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考试小学 小学语文讲座心得体会
(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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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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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考试小学篇一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讲座，从中我收
获颇丰。讲座主题为“小学语文教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在这场讲座中，讲师详细介绍了如何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能力，
同时还分享了一些优秀的案例。我深受启发，对于如何教好
语文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段：重塑教学理念

首先，讲师强调了小学语文教学需要重塑教学理念。传统的
语文教学过于偏重对知识内容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的兴趣
和主动性。而在新的教学理念中，要求教师将学生置于一个
主动、探究的角色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日常
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创造能力，而不
仅是死记硬背。

第三段：创设情境

其次，讲师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创设情境来教授语文知识。语
文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和实
践经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情境来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运用知识。例如，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阅
读名人传记等形式，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知识的实际运用场景，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第四段：变革评价方式

此外，讲座还介绍了如何变革评价方式。传统的语文评价往
往偏重于书本知识的测验，考察学生记忆和其他低级思维能
力。而新的评价方式则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考能力。
例如，可以通过让学生进行演讲、写作、参与小组讨论等方
式来评价他们的语文水平。这样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全面地了
解学生的实际表现，同时也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探究精
神。

第五段：培养阅读习惯

最后，讲座强调了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重要性。语文教育的
核心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阅读习惯是提高阅读能力的
基石。讲师建议教师们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并引
导他们读好书、读深入，通过阅读来提高语文素养。同时，
家长也要积极配合，为孩子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让他们从
小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总结：通过这场讲座，我对小学语文教学有了更新的认识。
我明白了小学语文教学要从重塑教学理念、创设情境、变革
评价方式和培养阅读习惯等方面下功夫。我相信，只有教师
和家长共同努力，才能让小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茁壮成长。

语文考试小学篇二

在参加小学语文讲座后，我深深体会到了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语文不仅仅是学习文字和语言的工具，更是培养创造力、思
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讲座中，老师们耐心地传
授了语文教学的方法和技巧，引导我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通过这次讲座，我对小学语文教学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段：讲座的开场白和目标

讲座一开始，我们的主讲教师向我们介绍了语文教育的重要
性，并阐述了语文教学的目标。她强调说，语文教育不仅仅
是教会学生阅读和写作，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创造力。这让我们明白了语文教学的重要性，激发了我们对
这个讲座的期待。

第二段：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在讲座中，我们了解到学生的阅读兴趣是语文教学的基础。
教师们介绍了如何通过教材的选择、故事的讲解和阅读活动
的设计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他们提醒我们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阅读习惯，鼓励他们多读好书，并以身作则成为他们的
好榜样。通过这些方法，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将得到有效的培
养，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第三段：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在讲座中，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们
强调说，写作是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他们介绍了写作的基本要素和
写作的技巧，并教授了一些实用的写作方法。他们还强调说，
学生写作时要多思考，多阅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这些
方法的引导和指导将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四段：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讲座中，我们还学习了一些激发学生思维能力的方法和技
巧。教师们主张通过情境化教学、启发性问题的提出和多元
化的学习资源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他们提醒我们要鼓励
学生积极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尊重每个学生的
独特性，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通过这些方法的应
用，学生的思维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第五段：总结与感悟

通过参加小学语文讲座，我深深地认识到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和影响力。语文不仅仅是学习文字和语言的工具，更是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讲座中，老师们通
过传授语文教学的方法和技巧，提高了我们对语文教学的认
识和理解。同时，他们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
趣、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这些都将对我们以后的教学实践
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决心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
不仅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创造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

语文考试小学篇三

尊敬的领导、教师和家长：

我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经历了多年的教学工作，对于小学
语文学科的教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见解。今天，我想分享一
下我的走课心得和体会，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同探讨和进步。

首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认为走课是非常重要的，它
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绩。我通常采取短讲和
语文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走课。即先在课堂上简短地讲解
某个语文知识点，然后带着学生走出课堂进行具体的操作实
践。比如，教学《草房子》这篇课文时，我会带着学生到校
园中的草地上，让他们围坐在一起，闻着芳香的草木味道，
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生命的无限芬芳，引导学生的感受、
体验和创造力，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

其次，我们在走课中也应该注重互动交流。语文教学重在沟
通交流，而在走课中，学生们会因为环境和情境的变化而更
主动、更乐意地参与互动交流。比如，我教学《连城诀》这
篇课文时，会让学生扮演角色，分组进行角色对话的表演，
引导学生欣赏经典的文学形式，感受文学魅力，从而锤炼语



言文字的能力，习得语文技巧。

再次，在走课中，我们也应该注重体验感受的多样性。如今
的学生很容易厌倦单一的学习形式，而走课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多姿多彩的教学平台。比如，当我们教学《小学作文》，
可以将学生们带到野外进行自然散步与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
观察描绘，写出有味道的诗句，体验创意表达；可以前往文
物馆，凭借文物进行文化观察，边观察边对话，彰显文化感
悟；可以通过艺术、音乐、游戏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获得全
方位、多样性的体验感受，从而提升语文启蒙的力度和效果。

接着，我们也应该注重观察评测的个性化因素。教育本身就
是一门艺术，走课就更是一门庞杂而细致的艺术。每个学生
的情感、心理和认知层面都不同，个性差异要求我们在走课
中进行个性化观察，指导和评测。特别是在小学语文学科中，
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和具体操作的技能相对较弱，因此我们更
应该通过不同的走课形式，带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让他们更多地参与活动，与教师进一步形成心灵互动
的友好氛围，建立和谐互信的师生关系。

最后，在我看来，走课不仅是一种语文教学的方式，也是一
种创新思维、探究精神、品质教育的体现。走课是教育工作
者的一种良好的实践方式，也是学生们感知和体验教育的一
种深入方式。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高语文教学的质
量和水平，不断拓宽教学思路和方法，为学生求知求真、探
究世界、深化文化体验、育人品德提供更广泛、更多样的学
习空间和方式，为新时代的教育服务。

总之，小学语文走课是一门跨学科的、开阔视野的、多样性
的专业，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加强管理、不
断凝心聚力，打造一个更优更美的教育环境，让人们对语文
教育投入更多的情感和热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提升
和多元成才。谢谢大家！



语文考试小学篇四

一、教学要求

1、认读“昆、营、迁、货、诚、暑、橘、腻、袭、奥”10个
生字;掌握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积累好词佳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
赞美之情。

3、联系生活实际，感悟课文内容，培养观察能力及审美情趣。

4、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二、重点难点

1、联系生活经历，感悟文中内容，体会大自然的奥秘。

2、学习课文中的语言和写法，理解课文最后一段。

三、教学准备

1、生字、新词卡片。

2、课前布置学生观察自然界的飞鸟虫鱼、花草树木，收集有
关的谜语。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猜谜引入

1、小朋友们，老师想考考你们有关大自然的知识。

2、出示有关大自然花草树木、飞鸟虫鱼的谜语，让学生猜。



如：有头没有颈，身上冷冰冰，有翅不能飞，无脚也能
行。(鱼)

团结劳动是模范，全家住在格子里，常到花丛去工作，造出
产品比糖甜。(蜜蜂)

身披花棉袄，唱歌呱呱叫，田里捉害虫，丰收立功劳。(青
蛙)

3、有位作者也写到了许多大自然中好玩的东西，让我们去看
一看。(板书课题：读不完的大书)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由朗读，明确要求。

(1)把课文读通顺、流畅，思考课文有几个自然段，每段写什
么。

(2)批画圈点，在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交流学习体会。

(1)自由组合，互相交流学字学词收获。

(2)出示生字新词卡，联系上下文朗读品味。重点指导：“营、
诚”的韵母是后鼻音;“腻”的声母是鼻音n。

3、哪些同学把课文读好了，愿意读给我们听听吗?(指名读，
引导学生认真聆听评议)

(三)探究课文，细读领悟

1、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具体写大自然中好玩的东西?(第2～5自
然段)



2、默读第2～5自然段。找出作者具体写了大自然中哪些好玩
的东西。

(指名说，随机板书)

3、分组朗读，小组轮读。

(四)精读赏析，突破重点

1、说说作者最喜欢什么，你从哪个自然段看出来的。

(课文第3自然段具体描述了蚂蚁搬家时井然有序、尽心尽力
以及两军对垒时你死我活的勇敢忠诚——令人不可思议)

(1)大自然有写昆虫虽然很小，但它们的行为却往往让人不可
思议，读蚂蚁搬家的情景，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惊讶。指
名朗读，集体评议)

(2)蚂蚁两军对垒时表现怎样?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齐读，
看谁能读出对蚂蚁的敬佩之情)

2、作者还写了大自然中哪些有趣的现象?你最喜欢什么，为
什么?

(1)小组合作交流，反复朗读品味第2、4、5自然段。

(2)小结，齐读第2～5自然段，边读边想像所描述的画面。

(小朋友读得真不错，读出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美之情。我
们在朗读时，根据内容想像画面，会读得更美)

一、教学要求：

1、认读“昆、营、迁、货、诚、暑、橘、腻、袭、奥”10个
生字;掌握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积累好词佳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
赞美之情。

3、联系生活实际，感悟课文内容，培养观察能力及审美情趣。

4、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二、重点难点：

1、联系生活经历，感悟文中内容，体会大自然的奥秘。

2、学习课文中的语言和写法，理解课文最后一段。

三、教学准备：

1、生字、新词卡片。

2、课前布置学生观察自然界的飞鸟虫鱼、花草树木，收集有
关的谜语。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读词语：浮云飞鸟、走兽昆虫、虾蟹游鱼、展翅滑翔、不
可思议、两军对垒、令人敬佩、暑寒荣枯、千姿百态、温柔
细腻。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大自然有许多有趣的现象。
大自然里奥秘无穷，你觉得哪段最有趣?自由读。

(二)总结全文，品读内化

1、齐读第1自然段和第6自然段。



2、为什么说大自然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看不完的大画
册?(联系课文内容)

3、为什么说大自然里有无穷的奥秘，无尽的乐趣?(联系自己
生活)

(三)拓展延伸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展开想像，用彩笔画下来。

语文考试小学篇五

1．能够把自己搜集到的民间故事生动地讲给别人听。

2．在讲述民间故事时，可以适当丰富故事的细节；讲故事的
时候，可以配上相应的动作和表情。(重点)

3．激发学生对民间故事的喜爱之情。

单田芳的评书《温酒斩华雄》的视频。

搜集自己喜欢的民间故事。

1课时。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生1：我上网找到了《白蛇传》。

生2：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流传很久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
长城》。

生3：我听过一个民间故事，叫作《田螺姑娘》，非常有趣。

师：这节课我们就来开个民间故事会吧。



设计意图：通过谈话交流，激发学生的兴趣，调查学生对民
间故事的了解情况，为新课做准备。

二、方法指导，学讲故事

生1：可以加上他们见面时的对话，说一说两个人当时都说了
些什么。

生2：可以加上牛郎和织女见面时的表情、动作。

生3：可以把织女穿的纱衣是什么样的，具体描述一下。

生1：可以想象王母娘娘当时愤怒的表情，讲述和模仿出来，
让听众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生2：可以一边讲故事，一边做一做王母娘娘当时的动作，把
听众带入到故事情境中，仿佛自己就在现场一样。

师：在讲故事时，配上相应的动作和表情真是好方法。我们
来看一看著名评书大师单田芳是如何绘声绘色讲述故事
的。(播放单田芳讲述《温酒斩华雄》的视频)

师：你从中受到了怎样的启发？

生1：当讲述到人物角色的语言时，可以模仿人物说话的口气，
听起来惟妙惟肖。

生2：讲述故事时，面部表情也要和故事情节紧紧相关，使人
觉得讲述者既是讲故事的人，又仿佛是故事中的人。

生3：加上恰当的动作，一下子就牵动了听众的心。

师：是呀，看来要想把故事讲得生动、吸引人，可以适当丰
富故事的细节，可以配上相应的动作和表情。那就让我们一
起来讲一讲自己知道的民间故事。



设计意图：共同交流课文中的两个情节，寻求讲故事的方法。
以课文为例，进行方法指导，为独立讲故事做好铺垫。同时
观看视频，更直接地领会讲故事的方法。

三、学以致用，交流评价

师：我们先在小组里讲一讲自己知道的故事。在听别人讲故
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生1：要认真倾听别人讲故事，尊重他人，不随意打断别人。

生2：可以一边听一边想，哪些地方可以讲得更生动、更吸引
人，等对方讲完故事，给他提出合理的建议。

生3：可以学习别人讲故事时表现出来的优点，学习好的讲故
事的方法。

师：请同学们先在小组里讲一讲这个故事，听故事的同学要
认真倾听，听完故事后，给讲故事的同学提出合理的建议。
再推荐代表在全班讲，参加“故事大王”的评选。

(生在小组里讲故事，生生之间进行评价)

师：请各小组同学派代表到前面来讲故事。

(生讲述《孟姜女哭长城》)

师：听了这位同学讲述的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生：她讲的这个故事很生动，我被孟姜女坚定不移、坚贞不
屈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如果她能把孟姜女在寻找丈夫
的过程中遇到的艰辛，如经历了怎样恶劣的天气，又渴又饿
时的表现再展现出来，这个故事就会更感人了。

师：你真善于倾听，能够了解故事的大概内容，同时又在细



节上提出建议，很好。

生：孟姜女哭时会有哪些表情和动作，讲故事的同学可以适
当地描绘一下这些表情和动作，会让听故事的人有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师：你真棒！想出了具体的办法。还有想讲故事的同学吗？

(生讲述《田螺姑娘》)

师：听了这位同学讲述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受？

生1：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特别是谢端寻找田螺姑娘时与蚂
蟥精的对话，他模仿了说话人的语气，使人听得很入迷。

生2：他把一些重要的细节讲得很细致。如田螺姑娘的模样，
田螺姑娘做饭时的情景，这些细节使这个故事更有吸引力。

师：掌握了这些方法，故事讲述起来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

(小组代表继续讲述故事)

设计意图：通过在小组里讲故事、学生代表讲故事的环节，
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在学生代表讲述故事时，通过师生评
议，再一次巩固讲故事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四、总结全课，拓展延伸

师：同学们的故事真是精彩！这些民间故事是口头相传的文
学作品，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让我们继续去搜集这些故
事，把这些故事生动、形象地讲给家人听。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对民间故事的兴趣，鼓励学生把故事讲
给别人听，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在这节口语交际课中，学生讲故事的兴趣较为浓厚，能够乐
于去把自己了解到的民间故事讲给别人听。同时，在经过方
法指导后，出现了非常出色的“故事大王”，他们能够灵活
运用方法，绘声绘色地将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故事的同学在
感受到民间故事的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掌握这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