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十分钟讲课教案(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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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十分钟讲课教案篇一

林炳姐完成本节课的教学后，我反思整个教学过程，认为有
两个方面的亮点需要我继续在教学中实践着。

1、整个课堂能够牢牢立足文本，通过读、说、演、再读等形
式，让学生充分与文本对话，仔细品味语言，对语言文字进
行再创造，激发想象，在脑海中浮现画面，去体味卢沟桥的
狮子的特点，并且模仿课文句式“有的……好像……”说话，
不仅激发了学生对卢沟桥的狮子更多形态的想象，也有对学
生进行了说话训练。这些都落实了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积累。

2、创设情境，体验感悟。卢沟桥的狮子大大小小，形态各异，
富有情趣。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把自己想像成那只威武或顽
皮的狮子，发挥想象。走进狮子们的内心，用语言、动作来
表现狮子们内心想法和活动，去体会狮子们的趣味和情趣，
使狮子们“活”起来。

存在的问题：

1、整堂课的内容过多，使最后一段课文的学习没有完全到位，
应该把第一段课文的学习安排到第二课时，在本课时把力度
和时间放到重点和难点上。

2、教学中教师要适当放手，采用学生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
在重点段第二自然段中，用五句话生动地描写了狮子的不同
形态。我先让学生读了之*事件的技巧，能见好就收，力争使



课堂时控恰到好处。其次，多研究每一个学生认识接受能力，
并在教学设计时依据不同程度的学生学习能力，设计分层要
求、训练，使各类学生都能吃得了、吃得饱。总之在今后的
教学工作中，我还要进一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不断完善每
堂课的设计，因材施教，分层要求，使学生学得轻松，学得
高兴。

小学语文十分钟讲课教案篇二

教学设计与评课是教学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一个在课前，一
个在课后；一个是准备，一个是回顾。中心都是围绕着上课
展开的。

一、关于教学设计的反思

1、熟悉教材。当你着手准备选用某一篇课文进行教学时，你
必须要对这篇课文非常熟悉，要做到“三读”。

一读写作者。作者把他的思想通过文章呈现在你的眼前，你
在读文的时候，不仅要了解作者在文中写了什么，你还要明
白他是怎样写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你不仅要读懂字面上
的东西，你更要想办法读出文字背后的内容，这就需要你反
复阅读，要逐字逐句地读，要边读边问。

还有如四年级《看不见的爱》，文中的母亲面对我的不解，
她说：“别的孩子都这么玩儿。”在这看似明白无疑之处，
其实蕴涵着很多很多的东西：别的孩子怎么玩？正常孩子的
玩与盲童的玩肯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位母亲不会不知道，
那么当看到别的孩子在玩打弹弓时，她会想些什么呢？这样
一追问，你对这位母亲的做法或许不会仅仅停留在母爱是伟
大的、母爱是无私的这样肤浅的、空洞的理解上了。

在不断自问、自悟的过程中，你会读透课文，读懂作者。



三读学习者。学生是你实施教学的对象，作为决策者的教师，
你必须了解你的学生，你要知道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
会有什么困难，他们已有哪些知识储备等等。

你在读作者、读编者、读学者的过程中，你也就读出了你自
己。

2、确定目标。根据教材的特点、教材的要求，结合学生已有
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从知识与能力，技能与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这三个纬度确定你的教学目标，明白你要教什
么。小学语文知识千头万绪，从教材呈现的方式来看是螺旋
递进的，又是交叉进行的。从学习过程来看，一般是非线性
的。在纷繁的内容中，你要重点明确，抓住主要任务。记住
前人说过的话：文章无非是个例子；我们不是教教材，而是
用教材教。现在你只是借助了教材这个例子要完成你的教学
任务。如《桂林山水》一文，它最大的特点是语言优美，成
语连成串，排比、比喻连成段；段落结构相似，语言表述相
仿，这些与本单元的其它几篇介绍各地美景的课文有所不同。
借助本文可以让学生感受语言的魅力，向教材学习规范的语
言表达。为此，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可以把主要目标确定为：
通过反复朗读感受桂林山水的美，并积累描写山水的词语、
句子；用对比、举例的方法把一个意思写具体。

3、选用方法。这一步主要是解决“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
围绕教学目标你要设计教学思路，选用教学方法。教学中每
一环节的安排、每一个问题的提出、甚至是请哪个学生来回
答，你都要尽可能地想好。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实现你的教
学任务服务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可行，那么你在选用的时候就要考虑
教学成本。这个成本不仅仅是你的付出，还要看学生的付出。
如果你的付出只是让部分学生得益，那么你以牺牲其他学生
的利益为代价，显然是不经济的。比如小组讨论，由于话题
不够集中，学生分工不够明确，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瞎聊一通，



即使后来有学生汇报，但汇报的内容往往不是大家的智慧，
若是这样，那么损失的不只是你的几分钟，而是全班学生每
人的几分钟！这个成本就太高。

再有，环节的安排也不可小视，哪个先讲，哪个慢做也有讲
究。课堂好比是一首乐曲，它有节奏、有起伏、有高潮。你
在过程的推进中要有自然的衔接、要有前进的助力、要有结
束的余韵。

总之，要设计好一节课是很不容易的，你不仅要熟知你的学
生，更要有对教材的独特感悟，对教学方法的了然于心。

二、关于评课的反思

1、评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正确。首先教师所教的是“语文”的内容。语
文课教“语文”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实际教学
中往往会“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语文课，
老师让学生把课文内容演一演，孩子们很投入，他们分角色、
排练、评奖；有时老师让学生把课文内容画一画，在画的同
时老师还不时地予以指点，最后不忘让学生评一评：谁画得
最好。这些活动，学生也在积极参加，教师也有指导，但教
师在课堂上所教的内容其实跟语文关系不大，对学生语文能
力的提高没有多大的帮助。

其次，教师所教的内容切合学生的实际，并与学生今后的学
习、工作、生活所需相一致。有些内容看似“语文”的，但
意义是不大的。如查字典，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查文后生字
表中的生字，并记下在字典中的页码。查字典的过程既不是
为了认读生字，也不是为了了解字意，而是要让学生记下页
码。显然，查字典的真正意义被记页码给冲淡了。

“21世纪的语文教育，应该打好两个基础，一是打好文化的



底子，二是打好精神的底子。”小学语文课就是要帮学生打
好这两个基础，教学生有用的“语文”内容。

小学语文十分钟讲课教案篇三

《秋天的雨》是一篇语言特别有韵味的写景美文。我在教学
之前便给它定位为重点让学生欣赏文章的语言的韵味，感受
秋天绚丽多彩的色彩美、美妙的声音，让学生以各种形式的
读来感受和想象。

教学中我首先以秋天的季节特点导入，然后配乐范读课文。
让学生听朗读，说说自己的感受。通过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通过词语分组让学生感受新词的层次，在这里我没有在田字
格里给学生范写，这是一个关键的失误，三年级的学生还不
具备独自认读、写字的能力，这一点以后我会多加注意。

重点讲第二自然段：看到了什么?让学生在读中抓住两个重点
句子：“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呀扇呀，扇走了夏
天的炎热。”;“红红的枫叶像像一枚枚邮票，飘呀飘呀，邮
来了秋天的凉爽。”读中让学生观察这两个句子并同桌讨论，
再说说自己发现了什么?然后拓展训练“_______像______”
的句式。在让学生欣赏优美句子的同时，让学生发挥想象，
能说能写。学习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感受秋天的色彩美。
说说秋天有那些颜色?理解“五彩缤纷”的意思。在重点字词
上，抓住“邮”这个字，用换词的方法，例如换成“带”可
不可以，让学生体会“邮”字的好处，并进行交流。

上完这节课，我感受很多，思考很多。有收获也有遗憾，教
学中，首先是师生都走进了文本，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同时
能较好地落实知识点并拓展，收到较好的效果。但也有遗憾，
安排计划只能是预设的，而课堂是多变的。当学生不能按照
我的预设回答问题时，我有一些手忙脚乱，安排欠妥，在某
些环节放开了没能即时收回来，造成时间不够，没有时
间“回读”感受也说明我的教学不娴熟，没有做到“教育机



智”。而且这篇课文应以读为主，但在指导学生朗读上功夫
不够，没有让人感觉到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有层次的进步的朗
读，应该让学生也尝试配乐朗读。

在安排课时上第一课时应该重点强调字词基础，把生字和生
词砸实，比如组词，多音字，偏旁等，让学生在预习的同时
自己来交流反馈。并且把练习册的练习当堂订正反馈。而我
在教学中省略了这些步骤，有失妥当。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
我还应该多多注重细节，灵活应变，争取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