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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是克服问题
并取得进步的关键。通过阅读范文范本，我们可以更全面地
了解和把握不同文体和题材的特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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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整体素质.素质教育的重点
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
育的关键部分,是培养素质人才的'主阵地.随着素质教育的进
一步深入,要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优化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是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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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本册教材共有课文28篇，其中精读课文14篇，略读课文14篇。
除此之外，教材后面还编排有8篇选读课文，共36篇。全册共
分8组，每组包括导语、课例、口语交际。习作和回顾。拓展
四大部分。课例由4篇课文组成，精读课文2篇，略读课文2篇。
其中，精读课文后有要求认识和要求学会写的生字以及课后
练习题，而在略读课文前有一段连语，将前后课文紧密的连
接起来，并提示略读课文的学习要求。每组课文后面安排有
词语盘点、口语交际。习作、回顾。拓展、展示台、趣味语
文、课外书屋和成语故事。本册教材的特点：



(1)加强整合，围绕专题组织教材。

(2)安排“综合性学习”，全面落实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目标。

(3)加强导学功能，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

(4)丰富课本内容，拓宽学习资源。

2、教学目标

(1)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2)认字200个生字，会写150个生字。

(3)会使用字典、词典，有独立识字的能力。能用圆珠笔或钢
笔熟练书写规范的正揩字。

(4)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别人交谈。

(5)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6)能初步把握文章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能
复述叙事性课文的大意。

(7)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

(8)在交流中能认真倾听，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习惯。
听人说话能把握主要内容，并能简要转述。能清楚明白地讲
述见闻，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9)留心周围事物，勤于书面表达。能把内容写得比较清楚、
比较具体。会写简短的书信便条。能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
的词句。

(10)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有目的地搜集资料，提出不懂的



问题，开展讨论，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二、教学设想

1、加强班级管理，继续加强课堂常规教育和学生的行为习惯
养成教育，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努力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2、巩固汉语拼音，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

3、加强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口头和
书面表达能力。

4、一如既往的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5、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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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边疆建设者服从需要，扎根边疆，
建设边疆的志向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从而使学生受到思想感
染，陶冶高尚的情操。

2、指导学生概括课文中心思想，初步掌握概括中心思想的方
法。

3、自学生字词，理解并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

4、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体会爸爸借白杨表白自己的心愿的有关句子。



练习概括中心思想。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初步从内容中体会思想这一概括中心思
想的方法。教具准备：

《小白杨》歌曲磁带。

理解白杨特点及体会爸爸心愿的一些句段的文字。

教学过程：

板块一：创设情境，走进白杨世界

1、播放课件。课件的背景音乐为歌曲《小白杨》，画面为茫
茫大戈壁及傲然挺立的白杨。

2、学生看完课件后交流感受。

3、师导入：美丽坚强的白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
我们再次走进白杨的世界。

（设计意图：情境的创设拉近了学生与白杨的距离，为学生
作好心理铺垫，激发学生走进白杨的欲望。

板块二：初读课文，感知白杨形象

用自己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提出以下要求：

1）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联系上下文或利用工具书自学生字新词。

3）思考课文主要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设计意图：整体把握课文，为下一步解读白杨物象打下基



础，避免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阅读。

板块三：解读物象，勾画白杨轮廓

1、勾画白杨生长环境——大戈壁的轮廓。请同学找出描写大
戈壁的句子，并圈出重点词语。

重点体会词语：茫茫没有??没有??也没有??浑黄一体

2、勾画白杨的轮廓。请同学们找出描写白杨树外形特点的句
子，并圈出重点词语。

重点体会：高大挺秀；粗壮

3、想像轮廓

（设计意图：先把握物象，为后面体会精神作好准备，把平
面的文字变成立体的图画，让学生深刻感受白杨的正直、奉
献的光辉形象）

板块四：品读意象，探究白杨神韵

1、深情朗读爸爸说的三句话，在细细品读中体会白杨的神韵。

1）比较下组句子，反复朗读体会

白杨树在任何时候都是这么直，这么高大。

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

白杨树很直。

2）联想具体环境展开述说。

需要白杨，白杨就在____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



当风沙袭来时，白杨_____；当雨雪来临时，白杨_____；当
干旱来到时，白杨。

（设计意图：把眼中的白杨深化为心中的白杨。在语言的训
练熏陶中激荡起学生对白杨的崇敬之情。）

板块五：学习白杨，构筑精神家园

3、爸爸像白杨，在你们眼中还有谁像白杨？你们愿做一棵白
杨吗？

（设计意图：语文教学贵在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的品读，
得到情感的熏陶，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提升）

教学反思

对于“白杨”一文的教学，按课前预设共分为五大板块进行。
在预设中，每一个板块都给学生留下了足够的读、思、体验
的空间，体现了学生是学习主人的意识，因而收到了理想的
教学效果。

在“创设情境，走进白杨”这一板块中，利用音乐和画面的
感染力，让学生走近白杨，认识它驻守边疆，哪里需要哪里
扎根的奉献精神。动听的音乐流淌在学生的心上，每个人对
于音乐的都感受不一样。当学生听完歌曲欣赏完画面后，再
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学生都积极调动自己的语言积累，运用
自己掌握的表达方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有的感受到了
白杨的正直挺拔，有的感受到了白杨的无私奉献，有的感受
到了白杨的亲切朴实，拨动学生善感的心灵，掀起学生情感
的的波澜，课堂生成自然展现。在初读课文，感知白杨形象，
进而勾画出白杨轮廓这一教学环节中，我先让学生充分读文，
品味“高大挺秀”、“茫茫”“有的没有?也没有”等重点词
语，有意把白杨的外形与白杨生长的环境联系起来，让学生
感受到作者对白杨浓浓的情意。在此基础上，让大家把感受



到的画面描绘出来，这无疑又是为学生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
有的学生动情地用课文中的语句描述，有的学生创造性地加
入了自己想像中的事物，课堂生成在你渲我染中走向高潮。

在《白杨》教学的全过程中，我力求做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
语言表述能力和思维能力，力求能使本课有比较浓烈的“语
文味”。例如板块四中，利用具体环境展开述说环节，还有
让学生联系实际谈谈谁像白杨等教学预设，有效地训练了学
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分析与综合、想象与表达等思维能力，
学生在相互交流启发中激起课堂生成的美丽涟漪。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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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设计指导

一、教学设计的意义

1、教学设计在教学理论与实践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教学设计是指对整个教学活动所作的系统策划，是把一般的



教学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

2、教学设计为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提供条件

教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设计出低耗高效的教学过程，使
教学活动在人员、时间、设备使用等方面取得最佳的效益。

3、教学设计有利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

二、新课程语文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注重个性的发展。

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发挥师生双方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

关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正确导向。

课程内容面向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

强调发展性评价。

欣赏小学三年级语文:花钟

三、教学设计过程中存在的偏差

教学目的分析中的“知识结果中心”倾向。

表现为教学目的的确定通常是对学科知识内容的规定和对知
识掌握程度的概括性描述，没有明确体现能力素质的培养目
标。

学习分析中的“教材中心”倾向



表现为只注意分析教材知识内容的逻辑结构而忽视学生将如
何运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去学习知识的思维过程，忽视了如何
去发展相应的学习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问题。

教学策略制定中的“教师中心”倾向。

表现为只注意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的教学行为，缺乏对发展
何种能力的目标分析，脱离“学生认识主体”。

四、语文教学设计的过程

教学设计有两种情况:

一是预先设计，即在课堂教学之前，对教学的观念、计划和
规则等进行事前设计;

二是适时设计，即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的设计。

课堂教学具有“现场生成性”特征，教师的预先设计只能是
一种“设想”、一个“计划”，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鲜活的
“学情”作现场处理，随机调控。因此，课堂教学设计必须
有灵活的应变性和随机的可塑性。

预先的教学设计过程:

1、教学设计的准备

学习需要的分析

学习需要主要指期望达到的目标、学生学习的目前状况、学
习状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三项内容。

学习内容的分析

学习内容分析主要是分析学习内容的类型，确定学习内容的



范围和深度，揭示学习内容中各项知识与技能之间的相互关
系，明确教师应该“教什么”和学生应该“学什么”的问题。
给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提供指导。

学生特征的分析

包括学生的学习准备状态(学生对本学科学习已具备的有关知
识、技能的基础以及对有关学习内容的认识与态度)、一般特点
(儿童认知发展变化中，各阶段出现的一般年龄特征)、学习
风格(学生个体多种喜好、习惯或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
等方面的情况，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学目标的确定、
教学活动的安排、教学策略的采用等提供科学的依据。

2、提出创意和设计思路

第一，要明确以下思路:

一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二是要体现什么样的教学思想，有什么特点;

三是本课的作用和地位;

四是教学内容的性质、特点、难点和关键;

五是安排怎样的教学活动，要哪几个教学环节，采用什么样
的教学方式。

第二，要明确具体教学因素的设计，如教学环节、教学过程、
教学情景、教学资源等。

第三，要提出多种创意和多种设计思路，并在这些创意和思
路中选择最佳的创意、思路。

3、制定教学方案



语文教学设计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策略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结构设计、教学手段与媒体
设计。

4、实施教学方案

一方面要将设计方案付诸实施，同时还要不断地调整方案;另
一方面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适时教学设计。

5、教学设计的评价

教学设计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通过评价反思，为以后的设
计提供借鉴。

一、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

语文教学目标是人们对语文教学活动结果的一种主观上的愿
望，是对完成一个阶段的语文教学活动后，学生应达到的语
文行为状态的详细具体的描述，主要解决“为什么教学”的
问题。

预设教学目标，首先必须了解目标预设的一般要求:

预设的教学目标必须具备正确的目标表述要素，必须体现知
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统一。

应该把握预设语文教学目标的基本环节: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预设教学目标，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实际，
关注学生的发展。

目标是预设与生成的统一。在教学过程中，目标会发生衰减、
增益、变异，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实际，依据教学效果，对教
学目标设计的过程与结果进行反思与调整。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实例：小小的船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热爱大自然，初步树立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意识。

2.识字--12个;巩固学过的字;渗透性识字;初步接触多音字。

3.写字--6个;“小”作偏旁的变形。

4.词、语、句--学习“谁在哪里干什么”的句子;理解文中比
喻句的意思。

5.阅读--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背诵。

6.口语交际--“老师，请您评评我的字”

7.学法和习惯--基本掌握听读识字的方法;开始培养自检，互
检的习惯。

教学重点:

1.通过诵读，感受诗歌的意境，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初步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2.用听读法识字。

教学难点:用听读法识字。

教学方法手段:讲授、谈话、演示、创造性作业等。

教具准备:幻灯片，字词卡，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

1.古时候，人们就想飞到月亮上去，我国民间就有一个神话
故事叫，说的是人间有一个叫嫦娥的姑娘听说月亮上很美，
于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飞到了月亮上。当然这只是个神话。
现在我们人类不但已经登上了月球，而且还能乘宇宙飞船再
回到地球上来呢!

[说明: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2.今天怎么不见我们的好朋友丁丁了 ?

[说明:卡通人物丁丁更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

二、指导看图

1.示图:丁丁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他在月亮上?相机贴词卡
在图的相应位置: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蓝蓝
的天。

2.原来丁丁到月亮上旅行去了，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丁丁吗?

[说明:孩子的好奇心由此被激发。]

三、读文

1.板题，理解课题的寓意。

2.反复练习，读熟课文:

(1)自己练读，画出不会读的字。(2)教师带读，学生留意自
己不会读的字。



(3)学生再读课文，若还有不会读的字问一问旁边的同学或老
师。

(4)指名读文，众生评议。(5)教师范读，学生评议后标出停
顿。(6)齐读课文。

四、认字

1.示词组卡，全班认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2.板叠词卡，这几个词有什么特点?

示“弯弯的月儿”，比较“弯的月儿”弯?还是“弯弯的月
儿”弯?教师范读，生练读，同法练读“小小的船”、“闪闪
的星星”、“蓝蓝的天”。

[说明:留给学生发现的空间，在发现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
]

3.感情朗读课文:

丁丁说小朋友读的真好，把月儿读得弯弯的，把船儿读得小
小的，把星星读得闪闪的，把天读得蓝蓝的，他还想听小朋
友读一次课文，你们愿意吗?一边读一边想象可爱的星星、月
亮、天空。

[说明:充满童趣和美感的语言激发了学生强烈的表现欲，以
加深对诗歌意境的体验。]

五、认单字

1.示贴有字卡的小黑板:小朋友看，谁来了?

2.“谁来当当小老师?”会读哪些字就拿下字宝宝，领大家读
一次。



组词重点:里、月 多音字:只

3.小组合作识记一类字:

分析部件:只、尖、里 字理识字:月 数笔画:在、见

编儿歌:只、尖 猜谜语:月

[说明:沟通课堂内外，努力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拓宽学生
的学习空间。]

5.同座互检生字掌握情况。

[说明: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

6.游戏:猜猜他是谁?

[说明:游戏的魅力在于激趣。]

7.自由组合进行拼句游戏:摘果子，做拼盘。

[说明: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材料，进行变句的训练。]

六、音乐欣赏，感情朗读，练习背诵

1.播放歌曲《小小的船》，第一遍跟唱，第二遍根据自己的
想象做动作。

2.配乐朗诵，练习背诵。

3.丁丁说弯弯的月儿像小船 ，你觉得月亮还像什么?和周围
的同学说一说。

[说明:教学的结束并不是学生学习的结束，学习的延伸既有
趣又有意义。]



七、写字

1.观察书上田字格里的字，你认为哪个字难写?

[说明:由学生通过观察去发现，教师则以参与者的身份与学
生一起突破难点。]

2.多媒体演示“里”，“在”的笔顺，生书空。

3.余下的字，指名说笔顺，多媒体演示，一生领书空。

4.观察字的笔画在田字格里的位置，和同桌说一说，指名说。

5.指名二人在灯片上写字，众生观察，对比，评议。

6.学生练写生字。

[说明:基本书写技能的训练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7.口语交际训练:老师，请您评评我的字。

听课老师评点所写的字。

[说明:充分利用具体真实的交际情境，提高学生进行人际交
流的素养。]

八、课外作业

观察月亮的形状，看看月亮变成什么形状的时候，丁丁就该
结束他的旅行回来了。

[说明:教学的结束并不是学生学习的结束，学习的延伸既有
趣又有意义。]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万能篇五

一.通过看图学文，引导学生感受荷花的美，对学生进行审美
教育，并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加深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发展
学生观察、想象的能力。

二.理解文章的结构层次，训练学生有条理的表述能力。

三.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课文最后两段能背诵。
并通过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片段的略读，
《多美啊，野花》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阅读的
兴趣，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课前准备：

一段配合学生看图想象的音乐;一张挂图。

[课时安排]

二课时。

第一课时：导语。揭示课题。观察图画。带入情境。自学课
文。自学讨论。理清层次。讲读课文。

第二课时：复习阅读。教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
节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语，揭示课题。

1.小朋友，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王冕学画的故事，



知道荷花是一种很美的花，有个小姑娘非常爱荷花，她在公
园里仔细观察了荷花后，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们书上的
《荷花》(板书课题)。荷花又叫“莲花”。

(板书：莲花)

2.荷花的叶子叫什么?(荷叶，又叫“莲叶”。)

(板书：莲叶)

3.我们还学过一首古诗，里面也赞美过荷花，我们把这首古
诗背诵一下。

(师生一起背古诗——宋朝杨万里的《咏荷》)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还会结果呢，它的果实就是“莲蓬”。

二.观察图画，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荷花池边。

启发：那个小姑娘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荷花呢?你们看那一池荷
花就像这一幅美丽的图画。

(出示一幅彩色的荷花图，并且向学生提出看图学文的要
求。)

三.自学课文。



四.自学讨论，理清层次。

1.“我”去看荷花。

2.“我”看荷花。

3.“我”看荷花时展开的美妙想象。

4.“我”又回到看荷花的情景中。

综合板书：

我去看

看着

想着

看着

五.讲读课文。

(启发学生把这幅图当作真的荷花，使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
置身于情境之中。)

第一节：

2.指点：课文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
“，这就把荷花的特点写出来了。现在请同学们带着想象读
课文的第一节。

3.学生齐读课文第一节。

第二节：



1.学生默读第二节，要求很快地读。简单地说说“我”看到
些什么?

(出示小黑板。提供句式，分步训练)

我站在荷花池边看：

看到()荷叶();

又看到()荷花();

还看到()花骨朵()。

(小莲蓬)

要求学生用“又”“还”这两个连词口述一句完整的复句。)

2.进一步要求：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什么样的荷叶，什么样
的荷花，什么样的花骨朵。(进一步启发学生在上述荷叶、荷
花、花骨朵前面加上附加语，把句子说得更好、更美一些。)

例句：

(1)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到碧绿的荷叶，又看到雪白的荷花，
还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2)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
露珠，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摆，又看到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小巧玲珑，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躲在荷花中间张开笑脸。

(3)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露珠滚来滚去，
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舞蹈，又看到含苞欲放的花骨朵胀
得饱饱的，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在花心中藏着。

3.指点：小朋友已经说了荷花是雪白的，这是白莲，我们平



常看到的粉红的荷花叫红莲。荷叶的颜色是碧绿的，这就写
出了荷花色彩的美。

(板书：色彩美)

4.还有刚才你们说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荷花在微风中
舞蹈，花骨朵小巧玲珑，小莲蓬张着笑脸，这些是写荷花的
什么?(姿态)这样把荷花的姿态写出来，就把荷花写活了。

(板书：姿态美)

5.学生集体朗读课文的第二节。

6.这一节里还有两个字用得很好，你们看出来了
吗?(“冒”“露”

7.指点：“冒”出荷花亭亭玉立的样子。“露”来是躲在下
面的，而现在显露出来了，好像把头探出来了，露出来了，
这个“露”把小莲蓬写得可爱极了。

(板书“看着”加上“冒”、“露”、“美“三个字)。

8.(激起情绪，展开想象)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着，看着，
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一朵荷花。

表情朗读第四节。

9.课文中的小朋友是怎样看荷花的?

那么请小朋友们想想，表示看的时间长，表示看得很专心，
或者表示看时显出爱荷花的神情，可以用哪些词。

出示一块准备好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看着满池的荷花。”



(例：我久久地看;我默默地看;我目不转睛地看;我入神地看;
我凝神地看;我深情地看;我全神贯注地看。)

(通过语言训练明确认识，在学生理解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想
象带入课文情境。)

10.诱导：现在请小朋友久久地、凝神地、深情地来看这幅彩
色图。

(这时放轻音乐，学生随着柔和的乐曲，深情地凝视着图画。
其间轻轻地提示：“荷花翩翩起舞了”)

11.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进行想象性描述。

12.指导朗读：课文中的“我“爱”荷花，因为荷花非常之美。
现在就让我们深情地读课文。请同学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

(“想着”下面板书“爱”)

“自己仿佛”要读得慢一些，要像真的一样，好像看出了神
似的，“风吹来”“风过了”由动到静，要交代清楚。

13.戴上荷花头饰，表情复述课文。

学生准备。

提示;复述时要有次序，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要想想好。过
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而是在看荷花。

[板书设计]

荷花



色彩美

看着美冒露姿态美

风吹过来

想着爱

风过了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1.第一堂课我们学习了《荷花》一课，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把课文读一遍，要把描写荷花的色彩、姿态的词语读出美和
爱的感情来。如“碧绿的……”“嫩黄的……”。

2.学生齐读课文。

二.复习阅读。

1.你们读了这一课，最喜欢哪一节?为什么?

(“仿佛”就是“似乎”“好像”的意思，不是真的，而有真
的感觉的意思。)

请同学们按照这个意思用“仿佛”说句话“什么仿佛什
么?”“什么仿佛怎么样?”这样想句子就容易正确了。

(通过用“仿佛”造句，展开想象的翅膀，先同桌的同学相互
对讲，然后集体交流。)

例句：



(1)我看着小蝌蚪，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小蝌蚪变成小青
蛙了。

(2)我看着金黄的油菜花，看着，看着，我仿佛变成小蜜蜂钻
进菜花丛中去采蜜去了。

(3)我看着梅花，仿佛自己是一朵梅花，迎着寒风开放。

(4)我看着风筝，仿佛自己随着风筝飞向远方。

三.教补充教材。

1.《王冕看荷花》(略读)

(1)导语：刚才同学们用“仿佛”说话，说得很好。今天我们
学了《荷花》这篇课文，你们在一年级学习了《王冕学画》，
现在李老师再介绍一篇材料让你们读。

教师介绍读物：这篇材料是从一篇很有名的书《儒林外史》
里选出来的，写的是《王冕看荷花》。小朋友们很快地把这
材料看一遍。

(学生阅读课文)

(2)指导：这材料上有几个词是古文中的词，我们现在不，你
结合上下文读读，想想。(针对学生已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如《水浒》等。通过这篇节选的教材，意在指导学生课外阅
读的方法，联系上下文“猜读”，理解内容。)

“须臾”是什么意思?天气烦躁里的“烦躁”是什么意思?要
学会看注释，可以根据上下文猜读。

(板书：须臾、烦躁)

看注释：“须臾”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烦躁”是指天气闷热。



(4)这篇材料中有一句写王冕看荷花，看到怎样的程度?(突
出“人在画图中”)看这些长篇的文章要学会抓主要的。

(5)引导运用：现在我们想想在我们刚学的《荷花》这篇课文
的第四节末了，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来点明这一节的
中心意思，你们想想应该加哪一句呢?(“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原来板书的“风过了”后面加上“真是人在画图中”。)

(让学生运用这一句话，不仅是画龙点睛，而且也加深了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课文指导的意境的体会。)

2.《爱莲说》中的两句话。

(1)导入：由于荷花的色彩很美，姿态也很美，因此使人陶醉
在画图之中，其实荷花不仅外表美，它的品格也是很美的。
宋朝有个哲学家曾这样赞美荷花。

(教师板书两句话)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

(教师先在“甚蕃”、“淤”字上加上拼音，领读两遍，再启
发学生结合上下文讲讲“甚蕃”的意思。然后教师再完整地
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2)讲解：这两句话，前一句的意思是说，水上的、陆上的花
草，可爱的很多，后一句是说作者最爱莲花，爱它生长在淤
泥之中，却全身洁白不受污染，这是作者对莲花的内在品格
的赞羡。

(同学带着赞美荷花的语调读两遍。)

(3)学了这两句话，你们知道李老师要说荷花的什么美?



荷花更美的是品格上的美。

(板书：在原来“色彩美”“姿态美”下面加上“品格美”)

正因为荷花不仅外表美，内在的品格也很美，所以我们爱荷
花。我现在请小朋友用这样的句式连贯地说荷花的美。

板书：

我爱()，

我爱()，

我更爱()。

例句：

我爱荷花的美丽色彩，我爱荷花亭亭玉立的姿态，我更爱荷
花的品格，她出淤泥而不染。

(这里补充荷花的品格美，目的是把课文的中心思想再深化一
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加深对荷花的情感。
)

(4)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虽然身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但是保持
着高尚的品质，我们就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来赞美他们。

说话训练：

我们就来说蒲公英，你们自己出个题目吧。

(学生自拟题目)

题目很多，我们就挑朴素一些的“蒲公英“这个题目。根据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把蒲公英的美说出来。(引导学生在运



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发展学生的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板书：

蒲公英花外表美

茎叶内在美

种子

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思考。

例话：

蒲公英是一种常见的野花，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能生根发
芽，开出美丽的小花。蒲公英的花像小菊花，又像小小的向
日葵，蒲公英给它的孩子们每人一把伞，让风伯伯把它们带
到四面八方，在土壤妈妈的怀抱里，生根发芽。

我仿佛变成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跟着风伯伯飞过小河，飞过
高山，飞到日月潭，给台湾小朋友带去大陆小朋友的问候。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妈妈给我一把伞，风伯伯把我带到
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我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5.佳作欣赏。

(最后教师用表情朗读方式介绍了《多美啊，野花》，并发下
这篇读物。)

同学们回去好好读这篇文章，想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是怎样
赞美野花的，下次写蒲公英就会写得更好。

[板书设计]



荷花蒲公英

色彩我爱，花外表美

姿态美我爱，茎叶内在美

品格我更爱。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万能篇六

摘要：小学课堂讲求自由轻松，因此游戏精神的融入就是自
由的象征。语文学科在小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
当前儿童教育最基础的入门学科，对学生们培养兴趣具有积
极作用。游戏化语文教学可以帮助小学生提高学习热情，同
时也能提升语文学习成绩。现阶段，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游
戏化始终存在着误区及需要严加改进的地方，寻找合理科学
的解决措施让游戏变成有利的教学手段成为目前最关注的问
题。本文将着重分析小学低年级语文游戏教学设计与实施的
过程，通过相关案例分析游戏教学法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教学设计；实施过程

伴随着新课标要求的提出，传统教学模式出现了多种弊端，
因此受到诸多教师的关注。语文属于小学阶段最基础的学科，
改革的力度应该相应增大，并且寻找有力的措施。小学低年
级语文教学在新课标的指引下逐渐摆脱传统教学模式，通过
资深语文教师的不断探索，开始寻找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手段
与教学模式。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万能篇七

构建小学低年级语文快乐游戏课堂的探究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沙家浜中心小学李娜



语文包含语言和文化双重含义，对低年级小学生来说正是打
基础建立正确观念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时期。语文
学习不仅关系到读书和识字等最基本的功用，也是学生今后
培养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方法。小学
语文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学校在学生学习语文方面也投入很
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但许多小学生对语文学习兴趣并不
高，语文能力的提高也不是十分理想。这种现象与小学语文
的教学模式分不开。教师仍然主宰着课堂，学生以教师为中
心采取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对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等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必要转变小学语
文教学思想，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在语
文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注重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措施来培养不同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近年来，游戏教
学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小学语文也
应该积极主动探索采取游戏教学的方法，达到培养学生语文
兴趣、活跃课堂氛围、开拓学生思路等作用。

一、运用游戏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对低年级小学生来说，识字是他们首先面对的重要学习任务。
由于孩子年龄普遍偏小，精神集中的时间也比较短，对字的
记忆能力也不是很强。针对这种情况，传统的死记硬背的识
字教学并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还容易让学生对语文课堂产
生厌烦、枯燥、畏惧等不良情绪。游戏教学针对孩子的贪玩
天性，寓教于乐，让小学生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知识。
比如，在学习“人、手、头、上、长、高”等常用汉字时，
教师可以用学生熟悉的日常事务组成一个词组或一句话，让
学生通过上下语境的联系记住生字，“人”字可以用“好人，
坏人”“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等，“手”可以用“手
指”“手机”等，“头”可以用“光头”“小丽有漂亮的长
头发”等……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识字比赛或用字造句，表现
好的学生要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表扬，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
此外，可以让学生互相指认生字，这种方法能够活跃课堂的
氛围，不会让学生望字却步。



二、运用游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很难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长时间阅读，
用传统方法强行约束学生阅读并不能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往往适得其反。而阅读是学生今后学习不可或缺的
一项重要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采取适宜的方法让学
生主动集中精神读书。()有的课文可以让学生认识生字后，
分配给学生扮演课文中角色的任务。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对
扮演充满期待，在课后对照课文反复演练，不知不觉中加深
对课文的熟悉，提高阅读能力。比如：在学习《我叫“神舟
号”》时，教师可以随机抽取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嫦娥姐
姐”和“飞船弟弟“。学生在课后对照课文，分别扮演角色，
并按照角色要求设计台词。角色扮演游戏不仅能让学生仔细
阅读课文，领会课文的内在含义，同时能够丰富学生的想象
力，增强对阅读的兴趣。

三、运用游戏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

作文一直是衡量语文能力的重要标杆，也是让教师感觉难教、
学生感觉难学的最为头疼的一个任务。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教师布置作文题目，提出写作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挖
空心思将作文一个字一个字憋出来。这种写作方式让学生对
作文产生畏惧心理，同时为作文而作文的目的让学生苦不堪
言。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生活经历等特性，将游
戏融入作文，让学生备感兴趣的同时增强作文的乐趣。比如，
小学作文中经常布置的.写“我所熟悉的人”这个题目，学生
为完成作文字数要求而凑字数，让文章读起来不流畅、不传
神，造成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缓慢。而用游戏的方式布
置作文，将题目改成《猜猜这是谁》，要求描写自己最熟悉
的人，可以是亲属、同学等，但文中不能明确写出描述对象
的名称，只能描写肖像、动作、语言、事迹等。作文完成后
要求在全班面前朗读，每读一句就停顿一下，看是否有人猜
出是谁，看谁的作文最快被猜出来。这种游戏方式会让学生
积极动笔描绘，对增强学生主动作文、作文兴趣及作文能力



都大有裨益。

四、丰富游戏教学方式

小学低年级语文游戏教学方式不局限于上面例举的几种，教
师应根据课堂教学的知识点、学生的兴趣等采取丰富的游戏
方式，主旨是通过游戏让学生获得知识、感受语文学习的乐
趣。比如，有的教师采取接龙造句的方式让学生将知识运用
熟练。教师先在纸上写一个字后交个一个学生，学生用这个
字组成词语写在纸上再传递给下一个学生，直至组成一句完
整的句子。也有教师采取益智题竞赛、字谜抢答、幽默笑话
等方式让学生感受语文学习的乐趣。

教师不能只按着成年人的思维去传授知识，而是要将学习的
方法生成、知识的拓展迁移作为教学的宗旨所在，教师要在
学生的学习成长中起到促进作用。而要想学生在获取知识方
面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化为自发自主地学习，则要求教师在
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做足功夫，以游戏的形式让学生能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并最终达到爱学、乐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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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万能篇八

1．1提升交际能力：小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父
母的关爱，但是经过幼儿园教育这种传统的辅助模式也并未
改变，所以在实际的学习中，小学生缺乏必要的交际能力。
游戏教学属于小学语文中必要的辅助手段，有助于促进小学
生的成长。在游戏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让小学生们接受互动
交流的方式，通过相互的帮助可以提高小学生的交际能力，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方式。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
游戏教学方式的融入可以让学生利用自己最熟练、最中意的
方式传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姿态。经过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可以帮助小学生变得独立，从
而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

1．2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现阶段，很多的小学生都是独生子
女，因此在家庭中可能因为自己的长期独处，性格变得孤僻，
因此不善于和他人沟通，以至于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很
多孩子喜欢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在心理承受能力上显示出比
较弱势的一面，常常因为受到某些打击造成心灵困扰，从而
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有些学生会对老师及家长的指责产生
畏惧心理，无法与他们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经过游戏教学
方式的融入，使小学生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也能
掌握正确的表达方式。此外，游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与老师
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近，对学生认识自己、建立和谐友好关系
等有极大帮助。

1．3提高教学质量：传统教学方式始终存在着不足之处，特
别是现阶段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这种教学模式已无立足
之地。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们没有掌握培养学习积极
性的正确方式，从而让学生们逐渐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以



至于产生了厌学情绪，对日后的发展造成阻碍。游戏教学法
的加入，可以有针对性的分析小学生心理特点，然后经过相
应的游戏设置确立小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锻炼他们的学习
主动性，使他们在发展健康心态的同时，掌握扎实的语文知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