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 语文园
地一五年级语文教案(实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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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一

1、初步建立口语交际的对象意识。说话有自信，能在适当的
场合“大声说”“注意听”。

2、对交流有兴趣，感受交流的快乐。

教学重点：在相互的交流活动中能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且能注意倾听别人说话。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说习惯和口语交际能力。

生字卡片

3课时

二次备课

课前

导学

一、情境引入，激发兴趣



引言：(课件出示语文王国图片)语文王国趣味多！今天我们
就一起到语文王国去做客。

二、情境活动，趣味识字

1、引言：孩子们，我们已经来到了语文王国的城门外，看，
漫天雪花也挡不住那里的居民迎接我们的热情，听，那个孩
子在吟诵什么呢？(动画演示：漫天雪花中一个孩子在吟
诗“一片两片三四片……”)

2、教师放大动画音量，引导学生和动画里的孩子一同诵读小
诗。

3、教师利用课件出示这首小诗，指名领读，小组练读，齐声
诵读。

4、小组交流：你从这首小诗中读懂了什么？

5、汇报交流，教师相机指导。

预设：

(1)我知道这首诗描写的是雪花。“一片两片……”是说雪花
很多很多；雪花遇到水就化了，所以是“飞入水中都不见”。

(2)我发现这首小诗中有很多数字，“一、两、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6、教师利用课件圈出10个数字，交流识字：

(1)你认识哪些数字，到前面指一指，再领大家读一读。

(2)还有哪些数字不认识，指给你的同桌或者小组同学看，请
他们教教你。



(3)你认为哪些数字的读音需要特别注意，请你到前面指给大
家看，并领读。

(4)开火车读数字，并组词语，或者说一句话。

7、学生观察教材中的书写内容，交流写字：

(1)你会写哪一个生字？它的笔顺是怎样的？每一个笔画占田
字格的什么位置？把你观察到的和小组同伴说一说。

(2)学生先描红，再练习书写。

(3)利用投影仪展示同学的书写作品，师生评议：哪一笔写得
好？好在哪里？

(4)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意见修改自己的书写。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二

1、学习体会文章表达情感的方法。

2、进一步学习比喻、夸张、对比的手法，体会其在具体情境
中的作用。

3、学习古诗《游子吟》，体会母爱的伟大。

1、学习体会文章表达情感的方法；进一步学习比喻、夸张、
对比的手法，体会其在具体情境中的作用。

2、积累古诗《游子吟》，体会母爱的伟大。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我们在阅读一篇文章时，不仅要从语言文字入手理解具体内
容，而且要从文章所记叙的事物中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
有句话说得好“言为心声”，就是说作者无论是写人、状物、
还是叙事，都具有一定的写作目的，或褒扬、批评；或肯定、
揭露。总之，作者的思想感情一定会在文中体现出来。

（二）我们每位同学在阅读一篇文章时，应该如何体会作者
表达的思想感情呢？

1、阅读的时候把心放到文章中去，设身处地地去读，去想，
这是体会文章思想感情的主要方法。比如，我在读《月是故
乡明》时，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体会到了作者的怀乡之
情。

2、依据带有感情色彩的的语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章
是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作者总会在字里行间表
露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有时甚至直接用抒情、议论的方法来
宣泄自己的感情。如《梅花魂》一文中，“当年的我，还过
于稚嫩，并不懂得，我带走的，岂止是我慈爱的外祖父珍藏
的一副丹青、几朵血梅？我带走的是身在异国的华侨老人一
颗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哪！”直抒胸臆，表达了外祖父对祖
国的思念之情。

3、依据含义深刻的词语、句子、段落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作者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时，力求明朗、显豁，以便于读者和
自己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但有时为了取得意味深长的效果，
作者不直接表情达意，而是采用比较含蓄的方法说言外之意。
这时候，我们要体会作者蕴含在语句中的态度，或者要了解
作者写作时的历史背景，或者联系文章的写作手法，或者联
系文章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和结构层次，尤其要联系词语、



句子或语段所在的上下文的具体语言环境来理解。

4、在反复朗读和诵读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有效地朗读有
助于更深入地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一边读，一边想，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诵读也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阅读方法，它不同于朗读，也不同于吟诵，诵读
强调眼到、口到、心到，核心是自我体验的过程。阅读的时
候把心放到文章中去，设身处地地去读，去想，这是体会文
章思想感情的主要方法。

（三）说说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方法还有哪些？

1、抓课题，从整体入手。课题是文章的眼睛，通过审题提出
问题，通过阅读解决问题。

2、抓关键词句。如，从抒情部分找中心，从作者的议论部分
找中心，从课文的反复部分找中心，从重点句、段找中心，
关注首尾。

3、抓课后问题。

4、联系生活实际。

5、了解写作背景。

（一）学习第1小题

1、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中的例句，力求读准确、读通顺。并
说说这两个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课件出示例句）

明确：夸张（为了表达上的需要，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
人、事物尽力扩大或缩小的描述）和排比（利用意义相关或
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相同的词组，句子并列，达到
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



2、分别说说每个句子的句意，以及这样写的好处。

明确：

（1）通过列举人睁不开眼睛、蚯蚓不敢钻出地面、蝙蝠不敢
从黑暗中爬出来等事例，突出了太阳光之强，富有童趣；通
过描写鸡、狗、蝉的各种表现来体现八月天气很热。

（2）在例句中，先选择事物的某一个特征，再用具体的事例
把这一特征诠释出来，使之更生动、形象。

3、请同学们选择下列任意情形仿照例句说一个句子。

忙冷吵静快辣

冷：十二月，天多冷。狗熊冷得躲进树洞，鸡冷得挤成一堆
相互取暖，狗冷得趴在窝里不出来。

吵：这条街车水马龙。鱼被吵得跳跃，狗被吵得耷拉下耳朵，
喇叭被吵得似乎要跟它较量较量。

静：这湖面犹如一面镜子，静得连一丝微风都舍不得掠过，
静得蜻蜓不忍心去点水，静得鱼儿舍不得跃出水面。

……

（二）学习第2小题

1、读一读课本中的4个例句，想一想它们在表达上有什么特
点？

明确：都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对比的作用:把两种对应的
事物对照比较，使形象更鲜明，使读者的感受更强烈。

（1）将异乡的月亮与故乡的月亮进行对比，突出思乡之情。



作者提到非洲大沙漠、大海、高山等地望月，月亮虽美，作
者对它们并没有深切的感情；故乡之月，能引起很多美好的
记忆，让人感受到亲近、温馨，这样的对比，就是要突
出“月是故乡明”的感受。

（2）从香气上看，杭州小山上的桂花与家里的桂花是没有分
别的，甚至小山上的桂花比家乡院子里的桂花香得多。而母
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家乡院子里的桂花已经充盈了她的
全部生活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是无
论何时、无论多香的桂花都无法代替的。因此，在家乡院子
里的桂花香味永远都是最香浓的。

（3）是父亲摇着姑爹的小船把“我”带到一个个人生的驿站，
这条船承载着父亲无尽的期望，体现了浓浓的父爱，这是绍
兴的乌篷船所无法比拟的。

2、选择其中一个例句，照样子写一写。

示例：这个女孩还穿着又小又薄的破衣裳，她旁边的那个漂
亮姑娘的脸庞在红棉袄的映衬下越发红润了。

3、仿照例句，根据提示写句子。

示例：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
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1）寒冬，天多冷。

（2）夏天，太阳。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赞美母亲的古诗《游子吟》。
（板书课题，释题，“吟”是轻轻地吟唱，“游子”是离家
在外的人。）

2、关于作者孟郊，你了解他什么？（指名发言，教师补充）

（二）初读古诗

1、生自由读古诗，读准字音，画出不懂的地方。

2、你知道孟郊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古诗吗？

（孟郊一生窘困潦倒，直到五十岁时才谋到江苏溧阳县尉的
卑微之职。做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他母亲来溧阳，安享
晚年。此时，孟郊就想起了进京赶考前临行的情景。于是，
他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游子吟》。）

（三）再读释疑，感知诗意

1、小组讨论交流：从这首诗中你读懂了什么？并交流不懂的
地方。

2、理解古诗。

（1）点拨诗中重点词语。（课件出示）

意恐：心里担心、害怕。寸草心：小草，比喻儿女的心意。

春晖：三月里，春天温暖的阳光。

(2)诗中哪些诗句是描写儿子离家前母亲对儿子的关爱的?请
学生自由读，同桌讨论，并说一说意思。

(3)诗中哪一句写出了儿子的心声?怎样理解这句诗的含义?



（四）细读品味，体会诗境

1、发挥你们的想象，描述儿子离家前那个夜晚的情景。(请
学生交流自己的想象:明天，儿子就要远行，在小油灯
下……)

3、假如你就是那位即将远行的儿子，看到此情此景，你会怎
样想?

本次语文园地我们学习了如何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进
一步学习了排比、夸张、对比的手法，还从孟郊的《游子吟》
中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希望同学们能及时巩固所学，并学
以致用。

语文园地一

交流平台边读边想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词句段运用学会情景描写感受句子表达特点

日积月累（背诵、积累、感知）

本次交流平台中四个学生的对话，相当于对单元主题“体会
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行了总结。因此，我在教授这个部
分的时候，引导学生总结体会课文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时，
相应的也会出示对应的例句。这样一来，学生理解起来较为
容易。后来还有不少同学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提出了值得借
鉴的方法，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词句
段运用和日积月累中的内容，学生学起来兴趣较浓，总体掌
握较好。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三



估量 损失 殿堂 宏伟 侵入 销毁

瑰宝 灰烬 进犯 转移 掩护 任务

崎岖 尸体 坠落 雹子 仇恨 眺望

豪迈

举世闻名 众星拱月 玲珑剔透 亭台楼阁 诗情画意

天南海北 奇珍异宝 满腔怒火 斩钉截铁

停泊 港口 真挚 崇高 敬意 统治

准许 礼堂 浓厚 叩问 旗帜 旗杆

脊梁 刹那 硝烟 骨髓 伤痕 痛苦

礼炮 扎根 悬崖绝壁

读了文章，书籍，把自己的体会，感想写下来，就是读后感。
写读后感，“读”是基础，要读懂文章想告诉我们什
么：“感”是重点。要着重写出自己的感受，不宜过多地重
复作品的内容。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可以适当引
用相关的资料。读读下面这篇读后感。看看对我们有哪些启
发。

愤怒与惋惜

——读《圆明园的毁灭》有感

读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我感到无比的愤怒。

圆明园是我国著名的皇家园林，全园占地三百五十多公顷，
浓缩了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名胜.这项伟大的工程用了一百五



十多年的时间才修建成。但是，在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
枪劫一空后放火焚烧，大火绕了三天三夜.现在的圆明园只剩
下几根残柱了。

这帮可恶的强盗，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一座
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宝库，就这样在侵略者的魔爪下毁于一
旦.他们不仅烧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破坏了璀璨的.
吻明.这是中华民族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啊!

这篇课文使我想起前些年香港的拍卖会.在拍卖会上，不是拍
卖过铜牛头，铜猴头和铜虎头吗?那就是圆明园里十二生肖喷
水池里的牛头，猴头和虎头.中国有关方面花费了数千万元的
高价.从拍卖市场上买回了这三件国宝.这本来就是中国人的
东西，我们理应拿回来，现在我们却用了昂贵的代价才买回
来，这都是侵略者的罪恶。

如今的圆明园已被侵略者掠去了昔日的辉煌，想到这些，我
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无限的惋惜。

读了这组课文和搜集到的资料，你一定有很多感想吧!让我们
就课文或读过的其他文章写一篇读后感。写好后和同学交换
看一看，交流一下怎样才能写好读后感。

演讲：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写完读后感，你心中是否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呢?可以结合自己
的习作.以“不忘国耻。振兴中华”为主题，开展一次演讲活
动。先想想自己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再想想从哪几个方面、
用哪些事例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列一
个简单提纲，组织好语言，当众演讲。

可以先在小组里试讲，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讲。演讲时注
意恰当地运用手势。演讲以后听听同学的意见。讨论一下怎
样演讲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通过阅读课文和搜集资料，你对旧中国所受的屈辱和对新中
国取得的成就有了哪些新的了解?和同学交流交流。

同仇敌忾 临危不惧 勇往直前 前仆后继

力挽狂澜 中流砥柱 大义凛然 豪情壮志

不屈不挠 披荆斩棘 奋发图强 励精图治

众志成城 舍生取义 任重道远 再接再厉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四

1.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学习用对比的方
法描写事物。

2.根据语境理解相同词语的不同意思，并会写句子。

3.积累古诗词。

教学重点

1.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学习用对比的方
法描写事物。

2.积累古诗词。

教学难点：根据语境理解相同词语的不同意思，并会写句子。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设计

同学们，这一单元学完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语文园地这个



版块，就让我们进入语文园地一，去汲取里面的营养吧。(板
书设计：语文园地一)

1.交流平台

同学们，学习了这一单元，你们有什么收获呢?和大家交流一
下吧?(出示课件2)

(板书设计：完成填空)。

这个单元的课文都是描写________的，文章或蕴含着浓浓的
感情，或引发了作者深深的思考。就像________(作者)的桂
花雨，不仅带给她许多童年的快乐的回忆，还寄托了她浓浓
的___________之情，让人深受感动;《落花生》中，用花
生___________、________的特点，来说明做人的道理;《白
鹭》一文让人在体会白鹭美的同时，明白了美就蕴含
在____________的事物中，我们要有善于发现的眼睛;《珍珠
鸟》则体现出___________的快乐与美好。

(事物琦君思乡朴实无华用处很多平常信任)

2.词句段运用(出示课件3)

(1)读下面的句子，体会它们在描写事物的方法上有什么相似
之处。

a.大声朗读书中的句子。

b.思考并说一说你是怎样发现它们写法上的相似之处的。

c.运用这种写法，你也写一段话吧。

生总结句子的写法(出示课件4)



师：同学们说得对，这两个句子都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
把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对比，体现出花生的朴实无
华;把白鹭和“白鹤、苍鹭”对比，体现出白鹭的“一切都很
适宜”的特点。

对比描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写法，这种写法能突出事物的特
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学习这种写法，并运用到
我们的写作中去。

(板书设计：对比的写作手法)

(2)比较每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根据要求用“温和”写
句子。(出示课件5)

a.读句子，理解加点词语的不同意思。

b.理解“温和”的不同含义，并造句。

c.把你知道的不同语境中有时意思不同的词语写出一个。

师：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

开辟：在第一句中是“开垦荒地”的意思，指“我们”一家
人把荒着的土地开垦出来中花生;在第二句中的意思为“创立、
创设”，指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

姿态：在第一句中的意思是“物体呈现的样子”，指梅树枝
条特殊的样子;在第二句中是“风格，气度”，指人们所呈现
出来的精神。

温和(形容气候)这里常年气候温和，很少有恶劣天气。

(形容性格)他性格温和，对人很好。



例：精神一词，有时指“活跃，有生气”。例句：这孩子真
精神。

精神一词还有“宗旨、主要的意义”的意思。例句：我们要
领会文件的精神。

师总结：通过练习，我们发现，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句子中
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我们在理解词语意思的时候，要联
系上下文，这样理解起来会更准确。

(板书设计：相同词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

3.日积月累。(出示课件7)

学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1)朗读这首诗。

(2)简介作者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
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



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
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多为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
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
发白帝城》等。

(3)写作背景

李白寓居安陆期间，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两人很快
成了挚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
(今江苏扬州)，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
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
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4)(板书设计：说说诗句的意思和表达的情感)。(出示课
件9)

老朋友在黄鹤楼与我辞别，在烟花烂漫的三月去往扬州。孤
帆的影子远去，在碧空中消逝，只看见浩浩荡荡的长江向天
边流去。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游历期间的作品，写出了诗人送
别友人时无限依恋的感情，也写出了祖国河山的壮丽美好。

(5)学生读读背背

(6)测试学生背诵情况，并设情境练习。

(出示课件10)

同学们，通过这节课我们知道了一种写作方法，明白了相同
词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还学习了一首古诗，希望同
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五

人教版小学语文实验教材五年级下册“口语交际习作一”。

１、通过策划活动培养学生思维的条理性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２、在口语交际中领悟与人交往的方式、方法，并激发学生
关爱他人的情感。

３、懂得在信中有条理地书写内容，并写出真情实感。

４、学会评改习作，并通过书信与人交往，分享习作的快乐。

口语交际

一、营造氛围，激发兴趣

１、播放课件。（利用课件展示一些地方小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以及部分山川风物的图片、文字资料）

２、伟大祖国幅员辽阔，江南水乡，塞外风光，西部高原，
独特的地理特色，迥异的风土人情，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
无比自豪和骄傲！

二、明确主题，出谋划策

１、今天我们要来策划一次和远方的小伙伴的“手拉手”活
动，去结交更多的朋友，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更深
入地了解他们那里的风景和物产，必要时向对方献上一片爱
心。

板书：策划“手拉手”活动

２、要和远方的小伙伴心手相牵，我们首先要做的准备工作



是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建立联系

３、远方的小伙伴和我们相隔遥远，千山万水把我们阻隔，
不过现代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我们总会有很多办法和他们建
立联系的，好好想一想，把你的办法告诉大家。

４、学生分小组交流。

５、全班交流。

（如，网络上聊天工具、报纸杂志上的交友栏目，作文书上
注明的详细地址、电视节目介绍的学生……）

板书：网络 报纸杂志 各类书籍 电视节目……

三、集思广益，进行策划

１、与远方的小伙伴建立起联系之后，我们就要着手思考如
何开展“手拉手”活动来增进彼此的了解了。

（１）你认为可以通过什么形式来增进和小伙伴的了解？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请大家先在组内商量
和交流。

２、学生分小组商量。教师参与各小组的探讨活动，对活动
的可行性以及可以为对方做些什么有益的事进行具体的指导。

３、学生全班交流各小组的策划情况。教师适时点评并板书。

板书：支助活动 书信往来 情况介绍 联谊活动 网上交
流……



（２）每一项活动的设计，都渗透着同学们的想法。但是每
一项活动都应该有其可行性，请你就自己活动设计的可行性
方面来谈一谈。

学生交流活动设计的可行性，对其他同学有所启发。

（３）面对不同地区的小伙伴，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我们
可以为对方做些什么呢？学生自由交流。

四、深入探讨，课外延伸

１、你是否想把自己精心策划的活动付诸实践呢？

２、经过刚才的商量，你们一定还有很多与小伙伴建立联系
的方法，请大家课后再收集一些，我们下节课把自己的建议
告诉他们。愿我们的“手拉手”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让我
们和远方的小伙伴心手相牵。

习作及评改

一、回忆书信的格式

１、交流书信的写法及格式。

２、学生自读教材第二自然段。

３、你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哪个部分？

根据学生回答适时板书：介绍自己（略）

说出想法（略）

提出建议（详）

４、在上节课的口语交际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并进行精心的策划，要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想法，就必须按一
定顺序，有条理地写。

二、师生同写，发表见解

１、学生自己写信。

２、教师稍作巡视后也与学生一道写。

三、交流赏析，学会评改

１、教师根据巡视时的观察，让几个学生读习作草稿，全班
同学评改。

评价方向：

（１）叙述清楚且有条理。

（２）提出的建议具有可行性。

（３）语句准确，想法合理。

（４）书信的格式正确。

２、教师把自己的下水文读给学生听，请学生作出评价，并
与学生的习作进行对比，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

３、结合评改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学生自己修改作文草稿。

４、小组交流评改。

５、教师评改后小结作文情况。

６、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誊抄习作。



四、学写信封，寄出信件

１、同学们不仅精心策划了“手拉手”的活动，还认真写出
书信。大家想结识远方小伙伴的真情溢于言表，那我们一定
要把这些信寄给远方的小伙伴。

２、学生读教材第三自然段，初步感知信封的写法。

３、出示信封格式图，具体了解如何写信封。

４、教师把课前准备好的信封、信件和邮票发给学生。学生
根据要求写好信封并贴上邮票，寄信。

五、总结

祝你们的心愿早日实现。我们相信：不论相隔多么遥远，我
们和远方的小伙伴一定会在“心连心，手拉手”的活动中不
断成长，收获美好幸福的明天！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六

我发现本单元的课文，语言都很有特点，有的是通过巧妙的
对话来讲述故事，有的叙述的语言很风趣。

我拓展，我积累(体会语言的魅力)

1、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有名的泼妇，动不动就作河
东狮子吼，而苏格拉底从不发火。他说，娶妻有如驭马，驭
马没什么可学，娶个悍妇泼妇，于自己修身养性倒是大有好
处。有一天，妻子在家里吵闹不休，苏格拉底忍无可忍，只
好出门。正走到门口，妻子从楼上倒下一盆污水，淋在苏格
拉底的头上。苏格拉底心平气和地说：“我早就晓得，雷霆
过后必有甘霖。”一个自我解嘲，把一腔怒火冲个烟消云散，
他又迅速进入哲学思考。



2、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
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
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
“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
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
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
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
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
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
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道：“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
厕所。”

面对美国记者三次不怀好意地追问，周恩来总理都能机智巧
妙地应对，并且不失中国的颜面。

仿写示例：

游子回到家乡

1、游子是三月天的纸鸢。即使走得再远，最终归属的也永远
都是自己的故土。

2、十几年过去了，当他回到久违的家乡时，特别兴奋，他像
只猴子，一路活蹦乱跳，东张西望。

雨点落在窗玻璃上

1、雨点像铁锤一下猛烈的敲打着窗户。

2、雨点落在窗户玻璃上，滴答滴答……那声音真悦耳，仿佛
钢琴师敲出的美妙音符。

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1、远处传来一声雷鸣一般的巨响，把大家从梦中惊醒了。

2、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好像闷雷滚动。

拓展积累

(1)细细的春雨就像春姑娘纺出的线一样。

(2)茫茫的草原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地毯。

(3)夜空中的星星就像无数只眼睛似的一眨一眨的。

2、读一读，体会作者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再照样子写
一段话。

但在五指中，大拇指却是最肯吃苦的。例如拉胡琴，总由其
他四指按弦，却由他相都扶住琴身;水要喷出来，叫他死力抵
住;血要流出来，叫他拼命按住;重东西翻倒去，叫他用劲扳
住;要读书了，叫他翻书页;要进门，叫他撒电铃。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它是先总后分的构段方式，第一句总起，
点明大拇指的特点——肯吃苦，第二句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
详细列举说明了大拇指如何肯吃苦，吃了哪些苦。使人体会
到了拇指具有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仿写示例：

1、叮铃铃，下课了，操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有的三五成群，
愉快地做游戏;有的在练习投篮;有的在跑步;有的在跳绳;有
的和同学一起聊天。

2、螺丝是最不起眼的，但它的用途却是广泛的。例如二胡、
小提琴要靠它固定琴弦;钟表要靠它连接其他零件;电视、空
调、电视靠它锁稳固;几块木板靠着螺丝也能装成一把椅子。



三、书写提示

教材中的一段文字简要介绍了颜真卿书法的特点及代表作，
并选取了颜真卿《勤礼碑》的部分内容，让我们对颜真卿书
法有了初步了解。我们还可以找颜真卿的字帖，好好临摹，
好好练习，把字写好。

p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目标：

1、能了解课文“按不同方面连段成篇”的写作顺序;知道课
文在写鲸的形体时所使用的说明方法。

2、能了解课文中所介绍的关于鲸的知识，并对此产生兴趣，
有进行科学探索的愿望。

3、能学习第1自然段的说明方法，自选内容写一段话。可以
使用一种方法说明，也可以使用几种方法来说明。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介绍了鲸的哪些特点和习性，书面
填写课后练习1中的表格，知道课文是怎样说明鲸是很大的。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学习第1自然段的说明方法，自选内容写一段话。可以使用一
种说明方法，也可以使用几种方法来说明。

教学过程：



(一) 回顾导入

(二)填写表格，回忆课文内容。

1 那么鲸在形体上有什么特点?它们又有哪些生活习性呢?上
节课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就是了解课文内容后填写课后的
表格，现在就请大家看着自己填写的表格，我们一起来说一
说表格里所填的内容。

2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一起总结出的内容来修改自己填写的表
格。

(三)学习体会第一自然段的说明方法。

1 通过读课文、填写表格，我们了解到鲸是一种形体非常大
的动物，那课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来说明鲸的形体很大呢?用
这些方法有什么好处呢?请同学们默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思
考并适当做批注。

2 一句一句地体会第一自然段中使用的说明方法。

(1)“不少人看到过象，都说象是很大的动物。其实还有比象
大得多的动物，那就是鲸。”

a 这两句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为什么要用鲸和象进行比较
呢?

(这两句运用了“比较”的说明方法，用鲸和我们熟悉的并且
形体也很庞大的象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加形象地感知到
鲸的形体巨大。)

c 指名朗读这两句话。

过渡：文章还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来说明鲸的形体很大呢?



(2)“的鲸有16万多公斤重，最小的也有2000多公斤。”

(这一句运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可以让我们很具体地
了解到鲸的形体究竟有多大。)

(这种看似模糊的表述其实更准确、更科学、更严谨。)

过渡：谁来接着说文章中还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3)“我国捕获过一头4万多公斤重的鲸，它有17米长，一条
舌头就有十几头大肥猪那样重。”

a “4万多公斤”有多重呢?超市里卖的大袋的面粉或大米通常
是25公斤一袋，大家估算一下，像这样的大米或面粉多少袋
可以达到4万多公斤重呢?(1600多袋)

“17米”有多长呢?我们一间教室，大概长8、9米，那就是说，
我国捕获的这头鲸有几个教室这样长啊?(大概相当于我们2个
教室的长度)

b 用鲸的一条舌头和十几头大肥猪比，有什么好处呢?

(用鲸的舌头同十几头大肥猪做比较，更让我们非常形象地感
受到鲸的身体又大又重。)

c 这里又用了“4万多公斤”、“十几头”，同样有什么好处
啊?

过渡：大家继续说，在这一段中作者还使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4)“它要是张开嘴，人站在它嘴里伸手还摸不到它的上腭;4
个人围着桌子坐在它嘴里看书，还显得很宽敞。”

这是一种什么说明方法呢?“它要是张开嘴”，或者是“它如



果张开嘴”……

(5)“我国捕获过……”(出示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还运用了
什么说明方法呢?

3 归纳说明方法，整体感受鲸的形体巨大。

小结：这一段恰当运用了多种说明方法，形象、具体地表现
出了鲸是个庞然大物。

b 再读读这段话，让听者能从你的朗读中感受到鲸的确是庞
然大物。

过渡：老师知道大家从课文中除了了解到鲸的形体巨大以外，
还了解到了许多其它关于鲸的知识。刚好我听三班老师说她
带孩子去参观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像你们这么大
的小学生在做义务讲解员，我当时就想我们班一定也有不少
同学对这个工作充满兴趣，有机会也想尝试尝试，对吗?谁对
这项工作感兴趣啊?不过讲解员可不是个简单的工作，它需要
你具备多方面的素质，那我们今天就在课堂上来个小小的竞
聘，怎么样?看看哪些同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在竞聘中脱
颖而出的同学，老师会发给你一个讲解员的胸卡，让你模拟
上岗。大家不用紧张，一会儿要考察的内容都是课文中的知
识，现在大家赶快再浏览浏览课文第2—6自然段，争取在一
会儿的竞聘中有出色的表现。

(四)了解鲸的进化过程和生活习性。

1 考考口才。

哪位同学能看着图片给大家讲讲鲸的进化过程呢?

2 考考记忆力。



“吃食物”这一段，根据课文意思填空。

须鲸主要吃( )和( )。它们在海里游泳的时候，张着大嘴，
把许多( )连同( )一齐吸进嘴里，然后( )，把水从( )中间(
)，把( )吞进肚子里，一次就可以吃( )。

齿鲸主要吃( )。他们遇到( )，就凶猛地( )，用( )咬住，
很快就( )。齿鲸里有一种号称“海中之虎”的( )。

有时候，好几十头( )围住一头( )重的( )，( )就把它吃光
了。

3 考考判断力。

同学们能看着图片判断出鲸的种类吗?

(1)出示第一组图片(通过是否有牙齿判断鲸的种类)

(2)出示第二组图片(通过喷潮时的水柱判断鲸的种类)

a 指名判断。

b 追问：你的这个答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读读书上的句子。

(3)出示判断题，请大家一起做出判断。

鲸是哺乳动物，不属于鱼类。( )

鲸总是独自睡觉的。 ( )

判断对错后说说依据和理由。

5 简单评价评价，发胸卡。

(五)练习仿写



1 指名发言。

2 请一名同学用上几种说明方法，完整地说一段话。

3 同学们课下可以仿照刚才的练习，使用一种或几种说明方
法来说明一种事物的某一个特点。老师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
资料，大家可以参考。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写
其它内容。注意：无论你使用哪些说明方法，都要围绕着这
个事物的特点去写。

(六)作业：

必做：学习第1自然段的说明方法，自选内容写一段话。

选做：

1、写倡议书：保护人类的朋友——鲸。

2、给各种鲸设计名片。

3、鲸的自述。

板书设计：

26 鲸

形体 大

比较、数字

举例、假设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八

一、诵读古诗，日积月累



二、指导阅读

背诵古诗

二次备课

课前

导学

第三课时

一、诵读古诗，日积月累

1、教师播放教书先生正在教孩子读古诗《咏鹅》的动画视频，
会读的同学可以跟着视频一起诵读。

2、学生自由练读古诗，要读准字音，不认识的字可以请教老
师和同学。

3、小组交流学习情况，互相纠正字音，反复练读，直到全组
同学都会朗读为止。

4、教师播放教书先生读古诗的视频动画，组织学生模仿教书
先生的节奏和语调练习诵读。

6、课件播放《咏鹅》画面，学生一边欣赏，一边用自己的语
言说一说。

7、齐声诵读，背诵古诗。

二、共同阅读，作业拓展

1、引言：下课了，汉字王国的小孩子们在一边拍手一边读儿
歌呢！



3、自由读《小兔子乖乖》，遇到不会的字可以圈起来，问问
老师，再多读几次。

4、指名朗读，纠正字音。

6、分角色朗读。

7、讨论：如果你遇到和小兔子一样的情况，你怎么做呢？

8、布置作业：回家和父母一起分角色表演这首小儿歌。

课后练习

1、分角色朗读。

2、讨论：如果你遇到和小兔子一样的情况，你怎么做呢？

3、布置作业：回家和父母一起分角色表演这首小儿歌。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九

教学目标：

1、认识9个汉字，了解偏旁与生字的关系。

2、学会积累表达“笑”的词语。

3、学会积累“寻找”这一类的词语。

4、熟读《好天气与坏天气》的故事，做到正确、流利，读懂
内容。

教学重点：

1、认识9个汉字，了解偏旁与生字的关系。



2、学会积累表达“笑”的词语。

教学难点：

1、学会积累“寻找”这一类的词语。

2、熟读《好天气与坏天气》的故事，做到正确、流利，读懂
内容。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进行了一个单元的学习，我们又学会了很多的知识，现在让
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吧……

学生自由畅谈。

导入新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文园地五》。

二、识字加油站

1、出示“厨房、厕所、车厢、大厦”。

领读词语，出示拼音学生自读。

依次出示图片，学生说一说这些图片展示的内容，你知道这
些场所的用处吗？

（预设）：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观察这些汉字与“厂”的关系，试着说一说。

2、出示“洞穴、窟窿、窑洞、窄小”。

领读词语，出示拼音学生自读。

依次出示图片，学生说一说对这些图片的认知。

（预设）：洞穴狭小而潮湿。

观察这些汉字与“穴”的关系，试着说一说。

3、出示“厨房”等全部词语，认读词语，开火车读。

学生自由表述。

4、观察这些词语，并说一说发现。

预设：都是“厂”“穴”的偏旁。

5、出示要求会写的9个生字，讲解并让学生组词。

6、出示生字：说一说你所积累的同偏旁的字词。

三、字词句运用

1、读一读，再选择一两个词语演一演。

出示课件：微笑狂笑傻笑笑眯眯笑呵呵

2、小组自由交流、表演：逐一出示图片帮助理解。

3、读一读，再选择一两个词语演一演。

出示课件：眉开眼笑破涕为笑哈哈大笑捧腹大笑



4、小组自由交流、表演：逐一出示图片帮助理解。

5、我的表演：一个同学说，一个同学表演，大家做观众。

6、读句子，注意变色的部分，试试怎样读更好。

出示三个句子：

（1）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
事。”

（2）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我过不
去。”

（3）老师和颜悦色地说：“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也就
不一样。”

讨论读好句子的关键：

（1）“连蹦带跳”读得要欢快一些，后面要读出反问的语气。

（2）“难为情”读出为难惭愧的语气，注意省略号的断断续
续。

（3）“和颜悦色”是老师的神态，读老师的话语，语气要亲
和，语调要轻柔而语重心长。

四、我的发现

1、出示词语“教诲、寻找、伙伴、灾难、明亮、柔软”，引
导学生观察。

指导：我发现“寻”和“找”的意思相近，“寻找”的意思
也和它们差不多。



2、同学们自由谈论其它词语。

总结出词语特点。

3、想一想还有哪些词语？

预设：这样的词语还有：遥远、摇摆、海洋、错误……

五、日积月累

1、今天一起来读《弟子规》。

播放歌曲：中华弟子规。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

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

——《弟子规》

2、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

3、《弟子规》告诉了我们什么？

预设：生活中要注意仪表，穿衣戴帽都要注意，要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

预设：要培养自己的才德，注意修养自身，不要攀比吃穿。

4、我还知道《弟子规》里的句子！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

5、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这些句子的意思。

六、我爱阅读

1、读一读文章，你读到了什么？

2、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讲的是谁？

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轮读、小组合作读。慢速咬准字音，不
断加快速度地读。

3、练习快速、流利朗读，熟读。

小组派代表展示。

4、把文章读通顺、读流利。想一想短文里一共有几个人物？

5、找一找文中表示心情的词语。（预设：“高兴”“害
怕”“不知怎么办”“哈哈大笑”“哭”）

6老奶奶为什么哭个不停，老爷爷是怎样劝她的？听了老爷爷
的话，她怎样做的？

7、读了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

（预设：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事情。）



五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十

1、对比识字。

2、指导书写。

强化识字写字

多媒体课件

二次备课

课前导学

第二课时

一、情境活动，对比差异

1、引言：瞧，天晴了！汉字王国的居民们在欢迎我们
呢！(课件出示6个居民，身上分别写着：人、天、口、田、
日、目。)

2、小组交流：看，每对双胞胎兄弟长得都很像，你能区分他
们吗？

3、汇报交流，教师相机指导学生书空练习。

预设：“人”和“天”——一个“人”伸直胳膊，头上顶着
一块木板就是“天”。一“人”不变，二人为“天”。

“口”和“田”——张开“口”，里面没有东西。“田”地
中间有交叉的小路。

“日”和“目”——太阳有一个中心，所以“日”里有一横。
“目”是人的眼睛，眼睛里有两滴眼泪，所以“目”里面有



两横。

4、巩固应用：请同学们大声说出这六个居民的名字，并选择
喜欢的一组居民，分别组词语或者说句子。

二、书写提示，指导规则

1、课件播放动画。汉字王国里的教书先生正在田字格中范写
生字“二、三”，学生认真观察教书先生的书写顺序。

2、集体交流：这两个字分别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用
上“先”“后”等表示顺序的词语来回答。

3、教师小结：书写汉字的第一条笔顺规则就是“从上到下”。

5、教师小结：书写汉字的第二条笔顺规则就是“先横后竖”。

6、互动活动：我们在写汉字的时候，除了要根据正确的笔顺
规则认真书写外，还要注意书写姿势。什么样的书写姿势是
标准的呢？请大家一边做动作，一边说。

7、教师小结：要想把字写得美观，不仅笔顺要正确，同时要
注意笔画的位置，书写的长短等，这样才能把字写得美观、
大方。

课后练习：

1、学生自主练习，先书空，一边书空一边说笔顺规则，再描
红，最后练写。注意坐姿端正，握好笔。

2、利用投影仪展示作品，引导学生针对每一笔画在田字格中
的占位以及笔画书写的长短进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