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 小学大语文心
得体会(大全10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
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一

小学大语文作为小学阶段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对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语文学
习不仅仅是学习文字和语法规则，更关乎学生对文化的认知、
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情感体验的表达等方面。然而，由于小学
生的认知能力以及学习方法的限制，他们在学习语文时常常
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因此，只有找到适合小学生学习的方
法和技巧，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好语文。

第二段：学会多读书，积累词汇和知识

想要学好语文，最基础的就是要有足够的阅读量。而小学生
正是学习阅读的最佳时机。通过阅读，孩子们不仅能够丰富
自己的词汇量，还能够提高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因此，家长和老师要引导孩子们养成阅读的习惯，提供优秀
的读物供他们阅读，让他们逐渐爱上阅读、主动阅读，并且
培养良好的阅读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第三段：培养写作能力，提升表达能力

语文学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写作。通过写作，孩子们能够
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写作可以帮助孩子们将自
己所学的知识和所思所想进行表达，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
动手能力。因此，在小学阶段，家长和老师应该多让孩子们



进行写作练习，可以是日记、作文或者是读后感等形式，让
他们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通过书写进行表达和分享。

第四段：注重积累语文基础知识

学好语文离不开对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在小学阶段，注重
语文基础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包括字词的认读、词义的
理解、语法的掌握等。这些基础知识是后续学习的基础，也
是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保障。因此，作为家长和老师，要帮
助孩子们有针对性地进行基础知识的反复学习和巩固，构建
起扎实的语文基础。

第五段：通过趣味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小学生的学习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学科的兴趣。因
此，在语文学习中，教师和家长要注意引导孩子们通过趣味
教学方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可以通过游戏、趣味
阅读、情景模拟等方法，让语文学习变得有趣和生动起来。
这样，孩子们就能够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语文学习中，从而
提高学习效果。

总结：小学大语文学习是孩子们学习语文知识和培养语文素
养的关键时期。通过多读书、培养写作能力、注重基础知识
的积累以及通过趣味教学激发学习兴趣等方法，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学习语文，提高综合素养。当然，优秀的老师和家
长的指导和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与老师和家长共同努
力，才能让小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和进步。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二

1.初步学会抓住人物的言行来概括人物的特点。

2.理解寓言的寓意。



3.通过加提示语中人物的神态、言行、以及心理活动，深入
感受人物的特点。

一、导入

1、简介寓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寓言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寓言往往通过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
被人们称为“理性的诗歌”。

2、揭题

出示课题，投影片。解释辕辙

让学生查字典，然后利用投影的插图，形象地指出具体的事
物，有利于深入地理解。

二、整体导读课文

1、初读课文，要求读通，并且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
么事情。

2、概括的说说课文的内容

3、再次读读课文，要求：用数字标出课文主要写了几组对话？
说说你对课文中的人物留下的印象。

4、反馈。

三、深读、探究

1、指名读课文中的对话，集体评价，读得怎么样？

2、想象当时的情景，尝试给人物对话加上当时说话的神态、



动作和心理活动。（至少选择一组）

3、按照选择的对话的内容，自由选择学习伙伴进行合作、交
流、评议、完善。

4、集体交流、优化。

朋友他

（1）急忙、好奇不紧不慢、慢条斯理

（2）奇怪满不在乎、不屑一顾、若无其事

（3）焦急心不在焉、不以为然

（4）无可奈何不耐烦

心理活动略

5、有感情地朗读

四、讨论体验

1、加上人物的神态、动作和心理活动好还是不好？

2、不加提示语，有感情的联系朗读。

3、自己寻找学习伙伴进行汇报。

五、拓展

1、课文中最后，主人公扬长而去，他的朋友见了其他人会怎
么说？

如果你在那个场合，你会怎么说，怎么想？



2、读一读课文最后的一个小节，说说自己的感想。体会寓言
的寓意。

3、作业：找寓言拓展阅读；写读后感；寻找生活中“南辕北
辙”的例子。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三

安居乐业 安身之处

杯水车薪 变化多端 变化莫测 变化无穷 表里如一 别具一格
彬彬有礼 屏息凝视

秉烛夜游 波澜壮阔 波涛汹涌 波浪滔天 不假思索 不计其数
不可一世 不由自主

不自量力

灿烂辉煌 苍翠欲滴 草长莺飞 层峦叠嶂 畅所欲言 晨光熹微
成千上万 成竹在胸

崇山峻岭 出奇制胜 初出茅庐 垂头丧气 春光明媚 春色满园
春意盎然 唇亡齿寒

打草惊蛇 大惑不解 大名鼎鼎 大摇大摆 得意洋洋 灯火辉煌
等量齐观 调兵遣将

丢盔弃甲 顶天立地 东施效颦 独一无二 断断续续

繁荣昌盛 非分之想 飞禽走兽 风尘仆仆 风和日丽 风调雨顺
负荆请罪

高高在上 各抒己见 功德无量 功成名就 攻无不克 鼓角齐鸣
骨瘦如柴 顾全大局



鼓声震天 刮目相看 光彩夺目 光明磊落

酣畅淋漓 浩浩荡荡 狐假虎威 花好月圆 化险为夷 欢呼雀跃
欢聚一堂 欢声雷动

焕然一新 患得患失 荒无人烟

饥肠辘辘 急中生智 坚忍不拔 家喻户晓 接二连三 炯炯有神
金碧辉煌 津津有味

筋疲力尽 惊涛骇浪 惊心动魄 精兵简政 精明强干 举世闻名
聚精会神 绝处逢生

慷慨陈词 开卷有益 刻不容缓 口口声声 狂风暴雨

狼吞虎咽 玲珑剔透 络绎不绝 理直气壮 力挽狂澜 临危不惧
柳暗花明 龙马精神

龙腾虎跃 龙骧虎步 龙跃凤鸣 龙章凤姿 龙争虎斗

漫不经心 满不在乎 毛遂自荐 眉开眼笑 眉清目秀 面不改色
面如土色 明月清风

莫名其妙 默默无闻 目不转睛 目瞪口呆

鸟语花香 怒气冲冲

庞然大物 抛砖引玉 鹏程万里 披荆斩棘 翩翩起舞 迫不及待
扑朔迷离 普天同庆

奇花异草 奇珍异宝 气喘吁吁 气象万千 千变万化 千方百计
千钧一发 千里迢迢

千山万壑 千真万确 倾盆大雨 全神贯注



人才济济 人多势众 忍饥挨饿 如饥似渴

塞翁失马 三顾茅庐 三年五载 山光水色 山明水秀 舍己为人
神机妙算 生龙活虎

生气勃勃 神采奕奕 盛气凌人 诗情画意 世外桃园 手舞足蹈
守株待兔 书声琅琅

水深火热 水天相连 死得其所 死去活来 缩手缩脚

堂堂正正 提心吊胆 天造地设 螳螂捕蝉 同心协力 同舟共济
头昏目眩 图穷匕见

完璧归赵 万里长城 万水千山 亡羊补牢 妄自尊大 惟妙惟肖
微波粼粼 文质彬彬

闻鸡起舞 卧薪尝胆 无边无际 无价之宝 无拘无束 无可奈何
无穷无尽 无心应战

无影无踪 无忧无虑 无缘无故 五湖四海

席地而坐 喜气洋洋 喜不自胜 想方设法 小心翼翼 笑逐颜开
心花怒放 心旷神怡

欣喜若狂 兴高采烈 胸有成竹 嘘寒问暖 旭日东升 悬崖峭壁

仰不愧天 摇摇欲坠 一干二净 一来二去 一鸣惊人 一模一样
一团漆黑 一无所长

衣冠楚楚 毅然决然 依依不舍 隐隐约约 雨后春笋 语重心长
迂回曲折 原原本本

云蒸霞蔚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再接再厉 载歌载舞 战无不胜 张灯结彩 震天动地 争先恐后
纸上谈兵 置之不理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四

１．情境设置

２．课件制作

（一）揭题引趣

今天，我们这节活动课的题目是——神医大会诊（电脑伴乐
出示该课题）。昨天，语言王国来了几位客人，个个愁容满
面，原来他们得了病，老师把他们的病介绍给了我们班的几
位专家。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是如何诊治的。

（二）“专家门诊”

（场景布置：四个诊室分别为“肥胖症”专科、“前后矛盾
症”专科、“残缺不全症”专科、“搭配不当症”专科。）

１．症状

甲：“哎哟哎哟，肚子好难过，不知得的是啥病，快找医生
去看病！”

乙：“哦，实在太累了，走了这么一点路就吃不消，我这人
太肥了，得减一减才行”。

丁：“我呢？病得最严重，缺手缺脚成残疾人了，不知能不
能治好我的病？”

２．挂号



根据各人病情，挂号处给予不同的诊卡。

３．看病

甲拿着诊卡来到“前后矛盾症”专家前，电脑出示病句：昨
天下午，下了一天的雨。

专家诊断：一整天应包括上午和下午，下午不等于一整天，
只要把“下午”去掉，你这病就痊愈了。

随着专家的话，电脑打去了“下午”，病人立即喜笑颜开。

乙拿着诊卡来到“肥胖症”专家前，这时电脑出示病句：在
金色的沙滩上，有个身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在沙滩上拾贝壳。

专家诊断：前面已经有“金色的沙滩上了”，后面再写“沙
滩上”就重复了，应该毫不留情把它去掉。

专家“咔嚓”一声，电脑使句子变为“金色的沙滩上，有个
身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在拾贝壳。”乙欣喜而归。

丙来到“搭配不当症”专科专家面前，电脑出示病句：“小
红生病了，但是她没上学”

专家诊病：关联词“但是”用得不当，应改为“所以”，丙
连声道谢而归。

丁来到“残缺不全症”专科专家面前，电脑出示病句：“我
们美丽的校园”。

专家诊治：这句话只有“谁”而没有“怎么样”或“干什
么”，可以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怎么样”，如“真大
啊！”“真安静！”等等。

电脑出示句子“我们美丽的校园真大啊”和“我们美丽的校



园真安静！”接受了诊治，丁快乐地唱起了歌。

师：“刚才，小病人们个个满意而归，临走时，他们提出了
一个要求，希望小神医们能到语言王国出诊，医治一下他们
那儿的所有的病人，你们愿意当小神医去一趟吗？”

（学生欢欣雀跃）

（一）词语家族

点击鼠标，电脑出示“词语家族”的画面，引导学生进入大
门。

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词语家族，见到了许多有病的词语
宝宝，同学们快动脑筋医治他们。

电脑出示词语：克苦青香兴高彩烈痛若灵机一动坚难枪先舞
稻

（学生答教师改，完成了此项练习，范文《小学三年级语文
活动课教案》。）

师：治好了词语宝宝的病，他们真开心，他们想邀我们做一个
“找朋友”的游戏（电脑出示题目）：

茂密的山水吸引水面

威武的树木守卫合作

翻滚的龙虾注视游客

秀丽的波浪密切祖国

（二）句子家族



出了“词语家族”，现在让我们进入“句子家族”，去看望
一下句子朋友吧？（电脑出现“欢迎来到句子家族”）师：
听说我们班的小神医们今天出诊，句子病人们早就排好队等
候着，你们看！（电脑出现一组句子）

１．春天，花园里开满了花，有迎春花、月季花、荷花、杜
鹃花……

２．喜欢唱歌。

３．像雪一样白。

４．做完作业应该详细地检查一遍。

（学生自己挑选病人进行诊治，很快完成了此项练习。）

师：治好了句子病人的病，句子小朋友也很开心，他们兴高
采烈地坐滑梯去了，可不知怎的，一个个从滑梯上掉了下来，
可能是滑梯组装得不对吧！我们小朋友帮他们去检查一下
（电脑显示一副由句子组成的大滑梯）：

１．借着楼道的光，我将教室的门锁好，走下楼去。

２．我关上楼道内的灯，摸着黑下了五楼。

３．写完作业，灯光通明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４．一夜要浪费多少电啊！于是，我转身上了楼。

５．我快速地收拾好书包，关了教室的灯，走出了教室。

６．走到操场，我忽然想起楼道内的灯没有关……

学生分学习小组讨论交流后进行排序，句子排列正确后电脑
出示：“谢谢小朋友！”



（三）篇章段落家族

师：“篇章段落家族”也有居民病了，你们想去治治他们的
病吗？（电脑出示：欢迎进入篇章段落家族）然后出示一篇
病症的例文，让学生相互讨论后修改。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五

自从进入小学，语文课就成为我们学习的重点之一。而随着
学习的深入，我意识到《小学语文》这一教材不仅丰富有趣，
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对语文学科的兴趣。通过课本中的课文、
作文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我逐渐明白了语文的重要性和深远
影响，也深刻体会到语文学习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
帮助和作用。

第二段：课文教学的魅力

《小学语文》中的课文教学以优美的词句、生动的情节吸引
了我的注意力。每当上课时，老师总是精心讲解，引导我们
去体会课文中的情感、思想和道理。通过课文的阅读，我不
仅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还培养了对文字的敏感，提高
了阅读理解能力。在阅读《小学语文》中的名篇佳作时，我
仿佛穿越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场景中，感受到了作者的情
感，学会了享受阅读的乐趣。

第三段：作文写作的乐趣和益处

《小学语文》也注重培养我们的写作能力。每节课后，老师
总是布置一些作文题目，要求我们按照规定的字数和要求完
成作文。在作文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思考，慢慢培养出了一
些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通过不断地笔耕不辍，我逐渐提高了
写作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字句堆砌，而是学会了运用
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丰富。写作
让我享受到了表达自我的乐趣，同时也让我懂得了语言的力



量和沟通的重要性。

第四段：培养对经典文学的热爱

《小学语文》中不仅有形式多样的散文和小说，还有许多经
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等。通过阅读这些
经典作品，我领略到了古代文学的魅力和哲理。这些作品中
描绘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以及道德境界，充满了智慧和启
迪。它们不仅培养了我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教会
我珍惜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爱情友情。正是《小学语文》
中这些精心挑选的文学作品，让我们的阅读不再枯燥乏味，
而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第五段：对语文学习的深层次认识与体会

通过对《小学语文》的学习，我逐渐意识到语文学习不仅仅
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更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语文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启发智慧、陶冶情操
的艺术。只有通过用心去感受和体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
它的奥妙和魅力。因此，我将继续努力学好语文，善用语文，
不仅为了考试分数，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己的
素养。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与学习，我们才能在未来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结

通过《小学语文》的学习与体会，我深刻体会到了语文学习
的重要性和意义。课本中的课文教学和作文写作，培养了我
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让我享受到了与文字对话的乐趣。
同时，《小学语文》中的经典文学作品也让我对人生和情感
有了更深的思考。通过学习语文，我不仅掌握了知识，更增
强了自信心和创造力。相信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继续更加
努力，用心去学好语文，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在未来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六

我是一名小学生，最近读完了一本名为《小学语文》的教材。
这本教材是我们小学语文课的教材，其中收录了各种各样的
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的经典诗文、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等。
通过阅读这本教材，我对语文课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在
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小学语文》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于阅读的影响

《小学语文》中的文章内容丰富多样，从古代至现代，各个
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所涉及。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不仅了
解了古人的智慧和思考，还开阔了视野。例如在《小学语文》
中，有古人的诗词和故事，我感受到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自然的赞美。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也
让我学会了赏析文学作品的方法，并且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
趣。

第三段：对于写作的帮助

《小学语文》中的写作篇章，不仅通过范文教授我们如何书
写好的文章，还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和写作技巧。通过这些
篇章的学习，我学会了如何构思文章、如何选取适当的词语、
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等。在阅读这些篇章的过程中，我不仅
提高了写作水平，还培养了我对语文的热爱。

第四段：对于思考的启迪

《小学语文》中的文言文和现代文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思考
启迪。古人的思想和智慧，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例如《论语》中的孔子教诲和《三字经》中的道德哲
理，都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和启发。而现代文中的人物形象和
情感描写，则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性和社会现实。这些
作品激发了我对社会问题和道德伦理的思考，并且在成长的



道路上给予了我指引。

第五段：对语文学习的人生感悟

通过阅读《小学语文》，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收
获了许多人生的感悟。我发现，语文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
一门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表达。通过语文学习，我学会了如
何沟通和理解他人，学会了如何欣赏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小学语文》让我明白了文学的价值，让我意识到了语文对
于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这本教材也激发了
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我渴望用自己的语言去诉说一段段感
人的故事。

总结：

通过阅读《小学语文》，我对语文课程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
解。它不仅拓展了我的阅读视野，还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启发了我的思考和思想。这本教材不仅是我学习语文的教材，
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我将继续坚持阅读和学习，
用心体验语文的魅力，让语文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七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一直热衷于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对于小学语文教学的认识和应用能力，我
参加了一期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通过这次培训，我不仅学到
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理论知识，也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
了反思和调整。在此，我愿意分享一些我在培训中的心得体
会。

培训的第一天，我们就进行了一场关于课程设计的讨论。在
这个环节中，我们小组就如何设计一堂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展
开了讨论。通过与其他教师的交流，我不仅了解到了其他教
师在课程设计上的一些新思路和创意，也学会了如何综合运



用多媒体、故事情节等元素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此
之后，我意识到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既重视知识传授，又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养是非常重要的。

在培训的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口语表达教学的研讨。
在这个环节中，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教师一起探讨了
如何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通过这次研讨，我明白了口
语表达能力在小学阶段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开始在
课堂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辩论，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
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我也利用课堂上的一些游
戏和活动来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
提高了我的教学效果，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度。

在培训的第三天，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阅读教学的研讨。在
这个环节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
的方法和技巧。在接下来的课堂上，我积极运用这些方法进
行阅读教学。比如，我鼓励学生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文章来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同时还教给了他们一些阅读策略和技巧，
比如划红线、做提纲等。通过这些技巧的应用，学生的阅读
能力和理解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于
阅读的兴趣和热爱。

在培训的最后一天，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写作教学的讨论。
在这个环节中，我了解到了一些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方
法和策略。在课堂上，我开始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
不仅让他们多读一些优秀的作文，还进行了一些写作指导。
同时，我还教给他们一些写作技巧，比如如何提炼主题句，
如何组织思路等。通过这些训练和指导，学生的写作能力得
到了明显提高，同时也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

通过这一周的培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理论
知识，也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我相信，通
过我的努力和实践，我一定能够将这些新的教学理念和技巧



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使我的语文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八

在这几个月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仅把自己平时的一点心得写
出来与大家探讨，希望大家能给予指导与帮助。在我个人认
为，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是枯燥乏味，毫无生趣的。记得我
小时候在语文课堂上时不时思想就跑别处去了，或困乏了。
但是，如果把音乐,美术和表演带到语文课堂教学当中去，其
效果却是迥然不同的，充分抓住学生的心理，这样可以达到
很好的效果。毕竟小学生生性活泼好动，他们对音乐,美术的
兴趣好比学语文的兴趣浓厚。

情景能发展人的思维,能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联想,并且给人无
限的美感，让人尽情想象，思索，潜移化地发展思维能
力．在语文课堂教学中适当地添加些音乐，或配乐朗诵，或
让学生唱一些与课文有关的歌曲，人仅能调节课堂气氛，给
人轻松愉快的感觉，还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在教学
《搭船的鸟》一课时，导入部分播放一只鸟在一条船上欢快
地歌唱的图片及鸟叫声，使学生感受到人与动物是好朋友，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是师生双方的交流，但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效果的
好坏，关键看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对小学生来讲，如果能
采用一种调动其积极性教学方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孩子的天性就爱动，有一种先天的表演欲望，我们在教学中
如果能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
在教学《盲人摸象》这一课的最后几段的时候，让学生充分
地通过表演，更好的去理解课文的真谛。可见，课堂的内容
已以一种生动可见的形式深入孩子的心灵。

语言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美术却是直观的艺术形式，
而且美术在启发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等方面有



其独到的效果．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合理地安排学生进行绘画，
不仅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而且能更深地
理解课文的内容．例如：在教学古诗《山行》这一课中，我
在讲解前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一
句时，先理解了词义，接着又根据词义画了枫林姿态的画面，
让学生通过图，不但了解枫林是什么样子的，还从课文上简
单的文字来理解，他们对此体会的很到位。打破传统的语文
课堂教学模式，沟通语文学科与音乐，美术学科的联系，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作为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困惑，那
就是大多数学生愁于写作。一到作文课就愁眉不展，感觉不
是没有合适的素材可选，就是语言匮乏，语句平淡无味。所
写内容缺乏吸引力，主题不突出，达不到作文的目的。面对
这种现状，我通过自己的一点探索，使学生及时走出这片窘
迫的境地。自从开展语文主题学习以来，我感觉不论自己还
是学生都受益匪浅，这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无疑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下面，仅就自己在课堂上的初步尝试谈一谈开展语
文阅读教学的实际效果。

组织课外阅读可以让学生学到一些习作知识，借此开阔学生
的视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积累丰富的秒词佳句，提高
写作技巧。阅读教学课必须目标明确，要求适当。每次上阅
读课事先说明要求，先利用20分钟时间让学生阅读自己感兴
趣的文章，再用15分钟摘抄自己喜爱的字句，之后针对其中
一篇阅读内容写出自己的感想。第二节课分组评比，各组选
出优秀读书笔记，当堂读给同学听，当堂评比。任务布置下
去，短暂的翻书声后，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从学生专注的
神态中，看得出同学们读得津津有味。

第二节先是小组内评选，接着选出优秀习作在全班读。精选
的三篇习作，其中一个同学读的是《十一支康乃馨》，他写
到：读后我想到了自己，作为妈妈的儿子，我以前没有像文
中的两兄弟一样去关心体贴父母。母亲今年四十多岁了，可



她每天还辛勤的工作来养活我们一家四口。我知道母亲是家
中的顶梁柱，而我却经常让妈妈给我干这干那，衣服全由妈
妈洗，我为此而感到羞愧！妈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
我的期望，努力学习，我要让您幸福的过好每一天。真是肺
腑之言，一切教育尽在不言中。

另一个同学阅读的是《鲨鱼与鲤鱼》的故事，得出了一个道
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第三个同学阅读的是《我是皇帝，我怕谁》。她是这样陈述
的：这篇文章讲了作者想去春游但遭到了家人坚决反对的故
事。这让作者感到伤心，只好偷偷溜走。这个同学联想了自
己在家中处处受约束的情况，结尾大发感慨：我要大声呼吁
我的家人，给我们这些可怜的小鸟一点自由吧，给我们做学
生的一点自主权，行吗？文章读后发人深省！

以上就是我上过的一次阅读课实录。实践说明，只要把阅读
还给学生，它将使学生受益无穷，并且受益是多方面的，可
以说是一举多得。

于老师虽然头发花白，但是精神矍铄。每次聆听于永正老师
的课，那种质朴总让人感到沁入心脾的清新，让人回味无穷，
真真正正深刻地感受到了于老师的“简简单单教语文”。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九

成语“一衣带水”中的“水”原指：()

a、黄河 b、长江 c、淮河

答案：b

成语“一衣带水”出自《南史·陈纪下》：“我为百姓父母，
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意思是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



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障碍。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有志于统一
中国，在北方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国力大增。而
当时长江南岸的陈朝后主陈叔宝却十分荒淫，不理朝政。他
虽知道隋文帝有意征伐，却依恃长江天险，并不把这事放在
心上。

一次，隋文帝向仆射高颎询问灭陈的计策，高颎回答
说：“江南的庄稼比江北成熟得早，我们在他们的收获季节，
扬言出兵，他们一定就会放弃农时，屯兵防守;他们作好了准
备，我们便不再出兵。这样来几次，他们便不会相信。等他
们不作准备，我们突然真的出兵渡江，便可打得他们措手不
及。另外，江南的粮食不像我们北方屯积在地窖中，而屯积
在茅竹修建的仓库中，我们可暗地差人前去放火烧毁它，如
果连烧几年，陈朝的财力就大大削弱了，灭掉它也就容易得
多了。”

隋文帝采取了高颎的计策，经过七年的准备，在公元588年冬
下令伐陈。出发前，他对高颎说：“我是天下老百姓的父母，
难道能够因为一条像衣服带子一样狭窄的长江的阻隔，而不
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隋文帝志在必得，派晋王杨广为元
帅，率领五十万大军渡江南下，向陈朝的都城建康发动猛烈
的进攻，并很快就攻下建康，俘获了陈后主，灭掉了陈朝。

小学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篇十

1、认识6个生字。会写8个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和由熟
字组成的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欢快、奇怪、亲切
的语气。

3、读懂课文，初步了解回声形成的原因，激发探索科学的兴



趣。

4、感受语言的美，体会文中展示的奥秘，展开想象，培养热
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读懂课文，初步了解回声的成因。

信息资料

1、生字词语卡片、图片或课件。

2、课前引导学生去生活中体验回声。

教学时数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切入举偶

1、谈话揭题：小时侯，老师很喜欢钻到空房子里或是到空旷
的山谷中，拉长嗓音不停地大叫：你是谁？谁在学我说话？
然后总能听到令人兴奋而又好奇的回答。课前我也让大家在
生活中去寻找这个感觉，你谈谈自己的体会吧！（学生谈感
受）（板题：回声）

（联系课前实际，拉近课文内容与学生的距离，激发学生表
达愿望，自然引入课文学习。）

2、揭题激趣：（板书：声）你们看这是什么字？平时你们听
过什么样的声音？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篇课文《回声》，看
到课题同学们想知道什么？(学生质疑。)好，下面我们就带
着这些问题自己读课文。



（因题质疑，培养了学生思考、提问的能力。同时了解了学
生的认知基础和学习动机及问题取向，有利于设计教学活动，
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率。）

对话平台

自读

引导学生明确学习任务，自读课文。思考：读了课文你知道
了什么？注意读准每一个生字的字音，划出带有生字的新词
以及不懂的词句。记下自己不明白的问题。

（培养自读能力，整体感知课文。）

识字

1、字卡出示我会认中的生字：呱哩圈纹碰返。

结合课文内容引导学生把识字与读文联系起来，强调重点字
音。如：呱：读什么？呱呱呱是谁的叫声？课文里的小青蛙
是怎么叫的？（指名读句子、指导朗读）；圈、纹：课文中
圈和纹可以组成词语一圈圈波纹。（出示）看看课文的插图，
找找一圈圈波纹是怎么样的？（指名）你能不能根据课文内
容用这个词语一句话？（出示课文插图。一圈圈波纹碰到河
岸又返回来。）

（结合语言环境，进行识字活动，避免了形式枯燥，做到了
识用结合，提高了识字效率，训练了学生语言。）

2、组内识字巩固。组织组间的识字比赛。

写字

1、出示我会写中的8个字，组织学生观察，分类学习书写。



2、要写的字中有三个左右结构的字，看看哪些字左窄右宽，
哪些字左宽右窄？指名说（洞、纹是前者，影是后者。）范
写。生描红，临写。同桌评一评。

3、观察。两个大口框的字圆，围。大口框和口字的写法不同
（口字的左右竖和右边的折向里收，大口框不向里收。）范
写。生写。

4、范写倒、游提醒各部分应该写的瘦长，紧凑一些。提醒写
字姿势。

（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抓住汉字的书写规律和特点，丰富识
字写字经验，提高书写能力。)

朗读

1、分组自由朗读课文，互相评议，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
帮助读书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2、指读。喜欢读哪段就读哪一段，师生共同评议。

感悟

1、组织学生通过读文，回答自己课前的问题或是在读书中弄
懂的.问题。回答，读相应的课文。

2、启发思考：小青蛙听到了什么声音？把有关句子画下来。
想一想，这些声音是小青蛙在哪儿听到？妈妈是怎样回答小
青蛙提出的问题的？把有关的句子画来。仔细读一读。

反思：

《回声》是一篇科学性很强的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童话故
事，形象地告诉了学生，和回声有关的知识。网上找了很多
教案，都是把重点放在了向学生介绍回声的形成这一块上。



但是我认为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识字朗读才是我们教学的重
点。作为这课的第一课时，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识字和朗
读上。本课的生字是呱、哩、圈、纹、碰、返六个子，相对
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很有规律，呱（口+瓜）哩（口+里）圈
（口+卷）纹（纟+文）返（辶+反），他们的读音有类似的地
方。而且有三个口字旁的字，识字是很有规律的。我的教案
中设计了两个合作的环节，小组合作识字和小小组合作朗读
课文第13自然段。主要体现合作的是第一个环节小组合作识
字。在这节课中我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这个环节，总结了一
下，觉得原因还是有很多：

1、让学生把方法写出来比较耗时，可以改成口头交流，比较
省时，效果也应该会不错。还有个别学生组词时有错误。

2、反馈花了大量的时间，是否可以寻找更好的方法。

3、学生对这个方法掌握得还是不够好。

4、任务分配还没有到位。

我想通过这堂课，在以后的班级小组合作中，我还要加强这
方面的训练，找一些更为省时的方法，学生之间的配合也需
要大量的时间去尝试琢磨。

第二课时

导入

复习巩固字词。同桌互考；看老师的口形说字，带读。

精读

1、教师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读出欢快、奇怪、亲切的
语气。分角色朗读课文。



2、启发小组合作读书，思考：

教师可以提供如下的提示：（出示句子，引导学生填空。）

青蛙妈妈带着小青蛙跳到岸上。她（）一颗石子，（）河里，
河水被激起（

）。波纹（），又一圈圈地（）回来。

（抓住课文的主要线索，突出重点部分，引导学生通过分角
色朗读，合作讨论，完成填空等活动，初步了解了回声现象。
培养了学生合作交流能力，提高了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水平。
）

3、教师运用多媒体或图片等，进一步解释声波，加深学生对
回声现象的理解。

4、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课件或图片，同桌或与周围的同学
互相讲解。

拓展

1、出示句子：暑假里，妈妈带着小明大山里去游玩。她们来
到山顶上，小明对着大山喊：喂，我来啦！对面的大山也喊
了起来：喂，我来啦！小明感到非常奇怪。妈妈笑着
说：___________。

小朋友都来做小明的妈妈，对你的同桌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呀？

（训练学生语言，发展学生思维，巩固学生对回声现象的认
知。）

2、平时生活中你认为哪里还可以听到回声？你能来解释一下
吗？



3、小结：关于声音还有许多奥秘，同学们课下去寻找吧！

反思：这篇科学童话借小青蛙遇到的问题和青蛙妈妈的讲解
向学生展示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回声。课文语
言浅显，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内容充满童真童趣，读起来
有一种亲切感。教学中我从文章内容和学生实际出发，通过
多形式的朗读，理解课文内容，提高阅读能力，激发学生探
索科学奥秘的兴趣。

大多数学生对回声的了解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甚至有
的同学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课前我鼓励学生到
大自然中去体会，丰富学生的感知。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充分
阅读课文，联系生活经验，运用图片或多媒体等手段，揭开
回声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