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培训项目 小学语文教
案(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借助插图、生活实际，结合诗人背景理解古诗大意，体会
诗人感情。

3、了解诗画特点，领悟本课借物言志的表达方法。

理解诗歌大意，欣赏诗中景物，领悟诗人情怀，学习表达方
法，感受古诗魅力。

一、以花入画，以画入诗，走进诗文。

1、以花的话题入画

2、学生交流。

师：清代诗人郑燮对兰花情有独钟，他专画兰竹，五十余年，
不画他物。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诗人郑燮的画作。

cai显示：《兰竹石轴图》、《兰石图》、《墨兰图轴》、
《山顶妙香图轴》



2、师：郑燮不仅爱画兰花，而且还用写诗的方式表达对兰花
的喜爱。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题于《山顶妙香图轴》上的古诗
《题画兰》。教师范读。

板书课题，学生读题、解题。

二、习文读诗，明了诗意。

1、自由读诗，读准字音。

2、指名朗读，集体正音。

3、再读古诗，读出诗的节奏与音韵。

4、全班齐读。

5、了解诗中大意,师配乐讲述

三、精读品诗，感悟诗情。

学习第一句

(一)看兰

学习第一句。

1、指名读第一句，思：兰花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印象?你从哪
里看出来的?(千山顶上头)

2、身边的兰花和这里的兰花进行对比：

3、指导读第一句。

师：是呀，而这里的兰花却是长在“千山顶上头”呀，这么
高!谁能把这种高给读出来呢?



学习第二句

(一)闻香

1、生：——突岩深缝妙香稠(课件显示)

2、师：香吗?闻一闻!(香)哪里看出来?(妙香稠)

(二)品香

1、初步理解“妙香稠”的字面含义。

师：香到什么程度?(稠)读出“稠”的感受。

2、进一步体会花香的“妙”

师：花香本是四溢的呀，为什么这里的花香却这么“稠”?请
你们再读读这句诗。

学生谈。

师：本该四溢的花香在突岩深缝间聚集，竟香浓到令人感到
粘稠，这是多么奇妙的花香啊!

来，再读这句诗，读出又粘稠又奇妙的花香来。

过渡：难道这里的兰花真有那么香吗?带着这个问题听听老师
下面的介绍。

3、进一步理解“妙香稠”的含义。

4、师：听了有关郑燮的介绍，结合郑燮的人生经历，这里
的“妙香稠”还暗指什么呢?

师：兰花啊，只有你高贵纯洁的兰花才能理解郑板桥呀!读第



二句诗。

5、全班齐读一、二句诗。

学习三、四句诗

1、师：你们再轻声读读三、四句诗，读懂了什么?

结合刚才的介绍，这里的的“喧闹”仅仅是在写兰花和兰花
脚下的浮云吗?

2、师：身处其中的郑燮是什么态度呢?(来不相知去不留)

是呀，这不就是郑燮的志向的表白吗?这里的兰花不就是郑燮
的真实写照吗?这就叫“借物言志”。(板书：借物言志)

3、小结。

4、指名读，边读边评价。

5、回归整体

配乐齐度读古诗。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二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洪、制、治、严、紧、因、事、
劲、终”9个生字，重点识记“洪、治、因、终”。在语言环
境中理解“洪水、制服、治理、因、终于”等词语的意思并
积累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重点读好第三节，感受大禹为制
服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坚决态度，初步体会他“舍小家为
大家”的精神。



3.能根据提示，运用本课积累的词语，说说对课文内容的了
解。

感受大禹为制服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坚决态度，初步体会他
“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1课时

一、激趣导入。

揭示课题：三过家门而不入

质疑：说说你的理解和不解

谁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

二、自读课文。

1.学生自己读课文，借助字典、老师、同学的帮助读准字音。

2.组内交流。

3.指名读，集体评议。

三、自学课文。

1.说一说大禹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2.学生自学。

3.小组讨论。

4.集体交流。

5.质疑问难。



6.答疑解疑。

四、分角色朗读课文。

1.学生分组练习。

2.推荐朗读。

五、开展讨论。

如果你是禹，你会放下工作，回家探望亲人吗?

六、进行拓展阅读。

同学们，我国自古以来洪水就特别多，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
民为了中国的水利而前仆后继，课文中的大禹就是其中最为
的中国治水利的英雄，那么，中国为什么多洪水?中国的水利
情况又是怎样的?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又又哪些内容是书上所没
写到的?大家可以选取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查阅一些资料看一
下，也可以写下自己的体会。

板书设计：

24、三过家门而不入

一过家门听骂声，

二过家门闻笑声，

三过家门哨口信，

治好洪水转家门。

作业朗读课文。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三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我渐渐领悟到语文教学的魔力。老师们
以生动有趣的教学形式，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神奇的语文世
界。语文课节奏明快，老师通过讲解课文、讲解知识点和引
导学生讨论等方式，将语文知识融入到我们生活中，让我们
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在语文课上，老师们会结合生活和故事，
让我们在游戏与学习中提升思维能力，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第二段：课文生动形象，感情投入

小学语文课程中，课文生动形象，充满了我们这个年纪特有
的童真与童趣。在诵读课文的过程中，老师们会引导我们发
挥想象力，进入故事的情境，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课
文内容。除此之外，老师们还会讲述课文中的情节和人物，
配以精美的插图，让我们感受到课文中的细腻情感。通过这
样的教学方法，让我们对于课文的印象深刻，更容易记住其
中的知识点。

第三段：互动性强，激发学习热情

小学语文课堂互动性强，老师们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
在课堂上，老师会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开口回答，激发学生
对于知识的兴趣。同时，老师还会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合作
完成任务等形式。这样的授课方式可以让我们在积极参与的
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互动式教学不仅增加
了学习的趣味性，也增强了我们的合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四段：启发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

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注重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他们会通过举例、引用名人名言等方式，引导我们思考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在课堂上，我们经常进行课文
分析和文本解读，这样培养了我们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



通过这样的启发式教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课文，思考问
题，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

第五段：小结与展望

总结而言，小学语文课堂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阶段，它让我们
体验到了语文的多姿多彩。节奏明快、思维开阔的教学方式
让我们充满了对语文的好奇和探索欲望。课文生动形象、感
情投入的教学方法让我们更易于理解和记忆课本内容。互动
性强、激发学习热情的授课方式让我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
启发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形式让我们更善于思考和
分析问题。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在语文这片广阔的天地中，
不断挖掘发现，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我坚信，在老师
们的引领下，我一定能够在语文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四

语文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科目之一，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
基础。语文考试是对学生语文能力的综合考察，因此，出题
环节十分关键。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在多年的教学实
践中积累了一些关于小学语文出题的心得体会，现将其分享
给大家。

第二段：题型设计

小学语文试题通常包括选择题、填空题、阅读理解题等。对
于选择题的设计，我会选取一些与学生生活内容相关的材料，
设置有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并进行推理。
填空题则要求学生较好地掌握基础知识，特别是词语使用的
准确性。阅读理解题目要注重题目的选材，选取一些有启发
性的文章来考察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推理能力。

第三段：内容设置



在设置题目的过程中，我注重选择与学生学习内容紧密相关
的话题。例如，对于第一单元《我的新同桌》，我可以出一
道选择题：“ 想学会迎接新同桌的同学，通常会首先向新同
桌尽哪些方面的请求？”选项包括A. 理解与支持 B. 关心与照
顾 C.帮助与配合 D. 接纳与信赖。”通过这道题，可以引导
学生理解课文并进行思考。此外，我还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
分析和推理能力，例如出一道填空题：“为了让人们能了解
到小动物的种类及其特点，下面提到的三种办法中，正确的是
（1）__________，（2）__________，（3）__________。”

第四段：难度把握

小学语文试题的难度要适当，既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又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来把握题目的难度。通常，我会设置一部分基础题，确保学
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对课文的感性认识。
同时，也会设计一些高难度的题目，通过选取一些启发性的
文章来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和创造能力。

第五段：答题方式规范

在出题的同时，我也非常注重学生的答题规范。我会在试卷
中明确规定每道题目的字数限制，引导学生准确回答问题。
同时，我还鼓励学生进行解题思路的展示，培养学生的表述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规范的答题方式，可以提高学生
的答题效率，确保试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总结：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总结，我认识到小学语文出题是教学
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出题环节中，我们可以注重题型设计、
内容设置、难度把握和答题方式规范，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
力和综合素养。同时，我们还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
方法，将语文教学更好地引导学生，提高教学效果。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五

成语“一衣带水”中的“水”原指：()

a、黄河 b、长江 c、淮河

答案：b

成语“一衣带水”出自《南史·陈纪下》：“我为百姓父母，
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意思是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
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障碍。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有志于统一
中国，在北方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国力大增。而
当时长江南岸的陈朝后主陈叔宝却十分荒淫，不理朝政。他
虽知道隋文帝有意征伐，却依恃长江天险，并不把这事放在
心上。

一次，隋文帝向仆射高颎询问灭陈的计策，高颎回答
说：“江南的庄稼比江北成熟得早，我们在他们的收获季节，
扬言出兵，他们一定就会放弃农时，屯兵防守;他们作好了准
备，我们便不再出兵。这样来几次，他们便不会相信。等他
们不作准备，我们突然真的出兵渡江，便可打得他们措手不
及。另外，江南的粮食不像我们北方屯积在地窖中，而屯积
在茅竹修建的仓库中，我们可暗地差人前去放火烧毁它，如
果连烧几年，陈朝的财力就大大削弱了，灭掉它也就容易得
多了。”

隋文帝采取了高颎的计策，经过七年的准备，在公元588年冬
下令伐陈。出发前，他对高颎说：“我是天下老百姓的父母，
难道能够因为一条像衣服带子一样狭窄的长江的阻隔，而不
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隋文帝志在必得，派晋王杨广为元
帅，率领五十万大军渡江南下，向陈朝的都城建康发动猛烈
的进攻，并很快就攻下建康，俘获了陈后主，灭掉了陈朝。



小学语文培训项目篇六

同学们，你们见过石榴吗？谁能来说说你见到的石榴？（请
几位同学说一说）同学们说得不错，老师今天要把你们请到
石榴园，请你们欣赏一下石榴的姿态。（点击光盘，欣赏视
频）

1．石榴园的美景把我们深深吸引住了，同时被吸引住的还有
一位石榴园所在地——山东枣庄的中学生。他用手中的笔记
录下了自己的咸受，就有了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石榴》
（学生齐读课题）

2．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描写石榴的？（点击光盘，欣
赏课文朗读）

3．同学们一定也想学一学，看看中学生大哥哥是怎么把石榴
写得这么美的。好，现在老师就请你们自读两遍课文。注意
老师的自读要求：

（课件出示自读要求：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课文读正
确、读通顺。2）标出自然段的序号）

3．老师要来看一看，课文的词语你们学得怎么样了？

（课件出示本课词语：抽出长出开出

枝条叶子石榴花

露出剥开红白相间

嫩绿绿黄色

火红



青绿色青中带黄黄中带红一半儿红，一半儿黄）

组织学生用“小弹簧”的游戏来读词。

4．观察词语，发现秘密

老师这样排词语，是有一定原因的。请大家看第一组，你看
出什么了吗？（动词与名词一一对应）请同学们根据这六个
词语练习说一句话。

第二组词呢？（多音字）眼睛真亮，奖励你们玩一个小游戏。
（点击光盘，玩游戏“练武厅”，以巩固多音字）

第三组词呢？（表示颜色）那老师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在一排？
（分别描写了不同的东西）对了，这样一理，文章描写了什
么你就会清清楚楚了。请你带着对文章最初的了解再去读一
读课文。

5．检查朗读

1．让我们一起翻开电脑老师送给我们的电子字典。（点击光
盘，看电子字典）

教师要相机进行“抽”、“扒”的义项选择训练，注
意“仿”的笔顺，练读“佛”的句子进行积累。

2．再来看一看，怎样把这些字写得漂亮呢？电脑老师这儿有
不少小秘诀呢！（点击光盘，看字形指导）

3．开始写字。

第二课时

教学准备：



1．本课课件

2．本课教学光盘

3．石榴实物

教学过程：

1．上节课我们初读了《石榴》一课，老师想先来检查一下同
学们的生字词掌握情况。请同学们打开自备本，听好电脑老
师报的词语，开始默写。（出示电脑光盘，进行听写）

2．开始校对。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学生齐读。

2．换词训练：驰名中外声名远扬闻名中外

3．教师小结：家乡的石榴园驰名中外，令作者感到骄傲，这
也是作者爱自己家乡的原因。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出示课件：词语）

谁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自然段的意思，可以用上老师提供
给你的词语。

（春夏季节，石榴树抽出了枝条，长出了叶子，开出了石榴
花。）

2．这一节描写了石榴花的哪些特点呢？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
第二自然段，思考思考。



（花的颜色、花的形态）

3．体会用词的精妙。

（出示课件：花越开越密，越开越盛，不久便挂满了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