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通用8篇)
调研方案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以保证调研过程中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看看这些年会策划范文，或许能够给你些
许灵感，让你能够更好地策划一场成功的年会。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一

1.知识学习

认识“蛋、取、凉、定、捧、连、轻、仿、佛、抬、头、
向”12个生字。会写“听、唱、连、远、定、向”6个字。

2.情感陶冶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思维品质培养

懂得鸟类是人类的朋友，培养爱鸟意识和热爱大自然的思想
感情。

学生背景

1.知识背景

具备借助拼音自读课文，对照“我会认”画出生字、认识自
然段的能力。初步掌握了用加偏旁、去偏旁、换偏旁的方法
识记生字。

2.其他背景

具有“真、善、美”的美德，知道保护鸟类是好事。生活在
城市的孩子懂得养鸟、爱鸟。鸟是宠物，观赏物，靠人来喂



养。但也免不了吃鸟蛋。对大自然的“鸟捉虫--虫迫害庄稼-
-从而鸟保护庄稼”的知识链不甚了解。

解决问题及方式选择

主要探讨鸟蛋与鸟和人类的密切关系，及为什么保护鸟的原
因。知道两只鸟蛋就是两只小鸟，两个生命，让儿童幼小的
心灵萌发出对生命的珍爱。对小鸟的关爱，对大自然的热爱。
重点理解“把目光投向高远的蓝天”这句话，知道孩子看到
了小鸟的明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师生互动，借助问答、讨论、多媒体演示、亲身触摸体
会、读中感悟等形式达到这一教学模式。

教学实录

师：(放歌伴奏《小鸟》，师生加动作。)请大家一起跟我做!

师：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生：唱的是小鸟。

师：你了解小鸟些什么?

生：小鸟长一身羽毛，小鸟爱吃虫子，小鸟会飞……

师：小鸟的家在哪?

生：小鸟的家在树上。

生：这是鸟蛋。(师板书鸟蛋)

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第九课两只鸟蛋。(补全课题)

生：齐读课题。



师：你们喜欢它吗?

生：喜欢。

师：打开书读一读课文。如果能把这课的生字也读好那就更
棒了，小组长开始检查小组读读生字。

师：老师找人读课文应找几位?为什么?

生：应找四位，因为这篇课文有四个小节。

师：你替老师找吧!第一次读课文你想给读的小朋友提点什么
要求?

生：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不添字不掉字。

师：读的小朋友对听的小朋友有什么要求?

生：坐好，拿好书，认真听。

师：自己读一读第一小节，谁想读?你知道了什么?

生：我知道了这两只鸟蛋是这个小朋友从树上取下来的。

师：这么白的鸟蛋你想不想摸一摸啊?

生：想。

师：小组摸一摸吧!谁来说说摸着鸟蛋什么感觉?

生：鸟蛋凉凉的，滑滑的，很好玩。

生：读出对鸟蛋的喜欢，“真”读得重。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二

本文讲述了达尔文小时候不但善于思考，积极提问，而且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对于现在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孩子们来说，非常有教育意义。不过，孩子们理解
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应该向达尔文学习，遇到问题积
极思考，善于提问。”“达尔文之所以长大后成为近代生物
学和进化论的伟大奠基人，跟他从小善于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对达尔文说，我要向你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做出贡
献。”孩子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会变色的
报春花》这篇课文，主要是由爸爸和小达尔文的对话组成的。
我就采用了角色扮演法的朗读教学。初读课文时，小组分角
色朗读，体会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细读课文时分角色朗读，
体会小达尔文的爱动脑筋，敢想，敢做的品质；学完课文后
的升华情感，感情朗读，注意读出小达尔文的好奇、自信的
语气；爸爸的惊讶、器重之情。通过分角色朗读，学生体会
出小达尔文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做，勇于探索的孩子。同
时，分角色朗读，让学生读得津津有味，很有兴趣，真正达
到了快乐阅读的境界。

兴趣是根本，让学生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尊重学生的兴趣
很重要。只有学生自己爱上了语文，他才会体验得到学习语
文的快乐，他才会饱含激情的学好语文。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三

教学内容：学习以“愿望”为主题的两篇主体课文和一篇自
读课文，及识字、写字、造句、听故事等基础知识的学习。

第一课时拔苗助长

拔苗助总终于疲力尽累非常枯死

拔苗助长总是终于筋疲力尽累坏非常枯死



第二课时拔苗助长

教学目标：学习写字。

教具准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指名读课文。

2．读词语。

拔苗助长总是终于筋疲力尽累坏非常枯死

二．学习写字

1．出示生字：苗总于法跑坏都

2．齐读生字。

3．认识“足字旁”

4．讨论这些字的结构、笔顺。

5．师指导：“法、跑、总”。

法：让学生数一数笔顺，共八笔，不要写成7笔。

总：师先示范，学生描红。

跑：用红笔标出第七笔，然后请学生说一说为什么描成红色？

6．其余的字学生自己在田字格里练习写。



7．评比：写得好的奖励小红花。

三．课堂总结：这节课我们学习写了7个字，写时一定要注
意“法”字共8笔和“跑”字的第七笔是提。

板书设计：拔苗助长

苗总于法跑坏都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四

教学要求：

1、把词语补充完整练习，背记并书写。

2、培养学生理解、运用词语的能力。

3、使学生感受汉语的丰富，体会字序的变化与词语意思的关
系，进行词汇积累，丰富语言。

4、培养学生把握句子主要意思的能力。

5、阅读短文，完成后面的练习。

6、进行口语交际练习。

7、习作练习。

教学时间：

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完成一至四题。

教学过程：

一、巩固、掌握常见的四字的词语。

1、默读中独立完成，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填。

二、学生汇报，并订正。

读一读，背一背，写一写。

三、根据词语的意思选择合适的词语进行搭配。

1、读例子，体会字序变化与词语意思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从中感受到什么）

自己写几组。

2、读给大家听。

3、进行缩写句子练习。

（1）学生读句子，独立完成。（2）学生反馈。（3）针对学
生缩句的情况，采取对比的方法加以指导。（4）读缩写后的
句子。

四、作业：

把一――四题写在练习本上。

教学反思：对于缩句的练习，学生能找到句子的主干，但是
往往是缩的不到家，需要在不断的练习上，师生总结出方法，



以便能更好的完成此项练习。对于调换位置后，词语的意思
不改变的这类的练习学生说出的较少，需要教师补充，有些
词语不好判断意思是否相同。如：喜欢――欢喜上楼――楼
上。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五

1.掌握相关文言词

2．了解孔子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教学重点：背诵课文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内容

1．讲授大道大同两个概念

2．指导背诵课文

教学步骤

一、导入

《桃花源记》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早在
战国末年《礼记》中也有相类似的理想社会画卷。今天，让
我们来学习其中的一篇《大道之行也》。

二、整体把握

范读课文，学生仿读并思考：大道指什么，大同指什么

研读理解



自由朗读，掌握文言词，指导学生翻译课文

1．自主探究理解翻译

2．小组合作学习，翻译全文

3．全班交流

探究讨论：本文阐述的大同社会有什么特点？如何理解孔子
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指导朗诵

理清文章脉络，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文章内容。本文分三层

一、总领全文

二、阐述大同社会基本特征

三、总结全文

指导单独朗读，注意停顿

作业：

1．思考大同社会与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之处？

2．背诵并默写全文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六

教学目的：

1.激发学生阅读和欣赏诗词的兴趣，引导学生初步把握欣赏
诗词的方法，逐步培养学生整体感悟作品的能力。



2.了解五首诗词所表现出的诗人情怀，学习诗词中一些不同
的表现手法，领会这些诗词所具有的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3.了解与这些诗词有关的文学常识。

教学重点：

1.整体把握和感悟诗词的方法。

2.语感的培养和表现手法的学习。

教学难点：

学生对作品的写作背景缺乏一定的了解，给作品的整体感悟
带来某种困难。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解说：这个导语既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又交代了这一课的
教学安排，同时引发大家的思考和想像。)

二、解题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当时
孟浩然仍是一名隐士。他西游长安，不甘寂寞，想出来做事，
苦于无人引荐，于是写了这首诗赠给当时居于相位的张九龄，
希望得到张丞相的赏识和录用。因而这是一首干谒诗。"干
谒"的意思是：对人有所求而请见。

范仲淹所处的北宋时期，其主要边患是辽和西夏。1040年
到1043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等职，抵抗西夏侵扰。其
间他作了《渔家傲》词数首，写边镇劳苦，今只存这一首。
词中着力渲染了边塞的悲壮气氛，抒写了思念家乡的情绪和



抗击侵扰、巩固边防的意志。此词首开边塞词之作，其格调
苍凉悲壮，感情沉挚抑郁，一扫花间词派柔靡无骨、嘲风弄
月的词风，成为为后来苏轼、辛弃疾豪放派的先声。

三、研习课文

1.整体把握，理清思路

(1)将三首唐诗和一首宋词的录音听一遍，之后再将《望洞庭
湖赠张丞相》和《渔家傲》的录音各听一遍。然后给6分钟时
间让学生读背这两首诗词，看谁背得既快又准确。(解说：这
样做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快速读背的兴趣，并在熟读的基础上
背，学生一般能较快背出。)(2)教师范背这两首诗词(学生注
意教师是否有背错的地方)，然后与学生共背一遍。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七

1、理清文章的脉络，把握文章的内容。学习小说围绕看戏这
件事，记叙详略有致，疏密相间的写法。

2、理解本文景物描写优美，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流畅自然的
特点。

3、了解本文词语使用的准确性，掌握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
来刻画人物。

4、认识农家小友高尚、淳朴的优秀品质，体会文中所表现的
对劳动人民的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二、、自主预习

1、童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美好快乐的。在成人后回忆往事，
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充满一种浪漫的理想色彩，是一段永
生难忘的体验。



2、作者介绍及题解。

三、诵读积累，整体感知

(一)、范读课文(或听磁带录音)：

l、画记自己难以读准、难以理解的字词。

2、用圈点勾画法标出自己最欣赏的词、句、段。

3、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学生自由诵读课文，理清文章结构。

(教师可适当提示：本文的线索是什么?根据线索划分课文部
分。)本文的线索是到赵庄看戏。

看戏前(1—4段)——看戏中(5—30段)——看戏后(3l一40段)

四、合作探究，平桥“乐”事

1、“我”是在什么时令随母归省小住平桥村的?

讨论明确：清明扫墓完毕之后的天数，可能多，也可能
少，“我”随母归省小住平桥村，当在春末夏初的时令，所
以能够看到“春赛”、社戏，吃到罗汉豆。

讨论明确：平桥村近海临河，“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
打鱼”，是一个劳动人民住居的环境优美的小村庄。“在小
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村民们因为“我”的
到来，特地“许可”自己的孩子“减少工作”，“伴我来游
戏”，热情好客，十分优待“我”这个小客人。而且他们不
拘礼教，“我们”偶尔吵闹起来，打了辈份很高、应该称之为
“太公”的小朋友，也没有人想到这是“犯上”，民风淳朴。



3、“我”在平桥村有哪些乐事?

讨论明确：“我们”每天大都掘蚯蚓，穿钓钩，“伏在河沿
上去钓虾”，“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
吃的”。“照例”，表明钓得的虾总归“我”吃，已成定例，
小朋友们也都热情好客，十分优待“我”这个小客人。“我
们”还常一同去放牛。黄牛水牛都“敢于欺侮我，因此我也
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
“我”会读诗经，“全都嘲笑起来了”。这嘲笑是善意的，
实际是鼓励“我”大胆些，勇敢些。“我”怕牛，还因此而
被嘲笑，却还跟着去放牛，哪怕去了也只是“远远地跟着，
站着”，是多么愿意和这些小朋友在一起，在这放牛被嘲当
中，更表现出彼此的亲密。“我”跟着小朋友放牛，也自有
一种很浓的乐趣。

4、本篇题为“社戏”，重在叙写去看戏，写这些在平桥村的
一般乐事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讨论明确：写这些小住平桥村的一般乐事，既多方面地表现
出那段生活的乐趣，使作品内容丰富，具有生活实感;更由于
这里写了钓虾、放牛这两件乐事，第二部分开头的“至于我
在那里的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就与之构成递
进兼有转折的关系。钓虾、放牛已是乐趣甚浓，“第一盼
望”的“看戏”自更乐趣无穷。这样，就为写最大乐事——
看戏作了铺垫，吸引读者读下去。

(这一部分写“我”随母亲归省在平桥村的生活，意在突出人
物活动的环境，同时简写一些“趣事”，为下文详写“看
戏”中的趣事作铺垫。)

五、导拨提炼

总结存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却是“我”的“乐土”。
那是因为：



(1)“我”可以免读“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一类难懂的`书，
可以自由欢乐地生活。

(2)这里有许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陪着“我”玩，彼此平等，
没有封建礼教的约束。

(3)每天可以钓虾，放牛，生活丰富多彩，并充满了友爱和情
趣。

六、检测反馈

(1)朗读课文第一部分，在体味中说说自己的童年趣事。

(2)预习第二部分，初步体会夏夜航船去看戏途中的景物描写
和表现作用

语文老师教学策划方案篇八

1、认识“尼、驮”等11个字。会写“卖、售”等14个字。能
正确读写“游览、工艺品”等20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感情。

3、读懂本课内容，明白少年为什么送木雕给“我”。

1、识字写字，正确读写词语。

2、读懂本课内容，明白少年为什么送木雕给“我”，感受他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读懂本课内容，明白少年为什么送木雕给“我”，感受他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阅读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情谊的故事。

第一课时

一、引入新课

1、板书课题：卖木雕的少年。读课题。

2、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板书部分重要问题。

二、检查预习，自学生字

1、（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提问：认识这些字和词吗？读一
读。（指名读，学生边听边正音）

2、哪些词语不理解？结合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部分词
语。

3、小声自读课文，巩固生字的识记，想一想：这课讲了一件
什么事？

4、指名分段读课文，其他同学除了留心听他读得怎样。

5、交流：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小组讨论，评评谁说得既清楚又简单。指名说。

6、自由交流：通过昨天的预习，以及今天读和听，你还有什
么收获？（引导学生自由谈读文后的感受，鼓励学生表达个
性化的感悟。）

三、指导生字书写

1、出示要写的生字卡片，学生认读。



2、巩固识记：分组交流记字的窍门。

提出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

3、扩词练习，检查积累。

4、指导生字书写。

5、小结写字情况。

四、课后作业

1、听写本课词语。（见词语表）

2、进一步读熟课文，找一找描写卖木雕的少年言行的句子。

3、用“？”标出不理解的地方，其他问题可提在笔记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