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 小学语文教
学设计(精选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一

知识与技能目标：正确读写6个生字新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内容。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自主合作学习，理解重点句段，联系
生活实际，领悟文章蕴含的道理，体会借物喻人的写作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够感悟到作者所表达的育人的道
理。

教学重点：理解种树人的话和“我”从中感悟到的育人的道
理。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介绍种树的经验、道理和方法仅是一个
比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育人之道。

（一）课程导入

1、写课题、读课题，引入：这是一种树的名字，它生长在热
带雨林地带。今天，让我们跟着作者一起去看一看。打开课
本，放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读通句子，读错的地方
重新读，读完一遍后举手示意。



2、反馈：

（1）新词认读要求：正确、响亮

（2）你想提醒大家注意哪个字的写法？

（3）读到“优雅自在、勃勃生机”这两个词，你眼前仿佛出
现了怎样的景象？

（二）整体感知

提问：同学们，课文中的种树人，他种树的方法与你想象中
的一样吗？默读4～11自然段，找一找他是怎样种树的？作者
看到后的心情又是怎样的？用波浪线划下来。

1、朗读出“奇怪”：

（三）精读课文

假如你就是如今长成大树的桃花心木中的一棵，你想说些什
么？请同学们课后写成一篇读后感，下节课我们一起交流交
流。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二

1、在感情诵读中，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山河的情
感。

2、抓住中心句，了解草原的辽阔、美丽与欢腾。

3、认识本课11个生字。

1、从字里行间体会草原的辽阔、美丽与欢腾。

2、读出自己对课文的感受与理解。



3、学习本课写作方法，练习写作。

一、课件引入，激发情趣。

1、以谈话的方式带领学生轻松的走进快乐读书屋。

同学们，你们喜欢快乐读书屋吗？这是一座神奇的小屋，走
进它，不仅能丰富我们的读书内容，还能展示我们的读书能
力。这节课我们共同走进快乐读书屋七，来欣赏一处驰名中
外的天然牧场---锡林郭勒草原，板书齐读。同学们，你们见
过草原吗？今天，老师就带领你们去美丽的大草原看看。

2、教师的解说伴随着课件中优美的景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

（师）在那风光旖旎的草原上，20多条小河潺潺流过，乳汁
般滋润着绿色的大地，300多个大小湖泊幽幽镶嵌，明镜般倒
映着丽日，蓝天，广袤的草原一望无际，鲜花竟相吐艳，百
鸟争艳，这就是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

3、从课题入手，学生理解“锡林郭勒”的含义。

（师）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草原上，锡林郭勒是它的名
字，锡林郭勒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水草丰美的地方。下面就请
同学们走进课文，走进锡林郭勒草原去感受它特有的美吧！

二、采用多种方式读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教师组织学生自读课文，感知全篇内容。

（师）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如：大声读，同桌
合作读，分自然段读，比赛读等，读的不通顺和含有生字的
词语多读几遍。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师）请小组内的同学互读课文，比一比谁读得正确，流利。

３。指名分自然段读文，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生）广阔美丽欢腾的世界

（师）板书

（师）出示小黑板（不但，而且不仅，而且既，又）

三、读中体会，读中感受，想象赏读。

1、浏览课文，理清脉络。

2、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自由读，教师适当指导读，引
导学生能够进行个性化朗读。在读中体会、想象，感受草原
的美。教师可以指导读、学生试读、师生评价读、学生展示
读。读出自己对美妙的自然风光的感受。

（师）你觉得哪里写出了锡林郭勒草原的广阔与美丽？

（1）（生）读“蓝天底下，满眼绿色，一直铺向远方”一句

（师）蓝天底下，满眼绿色，一直铺向远方，这究竟是怎样
的景象呢？播放蓝天图片

（生）这里的天真蓝呀！这里的草一眼望不到边！

（师）那就让我们带着对它的赞美的语气来读吧。

学生试读



（师）你们有多大，你们就算是十来岁的孩子，站起来看一
看自己有多高。是的锡林郭勒草原是草的世界，在这么深的
草丛中捉迷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多有意思呀！请你读
出其中的情趣吧。

学生试读、师生评价读

（生）湖水

（师）有多清亮呢？

（生）清亮的可以看见水中的小鱼。可以看见水中的石子。

（师）你能用“湖水清亮的可以----”来说一说吗？

学生练说

（师）难怪书上说这湖水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宝镜一样，那就
让我们带着美好的想象把这美丽的感受读出来吧。

教师可以指导读、学生比赛读。

（师）这么生动的描写，这么优美的句段，你们想不想把他
记住。那我们背一背试试。

你们背的这么快，有什么好方法？交流一下。

（生）一边想象一边背；熟读成诵；抓住重点词语。

（师）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共享。

3、略读第四自然段。

（师）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满眼都是绿绿的青青的野草，
清风一吹，那活泼的可爱的草就会翩翩起舞，好似那绿色的



海浪，那清亮的湖水就像宝镜一般。展现着灵动的画面，这
就是美丽迷人的锡林郭勒草原。好似把我们带入了仙境一般，
令人心情舒畅，陶醉其中，这里不但广阔而美丽，还是个欢
腾的世界。

（师）同学们自由朗读。边读边想：是因为什么才使锡林郭
勒草原成为一个欢腾的世界？

学生练说“因为----所以-----”

（师）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幸福吗？快乐吗？生活在草原上
的动物自在吗？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愉快的心情读出他们的幸
福吧。

学生练读。教师指导读。分组比赛读。

（师）从你们动情的朗读中老师感受到你们已经深深的爱上
了这片草原。想象你现在就是那个骑在马背上神气的小牧民。
让我们用心读出对草原的赞美之情。

课件出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
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
洒，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四、检查识字

1、师出示一段文字，变色，加点的字是本课的生字。

草原上覆满了青草，一直铺向远方。草滩上嵌着一洼洼清亮
的湖水。宝石蓝的铃铛花散发着清香。小牧民骑在高高的马
背上，挥舞着鞭子，还有偶尔跑过的黄羊、撒欢的小马驹，
让草原变成了欢腾的世界。

2、同桌互读要求会认的生字，再指名认读。



3、整体齐读这段文字。

五、说写景色

（生）秋天的树，秋天的花，秋天的田野，秋天的天空-----
-

（生）家乡的景色四季分明，我最爱家乡的秋天，最爱那一
排排挺拔的杨树。

（师）引导挺拔的杨树像什么？你在组织一下语言。读读试
试。

（生）秋天杨树的叶子黄了，挂在树上，好像一朵朵黄色的
小花，飘落在空中，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

（生）秋天到了，菊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美
丽极了。

（生）秋天的天空蔚蓝蔚蓝的，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
列成一字，一会儿排列成人字，一会儿排列成大字。

（师）你学会了积累，并已经应用的很好了。

（生）秋天到了，稻谷熟了，金黄金黄的好像是谁在地里铺
上一层厚厚的金子。

（3到5名学生读自己写的一句话，师引导，修改，生再读，
师指导读。生再读。）

2、教师展示一段秋天景色描写的文章，读给学生听。

秋天一来，落叶纷纷，秋高气爽，果实累累，真迷人啊！春
夏秋冬看田野，最美丽最诱人的是秋天的田野。



低处的田地里，稻谷熟了，金黄金黄的好像是谁在地里铺上
一层厚厚的金子。秋波摇晃着稻谷，使沉甸甸的稻穗有节奏
地波动着，好像金色的海浪。风声稻浪，如似一曲动人的乐
章。

一段大路两边长满了树。夏披棉衣冬着短衫的的树冠，身上
已经单薄了许多。一阵风吹过，树叶纷纷飘荡下来，红的、
黄的、花的……好像仙女撒花，又犹如千万只彩色的蝴蝶在
空中翩翩起舞。

仰望天空，只见有一群大雁从北方飞来，又向南方远处飞去。
他们排列着整齐队伍变换着阵容在空中飞翔着，一会儿排列
成一字，一会儿排列成人字，一会儿排列成大字。

山坡上，一穗穗的高梁高傲地矗立着。秋风吹来，它们象一
把把胜利的火把，高兴地晃动着。

啊，秋天的田野真美！我喜欢秋天的田野。

3、学生交流本课收获。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三

我在本课教学中，进行了小组合作学习的尝试。有迷茫，有
感悟。

一、创设平等的学习氛围，使合作学习成为可能。

小组合作学习需要平等、民主、宽松的教学氛围，需要教师、
同学合作交流的机会。 首先，我从建立师生之间平等关系入
手，为合作学习做精神准备。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更应该与学生共同参与合作，
与学生一起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因此，我总是以一名学习



者的身份参与到课堂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帮助学生解决问
题。在教学《索溪峪的野》之前，我带领学生进行了关于搜
集张家界资料的小组合作。在合作中，作为一名合作的参与
者，我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同学们一起上网浏
览；和他们一道做资料整理等。通过这样的交流与合作，使
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同学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愿
意与我一起讨论与解决，也敢于对我的看法提出质疑，师生
间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了可能。

其次，引导学生相互尊重，形成平等氛围。

在小组合作中，组员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是他们合作能否成功
的关键。因此，我在班级中引导学生平等互助、相互尊重，
以构建良好的班级氛围。以往成绩好的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
的过程中，常常独领风骚。成绩较差的同学存在着自卑心理，
往往是一言不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从平时出发，让这些
差生多表现自己的优点，使他们自己树立信心，让那些优生
发现他们的长处。

本课时采取适当的评价方法，使合作学习充满活力。

不足之处是：老师扶得太多了些，还有本节课的反馈和评价
不够，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使学生学习合作积极性不
高。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四

本组以“热爱生命”为主题。选有四篇有关生命的课文，目
的是让学生体会生命的美好，从而思考如何对待生命，热爱
生活。本组课文以散文为主，语言优美，内含丰富。教学中
可引导学生阅读思考，细心感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体会
课文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可以就重点问题展开讨论。体会含
义深刻的句子是本组课文的训练点（训练项目）。由于学生
年龄较小，对生命的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本组课文就



是通过一个个形象、具体的人物和事例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和
价值。教学本组教材，应注意引导学生把具体的人和事与所
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道理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把握课文，
认真领会关键词句的含义和作用，并联系自己读过的和身边
发生的感人故事，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情感上受到熏
陶和感染。

1、给生字注音、组词。对于文中读不准的字查字典，将正确
的读音标在书上。并将这些字拼读两遍。

2、圈出文中带拼音的词语和其他的好词，读两次。

3、给课文标出自然段，将课文完整朗读一次。

5、找出课本中有感触的地方，简要写下自己的体会；对于有
疑问的地方，请做好标注。

1、学习生字，能正确读写词语，了解课文内容。

2、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

3、发现并总结出概括句子含义的方法，培养理解语言的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不断积累语言，增强语感。

5、通过学习，感受生命的美好，激发对生命的思考，从而更
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情感上
受到熏陶和感染。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五

1、学习本课生字、生词，注意积累，赏析好词好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通过朗读和想像，理解课文的内容，感受燕子的可爱和春
天的美丽，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准备

实物投影仪、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导人新课

2、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国著名作家郑振铎眼中的燕子是什么样
的？

二、初读课文

1、(教师配乐朗读课文)听了课文之后，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什
么？

你想不想看到更多的东西？请读课文。

2、自读课文。

3、小组合作学习。

展示自读要求：

(1)读课文中的生字，想办法记住每个生字；

(3)组员轮读课文(每人一节)，边读边思考：课文写了燕子的
哪些方面？

(4)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节，读给小组成员听。读后其他组员
评议，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



4、检查小组合作学习情况。

三、小组研读

1、这是一篇经典散文，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非常
美，美在以下四个方面。

(1)展示：外形美春之美飞行美歇息美

(2)你们小组最想研读那一方面的美？(小组成员商量研读专
题)

2、展示研读方法：

(1)自读课文，找出哪些词句最能反映这方面的美；

(2)细细品读这些词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旁边；

(3)小组交流补充；

(4)讨论怎样读好这一节？练读。

3、学生研读，教师巡视并参与研读。

四，汇报交流

(一)汇报交流“外形关”

1、研究外形美的小组汇报。

(1)燕子的外形美在哪儿？

(2)你们从哪些词句读出了这种美？

(3)其他组成员补充或质疑。



(4)推荐一名成员朗读这一节，其他成员评价。

2、练习。

展示：一身（）的羽毛，一对（）翅膀，加上（）的尾巴，
凑成了（）的小燕子。

(二)汇报交流“春之关”

1、研究“春之美”的小组汇报。

(1)这一节通过哪些景物来展示春之美？这些景物各有什么特
点？

(2)你们认为哪些词句写得比较好？为什么？

(3)最后一句写小燕子对表现“春之美”有什么作用？

(4)这一节的四句话顺序能不能颠倒？为什么？

(5)其他组成员补充或质疑。

(6)推荐一名成员朗读这一节，其他组成员评价。

2、练习。

展示：这一节描写了……等景物来表现春天……的特点。

(三)汇报交流“飞行美”

1、研究“飞行美”的小组汇报。

(1)燕子飞行时美在哪儿？从哪些词句可以看出？

(2)你们认为这一节是按照什么顺序写景的？



(3)其他组成员补充或质疑。

(4)推荐一名成员读本节。学生、老师共同评价。

2、练习。

展示：在（）中，在（）中，燕子（）在天空里（），唧唧
地叫着，有的（），（）飞到了（）；有的（），尾尖( )水
面，就看到波纹（）荡漾开去。

(四)汇报交流“歇息关”

1、研究“歇息美”的小组汇报。

(1)你们觉得这一节中哪些词句写得特别美，为什么？

(2)作者打了哪些比方，把什么比做什么？

(3)其他组成员补充或质疑。

(4)推荐一名成员读，评价。

2、练习。

说话：燕子会谱出一支怎样的歌？请你把歌词写出来。

小学语文教学课标解读篇六

1、知识目标

认识”颈厉”等8个生字。会写”颈，郑”等12个生字。能正
确读写”高傲，郑重，厉声，京剧，倘若，侍侯，脾气，供
养，邻近”等词语。

2、能力目标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抄
写课文中生动有趣的句子，注意积累语言。

3、情感目标

体会作者对动物的思想感情，学习作者具体生动描写动物的
写法，养成仔细观察的习惯。

4、抄写课文中生动有趣的句子，注意积累语言。

体会作者对动物的思想感情，学习作者具体生动描写动物的
写法，养成仔细观察的习惯。

1、观察自己喜欢的一种动物。

2、布置学生预习，自学生字新词。

3、生字词卡片及白鹅的挂图（或制作课件）。

1、阅读单元导语。

2、读后交流：你知道了什么 （老师从三方面引导与梳理：
学习内容，课文特点，学习要求。）

3、揭题，引入本课。（可结合出示挂图或课件简笔画）

1、学习小组检查生字新词的预习情况。（或同桌互教互查）

2、教师分类检查生字词的读音。（如，8个认读的生字，课
文中注音的其他词，”待”等容易读错的词语。）

3、指名分自然段试读。（注意正音，读通读准）

4、指导写字。（引导观察，发现，自主识记字形，重点指导
笔画多和字形复杂的字。）



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白鹅 （用课文中的
词概括）

1、口头填空：这是一只—————–的白鹅。（高傲，傲慢，
从容不迫，一丝不苟，架子十足，有着老爷脾气，需要人侍
候……）

2、你从哪里知道这是一只高傲的白鹅 （引导学生找相关段
落，并完成如下板书。）

姿态：左顾右盼

叫声：引吭大叫

步态：从容不迫

吃相：架子十足

1、朗读第一自然段，思考：你从哪里看出白鹅的”高傲”。

2、品词：伸长头颈，左顾右盼。

3、表情朗读：”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1。写生字。

2。朗读课文，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1。听写生字词，订正。

2。导入：你还从哪里看出白鹅的”高傲”

1、出示两句话：

（1）鹅的叫声很高傲。



（2）鹅的步态，更是傲慢。

2、讨论：作者是怎样把叫声和步态写具体的 找出重点词句
读一读，体会作者的写法。

3、小练笔（填空）

（1）厉声_______厉声_________________大叫厉
声______________大叫（从这五个词中你体会到什么 ）

（2）鹅的步调_______，_______的，颇像_______________
出场。（从这句中你体会到什么 ）

1、引导学生尝试提出问题，并带这问题研读，交流。

如：（1）”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哪些地方使我们
发笑 最可笑的是什么

（2）鹅吃饭时为什么”非有人侍候不可” 是怎么侍候的

（3）作者怎样仔细观察鹅的吃相 是怎样具体描写的

（4）鹅的吃相表现出它的高傲，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2、品读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说说为什么喜欢

（1）食料简单的句子。（一日三餐，三样东西）

（2）吃法有板有眼的句子。（三眼一板，一丝不苟，从容不
迫；先……再……然后……）

（3）鹅老爷脾气的句子。（每逢……就……责备，架子十足）

（4）有人”侍候”的句子。（堂倌，非……不可）



（5）狗”扬长而去”的句子。

3、返顾全文：鹅的”高傲”，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作者写鹅的”高傲”，你有什么看法 （透过字面体会作
者对鹅深深的喜爱之情）

2、朗读，背诵自己喜爱的部分。

1、抄写文中生动有趣的句子。

2、观察自己喜爱的一种动物，准备”园地四”的口语交际与
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