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小学语文教案集锦 6 篇
  

 

小学语文教案篇 1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绯红、镶嵌、按捺不住。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儿子那颗充满想象的童

心。 

  3．抓住重点句子“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

是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理解课文内容。 

  4．体会文中比喻句和拟人句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重点：1.体会儿子那颗充满想象的童心。 

  2.体会文中比喻句和拟人句的作用。 

  难点：理解课文最后一段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图片）。 

  教学时数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2 课时。 

  教学过程 

  一、疑问设置，导入课文 

  教师：同学们能来尝试着补充一个句子吗？ 

  1.出示：冰融化以后是——（水） 

  2.抽生回答。 

  教师：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补充的，请你帮忙评价一下这个句子对不

对？（出示：冰融化以后是春天。） 

  教师：是的，冰融化以后一定是春天！世界千变万化，答案一定丰

富多彩，就像这个孩子的童心一样。让我们用一颗童心去看世界，阳光

也会很活泼。（板书课题：阳光很活泼）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再来读读课文，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自己喜欢的语句。 

  三、学习生字词 

  1．出示本课的生字，指名学生朗读。 

  2．辨析生字，组词并理解词义。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3．出示下列词语，指名学生朗读。绯红镶嵌震撼起伏荡漾公正蔚

蓝开阔按捺不住 

  四、紧扣重点句，展开学习 

  1．出示重点句：“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

是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 

  2．自由朗读重点句（指名读、齐读），思考为什么爸爸说“阳光

也可以很活泼”，从哪几段可以感受到阳光很活泼？ 

  五、合作学习，熟读课文 

  1．再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你认为最能体现阳光很活泼的地方，

并多读几遍。边读边想象，边读边体会。 

  2．小组交流：把你找到的这些段落或句子读给小伙伴听，把你最

深的感受与组内同学分享。 

  六、观看日出，结合课文理解“阳光很活泼” 

  1．播放课件欣赏日出，真实感受阳光。 

  ①观看“日出”。 

  ②讨论：此时的阳光让你有怎样的感受？ 

  ③学生发言，结合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理解并读好有关句子。 

  2．重点句子的理解，课件出示。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①他看见太阳微微露出一点。但很快又害羞似的闪了回去。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说说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来突出阳光的活泼，特别是“闪”很有动感，也很有童趣。）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②太阳像个顽皮的小孩一样跳跃着，终于跃出了海平面，那太阳光

也随着起伏荡漾。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说说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来突出阳光的活泼，特别是“起伏荡漾”很有动感。）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③那阳光真的很美，很活泼，像顽皮的小孩子，像五线谱，像风吹

杨柳……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想象一下你眼中、心中的阳光像什

么？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来突出阳光的活泼与美丽）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3．选择自己喜欢的.有关描写阳光的段落或句子，带着自己的体会

与想象大声朗读。（赛读） 

  七、再读全文，体会插叙的作用 

  1.默读课文，为什么爸爸要给老师写这样一封信？想想这件事的起

因是什么？ 

  2.师：这篇__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说明爸爸看日出的起因？这样安

排有什么好处？ 

  ①把插叙部分提前，再自己读读，谈谈自己的想法。 

  ②介绍这种写作方法叫做插叙。 

  八、再读重点句，理解含义，拓展延伸 

  1.出示重点句：“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是

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 

  2.齐读，说说对这句话的新的理解。 

  3.想象老师第二天收到画和信后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

么？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九、总结 

  教师：“阳光很活泼”在老师眼中看起来是一个病句，可在亲眼看

过日出的父亲眼中却是最美妙最灵动的句子，我们要珍视对美的感受，

对美的热爱。学着尊重他人的独特感受吧。 

 

小学语文教案篇 2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讲读课文。讲的是两千年前，西门豹管理邺那个地方时，

通过调查，了解散到那里的豪绅和巫婆勾结在一起为害百姓，便设计破

除迷信，大力兴修水利使邺地繁荣起来的故事。__刻画了西门豹有勇有

谋，敢作敢为，与民作主，为民除害的形象。__在写作上主次分明，详

略得当。重点记叙了西门豹破除迷信的经过。描写了西门豹如何将计就

计，惩除邪恶，除害兴利，尤其是教育群众场面写得特别精彩。 

  教学对象分析： 

  三年级的学生对于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了解都比较少，加上学生

平时所看的课外书，很多都是趣味性比较大的书。对于这样的__学生的

兴趣不太浓，加上__的含义比较深刻，要体现西门豹做法的妙处对于三

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比较大。 

  设计理念：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是多元的，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的独特体

验，使他们能主动地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运用语文；在实

践中感受，积累语言；在实践体验、丰富情感，形成良好的语感。 

  设计特色： 

  从语言入手，体验情感，又熏导语言艺术；超越文本，提升语言，

感悟语言的无穷魅力。 

  教学目标： 

  1、会认 7个生字，读准确 14个要求会写的生字。理解部分分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弄明白邺这个地方越来越穷的原因，读好西门豹和老大爷的^对

`话。 

  4、学习本课描写人物言行、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受到破除迷信

的教育。 

  教学重点：找出邺这个地方贫穷的原因，理解西门豹是如何巧妙破

除迷信的。 

  教学难点：理解西门豹办法妙在哪里。 

  教学准备：幻灯片 

  教学过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第一课时 

  一、引入 

  同学们很高兴今天能到你们班来上课，听说同学们平时上课都非常

爱动脑筋的。希望这节课老师能认识到爱动脑筋的你。那上课前我们先

来互相认识一下好吗？师：自我介绍：我姓 times；名叫 times；times；。

你们也能用老师刚才的方式介绍一下自己吗？指几名学生自我介绍。很

高兴认识大家，原来我们的姓名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姓都是一个字。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个古代的人。简介“西门豹”板书课题——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1、生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想想课文主要介绍了西门豹做了一

件什么事？这一件事对百姓有何好处？ 

  2、指名简单归纳内容 

  3、学习生字 

  1）座位互读——指名读——全班齐读——开火车读 

  4、理解部分词语 

  1）再读课文，把不理解的词语在旁边打个小问号。 

  2）小组学习（方法：、联系上下文、结合图片） 

  3）汇报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三、理解课文 

  讲读课文第一段： 

  师：下面让我们看看西门豹他刚来到邺这个地方看到了什么？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其他同学在课文里划出相关的重点词语。 

  2、指名回答：板书：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3、理解词语：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4、西门豹为了解原因，摸清底细，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大爷来问

话，下面就请座位两个同学合作读一读西门豹和老大爷的四问四答，了

解那里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原因吧？（边学边画出有关的句子） 

  1）座位合作学习 

  2）指名回答板书：巫婆、官绅给河伯取媳妇 

  年年闹旱灾 

  3）听了老大爷的.回答，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些原因是什么？ 

  指名说：天灾、人祸 

  4）指导朗读老大爷与西门豹的^对`话。 

  指名读——师生合作读——生生合作读 

  四、拓展说话练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师：同学们都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西门豹明白吗？造成邺田地

荒芜的原因找到了，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作一个假设，假如当初魏王

派往邺的不是西门豹，而是其他官员，该官员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

会怎么说，怎么做？（指名发表意见） 

  五、总结： 

  而西门豹他有没有立刻把巫婆、官绅抓起来处死或者跟他们同流合

污呢？他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的做法妙在哪里呢？我们下一节课继

续学习。 

  板书：西门豹 

  巫婆、官绅（人祸） 

  田地荒芜给河伯娶媳妇 

  人烟稀少，年年闹旱灾（天灾） 

  第二课时 

  一、课件出示（西门豹的做法妙在哪里？） 

  1、探讨研究策略，自主合作研究 

  1）师：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应着重研究什么？又该怎么研究？ 

  指名回答：板书：说、做 

  2）师：找到了西门豹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句子后，又该怎么研究？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3）接下去就请同学们带着问题，仔细阅读课文，画出有关的句子，

读一读，体会西门豹的说法、做法巧妙在哪里。自己钻研好了的同学可

以与你的小伙伴交流交流。（学生朗读，画有关的句子，小组合作学习） 

  2、呈现学习结果，综合训练提高。 

  1）师：西门豹的做法巧妙吗？你是抓住哪些句子来体会的？（指

名说） 

  2）师：老师发现大多数同学是抓住西门豹的话来体会他做法的巧

妙的。的确，西门豹的话是话中有话，话外有意，那么，他当时是以怎

样的口吻说这些话的呢？请同学们试着读读这些句子，然后再在这些句

子中选一句你体会最深的句子，好好读读，读出西门豹的话外之话，话

外之意。（学生练读） 

  3）师：你们想先读哪一句？（指名读——评价——再指导读）从

读中体会西门豹的语气。 

  （其他的句子也用不同的形式让学生读，教师灵活处理，灵活指导，

通过师生评价、生生评价，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和习惯反复读，读出

感觉来，读出味道来） 

  4）师：西门豹不仅巧妙地惩治了巫婆、官绅头子，而且还教育了

老百姓，老百姓都明白了巫婆和官绅是骗钱害人的。书上说，这一天，

漳河站满了老百姓，设想一下，岸上的人们看了事情的经过会说些什

么？请你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对象说一说，然后写下来。（指名说）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5）师小结：大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都在赞扬西门豹，只不过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看来西门豹的做法的确巧妙呀！（板书：妙）这

以后为官的好好做官，老百姓不再相信迷信，人祸解决了，那么天灾呢？

课文写到了吗？齐读最后一段。 

  3、继续质疑问难，你还有什么问题？（指名质疑） 

  4、作业：完成小练笔。 

 

小学语文教案篇 3 

  两首古诗在内容上是有联系的，都是写童年生活的。在学习课文时，

既可以把两首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教学，让学生通过自学，体会其内

容上的相似之处，感悟童年生活因环境而不同，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

快乐；又可以重点学一首，放手让学生自学其他一首。对于四年级的学

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所以两种教学设计都是着眼于

学生的自主学习。 

  教学《牧童》可以这样安排教学环节： 

  一、介绍诗人，激发兴趣 

  大家听说过“八仙过海”的故事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牧童》

相传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写的。吕洞宾到底是不是神仙我们不知道，

但历史上确实有吕洞宾其人，他原名叫做“吕岩”，是唐代人。吕岩考

过科举，做过县令。后来唐代暴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时局动荡，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吕洞宾就带家人躲入山中修道。最后不知去向，传说他已经得道成了神

仙。 

  相信通过这一段导语，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会被大大的激发起来，

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想知道神仙写的诗会是什么样的，这时候我们要投

其所好，赶紧进入第二个环节的教学。 

  二、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这个环节主要通过三次朗读，达到对古诗的初步理解。 

  １、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古诗《牧童》： 

  要求读正确，读通顺。 

  ２、指名读诗，正字音。尤其注意“铺、蓑”的读音。 

  ３、反复多读几遍这首诗，通过，结合课文注释，想想词语的意思，

想想这首诗大体写什么。把不理解的地方勾画出来。 

  ４、指名交流，适时点拨。 

  通过以上的三读，学生对这首古诗有了自己的理解，但是自己的这

种理解到底准不准确，这时候需要教师适时的点拨，很自然的进入第三

个环节的学习。 

  三、再读古诗，理解诗意 

  这个环节可以分四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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