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实用10
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
条理地进行工作和生活，提高效率和质量。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五年级开学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由老师讲《马背小学》这
篇课文，非常有感触。

以前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时骑过马，非常颠簸，不舒服。而
哈萨克孩子在马背上出生，在马背上成长，甚至上学也依靠
牧区小学的老师用马做工具，驮着黑板和课本流动教学，他
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起我们要差得很多。但他们依然渴望
学习，渴望老师教他们知识，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学到知识，
才能让“电脑控制的现代化牧场、挤奶接羔的机器人、奶的
自动线和五彩的剪羊毛机”变成现实，马背小学给牧民们带
来了知识，也带来了希望。

与马背小学的哈萨克孩子相比，我们就太幸福了。但是就是
这样偏偏有好多同学不珍惜学习时光——上学迟到，上课不
认真听讲，开小差，放学不写作业，不带作业，还撒谎……
这样的缺点和错误只会让马背小学的同学们笑话我们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和马背小学的哈萨克孩子一起
实现美好的理想。

作者：青岛新世纪学校五年级一班 孙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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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1、学会生字新词，理解词语。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3、培养学生积累词语，养成积累的好习惯。

4、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5、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教学重难点

1、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2、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跟老师一起学

1、同学们，你的童年学校是怎样的?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马
背是牧区孩子们童年的学校，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走进牧区，
去了解那里的马背小学。

2、学习生字，初读课文，借助字典解决本课的文字障碍。

3、再读全诗，争取将字词读准确，语句读通顺，同时划出不
懂的词语。

4、重点解释词语：哈萨克 冬不拉 伊犁马

5、学习诗歌：自由朗读诗歌，思考：全诗围绕“马背上的小
学”写了哪些内容?



马背上出生、喂奶、练跑、唱歌…… 可见马对哈萨克人的重
要性。

你还知道哪些哈萨克人的风俗习惯?

7、每天清晨，朝霞在马背上升起，夜晚，星星在马背上闪耀，
牧区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练跑、唱歌，玩耍，你认为他们的生
活怎么样?(幸福、快乐)

自己再读前三节，将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读出来。

8、幸福快乐的牧区孩子，他们对未来都有哪些美好的憧憬
呢?用诗中内容回答。

9、想象诗中所描绘的画面，自己读一读，将他们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与向往读出来。

10、灿烂的美景与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不是遥远的梦境呢?为什
么?

11、牧区的老师带来了知识，她把草原儿女领进了知识的大
门，草原儿女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牧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12、一首浅显活泼的儿童诗，向我们展现了草原人民的生活
和他们美好的心愿。将它积累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也许将来
你就会用上它。

13、(1)背诵《马背小学》。

(2)搜集牧区实现现代化后的图片及文字资料。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马背小学是当代词作家李幼容的一篇现代诗。诗歌共分为七



小节，前三小节是写了哈萨克的孩子从小在马背上生活，四
至六小节写了哈萨克的孩子们盼望着过上现代的生活，最后
一个小节主要写牧区小学的教师用知识带给了他们实现的希
望。全诗语言优美，朗读富有节奏感。

二、教学目标

1、了解诗句的意思，能够大致理解诗中描述的情景，想象诗
歌所描绘的情景。

2、感受哈萨克族人民渴望更美好的现代生活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诵两首诗。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诗句表达的意思。

难点：指导作为城市中的学生正确地体会草原牧民的日常生
活及其内心渴望发展的心理。

四、教学准备：

主要采用朗读、诵读及以前学过的理解诗的方法来理解诗句
意思，并辅之以课件。

五、教学时间：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许多兄弟民族生活在一起。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描写哈萨克族的孩子生活和学
习的情形。

2、板书课题：马背小学

(1) 能谈谈自己读了题目生想到了什么或是有什么疑问吗?

(2) 相机指导：学生根据自己课前收集的材料理解伊犁马、
哈萨克、冬不拉等与本地学生生活所不同的词语。(课件提前
做好相关的资料图片，使学生对这些词语有直观的了解)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己尝试读诗歌。

2、同位或小组内互相读着听听。

3、检查自学情况。

(1) 指名读全文。

(2) 正音。

【三】、指导学习方法。

1、想一想以前我们学习诗歌时一般会运用哪些方法?

2、引导归纳：朗读、联系上下文、借助图、找出关键的词
句……

【四】、以小组为单位运用刚才所提及的方法进行讨论，师
巡视。

【五】、全班交流汇报。



教师相机给予指导、归纳。

(一)要点：

1、前三小节是写哈萨克民族的孩子自小与马的关系十分密切，
孩子们在马背上了解了生活，了解了世界。

2、四至六小节是哈萨克的孩子们畅想高科技能改变自己的生
活，并提出：“这难道是遥远的梦景吗?”

3、是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马背小学的教师为他们带来
了希望。

(二)读了诗歌，你能体会出作者写这首诗是为了告诉我们什
么?

一方面表达了哈萨克民族的人民渴望发展渴望过上更好的生
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知识是改变生活的方法。(学生概括的
只要意思能符合即可)

【六】、指导朗读

朗读全诗，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段落，说说自己为什么喜欢，
并读给全班的同学听。

【七】、想一想，马背是牧区孩子童年的“学校”，你
的“童年学校”是怎样的?

学生可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谈，生活是一所大学校，社会
是一所大学校，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在生活中得
到丰富的知识。

【八】、作业：

1、有感情地诵读全诗。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收集与本诗有关的材料：关于词作家李
幼容、哈萨克族等。也可以收集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资料。

七、板书设计：

马背小学

生活 希望

知识实现

八、课后反思：

本文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诗，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
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现代诗表达的感
情一般都比较强烈，本课选的这首诗也不例外。所以在教学
时我特别重视学生在读中感悟诗中表达的感情。为了激发学
生的朗读兴趣，我采用了齐读、指名读、比赛读、男女生对
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体会牧区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
未来。在本课学习中，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学生的自学能
力大大地提高，很多孩子查找到了马背小学的相关资料，加
深了对诗歌主题的理解，同时也开阔了知识面。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一. 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诗歌，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
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二.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新词，理解词语。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3、培养学生积累词语，养成积累的好习惯。

4、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5、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三. 教学重难点：

1、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2、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四. 跟老师一起学：

1、同学们，你的童年学校是怎样的？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马
背是牧区孩子们童年的学校，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走进牧区，
去了解那里的马背小学。

2、学习生字，初读课文，借助字典解决本课的文字障碍。

3、再读全诗，争取将字词读准确，语句读通顺，同时划出不
懂的词语。

4、重点解释词语：哈萨克  冬不拉  伊犁马

5、学习诗歌：自由朗读诗歌，思考：全诗围绕“马背上的小
学”写了哪些内容？

马背上出生、喂奶、练跑、唱歌…… 可见马对哈萨克人的重
要性。

你还知道哪些哈萨克人的风俗习惯？



7、每天清晨，朝霞在马背上升起，夜晚，星星在马背上闪耀，
牧区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练跑、唱歌，玩耍，你认为他们的生
活怎么样？（幸福、快乐）

自己再读前三节，将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读出来。

8、幸福快乐的牧区孩子，他们对未来都有哪些美好的憧憬呢？
用诗中内容回答。

9、想象诗中所描绘的画面，自己读一读，将他们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与向往读出来。

10、灿烂的美景与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不是遥远的梦境呢？为
什么？

11、牧区的老师带来了知识，她把草原儿女领进了知识的大
门，草原儿女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牧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12、一首浅显活泼的儿童诗，向我们展现了草原人民的生活
和他们美好的心愿。将它积累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也许将来
你就会用上它。

13、（1）背诵《马背小学》。

（2）搜集牧区实现现代化后的图片及文字资料。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时，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在反复诵读种培养语感。

2、鼓励学生积累优美的段落、词句，可以背，也可以抄写下



来。

一、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课文，题目是——《马背小
学》。齐读课题。

2、由课题，你想了解什么?(学生自由回答)

3、看来同学们对这个马背小学非常感兴趣，那让我们赶紧进
入今天的学习吧!

二、讲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读通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认识生字。

(2)思考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2、交流，讨论。

(1)马背小学在哪?

(2)马背小学与我们的小学有什么不同?(从教师、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等方面解答。)

3、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歌，看看你从中还了解到什么?

(我的美好愿望及对马背小学的喜爱)

4、那你喜欢马背小学吗?速读全诗，找出你喜欢的段落，读
给你的小组组员听听，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5、指名读喜欢的段落，说明理由后，请同学为他的朗读加以



评价。

6、看样子同学们对于课文的朗读都有自己的见解，让我们一
起再来读一读课文，读出你的理解。(配乐朗读)

三、总结，拓展：

2、马背是牧区孩子童年的“学校”，你的“童年学校”是怎
样的?

3、你能仿照课文，描写一段或者几段你的“童年学校”。

4、交流，修改。

四、作业：

1、完成并修改小练笔。

2、把马背小学介绍给你的朋友。

课后小结：这是一篇拓展阅读。这是一首文字浅显、文笔优
美的小诗，本文教师充分运用电教手段，激发学生兴趣，引
发学生大胆想象，在课堂上，教师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读课文，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通课文，读美课文。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六

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时，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教学要点：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在反复诵读种培养语感。



2、鼓励学生积累优美的段落、词句，可以背，也可以誊写下
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课文，题目是——《马背小
学》。齐读课题。

2、由课题，你想了解什么？（学生自由回答）

3、看来同学们对这个马背小学非常感兴趣，那让我们赶紧进
入今天的学习吧！

二、讲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读通课文，用自身喜欢的方式去认识生字。

（2）考虑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2、交流，讨论。

（1）马背小学在哪？

（2）马背小学与我们的小学有什么不同？（从教师、教学内
容、教学形式等方面解答。）

3、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歌，看看你从中还了解到什么？

（我的美好愿望和对马背小学的喜爱）

4、那你喜欢马背小学吗？速读全诗，找出你喜欢的段落，读



给你的小组组员听听，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5、指名读喜欢的段落，说明理由后，请同学为他的朗读加以
评价。

6、看样子同学们对于课文的朗读都有自身的见解，让我们一
起再来读一读课文，读出你的理解。（配乐朗读）

三、总结，拓展：

2、马背是牧区小朋友童年的“学校”，你的“童年学校”是
怎样的？

3、你能仿照课文，描写一段或者几段你的“童年学校”。

4、交流，修改。

四、作业：

1、完成并修改小练笔。

2、把马背小学介绍给你的朋友。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七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诗，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牧区的孩子从
小是在“高大魁梧的伊犁马”的马背上，伴着优美的“冬不
拉”旋律成长起来的。

这首诗的前三节描写的是牧民的现实生活，马背上出生、喂
奶、练跑、唱歌……这些都是哈萨克人的生活习惯，同时也
说明了“马”对于哈萨克人的重要性。第四、五小节是诗人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牛羊像星星在身边闪光，牧草像绿云



在脚下翻波涛”向我们描绘了牛羊成群，牧草鲜美的草原景
象。“机器人为我们挤奶接羔”，“剪毛机吐出来五彩的羊
毛”向我们呈现出牧民实现现代化以后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六、七小节由“这难道是遥远的梦景吗？”引起，说明诗
中想象的一切即将变成现实，因为牧区的老师“骑马来了”，
她带来了知识，她将把草原的儿女领进知识的大门，牧区儿
女从小掌握了科学文化本领，牧区的将来有了新一代的建设
者必将变得越来越美好。

要点提示

1.现代诗表达的情感一般都比较强烈，本课选的这首诗也不
例外，教学中应重视读中感悟诗中表达的情感。

2.现代诗行文比较活泼，但也有韵脚，指导朗读时应注意读
中体会，培养语感。

3.诗中许多优美的段落、语句，在引导学生自主的选择某一
小节体会读后，应鼓励学生积累下来，可以背，也可以抄写。

教学建议

1.教学这首儿歌时，要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朗读、感悟能
力上，朗读是最直接的语文实践活动，好文不厌百回读。”
可以采用齐读、指名读、比赛读、男女生对读等多种形式，
让学生体会牧区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未来。并且鼓励
学生边读边想象儿歌所描绘的画面，这样更加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想象力，陶冶美的情感。

2.对于学生个别不理解的词语，教师稍加说明，但不要过多
的解释，如：伊犁马、哈萨克、冬不拉等。

3.课前可布置学生查阅有关草原牧民生活的资料，有条件的



学校，教师可以找一些关于牧民生活、草原景象的录像，播
放给学生，使学生对牧民的生活有形象的感知。

畅所欲言

初显身手

查找关于马的绘画、摄影、邮票、雕塑和音乐等艺术品的活
动在学习了《天马》一文后即可组织，这是一次综合实践活
动，对孩子的鉴赏水平和综合素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
是在交流中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笔下生花

本单元的习作的内容是自由作文，为孩子创造一个轻松的环
境，学生才能充分展开想象，写出真实的思想和经历，自主
表达出单元的主题。习作指导过程中，可以多回忆前面学过
的文章，从中受到启示，打开学生思路。

习作后，老师的讲评课可以引导学生互评，悟出写评语的方
法和要注意的问题。

金钥匙

金钥匙的内容不宜单独出现，可以在本单元的教学中注意渗
透倾听中要注意的问题，渗透性地进行倾听习惯的培养，不
要急于求成，破坏了孩子们的积极性。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八

1、在语言环境中了解“形影不离”、“毅然”等词语的含义，
积累“管鲍之交”等表示朋友交情的词语。

2、朗读课文，尝试列小标题来概括事件的主要内容。



3、体会文章围绕中心选材，循序渐进地安排写作顺序的表达
特点。

4、感受鲍叔牙待友的情深意重，激发学生敬佩之情。

一、人物介绍，引入课题

1、师：同学们，如果说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那无数历史人
物便是一部部传奇。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传奇人物——
鲍叔牙（板书：鲍叔牙）这些成语和哪些历史人物有关？
（交流：扁鹊、勾践、蔺相如、廉颇）

2、师：谁来读一读关于他的介绍？

3、鲍叔牙是历一个大贤大智之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近鲍叔牙，
读一读关于他的故事。

4、补全课题，齐读，从课题上你读懂了什么？板书：真心待
友

二、了解事件，列小标题

1、轮读课文开头、结尾齐读，其他部分指名读，思考：为什
么这样读？（2—6；7—9；10—11）

2、发生在哪几个时间段里的事？按什么顺序写的？

板书：一起做生意时一起当兵时一起做官时（课文按照时间
推移的顺序选写了三个事例，其实作者这样写还有其他用意，
学到后面我们再来体会。）

3、借助填空，概括内容

5、小结：“助、护、为”三个字提纲挈领、突出了鲍叔牙是
怎么“待友”的。



三、学习三件事，感受鲍叔牙待友的情深意重

了解了文章的脉络，我们先看他俩一起做生意时，文章直接
写鲍叔牙真心帮助管仲的句子有哪些？边读边划边体会。

再默读他们一起当兵打仗时，在你最有感受的语句做做批注。

1、出示句子：鲍叔牙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做官，可能对管仲不
利，于是就决定向齐桓公辞官回乡。

师：这段文字和课文有什么不一样？（体会“毅然”就是坚
决的、肯定的，下定决心的意思）

2、舍身可以毫不犹豫，舍官却要下定决心，读读上下文，想
想什么道理？

3、鲍叔牙可不是贪图官职，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出示：身
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4、想象说话面对鲍叔牙的辞官，齐桓公挽留他说：“；”
（师：想一想这句话该读出什么语气？诚恳、称赞）管仲劝
他说：“ ”；（什么语气？坚定）一些大臣更是议论纷纷，
替他打抱不平，有的说：“ ”，有的说：“ ”，还有的说：
“ ”。但是第二天，鲍叔牙还是悄悄离去。

5、了解鲍叔牙这样殚精竭虑为朋友的原因

师：何必呢？为什么鲍叔牙要这样做？在书中找答案。

出示：鲍叔牙说：“我不这样做，管仲也会这样做的。我总
以为，他比我有本领，有胆量，总有一天，他会干出更大的
事业。”

师：更大的事业是指？（管仲的事业，国家的事业）管仲没
有辜负好友的一片真心，为了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
他还辅助齐桓公作了诸侯霸主，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被齐桓公尊为仲父。

6、小结：鲍叔牙是为了朋友，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放
弃自己的官职，舍弃自己的志向，他的胸襟是那样开阔，品
格是那样高尚！

7、创设情境：当管仲功成名就时，好多人都来夸他——人们
会夸：“ ”管仲会说：“ ”生我的是，真心待我的是！

四、总结全文

1、现在你们知道这三件事情为什么按这样顺序写了么？（真
心的程度越来越深，安排材料是循序渐进的，在自己的写作
中要加以借鉴）

2、鲍叔牙真心待友的故事流传至今，我们现在常用“管鲍之
交”这个成语形容朋友之间亲密无间、相互信任。

3、积累表现朋友交情的词语，齐读。你还知道哪些描写朋友
之间的成语或名言？

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管鲍之交生死之交

患难之交莫逆之交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九

《马背小学》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牧
民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小学五
年级语文《马背小学》优秀教案范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教材分析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时，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教学要点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在反复诵读种培养语感。

2、鼓励学生积累优美的段落、词句，可以背，也可以抄写下
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课文，题目是——《马背小
学》。齐读课题。

2、由课题，你想了解什么?(学生自由回答)

3、看来同学们对这个马背小学非常感兴趣，那让我们赶紧进
入今天的学习吧!

二、讲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读通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认识生字。

(2)思考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2、交流，讨论。

(1)马背小学在哪?



(2)马背小学与我们的小学有什么不同?(从教师、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等方面解答。)

3、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歌，看看你从中还了解到什么?

(我的美好愿望及对马背小学的喜爱)

4、那你喜欢马背小学吗?速读全诗，找出你喜欢的段落，读
给你的小组组员听听，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5、指名读喜欢的段落，说明理由后，请同学为他的朗读加以
评价。

6、看样子同学们对于课文的朗读都有自己的见解，让我们一
起再来读一读课文，读出你的理解。(配乐朗读)

三、总结，拓展：

2、马背是牧区孩子童年的“学校”，你的“童年学校”是怎
样的?

3、你能仿照课文，描写一段或者几段你的“童年学校”。

4、交流，修改。

四、作业：

1、完成并修改小练笔。

2、把马背小学介绍给你的朋友。

课后小结：这是一篇拓展阅读。这是一首文字浅显、文笔优
美的小诗，本文教师充分运用电教手段，激发学生兴趣，引
发学生大胆想象，在课堂上，教师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读课文，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通课文，读美课文。



一、教材简析

马背小学是当代词作家李幼容的一篇现代诗。诗歌共分为七
小节，前三小节是写了哈萨克的孩子从小在马背上生活，四
至六小节写了哈萨克的孩子们盼望着过上现代的生活，最后
一个小节主要写牧区小学的教师用知识带给了他们实现的希
望。全诗语言优美，朗读富有节奏感。

二、教学目标

1、了解诗句的意思，能够大致理解诗中描述的情景，想象诗
歌所描绘的情景。

2、感受哈萨克族人民渴望更美好的现代生活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诵两首诗。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诗句表达的意思。

难点：指导作为城市中的学生正确地体会草原牧民的日常生
活及其内心渴望发展的心理。

四、教学准备：

主要采用朗读、诵读及以前学过的理解诗的方法来理解诗句
意思，并辅之以课件。

五、教学时间：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并解题



1、谈话

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许多兄弟民族生活在一起。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描写哈萨克族的孩子生活和学
习的情形。

2、板书课题：马背小学

(1) 能谈谈自己读了题目生想到了什么或是有什么疑问吗?

(2) 相机指导：学生根据自己课前收集的材料理解伊犁马、
哈萨克、冬不拉等与本地学生生活所不同的词语。(课件提前
做好相关的资料图片，使学生对这些词语有直观的了解)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己尝试读诗歌。

2、同位或小组内互相读着听听。

3、检查自学情况。

(1) 指名读全文。

(2) 正音。

【三】、指导学习方法。

1、想一想以前我们学习诗歌时一般会运用哪些方法?

2、引导归纳：朗读、联系上下文、借助图、找出关键的词
句……

【四】、以小组为单位运用刚才所提及的方法进行讨论，师
巡视。



【五】、全班交流汇报。

教师相机给予指导、归纳。

(一)要点：

1、前三小节是写哈萨克民族的孩子自小与马的关系十分密切，
孩子们在马背上了解了生活，了解了世界。

2、四至六小节是哈萨克的孩子们畅想高科技能改变自己的生
活，并提出：“这难道是遥远的梦景吗?”

3、是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马背小学的教师为他们带来
了希望。

(二)读了诗歌，你能体会出作者写这首诗是为了告诉我们什
么?

一方面表达了哈萨克民族的人民渴望发展渴望过上更好的生
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知识是改变生活的方法。(学生概括的
只要意思能符合即可)

【六】、指导朗读

朗读全诗，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段落，说说自己为什么喜欢，
并读给全班的同学听。

【七】、想一想，马背是牧区孩子童年的“学校”，你
的“童年学校”是怎样的?

学生可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谈，生活是一所大学校，社会
是一所大学校，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在生活中得
到丰富的知识。

【八】、作业：



1、有感情地诵读全诗。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收集与本诗有关的材料：关于词作家李
幼容、哈萨克族等。也可以收集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资料。

七、板书设计：

马背小学

生活 希望

知识实现

八、课后反思：

本文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诗，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
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现代诗表达的感
情一般都比较强烈，本课选的这首诗也不例外。所以在教学
时我特别重视学生在读中感悟诗中表达的感情。为了激发学
生的朗读兴趣，我采用了齐读、指名读、比赛读、男女生对
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体会牧区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
未来。在本课学习中，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学生的自学能
力大大地提高，很多孩子查找到了马背小学的相关资料，加
深了对诗歌主题的理解，同时也开阔了知识面。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新词，理解词语。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3、培养学生积累词语，养成积累的好习惯。

4、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5、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教学重难点

1、能通过朗读感悟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2、通过学习感受牧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跟老师一起学

1、同学们，你的童年学校是怎样的?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马
背是牧区孩子们童年的学校，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走进牧区，
去了解那里的马背小学。

2、学习生字，初读课文，借助字典解决本课的文字障碍。

3、再读全诗，争取将字词读准确，语句读通顺，同时划出不
懂的词语。

4、重点解释词语：哈萨克 冬不拉 伊犁马

5、学习诗歌：自由朗读诗歌，思考：全诗围绕“马背上的小
学”写了哪些内容?

马背上出生、喂奶、练跑、唱歌…… 可见马对哈萨克人的重
要性。

你还知道哪些哈萨克人的风俗习惯?

7、每天清晨，朝霞在马背上升起，夜晚，星星在马背上闪耀，
牧区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练跑、唱歌，玩耍，你认为他们的生
活怎么样?(幸福、快乐)

自己再读前三节，将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读出来。



8、幸福快乐的牧区孩子，他们对未来都有哪些美好的憧憬
呢?用诗中内容回答。

9、想象诗中所描绘的画面，自己读一读，将他们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与向往读出来。

10、灿烂的美景与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不是遥远的梦境呢?为什
么?

11、牧区的老师带来了知识，她把草原儿女领进了知识的大
门，草原儿女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牧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12、一首浅显活泼的儿童诗，向我们展现了草原人民的生活
和他们美好的心愿。将它积累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也许将来
你就会用上它。

13、(1)背诵《马背小学》。

(2)搜集牧区实现现代化后的图片及文字资料。

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学工作计划篇十

这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时，全诗描写了牧民幸福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牧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教学要点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在反复诵读种培养语感。

2、鼓励学生积累优美的段落、词句，可以背，也可以抄写下
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课文，题目是——《马背小
学》。齐读课题。

2、由课题，你想了解什么?(学生自由回答)

3、看来同学们对这个马背小学非常感兴趣，那让我们赶紧进
入今天的学习吧!

二、讲读课文。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读通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认识生字。

(2)思考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2、交流，讨论。

(1)马背小学在哪?

(2)马背小学与我们的小学有什么不同?(从教师、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等方面解答。)

3、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歌，看看你从中还了解到什么?

(我的美好愿望及对马背小学的喜爱)

4、那你喜欢马背小学吗?速读全诗，找出你喜欢的段落，读
给你的小组组员听听，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5、指名读喜欢的段落，说明理由后，请同学为他的朗读加以
评价。



6、看样子同学们对于课文的朗读都有自己的见解，让我们一
起再来读一读课文，读出你的理解。(配乐朗读)

三、总结，拓展：

2、马背是牧区孩子童年的“学校”，你的“童年学校”是怎
样的?

3、你能仿照课文，描写一段或者几段你的“童年学校”。

4、交流，修改。

四、作业：

1、完成并修改小练笔。

2、把马背小学介绍给你的朋友。

课后小结：这是一篇拓展阅读。这是一首文字浅显、文笔优
美的小诗，本文教师充分运用电教手段，激发学生兴趣，引
发学生大胆想象，在课堂上，教师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读课文，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通课文，读美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