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大全7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会写本课5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感受福楼拜的善教和莫泊桑的
勤学。

抓住人物的语言感受福楼拜的善教和莫泊桑的勤学。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二、检查预习。

1、检查生字词。听写。

2、交流人物资料。

三、理清文章脉络，整体感知。

1、几次拜师？分别在哪里写到？

2、简单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四、学习第一次“请教”



1、自由读2——5自然段，看看莫泊桑怎样请教的，福楼拜如
何指导的？

2、通过莫泊桑的话体会他的困惑到底是什么。

3、抓住福楼拜关键的话“功夫还不到家”，品味大师第一次
指导的针对性。

4、福楼拜认为怎样做才能使功夫到家呢？体会福楼拜就是指
导莫泊桑在观察方面肯吃苦，勤练习的。

5、感受莫泊桑“万般无奈”的心情及困惑。

五、学习第二次“请教”

1、抓住人物的语言特点，感受福楼拜的善教。

2、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

六、小结。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二

1、认识并会写2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小诗，并会背诵小诗。

3、体会诗中的真情实感，跌倒后要勇敢地站起来，要有韧劲
和毅力。

有感情地朗读小诗。

在朗读的基础上，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1、 课堂辅助课件。



2、 诗人的相关资料。

1课时

1、同学们，你们一定读过很多儿童诗，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
首。板书课题。

2、结合课前查找的资料，介绍作者牧也。

1、感悟诗歌情境，用多种形式指导朗读。

2、朗读全诗，说说读后感。并结合图体会。

3、教师用自己的感情朗读来感染学生，感动学生，为学生提
供可资借鉴和模仿的声音形象。

1、诗中都写到了什么事物跌倒了，跌倒以后都带来了什么？

风美丽的落叶；云滋润的雨水；太阳静谧的夜晚。

2、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落叶什么样？它会对树根和大
地说些什么？

3、云什么样子？雨水会对云说些什么？

4、太阳什么样？太阳会对静谧的夜晚说些什么？

5、带着你的理解读一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来。

6、根据前面的诗句，自己试着写一句诗。

格式：_______________，跌倒了

才有了___________________。



7、说说生活中，你什么时候曾经跌倒过，你是怎么面对这次
挫折的？

8、最美丽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以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
站起来？

1、诵读积累。

2、举行小组诵读比赛。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三

1.我能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正确、工整地书写。

2.我能正确、流利,初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解决办法预设1.“兵教兵”的方法,反复教读,或者教师适当
引导2.借用工具书

3.读课文,找关键语句,小组交流

教学流程集体备课个人二次备课

大海有时平静，有时波浪翻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大海，
会给我们留下不同的印象，也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联想。今
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看海》这篇课文。看看作者徐蔚南给我
们展示的大海具有怎样的特点。

生齐读课文题目

二出示学习目标:小黑板(见上)

生默记目标。

三出示自学指导:



(一)自由读大声朗读课文,边读边用横线勾画生字,有不认识
的字词借用工具书或请教同学。

(二)同桌互读,把语句读通顺,比谁读得流利。

(12分钟后比谁会写、会读、会说,抓住机会哟,看谁最棒)

四先学

1.学生自学,读书思考问题

教学流程集体备课流程个人二次备课

2.教师巡视,监督每位学生都投入学习。

五后教

(一)比读生字词语。师出示生字词,指名读(后进生)

奔赴间隙澎湃潮汐遐想前仆后继……

1.不会认读的兵教兵2.齐读

(二)比写生字

1.交流怎样记住它们

2.随机抽取易错字词进行听写,如有错在组长处再听写

(三)比读课文

小组赛读,生评价读的情况

(四)比谁能说



1.指明反馈,其他可补充

2.齐读板书

五当堂训练

1.写小字,比谁写得又准确又规范

2.评价书写

板书设计

1.看海

奔赴间隙澎湃潮汐遐想前仆后继

山上

山下(沙滩上)

高潮

教学反思

备课组成员签字

组长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四

1、懂得什么叫启事，写启事的作用。

2、会写常用的招领启事，归还启事等，懂得启事的书写格式。



教学重点：学会写启事

写招领启事的注意点与书写格式

1、出示“招领启事”，说说这则启事“公开说明”了一件什
么事？

2、写招领启事有哪些要求？为什么物品的特征不要全写出来？

3、说说写招领启事的书写格式。

招领启事

我在操场上拾到十元钱，请失主到我处认领。

红星小学 王小刚

6月1日

1、根据课后题1（1）写招领启事。

2、集体评议。

3、修改誊抄。

启事的种类很多，但格式基本相同，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写一种“寻物启事”。

1、读“寻物启事”，说说寻物启事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
下我们要写“寻物启事”？

2、写“寻物启事”要写明什么内容，注意什么？

3、写“寻物启事”与“招领启事”有什么异同点？



1、根据课后题1（2）写一则“寻物启事”。

2、评议修改。

3、誊抄在作文本上。

1、请按照下面的内容写启事。

（1）四（2）班陈亮同学在学样游泳池边拾到一件衣服，希
望找到失主，归还原物。

（2）学期即将结束，学校体育室在整理器具时，发现少了两
只篮球，希望忘了归还这的班级速来归还。

省略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五

1、学会运用“起承转合”法分析诗歌

2、理解和感悟诗人豁达的胸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一、文学常识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时应举及第，年仅14岁，尚是一
少年，但因才华外露，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
四杰”。27岁那年到交趾探望父亲，溺水而死，著有《王子
安集》。 ——律诗8句分4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
尾联”。根据每一联的作用，分别称为“启、承、转、合。

二、读

语速，语调，节奏

三、释题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者送一位姓杜的朋友到四川去任某
县的县尉。蜀州，在今四川省。

四、赏析

1、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起：首联，破题，
交待送别的地点和时间。 ——起：就是开头，首联。首联的
作用在于破题，即交待题目当中的主要因素。辅：辅卫三秦：
长安附近关中一带的地方（点出了送别地点。）风烟：风尘
烟雾（点出送别时间：早晨）五津：四川省岷江上的五个渡口
（点出了行人将要去的地方）“远远望去但见四川省一带风
尘雾霭中苍茫无际。”

2、首联描写了那些景物？第一句与第二句描写景物特点上有
什么不同？——城阙三秦风烟五津。一近一远，一明一暗，
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真实的送别画面。

3、诗的开头明说离别了吗？说了些什么？——没有，描写了
这两个地方的形式和风貌。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诗人与
好友杜少府站在长安城下，抬头看看长安城，再张望一下蜀
州的方向，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那送别的情意就自在其中
了。

4、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的问题，诗人站在长安城下能
看到千里之外的`蜀州吗？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不能。
类似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里诗
人超常人视力之所不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开篇就为我
们展示了一个壮阔的境界，这同一般送别诗只着眼于杨枝、
泪痕、酒盏是不同的。

5、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承：紧承上联所描写的
内容和方向加以具体化的描述。离别意：离别的情意；与君
离别意：我和你离别的情意宦游人：为做官而漂泊在外的人。
（古时离开家乡到异地求学成为游士或游学，离开家乡到异



地做官称游宦或宦游）作者意在告诉杜少府此时我和你一样
难过，但因为我们同是宦游人，命运相同，这次分别是别中
之别，这两句诗很自然的把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写出来了。

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五六句笔锋
一转，转而去安慰即将远行的友人。转：颈联，强调在内容
上要改变描写方向。（这一句往往就是名句）海内：四海之
内，指全国比：靠近，挨着。远离分不开真正的知己，只要
同在四海之内，即使在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这既
是对杜少府的安慰也是对他的一种赞扬（点拨：知己）表现
出诗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志趣，是真挚的友情得到了升华。

7、“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合：尾联，回应题
目，回应标题。无为：不要，不需要歧路：分别得路口沾巾：
挥泪告别（人哭了，就要用手帕拭泪，于是沾巾就可以用来
代替哭泣。这种字眼叫做代词或代语）

8、回顾全诗：作者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劝慰他的朋友杜少
府，但他不是一上来就劝他不要过于伤感。而是先用环境描
写勾画出一个真实的送别画面，又表示自己和他一样都是宦
游人，因而最能理解他那种因离开亲友远出求仕的心情。接
下去又说，山高水远并不能阻隔知己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沟
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遂成为全篇的警策。直
道最后才劝他不要在分手的时候过于悲伤。这样委婉写来，
杜少府一定会感到亲切，他那点缠绵悱恻的感情一定可以排
解了。

小结：

这首诗乐观开朗，没有一般送别诗所有的缠绵和悱恻，我想
这正是它受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齐梁到初唐，浮华艳
丽的诗风一直占据着诗坛的统治地位。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等人扭转了齐梁的诗风，为诗歌创作开创了新的风气。



课后作业：

1、课后搜集有关初唐的诗歌加以分析比较

2、背诵全诗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六

1、通过品读，自悟，讨论，交流等方式感悟文章所蕴涵的深
刻含义。

2、有感情地朗读诗句。

3、鼓励学生大胆模仿并创作诗歌。

教学重点：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中蕴涵的深深母
爱。

教学难点：1、能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对“母爱”的理解。
2、引导学生创作诗歌。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板书：做 故乡的蘑菇

听 故乡的声音

斗笠 感 故乡的温暖

闻 故乡的芬芳

戴 故乡的明月

1、同座的为一组 再读课文，一个读一个听，说说自读后或
者听后的感受或者疑问。开始!



a 、读 b 、指名说自读后或者听后的感受或者疑问.

2、师小结：从你们的回答中，老师知道你们刚才认真读了，
也认真听了。是呀，“听”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今天
这节课很多地方我们会用到这一方法。

1、讲解第一小节 (1)学生自由读诗)(2)这一小节中，哪些地
方最能体现浓浓的母爱?(走到哪里，你都是故乡的一朵蘑菇，
娘在梦里也能看见你挺直的身影。)

(3)从这句诗中你体会到了母亲怎样的心愿?(希望孩子在外能
身体健康，堂堂正正做人)

(4)你能将自己的感受朗读出来吗?(指名朗读)(5)师评价

(6)朗读技巧指导：朗读是一种有声语言艺术，它不仅可以提
高阅读能力，还能提高艺术鉴赏力。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只要
用心体会作者情感，把心放到文章中去，就能读出作者的感
情。

2、小结学第一节的方法。(出示)齐读：(1)自由读诗 (2)找
出小节中最能体现母爱的句子。(3)你体会到了母亲怎样的心
愿?(4)将你的感受通过声音的变化朗读出来。

3、运用以上方法学习以下(2——5小节)中自己喜欢的小节。
然后小组合作学习。

1、讨论：本诗为什么以“斗笠”为题?(一物寄情深)老师提
示：伞、碗……

2、说一说：生活中哪件事物令你想起浓浓的亲情?

(每天的营养早餐、整洁舒适的卧室、凝聚爱心的药丸、温暖
贴心的毛衣……)



3、交流：我们可以为父母做些什么?

4、喜欢整篇课文的同学请你们一起大声地把自己的情感表达
出来吧!

能说说你们喜欢的理由吗?(引导学生说出文章的结构美和音
乐美、语言美、情感美、想象美。)

5、小结全诗：这是一顶特殊的斗笠。戴上它，孩子在异乡能
听到故乡的声音，感到故乡的温暖，闻到故乡的芬芳，望见
故乡的明月，其实这都是来自故乡母亲的爱。

6、你们想把母亲的爱读出来吗?(想)那就请你们一起读吧! 7、
评价。

提示：(假如你就是那“孩子”，会用什么样的诗歌来回
答“母亲“呢?有兴趣的同学可学习课文的写作方法自创诗歌，
用文字的形式告诉老师吧!)(拓展延伸)

1、学生创作诗歌。 2、展示作品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斗笠》这首诗。它是特殊的斗
笠， 不舍;是牵肠挂肚的思念;是圣洁无私的母爱。让我们大
喊一声：“妈妈，我爱您!”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吧!

板书：

做 故乡的蘑菇

听 故乡的声音 乡情

斗笠 { 感 故乡的温暖 ｝

闻 故乡的芬芳 母爱



看 故乡的明月

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七

1、 知识与技能

认识2个生字，读读记记“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熟、
完整、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思乡之情，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
达出来的。

2、 过程与方法：

通过自读自悟和与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情，
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3、 感情态度与价值观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念，进步体会人们的思乡情怀。

重点：引导学生体验摇花乐。

难点：体会母亲对故乡桂花的怀念。

1、 学生预习课文。

2、 根据学生家庭实际，让学生听听长辈讲的关于小时候家
乡生活的故事，丰富他们的感情体验，进一步体会人们的思
乡情怀。

童年是幸福的，难忘的。回忆美好的童年生活是一种乐趣，
一种享受。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就是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
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琦君，走进她的美丽的童年，欣赏美丽的
桂花雨吧！



板书课题 7*桂花雨

1指名读“阅读提示“

2指名说

1、 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想课文主要讲了
什么？

2、 指名说。

1、 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看看桂花给“我”带来了哪些
快乐？画出有关的词句。

2、 有感情地将你找出的句子读给同桌听。

3、 重点品味摇花的乐趣。

为什么说“摇桂花”对“我”不说是件大事？理解 “总是”

理解“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

画出“我”摇桂花的句子。

自读，边想像当时的情景。

指名读，其他学生闭眼想象。

指名说说想象的情景。

再指名读，男生读，女生读。（老师相机指导）

齐读。

1、 反复读读“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



乡院子里的桂花。”和同桌讨论一下对这句话的理解。

2、 指名说。

3、 联系整段课文，由“可是”体会到什么？

4、 浏览全文，找找理由说说，你认为家乡桂花香还是杭州
桂花香？

5、 品读，体会家乡桂花的香。

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有
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1） 哪个字突出地说明桂花的香气呢？

（2） 指导朗读，指名读，小组读。

6、 杭州的桂花香，找出相关的句子。

8、 指名说

母亲这句朴素的话，与“月是故乡明”如出一辙。母亲每年
都闻着桂花的香气。关注桂花 ，收获桂花，体验着“馈赠桂
花的快乐。吃着桂花食品，喝着桂花茶……桂花已充盈了她
全部的生活。家乡院子里的这棵桂花树，是母亲生活乃至生
命的一部分，还的什么可以替代它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家乡在母亲心中的分量。

9、 而母亲的这种情感，这份情怀，无疑也感染了作者。体会
“于是，我又想起了我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
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10、 小结。（板书 香 思 乡 浓）

1、 把喜欢的句子，段落背诵，抄写下来。

2、 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有没有不能忘怀的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