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通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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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篇一

学习目标：

1.认识“浆、耀”等14个生字，会写“隙、暇”等8个生字，
能正确读写“应接不暇、不可计数”等20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描写最美的或自
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大自然和谐之美，激发热爱自然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感受大自然和谐之美，激发热爱自然的情趣。

课前准备：

1.课前发动学生搜集有关鸟、树的词语。

2.制作大榕树，百鸟飞翔和画眉的课件。

3.词语卡片。

第一课时



一、揭题

1.出示“天堂”，提问：这个词常常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羌
好的生活环境，没有烦恼，只有快乐的地方，那地方如仙境
一般)

2.那“鸟的天堂”指什么?

二、出自学生字、新词、试读课文

1.初读课文，不认识的生字根据注音拼读一下，读不通的地
方多读几遍。

2.学生试读。

3.交流：你喜欢读哪一节?

教师相机出示学生感到陌生或困难的词语：

缝隙、颤动、应接不暇、静寂。

三、精读大椿树部分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图文对照：欣赏图画(课件——大榕树)，把能表示榕树特
点的词写到黑板上，可以从课文找，也可以用自己的词来概
括。

3.我们来看同学们所写的词，有不合适的吗?井把它划去。

4.大榕树的这些特点，都交叉地写在课文第七、八自然段，
现在老师只要求你们通过自古的朗读，把这些特点表现出来，
你先自己试试。



5.指名读。

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
计数。枝3c5l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

(1)你为什么这样读?

(2)“垂”写出榕树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独木成林，盘根错节。

(3)“枝上生根、不可计数”写出榕树很奇特、很壮观的景象。

(4)就让我们把奇特、壮观、美丽的榕树朗读出来。

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
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
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5)读了这句话，你最喜欢哪里?为什么?

(7)这么美的大树，这么美的语言，让我们美美地读一读。

(8)通过刚才的朗读，我们感受到了大榕树的奇特和美丽，让
我们再来有感情地朗读大榕树这一部分。

(9)把你最喜欢的部分背下来。

第二课时

四、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导入：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大榕树的奇特、美
丽。其实在这棵树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小鸟。第二天清早，
我们又来到这里，有幸目睹了百鸟欢腾，群鸟纷飞的情景，
你们想看吗?点击课件——百鸟纷飞图。



五、精读写鸟部分

1.请大家静静地看，仔细地看，你感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
么?

2.老师指图，你看这只鸟在干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3.那么巴金爷爷是怎样把百鸟欢腾写出来的呢?

出示课文，请你想一想怎样读才能表现这种场面?

(2)读不好的，老师说：老师觉得这句子写得很特别，你看都
是两个字两个字的短句组成，你想想怎么读才能读出韵味来。

(3)师读后，师点评：

对呀，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还用了四个短句子就写出来了，
读起来多有节奏感啊，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像跳舞似的。好，
现在你能读好了吗?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读好的。

(4)13小节呢?你能读出“应接不暇”吗?好，试试看。

5.联系第九自然段，生自由谈。

7.所以，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那“鸟的天堂”的确
是鸟的天堂啊!

抄写句子，积累语言

把描写优美的语段抄写在作业本上，并背诵。

六、拓展练习，读写结合

“鸟的天堂”现已成为一处浏览胜地，根据课文内容和搜集
到的资料，写一篇导游词。



七、板书设计

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篇二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主要向人们介绍了坐落在奥登赛的安徒生公园的情
况，向人们介绍了童话之外的相关知识。内容的安排，意在
引导学生在大量的阅读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之后，搜集资料，
进一步全面了解安徒生，认识安徒生。

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正确书写10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阅读，搜集整理材料使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安徒生。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查找资料使学生深入了解安徒生这个人。

策略与方法：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查找的资料，自学生字遇到不懂的记下来。



教师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打开书第30课。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文，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决。

2.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3.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如：“白桦”、“毛茸茸”、“铜雕”等词语可以利用图片
进行理解。

如：“疏疏落落”、“幻想”、“描绘”、“请悠”、等词
语可以结合诗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

对于其他词语可以师生共同解决。

4.检查读文情况：教师指名学生按自然段读课文。

三、品读文本，感悟文本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读完课文后，你知道
了什么?

2.引导学生交流读后的感受、印象或看法。

3.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语言文字来理解课文。



a：你认为欧登塞美吗?从文中的语句中找出来?

(引导学生用美的感情读出来)

b：小公园里有那些事物与安徒生有联系?从文中的语句去找，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小组交流指导学生进行感情朗读。

c：读完文本的最后一段谈谈你的感想?学生交流。

4.整体回顾全文，美读中品位所蕴涵的情感。

四、拓展延伸

同学们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我们又了解了安徒生作品之外的
很多知识，有关这位大师的资料很多，出示安徒生的剪纸
《丰富人生》的画面。引导学生根据每幅剪纸画面，进行童
话想象或命题。最后谈谈写一写《我心中的安徒生》。

回家以后给父母讲一讲安徒生的故事。

五、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认读本课生字卡片，组词，并说句子。

2.小组讨论如何记忆字型，如何把字写好看。

3.指导重点字的书写。

4.学生独立描红书写。

板书设计：

安徒生公园：古老美丽

清悠的小河、红叶的丹枫、疏疏落落的白桦、长条拂水的垂



柳、

洁白的天鹅，马头鱼身的铜雕，

构成童话世界、竖立一座安徒生铜像

本文来源：

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篇三

1、同学们，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两盆花，请看大屏幕，这
两盆花，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学生从根、干、枝、叶、花
几方面描述。)(用直观的教学激发后进生的学习兴趣，烘托
课堂气氛，使后进生入情入境)

2、你们知道它的名字吗?这美丽的花有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叫“夹竹桃”。请大家讨论一下，人们为什么叫它“夹竹
桃”?(因为叶片像竹，花朵如桃，因此得名。)

3、我国当代教育家、作家季羡林先生对夹竹桃情有独钟，他
曾专门为夹竹桃写了一篇优美的文章，今天我们就来学
习。(板书课题)

二、抓住重点，整体感知

1、自由轻声朗读课文，做到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画出不理
解的词语和句子。(降低难度，使后进生能够积极参与)

2、默读思考：作者为什么写夹竹桃?

学生朗读第一自然段，指出：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
最美丽的花;但是，它却是我最喜爱的花。

3、“我”为什么最喜爱夹竹桃?



学生朗读最后一自然段，把握文章的中心句：“有这样的韧
性，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我爱上了夹竹桃。”

三、精读品味，读中感悟

(一)自读自悟——感受“韧性”的可贵(后进生积极参与，充
分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1、“夹竹桃的韧性”是我爱上夹竹桃的原因之一。课文哪几
个自然段写了夹竹桃的韧性?(第四、五自然段)

2、默读第四、五自然段，画出最能表现夹竹桃的韧性的句子。

3、在理解的过程中，指导朗读。重点抓住以下几点：

(a)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看
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
无日不迎风弄姿。

(b)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
奉陪。

(1)这两句主要讲了什么?

这两句主要讲了夹竹桃生命力顽强、花期长。

(2)体味“无……不……”和“无不”的作用。

(3)练习用“无……不……”和“无不”造句。

(4)指导朗读：你想怎样读这两句话?

(5)师生合作，对比朗读：

看到大家读得这么好，老师也想参与进来，可以吗?



师生合作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

4、课文的哪个自然段写了院子里的其它花?(第四自然段)

5、学生朗读第五自然段最后一句反问句，明确反衬的作用。

(1)作者为什么要用反问句?(加强语气)

请大家再读这句话，读出反问的语气。

(2)小结：作者通过描写一年四季的花开花落衬托出夹竹桃的
花期之长、始终如一，写出了夹竹桃的“韧性。

6、我们感受到了夹竹桃顽强的`韧性，谁能用你的朗读表达
出你的感受?

通过指名读、评价读、赛读等多种读书方式，进一步体会夹
竹桃的可贵韧性。

(二)自主学习——品味“幻想”的乐趣。(后进生人人参与，
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过渡：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夹竹桃可贵的
韧性，其实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月光下的夹竹桃更是
引发了作者许多的幻想。

1、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了作者的想象和幻想?(第三、六自然
段)。

2、默读第三自然段，思考：“我为什么觉得这景象十分奇妙，
十分有趣?”

(1)现在我们一齐推开季羡林老师的家门，领略一下季老师家
夹竹桃的丰姿。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听老师朗读，你看到了
怎样的夹竹桃。



(2)听了老师的朗读，闭上眼睛听的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3)是啊，这燃烧着热情的红和那冰清玉洁的白，融洽地开在
一起，这景象让作者感到奇妙、有趣。

3、作者对夹竹桃的想象不止于此，指名朗读第五自然段，思
考：

月光下的夹竹桃为什么会引起作者的幻想?引起了作者的哪些
幻想?

(1)组织学生汇报交流。

(2)多么美妙的夜晚!请你用朗读将我们领入情境中去好吗?

(3)朦胧的月色下，夹竹桃花影迷离，叶影参差，浓浓烈烈的
花香袭人，作者顿时陶醉了，产生了许多幻想。

齐读。

看哪些同学进入了情境。

(4)月光下的夹竹桃你觉得还会像些什么呢?请你仿照文中的
句式，也来插上想象的翅膀，写一段话。

出示：我幻想它是------，它居然就是------。

我幻想它是------，我眼前------。

我幻想它是------，我就真看到------。

学生交流。



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篇四

是让学生一味地被老师牵着走，还是放手让学生选择自己喜
爱的学习方式，从孩子的需要出发这让作为执教者的我，感
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同是执教小语第五册《14、
东方之珠》第一课时字词句部分：

第一种教学设计

[课堂实录]：

（投影出本课生字）

滩浅沐浴倾

舒剧赏店耀

师：下面检查一下同学们的预习情况，请点到的同学大声读
出来。（指名读，全班跟读正确读音）

生：开火车认读、抢读。

师：（投影本课词语）

倾听聚集闪耀璀璨

阳光和煦碧波荡漾

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琳琅满目人流如潮

这些词语能读好吗？

生：做小老师领读词语。



师：（出示长句）

每逢节假日，人们结伴来到这里，漫步在金色的沙滩上，沐
浴着轻柔的海风，倾听着浪涛拍岸的声响，真是舒服极了。

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宽阔的街
道上人流如潮。

生：分别读长句。

[效果与分析]：

课上到这里，我感觉学生的积极性在一点点地降低，从字到
词、再到句，都是由教师认为好、认为难而出示的，学生在
老师的引导下，按要求一遍一遍地读着，教学形式过于单一，
学生感到比较乏味，提不起兴趣来，处于被动接受，学习效
果不佳。整堂课给人以沉闷、枯燥之感。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教学效果，问题关键出在教师牵得过多，
虽然不能否定教师出示的这些词句不是好词或难句，但并非
对于全班孩子来说都难，教师要求学生相同划一地进行朗读，
实则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因此出现了难句不
难，个体认为难的句子却没能得到练习，学生的积极性调动
不起来的状况。

第二种教学设计

[教学实录]：

（投影出本课生字）

滩浅沐浴倾

舒剧赏店耀



师：同学们一定都预习过课文了，下面开展一个小游戏你读
我听，同桌相互评一评。

生：同桌相互认读生字，检查纠正。

*效果：全班参与，同学们积极性很高，读得认真，评得仔细。

师：这一课有很多很好的词语，同学们你们想怎么学习它们？

（投影出示）倾听聚集闪耀璀璨

阳光和煦碧波荡漾

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琳琅满目人流如潮

生：我想读一读第三行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生：我想教一教第一行，请大家跟我读倾听聚集闪耀

璀璨（全班跟读）

生：我想说一说阳光和煦的意思是说阳光照在身上，感到很
暖和的意思。（其他学生认真倾听，结合图画加深理解）

生：我想问一问人流如潮是什么意思？哪位同学来帮帮我？

（众生举手）

生：请黄文华帮帮我。

黄文华：人流如潮的意思是指街上、商店里，人像潮水一样
多。你明白了吗？



生：明白了，谢谢你！

黄文华：不用谢！

＊效果：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尔后还有部分学生认读词语，
教读词语，向大家介绍自己对某个词语的意思，展示自己的
预习成果，或是就自己不明白的词语提问，学生间互相帮助
解决。

师：把这些好词带到文章当中，再读一读，画出你认为难读
的句子。

生：自由读课文，画出难句。

师：把你认为难读的句子在小组里提出来，大家一起读一读，
练一练。

生：共同练读难句。

师：在小组练习后，你还感觉哪句比较难的？提出来，大家
练一练！

生：提出第四自然段第二句比较难读，（师投影、当即画出）

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宽阔的街
道上人流如潮。

生：齐读，再练练。

＊效果：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同学们在积极、融洽的状态
下反复练读了难句，既帮助了别人，又巩固了朗读。

[案例分析]：

将学习的自主权下放给学生，孩子们一下就活起来了。这堂



课就是最好的证明！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改变了单一的教学方
式，采取了游戏、自由选择学法、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形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更注重从孩子自身的需要出发，
以学定教。在学习词语时，对于能基本掌握字音的学生，他
们能选择读一读词语；对于字音掌握较好的学生，他们能选
择教读词语，全班在跟读时又对词语得以巩固；对于课前查
过词典或知识丰富的孩子，他们能选择告诉大家某个词语的
意思，加深大家对词语的理解。而对于善于质疑，都某个词
语不理解的孩子，他们又能有提问和选择伙伴解答的机会。
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既照
顾到了学生个体的差异，又活跃了学习气氛，大家在主动地
学习、互助中自然地掌握了本课词语，学习效果非常不错。

可见，同一个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其效果是截
然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多从孩子的实际需要出发，设
计形式多样的教学，这样才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达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

小学语文支架式教学设计篇五

【教例】一年级《放小鸟》（苏教版）

（通过第一自然段的学习，学生已经体会到小鸟的可爱和小
鸟不吃不喝时我的着急心情。）

师：就在我很着急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什么？

生：这时，我看到了窗外飞来一只鸟。

师：请小朋友们看图，请你做个翻译家，告诉我们：笼子里
的小鸟在说什么？

生：笼子里的小鸟会说：妈妈，你快跑！这个小孩要来抓你
了！



生：笼子里的小鸟可能在说：妈妈，妈妈，你快来救救我呀！

生：笼子里的小鸟在说：妈妈，妈妈，你快来救救我呀！我
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生：笼子里的小鸟会说：妈妈，妈妈，我好想你啊。我还以
为永远见不到你了。

师：那么，窗外的那只鸟又会说些什么呢？

生：窗外的那只鸟会说：孩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生：窗外的那只鸟会说：孩子，我找了你好久好久了。你怎
么在这儿呀？

生：窗外的那只鸟还会说：孩子，妈妈找你找了好多地方。
原来，你被人抓住了。妈妈不是告诉你不要乱跑吗？你就是
的听话！

师：这一自然段应该用什么语气来读呢？

生：这一自然段应该用焦急的语气来读，要读出这两只鸟焦
急的心情。

（学生练读，指名读，师生评议）

师：于是，我决定怎么做？请大家一起读第三自然段。

（学生齐读第三自然段）

师：请小朋友们看图，这时，小鸟离开了笼子，到了什么地
方？

生：这时，小鸟离开了笼子，飞上了蓝天，飞向了它的妈妈。



师：那么，小鸟会对我说些什么话呢？

生：小鸟会对我说：谢谢你！

生：小鸟会对我说：小朋友，谢谢你放了我。

师：这时，小朋友高兴不高兴呢？

生：（齐答）高兴！

师：那么，我会对小鸟说些什么话呢？

生：我会说小鸟，我不留你了，你要和妈妈好好地生活。

生：我会说：小鸟，你要多多保重啊！

生：我会说：小鸟，以后我不照顾你了，你要好好听妈妈的
话。

师：我放飞了小鸟，小鸟高兴，我也高兴，请大家用高兴的
语气一起读第三自然段。

生：（齐读第三自然段）

师：小朋友们，课文中的我非常喜欢小鸟，为什么还把小鸟
放了？

生：因为小朋友是一个好人，所以他把小鸟放了。

生：因为不放小鸟，小鸟会饿死的，所以小朋友把小鸟放了。

生：因为小鸟离不开妈妈，想和妈妈在一起，所以小朋友要
把小鸟放了。

师：小朋友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生：对。因为不放小鸟，我、小鸟和小鸟的妈妈都不会高兴
的。

生：对。因为小鸟是我们的好朋友。

生：对。因为小鸟要吃害虫，我们要保护鸟类。

师：是啊，鸟类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应该去保护它们，
爱护它们，不应该把它们关起来。

【评析】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知识的
兴趣。一个人一旦对某一事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他作出
的努力会达到惊人的程度。上述教例，充分反映了师生之间
的平等、民主、和谐的氛围。学生学习积极，每个学生都想
当一回翻译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教师只有点燃了学生心灵上的兴趣之火，才能不断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古希腊生物学家、散文家普罗戈曾说：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
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儿童的想象力是最活
跃，教师给学生插上那一双双想象的翅膀，在知识蓝天中展
翅高飞。教师让学生当翻译家，充分引导学生看图后通过自
己的直观感受去思、去说，给予他们思维与说话的机会，把
学生的思维引向一名动物语言的翻译家，使学生的语言表达
流畅。上述教例，教师着力训练学生的想象力，而学生在这
不断参与语言实践的过程中，思维将与语言得到同步地发展，
想到什么说什么，并且能把所想的内容清楚地说出来。

本文通过叙写小作者放小鸟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心情，从而使
学生清楚地感受到课文中的小作者非常喜欢小鸟，但他为了
小鸟生活地更加幸福快乐，毅然把小鸟放了。与此同时，他
的这一举动使自己高兴，小鸟高兴，小鸟的妈妈也高兴，说



明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别人。对于学生来说，从
这篇课文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鸟类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
们应该保护鸟类；对于教师来说，思想教育水到渠成，作品
让学生受到了熏陶、感染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