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语文备课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一

知识：读懂本次习作的要求，知道本次习作的内容是写一次
调查统计。

技能：能够运用数学课上学到的统计方法去研究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能力：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同学中作调查，将统计过
程，结果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情意：通过写调查统计，激发同学们的调查兴趣。

在习作中把自己调查统计的过程，结果，感受详尽地写下来。

对策：先根据自己作前所作的调查写下来，再进行小组习作
交流，然后合理地采纳别人的意见，进行修改。

在本次习作前，要求同学确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同
学中开展一些调查。调查要真实，尊重别人的调查意见，不
能弄虚作假。

修改；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学到的知识是用来运用的，
这不今天我们就用学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能用数学课上学到的统计方法去研究学习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那该有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你做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吗？

修改：学生各自回忆自己曾经所作过的调查研究，并向同桌
介绍，让同桌也来享受你的快乐。

老师想知道我们班上做过这样的调查的同学有多少？请举手。

还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正打算做调查的同学请举手。

修改：对于没参加过调查的同学，老师要求他们利用课余时
间对本班的学生来一次调查活动，调查前思考好调查的题目。

教师及时统计数据汇报结果：我们班上做过调查统计的同学
有41人，占全班同学的百分之六十七，暂时还没有对生活中
的问题进行调查的人有20人，约占百分之三十三。看来，大
家对开展调查活动都比较感兴趣。

今后，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开展的调查过程。要求：要说
清楚调查的原因及目的，调查的实施步骤。

例如：（1）统计每天完成各科作业所需的时间，产生了一些
想法，便向老师提出的建议。

（2）喜爱文艺的同学统计大家爱唱的歌曲，列出校园歌曲排
行榜。

（3）调查了解班级课外阅读的情况，从中发现同学们不同的
阅读爱好……..

1请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自己调查的目的，实施的步骤
一一列出来，可以用文字形式，也可以画出图表，形式不拘
一格。



修改；因为今年是奥运年，学生对奥运项目都比较关注，对
自己的喜爱的项目能娓娓道来，因此在交流时，收集到的资
料多比较贴近学生的真实想法。

2学生按要求各自进行整理。

3通过这次调查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请同学们根据统计的数据及结果谈谈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谈
谈自己的建议。

修改：要求学生把收集到的资料做成一张统计图表，根据这
张表，得出结论，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可以按照调查目的，通常经过，调查
结果，调查结论，这四大板快一一写作。也可以直接写一篇
完整的作文，一气呵成。

统计调查：校园歌手

社会环境

我最喜爱的奥运项目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二

1．读正确、流利。

师：这首诗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的。诗中只有一个生字，请
同学们学会这个生字后，再试着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生自由读，指名读，直到读流利。

2．理解诗句。



师：自由读读这首诗，看看这首诗是写什么的？你有哪些地
方读不懂。

生提出不理解的词：吟、铺、残阳、瑟瑟、可怜等。

师：谁会解释这些词？动动脑筋，看看课本中的插图，试着
理解前两句意思。

学生根据图，理解了残阳（夕阳〕，铺（照），瑟瑟（碧绿
色）。师画图，让学生标出“瑟瑟”和“红”。

师：后两句诗的意思你们理解吗？谁能把它的意思画出来？

师：看看这景色美不美呀，你们猜一猜“可怜”是什么意思？

生：我猜可能是“可爱”的意思。

师：正确。知道了“可怜”是“可爱”的意思，谁能说出诗
句的意思？

生说诗意，师相机指导理解“半”，“半”在这里，不是确
指。

师：欣赏古诗重要的是要进入诗的意境，感悟诗人的感情。
（范读）

生：在江边，傍晚到夜里在江边吟的。

师：说得好。（师勾勒诗人立于江边的简笔画，边画边叙述）
一个秋天的傍晚，诗人来到江边（投影：

诗中景色图），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看看图，想想看。

师：随着音乐提示，诗人站在江岸上，只见夕阳……江
水……这些美丽的图画你想象到了吗？（自由说，指名说）



师：请一位同学上来模仿诗人，把看到的美景说一说。

（指名读，师相机指导）

师：景色这么美，你看到后会说什么？

生：……

（用简笔画把学生带入当时当地的氛围中，同时用音乐渲染
情境。此时，教师用语言加以描述，帮助学生再现当时的景
色，体会诗人的情感，也可以用表演进一步体会情境。这样
加深学生对诗句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

三、感情朗读

（生自由读，指名读）

师：这么好的诗应该背下来。大家试着读读背背。

（生自由读背，指名背）

四、练习巩固

1．默写这首诗。

2．以《暮江美景》为题展开想象，写下诗中美丽的景色。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三

1． 了解引号的其他作用。

2． 积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名言、警句。

3． 理解文章题目的作用和意义。



4． 围绕爱国主义的话题，训练口头表达能力。

5． 记叙一位让你尊敬、佩服的人，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6． 运用学过的知识，自主批读短文。

1． 有关引号的不同用法的例句。

2． 题目需要作改动的短文。

3． 演讲稿例文、写人方面的习作例文

3~4课时。

1．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2． 回顾课文内容，再一次感受张钰哲、许海峰强烈的爱国
情怀。

3． 回忆以前学过的引号的用法

4． 小组讨论例句中的张星中华星零三个引号分别有什么作
用。

5． 师总结：引号还有特指和强调的作用。

1． 学生试读，注意停顿。

2． 师范读。

3． 学生朗读句子。

4． 学生说说自己的理解。

5． 指导学生记忆，背诵这四句话。



1． 默读短文，了解短文内容，思考：《中华星》《零的突
破》这两个题目有哪些妙处？

2． 学生汇报，师总结：好的文章题目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

3． 例举以前学过的好题目的文章。以前我们学过哪些课文
的题目好？说说你的理由。

4． 出示无题目的短文或文章（高大的皂荚树，秋天的怀念
等）让学生标题目。

5． 小组讨论并筛选较好的题目，和原文的题目比较。

6． 师出示练习题卡，（收集的一些无标题的'短文）小组讨
论给短文标出你认为好的题目。

7． 汇报交流

8． 师总结并提出要求，在今后自己写作文时，要认真思考，
给文章取一个贴切的题目。

1．了解国旗下的讲话，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激发学生对祖
国的热爱。

2．收集爱国故事，访问身边的人，谈自己的感想等不同的形
式，感受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

3．知道怎样演讲，能大胆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

1．课前学生收集爱国故事、图片资料。

2．教师准备升旗仪式的录像。



3． 几幅爱国英雄的图片。

1课时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讴歌祖国,唱响祖国的赞歌,举行一次
《祖国在我心中》的演讲比赛。(板书课题)

1．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举行升旗仪式。（播放升旗仪式的
录像。）

教师：看到无比庄严、神圣的升旗仪式，你想说点什么呢？

2．播放学校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的场面。

教师：同学们现在的心情一定很激动，一定也很想站在国旗
下来一次国旗下的讲话吧。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什么是国旗
下的讲话，国旗下的讲话都该讲些什么呢？生回答，师补充。

学生：情绪激昂，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

学生：要有合适的称呼。

学生：要有明确的观点，结尾要点明主题，发出号召。

3．出示爱国英雄图片。

教师：是呀,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们不禁想起了为祖国
成长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英雄们,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你们认识他们吗？认识的话就喊出他们的名字吧。

师选择其中一个讲讲他的故事。

师:让我们永远地记住这些爱国英雄。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
我们满腔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拿出
你们准备的英雄的故事，先在小组内演讲，小组评选出你们



组讲得最好的参加比赛。注意演讲的要求。开始吧，尽情地
讲吧。

1．宣布汇报会开始。

2．小组抽签上台，同学根据汇报情况做出公正的评价，选出
最优秀的汇报者。鼓励小组集体汇报形式，体现集体精神。

（评价标准由师生共同制定。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声
音洪亮，语言有感染力，内容符合此次综合性学习要求，内
容较为具体，了解途径不单一，表达了爱国情感。）

3．根据评价，给最优秀的汇报者颁奖。

同学们，今天你们以自己独有的形式表达了对祖国深切的爱，
老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牢牢记住：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
屹立于世界！老师更希望能从你们的行动中真切地感受到祖
国在你们心中。

板书设计

祖国在我心中 合适的称呼

明确的观点

点明主题，发出号召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四

1． 学习本文抓住景物特征、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法描写
景物的写法。

2． 体会本文融情入景、借景抒情的写作特点。



3． 理解作者歌颂大海的思想感情。

4．以作者对“海潮音”的审美情趣感染学生。

5．领会运用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描写海潮的艺术效果。

6．进行朗读指导，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1．这是一篇借景抒情散文。作者对潮声的描绘特别突出，作
者的心潮也随着海潮起伏，教学时就要抓住描写潮声的不同
和海面的变化领会作者的审美情趣。

2．本文是进行朗读训练的好教材。朗读训练与教材分析结合
进行。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古往今来有不少歌颂大海的文章，有的赞颂它浩瀚无垠，包
容万千；有的赞颂它巨浪滔天，无坚不摧；有的赞颂它深透
奥秘，令人`遐思神往。今天我们学习一篇也是讴歌大海的文章
《听潮》（板书）。潮，即海潮，是海水受到日月的引力定
时涨落的现象。这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作者给我们描绘
了潮涨潮落的海，让人感受到大海的伟大力量和它的雄壮美。

二、整体把握。

1、 先审题，为什么用听潮，不用观潮？

用声音塑造形象，因为是在晚上。

2、 课文从哪儿到哪儿是听的内容？（第4段算不算听潮的内
容？为什么？这是平常涨潮的情况）



3、 默读课文，按潮来前、潮来时、潮来后三个时间段，迅
速找出标志语，将听潮过程切分画面。

第2课时

一、 导入

上节课我们对《听潮》这篇课文进行了初步感知，先来进行
检测：

(一)字词

(二)将听潮过程切分为哪三幅画面？

这节课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作者听潮的过程、听潮的心情。

二、深入研讨

（一） 师范读潮来前一部分，考虑：

1、 此时海的特点是什么？用文中的一个词来概括。（静寂）

2、作者用哪些景物来表现静寂的？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拟
人、比喻）

3、 本文除了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之外，还从多角度描绘了
海的声音，看第8自然段，有视觉、声音、触觉、视觉角度。

4、找同学把这部分读一遍，这部分给你什么感受？（柔美）

（二）分析第二部分

2、 海醒之后有哪些动作?（掀、喘、转侧、打、伸、抹、踢、
推、咬）拟人.



3、 除了用各种景物表现大海的变化外，还描绘了大海的音
响，找出这些词。

（战鼓声、金锣声、呐喊声、叫号声、啼哭声、马蹄声、车
轮声、机翼声）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比喻、排比）

4、谁能把潮来时的这种兴奋、疯狂读的维妙维肖？找一个同
学读13---19段。

5、大家齐读一遍。

（三）自读潮退的部分，概括特点，说说给你什么感受？

二、 研讨写作目的。

1、 作者溺爱海不仅表现在对海潮的描绘上，还表现在听潮
的心情上，快速找出表现听潮心情的词，这个词反复出现了
三次，为什么欣幸？（位置好，潮并不是总有，而作者又溺
爱海，又赶上海潮）。

2、 这是作者爱海的表现，那作者溺爱海的原因是什么？
（自然魅力，更主要的与作者的人生态度有关）

3、 作者想表达什么？（生说、师介绍背景）

人生就像大海，既有安逸的时候，也会有波折的时候，但无
论是安逸还是波折都要一样的面对。

总的说来，作者对完整的、独特的大海形象的描绘，既抒发
了自己欣赏大海的雄壮美的情怀，歌颂了大海的伟大力量，
又表现了在人生道路上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

四、诵读

五、板书：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五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6个字只识不写，认识
一个偏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了解乡下孩子丰富多彩、幸福愉快的生活，培养热爱农村
的思想感情。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能正确、美观地书写生字。

3、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课时编号：025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引导学生观察、启发他们想象，来理解课文内容。

1、出示课文录像：

（放录像，学生欣赏）。

2、交流：（农田、小河、五颜六色的野花、小朋友在采野花、
喂猪、挖野菜）



说得真好，说明小朋友看得很细心，那么看了这段录像，你
们感觉怎么样？（景色很美、小朋友很开心）

1、请大家闭上眼睛听，边听边展开想象的翅膀，等会把你的
感受告诉老师。

2、播放配乐朗读——生说自己的感受。

3、打开书自己大声地读读课文，你特别喜欢的那个小节多读
几遍。

指名学生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节——生评价。

（1）乡下孩子在他们的爸爸妈妈眼里是什么样的呢？

谁来读第1小节？（出示）

老师听出来了，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看哪个小朋友能最先完成这个填空：

出示：

乡下孩子是_______________，

是_______________。

指名回答——齐说。

（音乐停），小朋友，这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学生说）

是呀，在妈妈的怀里，孩子多象一只欢快的小黄鹂呀！

对呀，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快乐呀，刚才老师还看到
有的小朋友边想边露出了笑脸，多灿烂呀，真象那盛开的野



菊花，美极了！

（5）让我们伴着音乐再次感受乡下孩子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贴“幸福”） ——拿起书让我们一起来美美地读读第一小
节。

（2）指名一对小伙伴读（评价）——生回答，师相机画出。

（3）假如你是乡下孩子，在这些事中你最喜欢做什么？为什
么？

你能把这句话读好吗？还有谁也喜欢读的，一起读读。

（4）小朋友，（师指图）除了课文上的这些事，你还想做些
什么呢？

（采野花、拾稻穗、割青草、逮蚂蚱??）

（5）采了野花，拾了稻穗、割了青草有什么用呢？你能照着
课文里的样子也来说一说吗？

出示：采一束野花，____________________。

拾一把稻穗，____________________。

割一篮青草，____________________。

捉几只蚂蚱，____________________。

说的真好，相信小朋友会把第2、3小节读得更好，让大家仿
佛看到乡下孩子们那有趣（贴）的`生活——齐读。

请读读最后一小节，用你的朗读来告诉大家。

齐声有感情朗读第四小节。



（2）出示“旷野”词卡，师述：“旷野就是空旷的原野。”
指名读好词语。

（3）农村虽然没有城市繁华，但是这里有阳光，有旷野，孩
子们多快乐呀。 谁再来读第四小节。——男女生比赛读。

1、乡下美，乡下的孩子更可爱，喜欢乡下吗？让我们一齐读
儿歌，把你的喜爱读出来，加上动作试试，老师给你们配上
音乐，我们就是乡下孩子，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儿歌读好。

2、这么美的儿歌能永远记在脑海里该多好啊！

小朋友自己试着背背——指名背——齐背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六

1、指导学生根据记忆，用绘画形式表现自己在妈妈的节日或
生日里向妈妈表达爱的场面，以及学习亲手制作送给妈妈的
节日或生日礼物。

2、进一步练习记忆画的构思、构图步骤，灵活运用造型手法
来表现人物及其活动情节。

3、引导学生主动了解妈妈的辛劳和对自己的呵护关爱，感受
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渗透母慈子孝的教育。

通过绘画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并敢于在一幅画中使用多种表
现方法。

引导学生对生活经历进行认真加忆，对形象素材予以合理组
织，提高想象力和绘画表现能力。

教具：彩笔、绘画纸、蜡笔、油画棒、胶水、剪刀、彩纸、
彩色厚卡纸、刮画纸、多媒体课件等。



学具：彩笔、绘画纸、胶水、剪刀、彩纸、彩色厚卡纸、刮
画纸等。

集体交流：哪些日子是妈妈的节日？（母亲节、三八妇女节
及妈妈的生日）

以分角色表演的形式将自己小组创设的情景表现出来，同学
们进行讨论评述。

1、浏览一组场景图片，启发学生回忆和构思。

2、欣赏同龄人的作品。

3、欣赏马蒂斯、夏加尔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体会其画面的
构成与主题的表达。

鼓励学生用绘画的方式把自己为妈妈做的一件事表现出来。
引导学生注意构图、色彩搭配等问题。

1、在表现“妈妈，我爱你”这个主题时，可先让学生将“我
在干什么”或“我送给妈妈的礼物”放在画面的显著位置上，
可以用绘画或拼贴加添画的方式来表现。为学生提供一些家
具、家用电器等一般家庭常见物的图片资料，提示注意主体
与背景间的色彩搭配。

2、向学生展示一幅表现妈妈的画，展现这幅画是怎样“变”
成一张贺卡的。可以将绘画内容内折，让绘画纸的反面成为
贺卡的封面，然后添写上送给妈妈的话，写上名字。

1、根据记忆画出给妈妈的惊喜。

2、独立或合作完成送给妈妈的手工礼物，教师巡视指导。

将完成的作品展示出来，经过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
在充分肯定学生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



送给妈妈。

妈妈是无私伟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妈妈。课后每个同
学为妈妈送上一句温馨的话。提醒学生收拾整理桌面，打扫
教室卫生。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七

修改习作，抄写习作

修改习作，抄写习作

修改习作，抄写习作

课件

导析法

一、指导修改

1、教师"不厌百回改。""好是改出来的。"说明习作必须经过
反复推敲、修改，才能令自己满意。军合刚才的佳作及一些
同学谈的经验，自己好好修改自己的习作吧！

2、自己再次修改。

3、同桌互评互改。

二、誉正经修改后自己满意的习作

三、习作讲评。

1、明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习作讲评

2、下发习作本。学生认真阅读教师的点评。与同桌分享成功



的快乐

四、教师这次习作的成功之处，指出存在的不足

五、习作展示：出示自制课件

1、优秀习作展示。

2、进步习作展示。

六、

通过本单元的习作训练，你有哪些收获？

大语文备课教案篇八

1、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圆圆的沙粒），什么样的沙粒？
（再读，突出圆圆的）

2、师问：在什么地方见过沙粒？

（一）过渡：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颗沙粒并不寻常。

1、读课文1、2行。读读，想想，它不平常在哪里？

2、它是怎样说的呢？再去读课文，用读告诉老师。抽读——
齐读

3、是呀！变珍珠是它的梦想，成为有用之材是它的目标。它
十分真诚地向同伴们说，（引读沙粒说的话）板书：要变珍
珠、（梦想）

4、实现了吗？读读课文的最后一段。

（二）过渡：沙粒是怎样变成珍珠的呢？（评价）



1、读3—5段，从“坦然”你知道了什么？（说和读相结合）

2、同伴们是怎样嘲笑的？男生读；面对嘲笑沙粒怎么做的？
女生读。

板书：嘲笑——坦然

3、面对嘲笑圆圆的沙粒是坦然的，不在乎的！对此，沙粒们
议论纷纷。议论了什么往下读。

4、抓住“……”，思考沙粒们还会议论什么？认为沙粒还将
失去什么？

（三）过渡：沙粒为了梦想坦然的面对了嘲笑，为了实现自
己的目标，舍去了美丽的阳光，奇妙的海景，梦想在它的心
里从来没动摇过，放弃过！

1、引读10——13自然段。（时光，各式各样的议论，圆圆的
沙粒）

2、问：13自然段“……”6个圆点，你知道了什么？

（四）

1、引读14自然段。时间过去了多久？

2、瞧！它在这里。躺在贝壳温暖的怀里，美吗？读（多么美
丽的珍珠啊！）用课件出示

3、观看课件。

4、珠光闪闪、耀眼的它迎来了别人的赞美（多么美丽的珍珠
啊！）

5、同伴们怎样说的？（是他？）



6、短短的一句话，读出了什么？

7、珍珠怎么回答的？一如往日的真诚，再读。

8、可是，愉快的背后是怎样的艰辛。读5自然段；愉快的背
后又是怎样的不容易。读9自然段。

10、是呀！成功是钥匙在哪里呢？有了梦想还需要什么？
（出示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