗诵会”的形式，为他们创造一
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

【课型设计】

语文实践活动课。

【教具准备】



《唐诗诵》积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步骤 】

一 、导语 设计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古往今来，许多人
就是读着唐诗走近诗歌，走近文学的。让我们在唐人留下的
音韵中去探寻诗的意蕴，去追求文学的真谛吧。

二、教学过程

略。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四

教学目标：

1、练习看拼音写词语。

2、感悟歇后语的精妙之处，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3、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4、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5、练习把生字写端正、整洁。

6、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教学重点：

1 、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2、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教学难点：把自己说的或听别人说的的见闻写下来，注意把
意思表达清楚。

教学时数：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练习看拼音写词语。

2、感悟歇后语的精妙之处，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3、填写词语，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教学过程：

1、独立完成看拼音写词语练习。

2、检查生字掌握情况，分析产生错字的`原因，从中了解减
少错别字的方法。

二、读读背背。照样子再说几句，感司歇后语的精妙之处，
积累歇后语，丰富语言。

1、让学生通过查词典，了解歇后语的意思。

歇后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
分像谜底。



2、读读书上的歇后语，最好背下来。

3、根据课前积累，开展猜谜比赛。出谜者说前半句，猜谜都
说后半句。

三、照样子，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再读一读，通过练
习把意思表达的更具体。

例：花瓣里不时飘散出清香。（紫色的）花瓣里不时飘散出
（淡淡的）清香。

1、田野里开满了野花。（ ）的田野里开满了（ ）的野花。

2、马路两旁有（ ）的树木。（ ）的马路两旁有（ ）的树
木。

四、把下面几句话分别填在段中括号里，连成一段通顺的诱，
通过填句子练习，使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动物们再也不用为洗澡排长队了。

2、动物们只能排起长队中午去洗澡。

3、青蛙开了个太阳能浴池。

4、他把太阳能板架在向日葵的花盘上。（ ）由于需要太阳
把水晒热，（ ）这可把表蛙急坏了，于是开动脑筋，终于想
出了一个好办法。（ ）。花盘随着太阳转动，太阳能板也跟
着转动，浴室全天都有热水了。（ ）大家齐声称赞青蛙真聪
明！

（1）、填空前想想：1、为什么需要太阳把水晒热？

2、青蛙急什么？



3、他想出了一个什么好办法？

4、结果怎样？

（2）、指名填，说说你为什么这样填？

（3）、填好后读读。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练习把生字写端正、整洁。

2、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教学过程：

一、从1—6单元中选择符合下面要求的生字，写一写，做到
端正、整洁。

左中右结构的字：潮 侧 撕 蝴 嫩 晰

半包围结构的字：透 迹 庞 疾 扇 匀

二、口语交际。通过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见闻。培养学生留心
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能清楚的表达个人看法。

1、请留心观察周围发生的事物，收集自己感兴趣的一则见闻
在班里交流。

2、交流时，说说自己的见闻，并谈谈对见闻的看法。

3、大家对某个见闻展开讨论。



语文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五

1、突破传统的寓言解读模式，指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解读寓
言。

2、培养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指导学生研究探讨把握中心，
深入领会文章内涵，要从文章中读出自己的体悟。

方法一引用“狼来了”的寓言故事:如果是一个人这样说你不
相信，那么许多人说呢？许多人说的是真实的你可以相信，
如果他们自己也没有辨别真假，你又何去何从呢？有一句值
得思考的话:谎言说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呢？进而思考:面对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面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呢？从寓言的解读导入对钱钟书的
《读〈伊索寓言〉》的学习。

方法二由寓言本身的解读导入。

指导学生看课文题目:读、寓言。（寓言学生并不陌生，可以
让学生谈谈自己对寓言的理解。）钱钟书先生读《伊索寓言》
提出了他的观点，你接受钱钟书的观点吗？你有自己新的见
解吗？导入课文的解读。

课前预习，了解作者的主要情况:生平、作品、风格、主要成
就等，自我体会文章，写出体会要点。钱钟书（1910—1998
年），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他深入研究中国的史学、哲
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
理学的阅览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是他
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阅读课文要抓住这个特点。

依据方法一

1、读文章的九个寓言故事，了解钱钟书的解读有什么共同特
点？



提示:钱先生对传统的浅薄见解一一做了纠正，从新的角度提
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见解。

2、思考这些观点与你自己以前读寓言的感受一样吗？并从文
章中找出作者的观点。“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
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
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
碰壁上当。”

3、结合全文以及你自己的人生体会，谈谈你对作者观点的理
解。

（1）可以指导学生从文章的结构层次入手:由每一段的关键
句可以把全文大致划分为三部分:1-3自然段；九个故事；最
后的结论。

（2）通过文章内容让学生了解:如果把人类历史比做人的一
生，古代乃是人类的童年时期，现代则是成人了。那么就容
易明白，古代的《伊索寓言》为什么那么浅薄、幼稚、简单。
同时成人是喜欢小孩子的。从而理解人们为什么喜欢《伊索
寓言》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喜欢它的。

（3）在引导的基础上学生自由讨论，思考作者观点的现实意
义。可以精读最后一段强化理解。

提示:现代社会的人事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并不像寓言
所讲的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情形要复杂得多，是非颠
倒、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情形是常有的。

生活在现代社会，要避免碰壁上当，头脑就不能那么简单幼
稚。人事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才会有清醒
的认识，才有适当的对策。

（4）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思考:怎么重新审视寓言的



“寓意”？可以从九个例子中选一到两个例子的解读来分析。
学生谈自己的理解，教师适当点拨，不拘一格。

4、深入探究

（1）成人、小孩和寓言的关系。

（2）思考卢梭反对儿童读寓言与钱钟书反对之间的差异。

（3）对苍蝇的话“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的自我理解。

注意:教师在学生思维开发上做方法指导。

依据方法二:

从寓言对人的教育作用角度思考:寓言果真能起到那样的作用
吗？引出钱钟书的观点，再从结构上结合学生自己的人生社
会体会入手解读文章。以下步骤同方法一。

引用20xx年高考作文题中“智子疑邻”的故事:

宋国有个富人，一天大雨把他家的墙淋坏了。他的儿子
说:“不修好，一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
样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很多东西。富人觉得他的儿
子很聪明而怀疑是邻居家的老人偷的。

以上是《韩非子》中的一个寓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
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类似的故事；但是，也常见到许多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情况。我们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如
何去做呢？谈谈自己的体会。

注意:要有新意，不要就事论事，应从新的观点角度解读；写
出要点、文章均可，字数不限。



1、教学中一定要权责明确:教的主体是教师；学的主体是学
生。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重新审视教学中学生的地位。

2、抓住关键的问题即要点指导学生进行理解探究，不纠缠小
的枝节问题。

3、重点放在钱钟书先生对寓言的重新审视的思考方法上。
（陕西/杨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