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培智语文教案及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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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智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这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一、导言：

二、快速地浏览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再读课文，说说松鼠在“我”家做了哪些事？

四、再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可结合学生的自读，让
学生说说最喜欢其中的哪件事？并结合相关的语句说说自己
的体会。

五、再读感悟作者的表达方法，重点与上一篇区别开。同时
研究文中的侧面描写，即爸爸说的话和作者的议论。

六、最后想像松鼠跑到你家里你会怎么做？把你想到的写下
来。

第一点的设计让学生学会理性学习，运用已有的学习知识，
学习和感悟新篇章。

第二和第三点的设计是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概括能力。

第四点是勾画、批注。勾画、批注已成为高段学习的一种重



要的思考方式，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动笔，“不动笔不读书”。

在这一点的设计我还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体验。在交流时，
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感受松鼠的可爱、聪明、灵巧和作者对松
鼠的喜爱之情。在学生交流的过程同时，我还相继指导学生
读好、悟好有关的句子和段落。使感悟和朗读有机结合，读
体现悟，悟促进读。第五点和第六点是写的训练。

此环节的教学采用了先整体感知再深入感悟，最后写的训练，
做到了读写结合，此设计很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我感觉这
节课上的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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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爱家乡，也爱画家乡’。孩子们，你们想画画自己
的家乡吗？”“想——”孩子们拖长声音兴奋地说。

为了唤起孩子们对家乡重庆的印象，我开始给孩子们看收集
到的图片。首先我让孩子们看了解放碑。虽然这张图片流光
溢彩，可是由于解放碑和周围的高大建筑比起来实在过于渺
小，孩子们对它都没有什么记忆。以前没有印象没关系，我
相信通过这次图片刺激，下次孩子们去解放碑的时候一定会
留意它了。

读着桥的名字：“重庆朝天门大桥！大佛寺长江大
桥！……”一年级下册了，孩子们认识了不少字，一个个摇
头晃脑，小眼睛熠熠生辉，稚气中透着自信、快乐。

舒缓的下课乐曲响起来，上课的情形怎么也从脑海挥不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们这样的熟视无睹？难道正如诗人汪
国真所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即使没有风景，也不
应该看着繁茂的绿色海洋说雪山呀？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想
当然，我们教师还遭遇得少吗？孩子写做好事就是捡钱包，
写友谊就是好朋友不拿作业给自己抄，然后自己认识到错误，



承认错误，和好如初。

当语文课遭遇生活，似乎孩子们的生活就没了色彩，没了雨，
没了风，没了阳光。生活只是一个个凝冻的模型，冰冰凉凉
地矗立在孩子们的心头。怎样才能用阳光融掉那冰封的绿色，
还孩子一个鲜活的世界呢？其实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告诉过我
们，《语文课程标准》多次提到：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
文。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文呢？作为语文教
师，或许在识字教学上下的功夫要多一些，如让孩子通过看
广告识字，看商标识字……但深入地观察生活呢？深度地积
累生活呢？或许就做得少得多。孩子们这样麻木着自己，用
别人的生活来取代自己的生活，用别人的眼睛来指挥自己的
眼睛……这样下去，孩子会不会把别人的思想当成自己的思
想？如果那样，被冻僵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春天，而是孩子
们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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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有两点收获：

因为事先让学生写写读课文后的感受、听听他们所遇到的问
题，我才能了解学生真实的需要，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来确定
课堂设计方案。平时牵着学生上课，所有对学生的需要的揣
摩只是老师从经验出发的判断，这种“一厢情愿”其实是一
种武断的行为。

新课程标准中就指出我们的传统语文阅读教学中，往往存在
用教师的解读来代替学生自我的解读这样的弊病。阅读教学
中要改变的学生的学习方法之一就是要让学生直接与文本对
话，产生个性化的自我阅读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阅读
能力。现实中，缺乏自我体验的能力，抓住阅读权不放。这
次尝试让我发觉，错的是我自己。

但是，目前这些做法还只是个尝试，如果能带给学生一点阳



光的话，也只是从指缝间流下的几缕而已。我期盼着能有一
天完全放手，让自主学习的阳光直射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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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的维吾尔》一篇浅显易懂的课文，怎样上出语文味来？
怎样更好地发挥学生自主性？

我深思着。

在教学中，在导入读题后，学生通读课文找到中心句，全文
都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的意思。“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
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用这一中心句牵起全文地
学习。

课文是怎样写出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过了十分钟后，学生进行展示交流。“一个停电的晚上，环
境恶劣，一个汉子还迎风引吭，体会到和田维吾尔人的豪气
与乐观，不由得惊奇而肃然起敬。”如果换作我们会怎样呢？
联系自己来谈，在对比中体验更深了。难怪说，读中心句。
这就是和田维吾尔人，继续交流展示。有趣的交流，有趣的
朗读感受到和田维吾尔人甜甜的生活。在小结处，在过渡处，
扣住中心句，朗读中心句，在读中一步步深化认识了和田人
的特点，文章的表达方法也自然而然领悟到。

牵一句而启全篇学习真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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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兴趣通过对教材的钻研，首先出示小动物“羊、鸟、



兔”的图片，把它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开路石”，然后在
学生掌握了象形字的“以画构字，字就是画”的构字特点后，
再迁移到“口耳目”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安排，能让学生马
上实践象形记字的方法，从而始终保持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二、创设情境。在教学方法上，我们认为，创设情境是提高
一年级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在课堂教学时，
创设了小动物和我们交朋友这一情境，用“要交朋友，先记
住朋友的名字”解决了“羊、鸟、兔”字的读音；用“山羊
朋友告诉我们小知识”引出象形字的构字方法；用“你能用
刚才的方法记住羊和兔吗？”来让孩子进一步巩固象形
字“以画构字”的特点，孩子们学习时，始终围绕着和小动
物交朋友这一主线，大家兴致高昂，注意力集中，教学效果
非常理想。

三、在游戏中巩固

在巩固生字阶段，通过游戏让孩子们在趣味的氛围中不知不
觉地记住生字，首先是给生字宝宝排队（生字分类），然后
给生字宝宝找朋友（生字组词），最后在大街上找生字宝宝
（生活中字的应用），学生始终在游戏状态下学习，特别是
第二个环节，给生字宝宝找朋友，我把能与生字组词的字发
给小朋友，然后说“我是鸟，我是鸟，我的朋友在哪里”，
小朋友拍起儿歌，马上把字拿上来和我手里的字“交朋友”，
这个环节，孩子们的热情充分地被调动起来，课堂气氛非常
好。

这堂课的教学给我很大的启示，激发学生的兴趣非常重要，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趣味因素，让孩子
们喜欢上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