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 教案教学设计
阅读讲评(模板8篇)

岗位职责提供了员工工作评估的依据，能够根据工作绩效对
员工进行考核和激励。注意自我管理，合理分配工作时间和
精力，避免工作过度或不足。对于每个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
和期望，以下范文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启示。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指导学生评改作文，复习习作的修改方法，学会在评
改中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发现自己的修改点，发现语言表达
的疑难点。

2、培养学生自评自改、合作评改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写作兴
趣。

教学准备：需修改习作复印件

课时安排:20分钟

教学过程

一、面向全体，整体评价

上节课一只小燕子的命运牵动了大家的心，同学们也因此创
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很多同学的习作非常生动，
让人读了以后觉得画面就在眼前，像看动画片似的。今天，
我们就来一起评一评、改一改我们的习作。

二、欣赏美文，了解评价标准



1、赏题

2、赏文

(1)、在老师品读大家作文的时候，有一篇文章特别吸引我，
大家想欣赏一下吗？

(2)、请优作学生起立读自己的'作文，其余思考哪儿写的好，
为什么？

(3)、小作者读，生静听默想。

(4)、请小作者谈谈习作心得。

(5)、交流赏评意见。师相机用波浪线划出写得好的地方，并
归纳评价标准。

三、集体修改

1、常言说“文章不厌百回改”，要让我们的文章更精彩，就
看我们怎么改。出示一段有待修改的习作。(投影仪展示，每
生发给复印稿一份)

2、学生默读，对照要求划出要修改的地方，旁边注上感受或
修改意见。

3、交流，集体评改。

四、自我修改

1、大家都知道怎么修改习作了吗?有些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对自己的文章作一番润色了。

2、学生自改或互改，教师巡视并指导。



3、投影仪展示个别学生认真修改后的习作，通过对比，让学
生感受到“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二

训练要求：

1、写日记要注意格式。

2、按照写日记的方法和要求，写一篇日记

3、心周围的事物，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

一、导入

同学们，日记是自己每天生活的真实记录。写日记就是把自
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特别是自己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
记下来，一篇日记可以写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也可以
写一点感想，内容一定要真实。坚持记日记，可以提高自己
的观察能力、认识能力和作文能力。我们要留心周围的事物，
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写日记。

二、总结本次作文情况

三、出示讲评要求

四、分析训练题材

五、写日记要求

1、日记格式：先在第一行中间写上年月日、星期几、天气情
况，然后在第二行空两格开始写日记正文。如果需要分段写，



每段要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日记有没有题目，没有题目，
没有明确规定。

2、日记要真实：就是写入日记的必须地真人真事、真感情。
好事，要如实记录，坏事，也要真实记录。

3、精心选择材料：精选而不要面面俱到。一个人一天中要经
历许多事，要有许多感受；一篇日记不要能什么都写进去，
写成流水账，这样什么事都写不清楚。

4、要把事情有条理的叙述清楚。

要坚持经常，每天都记。只有持之以恒，才会熟能生巧，落
笔成文

六、学生写日记

七、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写日记，“日记日记，格式要记：精心选
票，事实清楚，坚持经常，必定受益。要坚持经常，每天都
记。只有持之以恒，才会熟能生巧，落笔成文。

[日记讲评(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计]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三

2．指导学生学习发现、诊断同学和自己作文中的问题，并尝
试自己修改完善；

3．指导学生通过作文修改活动，体验修改作文的乐趣，提高
对修改作文的认识，知道审视和修改是写作活动中必不可少
的工作。



激发学生参与修改作文的热情。突破方法：开展自己作文的
鉴赏活动，对比修改前后作文的不同点，共同感受修改后作
文的美妙。对学生的修改行动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指导学生品鉴作文，发现文中的问题并修改。突破方法：将
品鉴和修改活动分为几个层次的任务，以任务驱动、过关的
形式开展教学，关键在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1课时。

一、谈话激情导入

1．谈话

师：孩子们，大家好！

生：xxxx

师：孩子们，半月不见，还记得我吗？

生：xxxx

生：xxxx

师：是你们的真情，你们对学校、对同学、对老师、对即将
过去的童年生活的不舍之情感动了我。你们的作文常常一次
次把我带回我的童年，我仿佛又回到了背着书包，坐在小学
的教室里听课的时代，仿佛又回到了和伙伴们欢闹嬉戏的校
园，仿佛又看到了语重心长教育我们的老师，仿佛听到了我
小学那棵老槐树上那群鸟儿的叫声。

你们内心深处的真诚情感，伴着你们工整的字迹，在我的眼
前流淌，每一句话都像是一首深情的歌谣，在我的耳际回荡。



2．讲修改的意义

3．讲修改文章的故事

二、欣赏同学们的优秀作文

1．朗诵。

2．投影。

3．谈优点。

三、修改作文

2．讲名言，介绍修改方法；

3．交换阅读、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4．自己修改、再阅读、发现问题，修改；

四．展示修改成果

1．展示修改成果。

2．总结修改经验。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四

自读自改

应用学过的方法，认真修改自己的作文。

一、小组评议

一人小组按作文要求，逐篇评价和修改未成行的作文。



二、全班交流

1、师生共同拟定评价最佳作文的标准：取题贴切、语句通顺、
抓住特点、想象合理、按一定顺序来写。

2、各小组推选优胜者参评，全班进行评议。

教师讲评

一、教师总结本次作文的情况

优点：

作文中多数同学能按作文要求--写校园的一角或某一处的景
物，能知道抓住代表景物特点的东西做具体描写，同时加上
合理的想象，融进人物的感情。

不足之处：

几个同学写成了游记或参观记作文没有侧重点，平铺直叙的
同学虽然符号作文要求写某一处，但没能写清楚特点，没有
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没有想象，作文干巴巴。

二、读优秀佳作

1、表扬写得好的作文：石律、田冲、石文磊、张菁、杨文惠、
潘正虎、刘馨、杨淳、杨佳佳。

2、选有代表性的两篇读给大家听，并说说作文中优点与不足，
再完善。

三、修改病文

选两篇有毛病的作文读给大家听，大家进行评议，找出毛病
所在，然后说说应该怎样修改好。



四、二次作文

1、再次读自己的作文，认真看老师的评语，想想怎样修改。

2、同桌或小组交流修改后的作文，互相帮助修改。

3、再次修改自己的作文。

[人教版小学语文上册第一次作文讲评(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
计]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五

1、抓住家乡的一处景物的进行描写，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
写出景物的特点,并展开丰富的想象.

2、使学生如何通过细致的观察，采用多种修辞方法丰富的内
容。

3、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

按照一定顺序，表现景物的特点。

学生习作两篇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回顾一下本单元习作是要写什么？

2、我们本次习作有哪些要求：

（1）按一定的顺序写

（2）写出景物的特点



（3）展开丰富的想象

（4）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

二、出示范文（一）

小组内交流，汇报

2、看一看这篇是按照本单元写作要求来写的吗？师随时归纳
总结（完善板书）：

（1）上学期已经学过运用时间推移（春夏秋冬），本范文是
按什么顺序去写的？

（2）本文“我看见船头像刀一样把江面劈开，最后它像一团
火焰似的跑出了我的眼界。” “我突然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诗：
一道残阳扑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采用多种修辞方法来
进行描写，使更加生动。

（3）想象---抒发感情

三、还有一篇，想看吗？

师总结：通过刚才的欣赏，同学们已经很准确的将分析得有
条有理，也知道了写景习作的思路，老师看到了你们的进步，
为你们感到高兴！

四、其实你们也有一些好词佳句，老师已经圈出来了，谁愿
意读给大家听？其他同学要认真倾听，看看有没有值得你可
借鉴的地方！

五、现在同学们看看自己的，首先观察你的是写景的吗？四
人小组讨论，看一看谁的能够按照习作要求很快地进行修改，
成为一篇更加优秀的。（互评）小组汇报。



六、展示学生作品，交代习作修改前后的变化所在，及修改
原因！

七、教师总结：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六

【

1、通过作文讲评，学会抓住人物的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
格。

2、针对习作要求，评讲优秀习作及片段，感受成功的喜悦。

3、培养学生养成仔细观察的习惯。

【

学会抓住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

【

上次作文要求大家选择一、二个典型的事例，用人物的肖像、
动作来表现你熟悉的一个人的性格。值得高兴的是，这次相
当多的同学的作文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要求。其中不少同学的
作文还写得不错。同学们请看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请佳作的主人来朗读习作，其他同学边看边听，并且作好笔
记，看看文章好在那里？（用好作文的标准来衡量）

当然佳作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每个同学的作文中或多或少都
有一些精彩之笔。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同学作文中的精
彩片段。



请10位同学朗读自己文中的精彩片段（教师已在作业本上勾
画出来）并选择一些打在电脑上（重点是有关肖像和动作的）

学生评议，教师小结：用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必须
注意描写要准确，只有写准确了，人物才真实；要抓住人物
外貌或动作与众不同的特征，集中笔墨进行描写，这样人物
才鲜明；更重要的是还要选择那些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思想品
质、精神风貌、个性特征的的外貌和动作予以重点描写，使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另外还得注意顺序和角度。

当然用肖像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要学会抓住特征，这就要求
我们要仔细观察，观察得仔细才能写得深刻。但要注意也不
必面面俱到，开篇就写，它可以在叙述人物的事迹中，也可
以伴随在人物的语言动作等的描写中。（可结合佳作）

在班上指定一个同学，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写出他的外貌或
动作。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七

1、学生能够在记叙文写作中正确运用语言、动作、心理、景
物四种描写方法，生动形象地诠释母爱。

2、学习从平凡的生活中体验真情，感悟母爱，培养学生感恩
图报的品质。

本次以“母爱”为主题的作文最大的不足就是人物形象不鲜
活，语言干瘪，无法体现厚重的母爱。所以这节作文讲评课
的重难点就是教学生在记叙中融入描写，具体介绍四种描写
方法，即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景物描写。让学
生在鉴赏同学作文中的生动描写，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
力，使自己的文章也能洋溢着浓浓的母爱。

三讲、二点、一步.



（一）导入

普天下最平凡的是母亲，从来没有一种文字能写尽母亲的爱，
而母亲给予子女的爱，却如无痕的岁月，贯穿着我们生命的
全部。母爱的方式有千万种，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个微笑、
一个眼神、一个点头????这些对于母亲习以为常的事情，只
要我们一咀嚼，就能品尝到母爱的味道，她是如此的柔软，
震撼着我们的心扉。上个礼拜，我们也写了一篇关于母爱的
材料作文，这节课，我们就走进自己的作品，去品尝母爱的
香甜。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二）优点展示

1、学生自评、互评。提示：只要是你认为写得好的方面，比
如：好词好句、结构严谨、题目新颖、事例典型、感情真挚
等等，你都可以畅所欲言。

2、老师总结：这次作文我们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充实、中心明确。

二、叙事流畅、结构完整。

三、标题新颖、扣题较紧。

（三）佳作亮相

1、小作者自我点评。

2、学生点评。

3、老师总结：

(1)、刘遂怡的《在爱中，领悟爱》文章拟了三个小标题“星
期五回家喽”“星期六打篮球”“星期日回学校”，分别写



了母女携手炒爱之肴、母女合作打篮球、母亲为我准备寄宿
衣物三件事，材料典型，详略得当，紧扣“母爱”主题。而
且灵活运用了动作、语言、景物等描写方法，生动形象地为
读者刻画了一个注重与子女交流沟通的时尚型母亲。

(2)、刘姿的《母亲哟，母亲》也采用了小标题形式，本文的
母爱是独特的，小作者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母亲坚决
让“我”洗衣服，第二件事是母亲教我做饭菜。从她记叙的
两件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母亲为培养我的独立精神所
付出的努力。作品中的母亲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严厉的
斥责，有的只是朴实的坚守自己的原则，放手让女儿做她力
所能及的事。她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朴实型母亲。
另外，第一件事例当中小作者的心理描写比较成功，写出了
自己欲罢不能，欲哭无泪的委屈。

(3)、余扶商的《开在心灵深处的花朵》文章语言很优美，特
别是景物描写很突出，不仅渲染了气氛，而且烘托了人物或
难过或高兴的心理。从头至尾，妈妈的话很少，有的只是妈
妈为我不停地忙碌，所以，整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浓
浓的母爱。让读者在钦佩的同时又有些羡慕，羡慕她有这样
一个任劳任怨的贤惠的母亲。

三篇文章，都在记叙中灵活运用多种描写方法，语言很优美。

三篇文章，刻画了三位不同类型的母亲，但都表达了一个共
同的主题：母爱，这种爱或民主、或朴实、或温馨，或乐观、
或执着，但无疑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让我们为这三位可亲
可敬的妈妈鼓掌，让我们为普天下所有的妈妈鼓掌。

可是，我们也有一部分同学就纳闷，我和她们写得事情也差
不多，为什么就写不出这么丰满的人物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们这次作文最大的不足就是：语言干瘪，人物没有生命感，
无法体现厚重的母爱。我们大部分同学是运用了语言描写，
可是老师想要问你的是：你的语言能反映人物的心声，表现



人物的个性和情感吗？还有动作描写，我们很多同学也只是
写出了人物在做什么，而没有写出他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
做？还有心理描写一样要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情波澜。

那么怎么让自己的描写生动呢？老师教大家三个比较容易接
受的方法：

（1）、添枝加叶法—就是给记叙性的句子恰当增加一些修饰
性的附加成分，使其更加生动、形象。

（2）、对心理“精雕细刻”法—即通过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
活动，使描写更生动、形象。

（3）、妙用修辞法—即巧妙借助修辞，使描写生动形象，给
人美感。

掌握了这三种方法后，我们一起看两个片段，请你说说这两
个片段写得好吗？为什么？

(四)出谋划策：

1、幻灯片展示两个片段。

2、学生当老师找出片段的不足之处。

3、老师指导之后，学生试着修改。

(五)总结：

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鲜活起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
要我们勤练笔，将这些方法灵活运用，就一定能把人物写得
栩栩如生，就一定能使我们的文章精彩亮丽。

(六）作业布置：



情境描写：

今天上午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作文讲评课。

请你用语言、动作、心理、景物等描写方法完成后面的片段，
不少于400字。

讲评的教学设计方法篇八

一、教学目的

1.让学生进一步巩固如何理解诗歌关键词语的含义的方法。

2.培养学生规范答题的习惯，提高分析和解题能力。

3.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让学生学会规范答题；

2.难点：迁移训练；

三、教学过程

（一）基本情况分析

古代诗歌的语言是最凝练的，通过前面几堂课的复习，我们
徜徉在诗歌的百花园中，感受到那一份份神奇、独特的美。
昨天，我们做了两道理解诗歌关键词语含义的练习题，从同
学们的作业情况来看，能基本上掌握了理解诗歌关键词语的
方法，但在正确把握景物特征和答题规范性方面还有欠缺，
本节课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二）重点讲评：



a.陕西卷

吴门道中二首（其一）宋孙觌

数间茅屋水边村，杨柳依依绿映门。

渡口唤船人独立，一蓑烟雨湿黄昏。

说说诗中“湿”字的妙处。

1.学生答案与参考答案比照：

【学生答案】

a．将春天细雨蒙蒙的景象生动化了。

b．写出了黄昏时雨润万物的景象。

c.写出了雨意朦胧的景象，又赋予了雨人的情感，使其拟人
化了。

d．烟雨蒙蒙的氛围更加勾勒出作者内心的焦急。

【参考答案】“湿”，是淋湿、打湿的意思，生动形象地写
出了雨中黄昏清幽润泽的韵味，表达了作者对乡间静谧、悠
闲的乡村生活的向往之情。

（教师相机点拨：结合语境。）

2.（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教师展示规范答题步骤:

第一步解释该字在句中的含义。

第二步展开联想把该字放入原句中描述景象。



第三步点出该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或烘托了怎样的意境。

诗中字的妙处的一般答题格式：是的意思。地写出了（景物）
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b.次北固山下王湾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说说“潮平两岸阔”中的“阔”的妙处。

1.让学生按照答题格式调整自己的答案，然后交流。

2.出示【参考答案】学生齐读。

“阔”是空阔、开阔的意思。生动地写出了春潮涌涨，江面
变得浩渺，两岸显得格外宽阔。表达出作者放眼山川的宽阔
博大的胸襟，豪迈的气概。

（三）拓展延伸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诗中比较某字更好的规范答题
步骤：

第一步：肯定“好”或肯定哪一个更好。

“阔”字更好。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同体会字的妙处。



第五步：简要说明“不好”在哪里。

而“失”字没有这么开阔、有气势，读上去缺少音律美。

诗中换字比较的一般答题格式：字更好。是的意思。地写出了
（景物）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感情。而字没有。

b.课堂练习：

《总复习范式》p72第四题《江畔独步寻花》

不好。“留连”不仅写出蝴蝶留恋花间的情景，还流露出诗
人对花的喜爱之情，做到情景交融。“翻飞”只写出了蝴蝶
嬉戏花间的情状。

（四）反馈练习:

必做题

1.《总复习范式》p72第三题《华子岗》

“侵”是侵染的意思，写出了夕阳余晖逐渐消退的过程，形
象地写出了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拂”是轻拂的意思。增强了动感，形象地写出了山色青翠
可爱，柔和多姿。这两个动词写云光山翠对诗人的眷恋不舍
之情，正折射出诗人对华子岗的喜爱与留恋。

2.《总复习范式》p73第一题《钱塘湖春行》第二题。

“几处”、“谁家”说明早莺尚少，新燕不多，表达了钱塘
湖初春季节的特点和作者的欣喜之情。如果改为“处
处”、“家家”，就没有这种表达效果。



选做题

2008山东卷

渡汉江（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首句中“断”字有什么表达效果？

答案：“断”是断绝、隔断的意思。写出了诗人与亲朋音讯
隔绝的现实，更突出了诗人的思家之切。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完成《总复习范式》古诗欣赏（一）剩下
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