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
南大学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

析(大全9篇)
欢迎词应该简练、清晰，能够准确表达主人的热情和期望。
欢迎词也可以适当融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增加现场气氛的活
跃度，让听众感到愉悦和轻松。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欢迎
词的写作技巧和特点，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些经典范文。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一

【案例】：

平等是增进情感、融洽关系的柔和剂，小学生渴望同学之间
的平等，也希望师生之间的平等。老师与学生互换角色，教
师处在学生的地位上听学生评价，学生在欣喜、受宠若惊之
余，更多的是快乐。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好好地表现一番。

如：我在读《在南极的日子》这篇课文前，我用征求的目光
巡视了一下全班同学，诚恳地说：老师要读课文了，你们对
老师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吗？孩子们稍加思索，大胆地说道：
我希望老师的声音要洪亮。老师读的时候要把作者和考察队
员之间的深厚感情表达出来。

我读完后，学生纷纷举起了小手，老师读得很好，很有感情。
老师的声音有的地方不够洪亮。今天，纪念标揭幕，智利、
苏联、乌拉圭和民主德国的考察队的队员和孩子们都来了。
这一句中有几个国家，我就没有听清楚。我对学生点点头，
微笑着说：谢谢同学们，我再读的时候一定注意。接着，我
又充满感情地读了一遍，学生高兴极了，他们有的露出了会
心的笑容，有的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老师真的听从了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和自己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案例分析】：

课堂上如果合理使用不同的评价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更能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激发创造潜力！在课堂教学中，不管采用哪种评价方式，不
管是针对学习内容的评价，还是针对学习习惯、学习方法、
情感态度和合作学习等方面的评价，都要注重每个学生的感
受，以激励为主，敏锐地捕捉其中的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肯
定和表扬，每一次评价都要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和同伴心诚意
切、实事求是的评价，激励学生积极思维，营造一种热烈而
又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把学生引导到评价中去，调动所有
的学生关注评价、参与评价，使学生在评价中交流，在交流
中学习，才能在评价中得到进步，共同提高，全面发展。从
而使课堂评价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
发展，课堂评价体系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完善、具体，在《语
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新理念的驱动下，语文课堂教学评价
方式也一定向着人性化、平等化、科学化发展。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二

课文写了父亲通过艰辛的努力，在荒凉贫瘠的山坡上为家人
开辟出了一处菜园。赞扬了父亲执著、勤劳的品质。课文按
事情发展顺序，写了因新修公路失去菜园，父亲毅然要开一
块菜地，重点描写了开荒、填土和育肥，生动细致地描写了
父亲的言行，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父亲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１、识８个生字。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并学习父亲的勤劳和执著。

３、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感受父亲的勤劳、坚强。

４、积累并学习描写人物言行的语句。



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中感受父亲的勤劳、坚强。

一、揭题导入

１、直接板书课题：父亲的菜园

２、读题，质疑：

师板书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父亲为什么要开辟菜园？

父亲的菜园是怎样的？

二、初读质疑

１、带着问题，自由读全文。

２、指名汇报：

多媒体随机出示重点句：

我们的心情都不大舒畅，没有了新鲜的蔬菜，对一个普通的
农家来说，就像婴儿断了奶。

远远望去，父亲的菜园就像一块碧绿的翡翠，嵌在荒凉的山
坡上。

比较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共同点？

（都用了打比方的方法）

３、学习这两句话：

齐读第一段。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三

1、练习声旁，通过组词比较形声字

2、词语搭配练习

3、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练习声旁，通过组词比较形近字

练习法、朗读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两课时

一、照样子写一写

1、让学生说出自己组成的字

2、组词

3、延伸：让学生区别每组字

二、词语搭配练习

1、练习课文中的内容

2、延伸：让学生换修饰语。

三。照样子说一说

1.让学生读文中的例句。

2.学生说自己造的句子。



3.教师给学生强调造的句子要把一种事物比做另一种事物。

4.学生互评造的句子，教师点评。

一、自读塘鹅妈妈

1.让学生自己认字

2.大声朗读。

3.引导学生下课尝试，闭紧嘴巴，别人怎么诱惑自己都不张
嘴的滋味，体会塘鹅xx的心情。

二、夸夸我们的妈妈

1.让学生想xx的优点。

2.让学生夸夸自己的妈妈。

三、给妈妈过节

1.了解三八节的常识。

2.为妈妈做件事。

3.练习写留言条，写祝词。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四

教学内容：

学习两首古诗，领悟诗意，做到感情朗诵、背诵。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小朋友，谁能把自己喜欢的诗歌背给大家听？今天我们学
习两首新的古诗。（齐读课题）

二、学习《望庐山瀑布》

1．借助拼音自读诗，遇到难读的字可问老师、同学。

2．同桌互读生字、诗歌，要求：字音准确、读得流利。

3、出示去掉拼音的生字卡，学生自愿上台认读生字，并当小
老师教读。

4、开火车读生字。

5、你们发现这四个生字有什么特点？

（庐和炉相似，字音相同，都有户字，偏旁不同。瀑与水有
关，是三点水，右边是暴字。）

6．抽生读诗，其他生评议。要求：字音准确，读得流利。

7、齐读诗，想想：庐山瀑布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是从哪
句诗体会到的？

8、借助图画和自己的想象，小组内交流读懂的词、诗句的意
思。师随机指导。

（第一、二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远
望香炉峰，在阳光照耀下，峰顶烟雾袅绕升腾；瀑布飞流而
下，像条大河在山前高挂。生紫烟的“生”字，给人以动感，
再有一道瀑布的照应，景象奇特非凡。第三、四句，“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写瀑布从山顶飞流而下
的景象。诗人想象它好像是银河从高高的天空飞落下来，描



绘了庐山瀑布的雄伟气势。）

9、小组代表交流理解了的诗句意思。

10、质疑，提出没理解的词。释疑。

如：生——升腾、升起。

川——河流。

紫烟——紫色的云雾。

疑——可能、好象。

11、理解了诗意后，你有何感受？带着自己的感受读读这首
诗。（配乐）

12、抽生读，评议。比赛读。齐读。

13、练习背诵。

三、学习《绝句》

1、自读诗，把生字多读几遍。

2、出示生字卡，小老师教读。

（注意：岭是边音、后鼻韵、三声。）

3、开火车读。

4、同桌检测读。

5、抽生读诗。要求：字音准确，读得流利。



6、齐读。

7、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学诗。（可读一读，画一画，说一
说，唱一唱等。）

8、交流自学情况。

（我通过读，知道了第一、二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
白鹭上青天。”写春光明媚，一对黄鹂欢唱于浓浓翠绿的柳
枝上；水光云影，一行白鹭展翅飞翔于蓝蓝的天空。诗中写
了两种鸟、两个背景，据说，这种鸟能给家园带来喜庆、祥
和的气氛。第三、四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写诗人从窗口望去，西山绵亘，白雪皑皑。而在门前
不远的江岸边，停靠着等待远航东吴的大船。这两句，一写
千年雪之山镶嵌在窗口，一写行万里之航船停泊在门前江中。
）

（我通过画明白了《绝句》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明丽的田野风
光，表达了诗人安适愉快的心情。）

9、抽生读、唱、说、画，评议谁学得最好？

10、带着自己的感受读读这首诗。（配乐）

11、齐朗诵

12、练习背诵。

拓展训练

1．背两首古诗

2．回家搜集古诗，背一背。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五

[课堂实录]：

（投影出本课生字）

滩浅沐浴倾

舒剧赏店耀

师：下面检查一下同学们的预习情况，请点到的同学大声读
出来。（指名读，全班跟读正确读音）

生：开火车认读、抢读。

师：（投影本课词语）

倾听聚集闪耀璀璨

阳光和煦碧波荡漾

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琳琅满目人流如潮

这些词语能读好吗？

生：做小老师领读词语。

师：（出示长句）

每逢节假日，人们结伴来到这里，漫步在金色的沙滩上，沐
浴着轻柔的海风，倾听着浪涛拍岸的声响，真是舒服极了。

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宽阔的街



道上人流如潮。

生：分别读长句。

[效果与分析]：

课上到这里，我感觉学生的积极性在一点点地降低，从字到
词、再到句，都是由教师认为好、认为难而出示的，学生在
老师的引导下，按要求一遍一遍地读着，教学形式过于单一，
学生感到比较乏味，提不起兴趣来，处于被动接受，学习效
果不佳。整堂课给人以沉闷、枯燥之感。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教学效果，问题关键出在教师牵得过多，
虽然不能否定教师出示的这些词句不是好词或难句，但并非
对于全班孩子来说都难，教师要求学生相同划一地进行朗读，
实则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因此出现了难句不
难，个体认为难的句子却没能得到练习，学生的积极性调动
不起来的状况。

第二种教学设计

[教学实录]：

（投影出本课生字）

滩浅沐浴倾

舒剧赏店耀

师：同学们一定都预习过课文了，下面开展一个小游戏你读
我听，同桌相互评一评。

生：同桌相互认读生字，检查纠正。

*效果：全班参与，同学们积极性很高，读得认真，评得仔细。



师：这一课有很多很好的词语，同学们你们想怎么学习它们？

（投影出示）倾听聚集闪耀璀璨

阳光和煦碧波荡漾

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琳琅满目人流如潮

生：我想读一读第三行嬉水跳跃、鳞次栉比；

生：我想教一教第一行，请大家跟我读倾听聚集闪耀

璀璨（全班跟读）

生：我想说一说阳光和煦的意思是说阳光照在身上，感到很
暖和的意思。（其他学生认真倾听，结合图画加深理解）

生：我想问一问人流如潮是什么意思？哪位同学来帮帮我？

（众生举手）

生：请黄文华帮帮我。

黄文华：人流如潮的意思是指街上、商店里，人像潮水一样
多。你明白了吗？

生：明白了，谢谢你！

黄文华：不用谢！

＊效果：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尔后还有部分学生认读词语，
教读词语，向大家介绍自己对某个词语的意思，展示自己的
预习成果，或是就自己不明白的词语提问，学生间互相帮助



解决。

师：把这些好词带到文章当中，再读一读，画出你认为难读
的句子。

生：自由读课文，画出难句。

师：把你认为难读的句子在小组里提出来，大家一起读一读，
练一练。

生：共同练读难句。

师：在小组练习后，你还感觉哪句比较难的？提出来，大家
练一练！

生：提出第四自然段第二句比较难读，（师投影、当即画出）

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宽阔的街
道上人流如潮。

生：齐读，再练练。

＊效果：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同学们在积极、融洽的状态
下反复练读了难句，既帮助了别人，又巩固了朗读。

[案例分析]：

将学习的自主权下放给学生，孩子们一下就活起来了。这堂
课就是最好的证明！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改变了单一的教学方
式，采取了游戏、自由选择学法、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形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更注重从孩子自身的需要出发，
以学定教。在学习词语时，对于能基本掌握字音的学生，他
们能选择读一读词语；对于字音掌握较好的学生，他们能选
择教读词语，全班在跟读时又对词语得以巩固；对于课前查
过词典或知识丰富的孩子，他们能选择告诉大家某个词语的



意思，加深大家对词语的理解。而对于善于质疑，都某个词
语不理解的孩子，他们又能有提问和选择伙伴解答的机会。
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既照
顾到了学生个体的差异，又活跃了学习气氛，大家在主动地
学习、互助中自然地掌握了本课词语，学习效果非常不错。

可见，同一个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其效果是截
然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多从孩子的实际需要出发，设
计形式多样的教学，这样才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达到良好
的教学效果。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六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细致观察，把事物写具体、生动的。

2、知道常见动物“家”的称谓。

3、比较句子，体会词语在表达语意轻重方面的作用。

4、积累有关秋天的谚语。

【过程与方法】

熟读成诵，辨析领会。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常见动物“家”的称谓，理解体会词语在句子中
的作用，积累有关秋天的谚语。

难点：培养如何通过细致观察把事物写具体、生动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秋天的谚语。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平台

1、出示文中语句，读通，读懂。

2、分角色进行对话朗读，发现作者描写的细腻之处。

3、思考：作者为何能把爬山虎、蟋蟀以及它的住址写得这么
细致、具体？

4、读文中旁批的话。

5、在此基础上要求联系自己的习作情况，想想有什么好的经
验。

二、词句段运用

（一）连一连，为下面的动物找到家。



1、出示文中上下两组字，提醒学生注意读准“厩”的字音。

2、读完后告诉学生动物的家的称谓，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3、生自己连一连。

4、教师订正。

（二）读下面两组句子，注意加点词的词语，体会每组句子
意思的不同。

1、教师出示例句，学生自由读。

2、分角色进行对话朗读

3、比较一下每组里前后两句都有什么变化，体会加点词语在
表情达意方面的不同。

4、师生交流，体会不同。

5、小结：这二组句子，每组里的两个句子意思基本相同，但
每组里的第二个句子表达的语义更准确一些。我们平时阅读
文章与说话时，要注意这样的词语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6、请学生说说类似的例子。

三、日积月累

1、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文中的语句，要求读正确。

2、指名学生读语句，纠正字音。

3、你发现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

4、交流自己对这几句话的理解。



立了秋，把扇丢：指立秋后，气温降低，炎热的天气就会逐
渐凉下来。

二八月，乱穿衣：形容初春和初秋时人们乱穿衣服的情况。

夏雨少，秋霜早：指夏季降水少的话，秋天打霜会到的早。

八月里来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到了农历八月，大雁就
要开始南飞迁徙，大雁一旦南飞，就要下霜了。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到了秋天，每下一次雨
就要注意保暖，加衣服，直到冬天穿上棉袄。

八月暖，九月温，十月还有小阳春：指北方一些地区，农历
八、九月很暖和，十月里还像春天一样温暖。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七

这首诗歌语言亲切，琅琅上口。应以读为主，从语言文字入
手，在读中引导学生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

(山脚下一幢幢漂亮、整齐的瓦房，学校前面有一条弯弯的小
河、学校四周树木郁郁葱葱，蓝天白云，构成一幅美丽的图
画，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认真地读读课文，谁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找一找，画一画有关
的词语、句子。用“——”画出谁，用波浪线画告诉我们什
么?然后把相关的词句读一读。

然后把相关的词句读一读。

1、对比读感悟美。

a、那漂亮的瓦房就是课堂。



b、那最漂亮的瓦房就是我们的课堂。

a、那平坦的土地，就是操场。

b、那最平坦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操场。

a、小河会告诉你，上课的铃声很清脆。

b、小河会告诉你，上课的铃声是多么清脆。

a、林涛会告诉你，放学的歌声很悠扬。

b、林涛会告诉你，放学的歌声是多么悠扬。

通过对比读感受学校的美好，体会学生在优美的环境里学习
是那样的高兴自豪。读中积累词语，训练语感。

2、借助图画感受美好。(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引导学生观察图画：用自己的话说说小山村学校的样子、说
说在学校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时的快乐心情。带着真实地感
受有感情地朗读1、2、3小节。

学习最后一个小节：我们的学校，在祖国的地图上，找也找
不到，画也画不上。引生质疑：自己读最后一个小节，联系
上一个小节，你有什么问题吗?学生可能会提：为什么学校那
么小，却装得下祖国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的理想。教师引导
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学习生活、收获、理想。教师小结：我们
的学校虽小，但是在这里，我们这些小朋友同样快乐地学习，
了解古今天下事，认识中外知名人，笑谈理想抒情怀，这个
小小的山村学校，就是我们成长的摇篮。一句话，学校虽小，
可是我们的理想却远大的很呢!

你们的学校什么样?可以仿照诗歌的样子，也向大家介绍介绍。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八

1.通过学习，重点分析小说所描写的“边城”的风土人情，
体会沈从文的小说风格。

2.把握对人物的描写，分析主要人物重点是翠翠的形象。

主旨和人物形象。

沈从文的小说风格。

2课时。

品读法。

投影：

1.“美字笔画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人人
认识，可是真懂得它的意义的人却很少。”

2.“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
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
只这类人有份。”

情学生谈谈这两句话的体会(略)

这位追求美爱与自由，热爱青春与美的作家就是现代小说
家——沈从文。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考试题西南大学篇九

了解宴子出使楚国国，有力的反击楚王的三次侮辱，维护了
齐国的尊严的故事，由衷的佩服宴子超人的智慧和善辩的口
才。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理解晏子说的话，体会晏子的语言中所蕴含的智慧。

3、会认8个生字，会写14个字，认识理解难点词语。

在读和演中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探究学习。

精读晏子与楚王针锋相对的话，了解楚王三次是怎样侮辱晏
子，晏子是怎样反驳的，理解句子中含着的意思，体会晏子
超人的智慧和善辩的口才，以及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

1课时

一、解释课题，导入课文。

1、出示课题“宴子使楚”。理解“使”，出使。

2、介绍宴子。说明“子”是古代对对有学问有贡献的男性的
尊称。说说，你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哪些的人物。比如：孔子、
孟子等。

3、说说课题的意思。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教师提出初读要求：

（1）根据拼音，读准生字词的读音，把课文读通顺。

（2）想想课文讲了哪几件事。

2、课堂交流

（1）课文讲了三件事，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晏子每次都反



驳了楚王，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学生交流，其他同学可以
补充。）

（2）读一读难读的句子。

3、了解剧本的格式。

三、再读课文，走近宴子。

1、大声朗读课文，想想课文让你感到最气愤的是什么？让你
感到兴的又是什么？

2、课堂交流，并朗读相应的课文。

（1）最气愤的是楚王“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
风。”

（2）兴的是“从这以后，楚王不敢不尊重晏子了。”

3、从楚王的变化中，你能说说晏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四、深入阅读，体会智慧。

1、研读晏子和楚王间的第一回合较量。

（1）找出晏子面对楚王的侮辱，如何反驳的句子。

（2）自由朗读这句话，你认为晏子反驳的话中哪一句最厉害。
（让学生自由说理）

转折点：由狗洞推想到狗国，向楚王质问：楚国到底是个怎
样的国家？

（3）晏子面对楚王的侮辱，他又会怎样对接待的人说这番话
呢？请选择合适的提示语，然后读一读，说说你为什么这样



选择？（怒发冲冲地心平气和地冷静地）。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编排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