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有关小学语文课文教案模板集锦十

篇 

小学语文课文教案 篇 1 

  第一单元本单元由看图学文《马踏飞燕》《伏尔加河上

的纤夫》，讲读课文《古诗二首》和基础训练１组成，小学

语文第十二册教案。 

  一、教学要求： 

  １、掌握生字，注意“膘、颈、咒、沮”等字的读音；

“龄、祭”字的写法；注意“载、兴、荷”等多音字的不同

意义。 

  ２、理解字词。能够辨析“宽广、宽阔”“繁重、沉重”

等近义词的意义及用法。 

  ３、复习汉语拼音字母表的顺序以及字母的大小写。 

  ４、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本单元课文，能背诵《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会默写《示儿》。 

  三、教学重点： 

  1、两篇看图学文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 

  2、古诗二首要让学生弄懂诗的内容及要表达的思想感

情。 

  四、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怎样观察事物，抓住特点表现中心，根据事物



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写作顺序。 

  看图学文 

  1、马踏飞燕 

  一、教学要求 

  1、通过了解“马踏飞燕”的特点，认识古代劳动人民

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卓越的创造才能，

增强民族自豪感。 

  2、学习从几个方面观察事物的方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运用

图文对照的方法理解课文内容。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1、继续培养观察能力。 

  2、图文对照，理解内容。 

  三、教具准备： 

  1、绘有铜奔马的挂图。 

  2、生字生词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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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卡》篇幅较长，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复杂，根据本课

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我分三课时进行这课的学习：第一课时

的学习目标是学生自己设计预习题目，要求抓住重点字词，

形式多样，有思考价值；第二课时交流预习成果，检查预习



效果；第三课时围绕课后思考题进行研究学习，理解课文内

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一、在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发现有的学生

设计的预习题很全面，很有创意，能够抓住重点，联系旧知

识，联系课外的知识，题量也很大；而有个别学生（有的属

于学困生，有的则属于习惯差的学生）则相反，一堂课下来，

这两种类型的学生的收获真是天壤之别。面对这种现状，我

开始想对策：对，在其他学生设计的同时，请一位学习比较

好的学生到黑板上完成，建议（或要求）后者模仿这位同伴

的题目去设计自己的预习题，这样，他们有了压力，也有了

动力，提高了他们的预习效果。另外，在进行预习成果交流

是，要做到人人参与，采用兵教兵的策略，让所有的学生都

能在展示自我的过程中收获知识，提高能力。 

  二、在第三课时的教学中，我通过“明确目标-自学自

悟-小组交流-全班交流-总结评价”的五步教学法，引导学

生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主人公悲惨的生活，内心的痛苦，美

好的向往。首先，我向学生提出学习目标：默读课文，思考

课后题，从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进行批注。接着，学生进行

自学，与此同时，我进行行间巡视，及时发现有价值的批注

及时进行交流，激活其他学生的思维。 

  之后，我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流，要求在组长的带领下，

将小组成员的理解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统一的认识，并选出



代表准备进行全班交流。最后，我组织进行全班交流。在交

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学生能够抓住关键性语句进行分

析理解，尤其是抓住了课文的第 8、10、15 自然段，感受到

了凡卡凄惨的学徒生活，有很多学生进行了动情地朗读，更

增加了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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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船长情急中果断处理理问题的

思维方法。 

  2、学习注意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3、学习本科生字、新词，联系用“模仿”、“风平浪

静”造句。 

  4、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抓住船上人与猴子的联系，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体会返航是“风平浪静”预估似的发生、发

胀和结果的关系。 

  教具学具 自制幻灯片鹏博士教育软件 

  教学时间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导入新课： 

  1、从《蛇与庄稼》这一刻，你知道了那些联系？学习



课文懂得了什么道理？ 

  2、今天我们来学习《跳水》一课，看这一课主要写了

什么和什么之间的联系？ 

  二、检查预习： 

  1、检查生字读音微机出示生字——开火车读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3、提问：跳水这篇课文的作者是谁？主要写了谁与谁

之间的联系？ 

  出示《资料》部分，了解作者 

  三、再度课文，了解大意，理清层次 

  1、出示幻灯片自学提纲 

  ①故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怎样？ 

  ②课文有机个自然段？每段写的是谁与谁之间的联系？ 

  ③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分段 

  2、学生按要求预习 

  3、讨论以上问题 

  四、细读课文，抓住联系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1、指导读第一段 

  找出写故事起因的句子 

  理解词语：取乐 显然 因而 放肆 

  （“显然”写出了猴子放肆的原因，“因而”写出了人

们拿猴子取乐的原因）。 



  2、指导学习-3 自然段 

  ①默读思考：孩子为什么要去追猴子？从那些词语看出

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②讨论回答 

  3、讲读第 4 自然段 

  自由读课文思考：从那些地方可以看出孩子遇到危险？ 

  微机出示插图：指导看图看最高的横木与甲板的距离、

横木的宽度，理解孩子的危险境地—难以转身 

  甲板上的水手怎样？ 

  4、讲读 5-6 自然段 

  指名读课文 

  讨论思考题：船长看到危险情况是怎么做的？ 

  大家为什么觉得 40 秒太长了？ 

  五、总结全文 

  六、作业： 

  1、朗读课文弄清各段之间的联系 

  2、抄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朗读全文 

  1、按学习小组朗读 

  2、总结提问： 

  ①课文主要写谁与谁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是怎样发



展起来的？ 

  ②孩子遇险是由那些原因形成的？ 

  ③孩子得救是由于哪几方面的原因？ 

  ④这一天“风平浪静”预估似的发生发展有什么关系？ 

  ⑤读了这篇课文逆向到了什么？ 

  二、联系用“模仿”“风平浪静”造句 

  1、找出稳重的句子读一读 

  2、指名口头造句并订正 

  3、学生书面造句 

  三、作业 

  1、抄写生词 

  2、预习《威尼斯的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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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认 7 个字，会写 12 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会文中小朋友的

创意。 

  3、懂得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遇事要善于动脑筋想办

法。 

   

  1、重点： 

  认字、写字、朗读课文。 



  2、难点： 

  朗读感悟。 

   

  自主探究识字、小组合作检查、分角色朗读感悟。 

   

  投影仪、生字卡片、课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猜谜激趣： 

  看不到，摸不着;花儿见它点头;小草见它弯腰。(板书：

风) 

  2、你知道哪些风? 

  学生畅所欲言。 

  3、今天我们就来画画风。(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识字 

  1、老师带来了 3 位小朋友。粘贴三个小朋友的头像，

请小老师领读他们的名字。 

  2、号召学生和他们三个做朋友，与他们三个打招呼，

作简要的自我介绍。 



  例如，宋涛、陈丹、赵小艺，你们好!我叫 XX;，很想和

你们做朋友。 

  3、卡片认读宋、涛、陈、丹、赵、艺六个生字了。 

  4、想一想、找一找：宋、涛、陈、丹、赵、艺这几个

字在我们身边哪些人的名字中出现了。 

  5、想知道这三位小朋友是怎样画风的吗?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要读准字音，读

通句子。有不认识的字互相请教。 

  2、出示生字显，多音字旗杆、呼呼地转。 

  3、出示课文的新词，认读词语。用自己喜欢的颜色在

文中把词语涂好。 

  4、指名分段读课文，正音。 

  5、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四、自读自悟 

  1、他们是怎样画风的?默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画

出答案。 

  2、全班交流： 

  ⑴ 随学生回答出示有关句子： 

  ① 她在房子前面画了一根旗杆，旗子在空中飘着。 

  ② 她在大树旁边画了几棵弯弯的小树。 

  ③ 他把画上的太阳擦去，画了几片乌云，又画了几条



斜斜的雨丝，说：下雨了，风把雨丝吹斜了。 

  ④ 她画了个拿风车的小男孩，风车在呼呼地转。 

  ⑵ 句子中的她他分别指什么，代进去读一读。 

  ⑶ 请学生上黑板画画文中的景色。 

  ⑷ 请学生给学生所画的景物配上文中的话，同时指导

朗读。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⑴ 小组合作分角色朗读课文。 

  ⑵ 指名一小组展示朗读成果。 

  ⑶ 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朗读课文。 

  五、指导写字 

  1、不要多笔画： 

  丹字只有一点。乌字中间没有点，加迠就成了鸟字。丝

字上边的两绞丝没有点。 

  2、不要少笔画： 

  忽字下面的三点，不能少。 

  3、结构： 

  显字上小下大、上短下长。忽、丝二字上长下短。杆、

眨、涛左窄右宽杆左高右低，眨、涛左短右长。艺字草字头

的横宜略长，下面的乙字折笔应尽量向左边斜，弯应写平，

钩直上。 

  4、生练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游戏引路，复习巩固生字 

  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你喜欢文中的 3 个小朋友吗?为什么? 

  三、实践活动 

  1、你有更好的画法吗? 

  学生畅所欲言。 

  2、小组合作，擅长画的同学画，擅长写的同学写文。 

  3、全班展示作品。 

  四、写字指导 

  眨左边是目字旁，不能少一横。涛字左边三点，右下还

有一点。杆、眨、涛左窄右宽，杆字左高右低，眨、涛左短

右长。 

  写字教学让学生自己发现规律。 

   

  这篇文章贴近学生的生活，语言简单质朴，学生很喜欢。

特别是你是怎样画风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有画气球、画

惊涛骇浪、画长发飘扬、画柳枝随风舞动、画举帆前进、画

风筝放飞、画树叶飘落、画小草点头、画龙卷风、画晒在竹

竿上的衣服、画窗帘等等，孩子的想象能力不亚于文中的小

朋友。同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画写几句话，积累语言，更是



培养学生写话的兴趣，把这样一幅作品收藏于成长记录册，

无疑是给孩子留下了宝贵的成长足迹!写字教学放手让学生

发现规律，教师适当点拨，从反馈的作业来看，转字的专的

竖折撇有不少学生写成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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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认识动物尾巴的特点。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点：认识动物尾巴的特点。 

  三、教学难点：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四、教学准备：教学课件、生字卡、动物头饰、录音带

等。 

  五、教学课时：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喜欢动物吗？今天我们一起去动物园

看动物好吗？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坐上去动物园的

汽车（播放汽车的音乐）。到了，请同学们坐好。 

  2、出示图片，问：动物园里有哪些动物？你们想知道

它们尾巴的特点吗？ 

  3、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 3 课《比尾巴》就能帮我们

找到答案了。请同学们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把书打开到第 3 课，一边看书一边听录音

范读课文，想一想这课有几小节？ 

  2、请同桌同学互相帮助来读课文，把生字读三次。 

  3、出示生字卡片，认读生字。（开火车、齐读） 

  4、这篇课文有多少个小节？（有 4 个小节。） 

  （三）、学习第二节。 

  1、请同学们齐读第一、二节，想一想：你知道了什么？ 

  2、贴动物图，问：这是第几节讲的？（第二节。） 

  3、指着没有尾巴的动物的图，问：这些动物的尾巴怎

样了？（它们的尾巴没有了。） 

  4、出示动物的尾巴图，问：它们的尾巴在这里，谁能

帮它们找回自己的尾巴？ 

  5、你是怎样知道的？（猴子的尾巴是长的，兔子的尾

巴是短的，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板书：长、短、像伞。 

  6、问：你们知道猴子的尾巴有多长吗？兔子的尾巴有

多短吗？ 

  7、问：比兔子的尾巴长的动物有哪些？与猴子比谁的

尾巴长，谁的尾巴短？ 

  8、小结：长和短不是一定的，要通过比较才知道。 

  9、问：你还知道有什么长，什么短吗？ 

  10、松鼠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伞是什么样子的？（学



生做手势来表示伞的样子。） 

  11、看黑板的板书来读第二节。 

  （四）、学习第一节。 

  1、在第一、二节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是什么符号？） 

  2、教师讲解：这是问号，用在问句的后面，表示提出

问题。 

  3、问：第一节提出了几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板书：

谁的尾巴、“？”。 

  4、学生练习说问句。 

  5、指导读问句。教师范读，指名读。 

  6、加上表示尾巴特点的动作来齐读第一、二节。 

  7、小结：第一、二节写得很生动，因为用了一问一答

的形式写出了动物尾巴的特点。课文里还有哪几个小节用了

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写其它动物尾巴特点的呢？ 

  （五）、学习第三、四节。 

  1、请同学们分四人小组来自学第三、四节，边学边想：

你学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2、问：你学到了什么？（A、尾巴的特点；B、三个问

句。）板书：弯、扁、最好看、“？”。 

  3、问：你还想到什么？ 

  4、指导朗读：男、女分组读。 



  （六）、做游戏《找朋友》。 

  1、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做游戏？老师有个要求：请同

学们在做游戏时要边看游戏的内容边练习背课文，好吗？ 

  2、这个游戏叫《找朋友》，想玩的同学请坐好。（教师

发动物及相关动物尾巴的头饰）戴动物尾巴头饰的同学站到

讲台前。开始游戏，（如：A、戴猴子尾巴头饰的同学问：我

的朋友在哪里？B、同学齐答：猴子，猴子快出来！C、戴猴

子头饰的学生走出来说：你的朋友在这里！） 

  3、看图加动作来背诵课文，再比赛背课文。 

  4、总结板书：这节课，我们学过了六种动物尾巴的特

点，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特点？ 

  5、小结：同学们说得很好，只要我们平时多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更多动物尾巴的特点。 

  （七）、练习（画一画）。 

  1、出示几种动物的图片，让学生来帮它们加上尾巴。 

  2、画完后让学生说说动物尾巴的特点。 

  （八）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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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前谈话: 

  师：（出示一足球）同学们喜欢足球吗？玩过吗？关于

足球你还知道什么？（在涉及课文的关键地方教师要强调。

比如禁区、点球、带球突破、射门等等。）教师相机板书：



射门 

  师：请同学们来欣赏一些精彩的进球录像剪辑。（学生

看，教师边解说球员带球射门，守门员边防被射门，而这精

彩的一面仅是几十秒的时间。） 

  一、揭示课题，引导质疑 

  多精彩的一瞬间，有个足球爱好者是这样描述的（课件

出示文章第一段）。学生齐读明白：射门进球对球员来说是

一种激昂雄浑的体验，对球迷来说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然后教师导入，可是在一次很重要的比赛中，一位非常

优秀的世界级球星却两次放弃了射门的机会。 

  把课题补充完，强调放弃。然后学生读题质疑。 

  估计会问： 

  这个球员是谁？ 

  是哪一场球赛？ 

  他为什么要放弃射门机会？（在什么情况下） 

  最后比赛结果怎么样？…… 

  二、重点研读，体悟情感 

  抓住两次放弃射门来研读。 

  第一次： 

  1.激励学生学学体育节目主播，把这段话变成一段现场

解说。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解说。可以合作说，也可以



现场演示，也可以朗读，只要充分去读，爱读就可以了。 

  3.展示学习情况 

  4.理解福勒为什么放弃了射门。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情况

（相机出示课件上的主要句子），想象福勒一脚射出后的结

果。教师相机补充：一个优秀的球员抽脚射门的力度最少也

达每小时120 公里。最大的是贝克汉姆达每小时 156.4 公里。 

  5.再次感情朗读体会 

  6.联系自己谈感受，福勒该不该放弃（学生可能会观点

不一，但是不要求统一）师：福勒在完成百分之九十动作时

收回了脚，这是在极短时间做出的决定，你们有过类似情况

吗？事后对自己的决定满意吗？而福勒呢？他对自己的决

定后悔吗？ 

  第二次：篇幅较短，所以朗读解决。 

  1.老师指导多次朗读。 

  2.再次讨论： 

  福勒应不应该放弃这次射门机会？学生再辩。老师借机

讲述一些体育精神如“更快更高更强”“重在参与”和现

实中一些弄虚作假所带来的后果。明白体育比赛的真正要义

是什么。 

  3.再次朗读。 

  三、延伸拓展，升华情感 

  1.创境激情：再次让学生用敬仰的目光注视福勒的相片，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8811005010

1007002

https://d.book118.com/888110050101007002
https://d.book118.com/888110050101007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