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篇一

活动目的:

1,阅读《弟子规》片断,学习弟子规里介绍的知识,了解其中
的人文故事,懂得恪守规范的道理.

2,激发学生阅读中华经典的兴趣,培养学生感悟经典内容的能
力. 活动过程:

课前谈话:交流读过的好书和自己知道的读书名言. 一,谈话
导入,整体感知《弟子规》

1,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读书.经常读书会使我们增长知识,陶冶
情操.这学期学校向我们每位同学推荐了《弟子规》这部经典.
那关于《弟子规》这部书,你知道哪些呢 (作者,书的内容等)
师随机评价.

2,简介《弟子规》:

《弟子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依据至圣先师孔子
的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
为友.《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
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
同学们养成遵纪守法习惯的最佳读物.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
之广,仅次于《三字经》.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部奇书,读读《弟子规》. 百
事孝为先,今天我们先看看《弟子规》中“入则孝” 二,学
习“入则孝”

1,教师:读了这四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思考) 2,指明说
说,读懂了哪一句.

3,师:与我们平时的听从父母的教导有什么联系呢 4,创设语
言情境:

当我们做错事,父母责备我们时,我们应——“父母责,须顺
承” (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强词夺理,使父母亲生气,伤心.)

1,指名读,知道停顿 2,指名说说四句话意思

(父母亲有了过失,当子女的一定要劝谏改正,而劝谏的.时候,
绝对不可板着面孔, 声色俱厉,脸色要温和愉悦,话语要柔顺
平和.假如父母亲不接受我们的劝谏,那要等到父母高兴的时
候再劝谏.若父母亲仍固执不听,有孝心的人不忍父母亲陷于
不义,甚至放声哭泣,来恳求父母改过,即使招父母亲责打也毫
无怨言.)

三,多种方式背诵

1,师引背.

2,同桌互背.

3,分组分句背.

四,总结: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近经典,读了《弟子规》
的部分内容.虽然只是部分,但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弟子
规》真是“千古一奇书”,可以说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年集体
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去看,去想,去品味,去研究,最好能够背



下来,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篇二

1.会认10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掌声、文静、
愿意、姿势、轮流、情况、慢吞吞、注视、热烈、持久、平
息、情绪、讲述、普通话、动听、鼓励”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的内心情感。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关心、鼓励，懂得
要主动地关心、鼓励他人，也要珍惜别人的关心和鼓励。

教学重点、难点

1.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感受英子在掌声前后的变化。

2.通过语言和动作的描写来体会英子的心理变化。

教学准备

1.准备歌曲《掌声响起来》。

2.课前搜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小故事，如《张海迪》。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大体内容。



2.指导认读和书写，强调“落、调”的读音，指导书
写“吞”。

教学流程

一、播放歌曲，营造气氛，揭示课题

1.播放歌曲《掌声响起来》。

2.听了这首歌，你想说什么?

3.课前你们已经搜集了海迪姐姐的故事，说说你的想法。

4.老师出示课题：掌声

5.提问质疑。读了这个题目，你有哪些疑问呢?

学生质疑的问题可能有：

谁给谁的掌声?为什么要给她掌声呢?掌声有什么含义?

二、初读课文

1.出示自读要求：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遇到不认识的字
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指名读，读后评价。

4.识记生字：

(1)请同学读课后生字，注意看清字音、读准字音。

反馈检查。重点读好下列字音。“症、镇、姿势、落、调”。



(2)请小朋友继续读课文，把生字的拼音写在生字上面。读完，
写完后请同学们记住它。

反馈检查。指名读，同桌互读，小组轮读。

(3)看一看下面词语你会不会读。

掌声文静愿意姿势轮流情况慢吞吞注视热烈持久平息情绪讲
述普通话动听鼓励

指名读，男生读，女生读。

(4)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要求认识的字，并交流识字方
法。

(5)检验识字效果：通过“你指我猜”、“开火车”、扩词”
的方式进行。

三、再读课文，提问质疑

1.提出自读要求：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吧。我们来个读书
比赛，看谁通过读书知道得最多，体会得最深，提出的问题。

2.学生自读课文，边读边体会，拿出笔来写写画画。

3.汇报交流。

四、作业超市

1.回家把这个故事说给家人听。

2.抄写你认为难写的词语。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通过语言和动作的描写来体
会英子的心理变化。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关心、鼓励，懂得
要主动地关心、鼓励他人，也要珍惜别人的关心和鼓励。

教学流程

一、渲染过渡

1.开始，英子是那样自卑、忧郁，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活泼、
开朗的小姑娘，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英子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呢?(掌声)

2.课文的2。3自然段就写出了英子的变化过程。同学们先各
自读课文，然后我们再来表演课文内容。

3.选一名同学当英子，同学们做英子的同学，老师当刚调来
的老师

二、表演，深入理解

1.试演：(第一次掌声部分)。

课件出示第一次掌声部分内容。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一部
分。请演员上台试演。

2.评议表演。

师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犹豫、忧郁”词句进行评议。

这一次掌声，你想对英子说什么?



英子有什么想说的?

3.配乐表演第二次掌声。(出示第3段课文)

(1)听到这一次掌声，你又想对英子说什么呀?

(2)英子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为什么?

4.朗读课文第3段。

5.理解两次掌声。

(1)在这一段中，写到了大家的几次掌声?(两次)

(2)学生用多种形式读这两句话。

在掌声里，我们看到，英子的泪水流了下来。

英子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在掌声里一摇一晃地走
下了讲台。

(3)这两次掌声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支持、鼓励;称赞、
表扬)

6.对比两个“一摇一晃”。

(1)出示两句写英子走路姿势的句子。

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她终于一摇一晃地走上了讲台。

英子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在掌声里一摇一晃地走
下了讲台。

同一个词语，同一个姿势，英子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自己再
来读一读这两句话。



7.进一步体会掌声的力量。

大家的掌声，大家的鼓励，大家的称赞，使英子从此改变了
自己的性格，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三、品读感悟

1.听课文朗读录音，小声跟读。

2.分角色小组试读，你们认为该怎样来读这篇课文?

3.小组比赛读。

4.全文总结

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掌声，特别是身
处困境的人;平时，我们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掌声送给别人。

四、作业超市

1.小练笔。说说生活中你见到残疾人有哪些不方便?你是怎样
帮助残疾人的?

2.和妈妈比赛读一读这篇课文。

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篇三

德国教育学家第多斯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必须
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入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可以变
为志趣，志趣可转化为理想，理想可以成为学生前进的推动
力，很多学生在某一学科或者是某些知识上积极性高，原因
就在于他们的兴趣的推动。

针对这样的学生实际，我们教师要在现有的条件下，积极地



通过各种条件或者途径，给学生创造学习的情景，使学生在
真实的感受中去体会语文阅读的魅力。如多媒体资料的展示，
外出的参观学习，从而一方面开拓学生的视野，同时增加学
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小学语文教材中《再见了，亲人》
一课。

在第三自然段回顾朝鲜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到前沿阵地挖野菜
而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时，作者后面用的是省略号，为什么
不写了呢?教师可在这个地方设疑，然后用形象的语言来渲染
当时的情景，激发学生把课文内容想象成一个个特写镜
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前沿阵地十分危险，敌人的炮
弹不时在前沿阵地爆炸，可大嫂不顾一切，还是挖着，挖着，
忽然一发炮弹在大嫂身边爆炸，大嫂顿时倒在血泊里，可是
心里还是紧紧握着挖野菜的篮子。”学生听了老师有声有色
的讲述，思维的闸门就会打开：是大嫂倒在血泊里，什么也
不知道了;是作者太悲伤，不忍心写下去了;或许是因为大嫂
的腿炸伤了……这样进行合理、灵活的思维，自然水到渠成，
无需多讲，学生就会体会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深
情厚意。

2、教给学生阅读方法

自学法。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国古代教育家孟子
“学贵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则居之安;则资之深;资学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帮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这都强调学生自学自得之意。阅读教
学的理想境界就是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学生有
了自学的能力，掌握了自学的方法，形成了自学习惯，就可
以无老师自通，受用终生，这是教学的目的和归宿。

精读法。所谓精读，就是对书报上的某些重点文章，集中精
力逐句由表及里精思熟读的阅读方法，它是培养学生阅读能
力，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



3、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阅读条件

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造课外阅读的条件，让学生在自由的空
间，幽雅的环境中舒舒服服地进行课外阅读。

3.1 给学生创造足够的阅读时间。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及
时推荐合适的读物或文章，实现课内外的沟通，保证有计划
地开展课外阅读及指导。

3.2 建立班级图书库。为了弥补学生书源的不足，教师可动
员学生把个人的图书暂时存放在班里，组织学生自己管理借
阅。也可采用“流动图书箱”的办法，由各班干部轮流负责
图书的保管、借阅工作。还可以组织学生举办图书展览，把
被介绍的图书陈列出来，同时展出学生整理编写的宣传图书
的资料，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阅读条件。

3.3 开发图书馆(室)。图书馆是学生读物的主要来源，信息
时代要求我们的学校要提高学生利用图书馆找到所需信息和
知识的能力。有了图书馆，可以组织学生上课外阅读指导课，
这样让学生感受到图书馆是一个学习的乐园，是遨游知识的
好场所。

3.4 优化读书环境。在窗明几净的教室内，装点上几幅书画
作品，增添文化气息。读书时，放上一盒优雅舒缓的钢琴曲，
学生在音乐的伴随下，进入情感交融的境界。

4、通过判断推论，帮助学生理解文章

推论阅读就是让学生利用文本的线索和已有的背景知识，对
文本没有明显表达出来的内容作推测。推论阅读与预测阅读
的区别在于，预测阅读是没有线索的假设，推论阅读是有线
索的推测。例如《秋天的怀念》一文，作者在文中用了很多
省略号，这些省略号的内容就需要学生通过课文中已经呈现
的内容来假想出省略的内容是什么，把握了这些作者省略去



了的内容，也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主旨。再如《我的伯父鲁
迅先生》一文中“笑谈碰壁”部分，鲁迅的“碰壁论”对于
小学生来说就比较难懂，文字背后的意思就需要学生结合当
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的人生经历来进行推论。

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篇四

1、在充满奇特构思，曲折情节的故事中体会作者夸张的手法，
大胆的想象，感受他的幽默与智慧，获得一种情感的体验，
努力做一个勇敢善良，勤劳正直的人。

2、通过交流，激发孩子阅读的兴趣，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分享阅读的收获。

3、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

1、认真阅读《大林和小林》，找找有趣的“奇思妙想”。

2、完成一篇《大林和小林》读后感、阅读单。

3、试着讲讲自己喜欢的故事。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最近我们阅读了张天翼爷爷的童话，在他的
书中我们认识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出示封面）《大林和
小林》，他们是——大林和小林。

师：这段时间，老师留心观察了一下，我发现我们班同学在
看这本书时，时而紧张，时而偷偷的笑，这本书真令大家爱
不释手呀！今天就让我们结伴同行一起走进《大林和小林》
（出示课题），和他们一起经历一段有趣的旅行，再和书中
那有趣的人物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吧！



二、书中之最

师：小朋友们，在这本书里有许多有趣的描写，简直可以创
世界吉尼斯记录啦！

你们看！（出示最慢的赛跑）：

五米赛跑

第一——乌龟

第二——蜗牛

第三——唧唧

一共跑了五小时又三十分

破全世界记录！

1、谁来当一次体育播音员，响亮地把比赛结果播报给大家听
听。（一名学生播报）

2、看，这就他们当时比赛的场景，咦！张天翼爷爷这样写，
想告诉大家什么呢？（生答）

师小结：是的，张天翼爷爷是在讽刺唧唧懒得连乌龟、蜗牛
都跑不过呢，张爷爷可真会使用夸张手法啊！

a、找一找

（1）要求：找好以后在小组内进行交流，把你找到的选一句
读给你小组内的同学听，然后再说说夸张在哪里？待会儿老
师就请几个同学来跟大家分享！

（2）小组交流，师巡视！



（3）汇报，师评价！（生拿书自由说）指名4-5

过渡：经历这么奇妙的旅程，读到了作者这么多的妙语连珠，
好玩吗？

小朋友，张爷爷真有想象力，他还用他那夸张的手法创作了
不少有趣的人物呢？咱们一起去和他们亲密接触吧！

现在，我们一起再来猜一猜书中写到的那些有趣的人物。出
示：猜一猜

b、猜一猜

1、师：小朋友们，老师也准备了一段话，先请你们来猜猜他
是谁？好吗？

（1）她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张大嘴，皮肤又黑又粗又硬，
头发像钢针一样，脚上穿着顶贵的丝袜和跳舞鞋，可是腿却
很短。（指读）

（出示图片——鳄鱼小姐）

（2）他的胡子是绿的，嘴唇厚极了，肚子很大，好象一座山。
睡觉还打鼾。盖的被子是一张张钞票缀成的。

（出示图片——叭哈）

师：小朋友们可真会猜，看来你们对书中的人物非常了解，
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2、师：那你们能自己出题给别人猜吗？请看老师的要求

3、出示要求：

（1）拿出阅读单，每人挑选一个最了解的人物用一段话描述



给你小组内的同学听，（1-5号依次说）让他们也来猜一猜。

（2）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个描述的最好的给大家猜一猜？
开始吧！

（小组活动）

4、师：谁先来？现在我们可都是听众，你们一定要说清楚哦！

（课件出示人物图片，点击人物。）

5、小结：小朋友真厉害，对书中的人物可这是了如指掌，给
我们猜了这么多书中的人物！

c、说一说

师：在张天翼爷爷的笔下，故事的主人公大林和小林却是两
个形象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命运，课前小朋友已经完成了阅读单上的内容，让我
们交流一下吧！

（1）从一开始他们失去父母后，两个人就有了不同的想法。
他们分别是怎么想的呢？

（板书：想做富翁做勤劳的人）

（板书：胆小怕事机智勇敢）

（3）你喜欢大林还是小林？为什么？

d、

四、走近作者

1．师：小朋友刚才我们又在书里走了一圈，好玩吗？让我们



一起感谢作者，记住他的名字——张天翼。

（课件出示张天翼照片及文字介绍）你们看，这就是张天翼
爷爷。

2、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天翼爷爷？

张天翼爷爷的劳动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快乐、交流的快乐。
其实读书也是一种劳动，我们一起来说——我们读书，我们
快乐。

小学语文阅读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华上下五千年》内容梗概及作者，并
知道同一种书有不同的版本。

2、通过自读，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培养读书做笔记的习惯。

3、指导学生归纳“读好书，读整本的书”的基本方法，并实
际运用到课外阅读中。

4、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读书的快乐，激发学生继续阅读的兴趣，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5、了解《中华上下五千年》对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
贡献，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教学重点】激发阅读历史故事书的兴趣，让学生在“读好
书，读整本的书”的过程中体会与享受读书的快乐。

【教学难点】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指导学生归纳阅读方法，
培养读书做笔记的习惯。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1、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可见，阅读的重要性。同学们你们爱读书吗?谁来说说你最喜
欢读哪些书?(在学生发言时与学生交流，从而感受读书是要
经过选择的)(师板书：阅读要有选择)

2、同学们的阅读面可真广，正是这些书籍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今天老师就为大家
推荐一本经典书籍《中华上下五千年》。

二、初步了解书籍。

1、这样一本好书，相信有不少同学已对它有了一些了解，能
说给大家听听吗?(学生介绍自己对书籍的了解时，教师穿插
讲解本书的作者、书中记录的朝代、版本、目录)

2、小结：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我们看到祖国的`历史是
多么的悠久，祖国的文化是多么的灿烂。

三、指导读好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一)同读一个故事，分享读书方法。

1、这么多的历史故事，串成了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还有更
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都汇聚在这本书里。同学们是不是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来打开书一看究竟了。

2、正如卖考莱说的：“把一页书好好地消化，胜过匆忙地阅
读一本书。”

推荐一个故事《屈原沉江》，(板书：读书要讲方法)你打算
用什么方法来读这个故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读书方



法。(学生汇报自己的读书方法。)

3、教师总结读好一个故事的读书方法：

4、现在我们就来运用这些读书方法来阅读这个故事吧，可以
和小组的同学交流一下读书心得，看看从中能有哪些收获。

5、学生汇报，教师相机指导读懂这篇文章：

1)文章讲了谁?讲了什么事?(2)积累了哪些好词好句?

3)你掌握了那些历史知识?(4)读了这篇文章有什么启发?

(二)学生自主阅读。

1、古人云“读史可以明志”，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天空，
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里，了解历史，拓展见识。选择
你最感兴趣的一个故事，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自主阅
读。(生自读，师巡视，并参与学生的读书活动，对个别学生
进行指导)

2、汇报交流，学生结合所做的积累卡汇报读书所得。

四、拓展全书阅读

2进一步引导归纳总结读好整本书的读书方法：

五、小结延伸：

1、老师希望同学们让读书成为习惯，(板书：读书要成习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运用科学的阅读方法，潜心阅读《上下
五千年》，让我们一起把书里蕴含的故事读得更深，更精，
更细。

2、今天的课外阅读课，同学们有哪些收获和启迪呢?



3、我希望同学们能运用学到的读书方法，持之以恒，读完整
本书，在读中悟理，读中增知。最后让我们共勉一句：课内
得法，课外活用。(板书)

4、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小诗，希望同学们爱上阅读

附板书：

读书要有选择

学会阅读读书要讲方法课内得法课外活用

读书要成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