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 小学语文
教师资格证面试说课稿秦兵马俑(通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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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篇一

1、虽然学生对秦兵马俑本身非常感兴趣，但它毕竟是离我们
两千多年前秦王朝的产物，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太远，这除了
给秦兵马俑本身罩上了一层神秘感之外，也让学生对于它的
理解与想象产生了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开课时首先用一首
李白的诗导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
诸候尽西来。”让学生一下子感受到秦王的霸气。然后我对
秦王朝以及兵马俑做了简单的历史背景介绍。在这个大的历
史背景下，为学生接下来在阅读中感悟文本打下伏笔。

2、在板书课题后，问学生：知道什么是俑吗?什么又是秦兵
马俑呢?《课标》对中年段的学生要求有收集、整理资料的能
力。因些我在课前布置学生去搜集相关资料。这个问题的提
出一方面是了解学生搜集资料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使学生对
秦兵马俑有初步的认识，为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初读感知，直奔重点

1、默读课文，读完后想一想从中感受到什么?在学生初次接
触文本后，让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感想，扩散学生的思维。

2、兵马俑究竟有哪些特点，文中一句话概括的好，迅速浏览



课文，找一找。课文第三自然段是对全文主要内容的概括，
同时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让学生通过浏览课文的
形式再次接触文本，直奔重点，抓出兵马俑的三个特点：规
模宏大、类型众多、个性鲜明。

(三)体会兵马俑的规模宏大

1、采用默读批划的形式，让学生默读相关部分，并划出能感
受到规模宏大的句子。

2、在反馈时，重点指导学生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总面
积20000平方米，差不多有五十个篮球场那么大，坑内有兵马
俑近八千个。”这句话中感悟兵马俑的规模宏大。结合课文
中的数据“五十个篮球场”“八千个兵马俑”，用学生熟悉
的事物作比较，使模糊的概念清晰化，同时引导学生注意文
章所用的表达方法。

(四)了解兵马俑的多种类型，感受他们威武的气势。

1、课文介绍了兵马俑的哪几种类型，默读相关部分，找一找。

2、在学生了解了兵马俑的各种类型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阅
读喜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类，认真读一读那一段，然后
结合自己的想象和同桌交流读后的感受。

(五)走近兵马俑，感受每个兵马俑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精品。

1、走近兵马俑，仔细端祥，会看到什么呢?在文中找一找。
指名反馈。

2、默读这一段，想想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3、在学生谈完自己的感受后，再次读一读这一段，看看兵马
俑都有着什么样的神态，然后师生配合读。通过多次对这段



文本不同形式的朗读，挖掘学生的想象空间。

4、还有的兵马俑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又在想着什么呢?请学
生也用“有的……好像……”来说一句。让学生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感受兵马俑的神态各异，扩展丰富学生的语言积
累。

(六)总结谈话，激发学生探究中国世界遗产的兴趣。

教师进行总结：秦兵马俑，这沉睡了几千年的艺术瑰宝，一
朝醒来，震惊了全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为拥有这颗
异彩独放的明珠而感到骄傲。其实，中华民族值得我们骄傲
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发现。请
大家下课以后，就行动起来，去搜集你感兴趣的相关资料。
课文虽然学完了，但是语文学习并没有结束，而应是一个新
的开始，通过这个巧妙的点拨，引导学生参与延伸性的语文
学习，培养学生探究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兴趣。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篇二

学会本课6个生字，正确读写“锻炼、枯萎、插秧”等词语。

【过程与方法】

通过反复阅读，体会文中“不确定”等含义，理解种树人隔
三差五浇水的原因，了解借物喻人的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所要阐释的：只有经历磨练才能更好地适应生活的
道理。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篇三

依据此教学理念及对教材的理解特制定以下教学目标及重难
点。

教学目标：

1、知道水的形态变化及其利与害，了解水还有哪些变化。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引导学生爱护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教学重点：知道水的变化，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教学难点：通过朗读，了解水的各种形态变化，体会作者用
词的准确。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篇四

在语文课程标准当中，指出我们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孩子
具有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的能力，学生是阅读的主体，阅
读是他个性化的行为，学生作为生命的个体，他是带着自己
独特的感受，独特的生活经验来走入文本开始阅读的，在阅
读当中他会利用他已有的学习和生活的经验来感悟文本，理
解文本，在交流中来欣赏文本，进而来评价文本与生活中的
人和物，以及文本本身，最终他会带着新的感悟走出文本，
走进生活。

在本课的教学当中，我紧紧地抓住学生的阅读学习和生活的
联系，采用以读为本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多层次多形式的
阅读活动当中来感悟文本，在悟中来明理，具体的教学思路
有三点：



第一、形象展示，问题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出示两
个动物朋友狮子和鹿，将美丽的鹿的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
引导孩子去猜想狮子和鹿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又告
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进而激发起孩子阅读文本的兴趣。

第二、多层次阅读，感悟交流，理解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
我们知道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的程度是建立在多层次的阅读的
基础之上，在本课的教学当中，我将和孩子们一起经历阅读
学习的全过程，通过四个层次的阅读活动，让学生们在自己
原有的基础上来生成并建构新的知识，具体说：

第一读就是让孩子们自由地读，让他们扫清字词障碍;

第三读就是细读，主要运用图画而与音乐，把学生带入故事
的情景，让他们运用自己在精读课文当中学到的阅读方法来
边读边想，带着自己的体会有感情地来朗读课文当中的有关
段落，然后将印象最深的段落与同伴进行交流，并且结合自
己的生活实际，这样来理解故事所蕴含的道理;第四读就是品
读，赏析文中的佳句，并把它积累下来。

第三、注重积累，走进生活，学用结合。我们知道语文的学
习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必须厚积而薄发，我想没有
积累，就没有语文素养的提高。在这一课的教学当中，我将
和孩子们一起把寓言故事当中优美的语句积累下来，结合孩
子的生活实际用结合，积累这一课当中所学到的道理，那就
是全面地看待事物，全面地看待他人，我想这样，让孩子的
课堂学习真正实现与生活的结合，实现在生活当中真正的意
义。

小学语文教师选调试题及答案篇五

教法：这是一篇集科学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科学小短文。所
以在教学中要注意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并了解相关科学常识。为了让学生灵活掌握所学知识以及突



破教学重难点，我在课前精心准备了多媒体课件及表演朗读
所用的头饰。在教学中，我采用如下教学方法：多种方式朗
读感悟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鼓励赏识法、创设意境法。

学法：低年级的学生对水有一定的认识、了解，但是用简短、
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却有一定难度。我采用引导学生朗读感悟、
小组合作探究以及演一演的学习方法，在读中悟义，读中悟
理，读中悟情，在演中巩固所学。

围绕本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我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
环节：

(一)、回顾旧知

先对上节课的内容进行复习和巩固。为调动学生的兴趣，我
用猜字迷形式导入新课，屏幕上出现富有童趣的字谜。

(二)、教学新课，指导朗读

《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年级都要重视朗读，充分发挥
朗读对理解课文内容、发展语言、陶冶情感的作用，课程改
革积极倡导新型的学习方式。因此，我的整个新课教学
以“读”贯穿始终，主要采用自主读、合作读、汇报读的形
式加深学生对课文的感悟。在学生汇报读的过程中，我利用
多媒体课件，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学生更能声情并茂地朗
读，读出情，读出味，读出个性。主要表现在：

1、我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抛出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孩
子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吗? ?(板书)对，
我是水(板书)，是天下最棒的魔术师，我很会变哟，你知道
我会变成什么吗?我是怎样变的呢?快读读找找吧!”学生通过
边读边找边勾画，很快找到“我”会变成“汽、云、雨、雪、
雹”(我及时根据孩子们的汇报板书)。



2、学习第一自然段时，我利用课件演示水变成汽云的过程，
说：孩子们快看，我不见了!我去哪儿了呢?用书中的句子读
读吧!”接着我又出示云的图片，说：“我又变成云了，谁来
读读?你喜欢我穿什么颜色衣服就读哪个句子。”用直观、形
象的图片，抓住云的颜色和形态，激起学生的朗读欲望，引
导学生读出云的美丽和多变，读出自己独特的美的感受。在
观看图片时，鼓励学生运用平时积累的好词好句描绘多彩的
云朵，结合相关谚语培养学生留心身边科学现象的习惯。

3、第二自然段的学习时，我说：云朵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飘浮，
在空中呆得厌倦了，想到地上来玩，它有几种方式落下来呢?
这时再先让学生轻声朗读，抓住雨、雪、雹子落到地面的不
同动作，让学生用手比划它们落下的样子，边做动作边体会
语言的准确与形象;然后利用课件出示一道填空题，让孩子们
填空，并说说：“雨、雪、雹都是天空中落下来的，为什么
不都用落呢?”这一问题激起孩子们的探究欲望，四人小组讨
论、交流后，我用课件展示出雨沙沙落下，雹子大颗大颗打
下来，轻盈飞舞的雪花飘下来的情景，让学生体会到样子不
一样，大小不一样，落下来的情况也不同，从而体会到作者
用词的准确性，并完成相应的板书，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突
破了难点。带着这样的理解让学生挑战读、接龙读、比赛读
这段话，就更能体会到这三个词所包含的韵味。

4、在学习水在池子、小溪、江海里的情景时，问：水有这么
多的变化，可是平常它呆在哪里呢?我先让学生自由发言。然
后范读，让学生闭目想想：你眼前出现了什么画面?接着再让
学生结合图片试着通过语气、语音、语速的变化读出水在池
塘悠闲，在江河、大海里活泼的样子，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师：我们可以用边读边想象画面方的法在熟练朗读的基础上
来背诵课文，并让学生试着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本课的教
学重、难点轻松得以突破。

5、第四段的学习重点放在说话训练上，我过渡：“孩子们，
我们水娃娃的脾气实在有点怪，在课文里找找水娃娃的脾气



怪在哪?”学生通过朗读第四段就能找出水有时“温和”有
时“暴躁”，“从哪些句子可以看出水娃娃有时温和有时暴
躁?”引出水做的好事和坏事。水娃娃为人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它是什么心情?当它发脾气时又是什么样子?通过课件演
示“水电站、灌溉农田、洪水暴发、雪灾”给学生直观的感
受。“你能读出水娃娃的脾气吗?”引导学生分别扮演温和与
暴躁的水娃娃角色来进行挑战读。然后提出问题进行拓
展：“人们都用哪些方法来管住水娃娃呢?”让孩子们找找生
活中的语文，在生活中学语文。之后教师加以归纳总结，明
白水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最后，让孩子们看着图片
以“水能……水能……水还能……”的句式练习说话。这样
的说话练习既丰富了学生的语言，又提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要爱护水、珍惜水。这样就水到
渠成地对学生完成了爱护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教育，完成
板书。

6、紧接着，我又安排了表演这一环节。我让孩子们戴上汽、
云、雨、雪、雹的头饰，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上动作和老师一
起读课文，进一步加深对水的认识和理解。低年级儿童特别
爱展示自己，安排演的训练不仅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也为
背诵课文打下坚实基础，可谓是一箭双雕。

(三)作业

先出示一篇《水的旅行》短文视屏录音，视听后教师
说：“小朋友们，水每天都在做着快乐的旅行，看看它们都
去哪些地方旅行?快说说吧。”学生交流后我出示作业：把你
在生活中看到的水的变化画下来，并在每幅画下面写一个词
语或一句话。到了二年级要鼓励学生写话，这样有利于向中
年级过渡。

(四)、拓展延伸

呈现一则公益广告和西部土地缺水干裂的图片，教育学生认



识到：其实中国是个干旱缺水的国家，尤其在西部地区。如
果不珍惜水资源，就会出现广告上画的那样——地球上最后
一滴水就是我们的眼泪。最后让学生交流我们应该怎样和水
娃娃相处，渗透节约用水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