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语文五年级上册：1-8 单元全套习作教案教学设计 word(1)

部编人教版五年级上语文：4.2 习作：我的心爱之物创新教案

                         我的心爱之物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学会审题，明确写作对象。

2.掌握描述物品的方法，并运用到写作中。

3.叙事要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挚。

教学重点：

学会审题，掌握通过外形、颜色、功能等方面介绍物品的方法，并能实际运用。

教学难点：

叙事要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挚。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你的心爱之物是什么？把它呈现给大家吧。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要想把自己的心爱之物介绍给大家，就得掌握一些描述的方法。现在，老师先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它的样子：形状、颜色、数量、光泽、质地

如玩具熊：它是棕色的，胖胖的，两只眼睛圆圆的，好像会说话的样子。它坐在沙发的角落里，静静地注视着我

们，那样子可爱极了。

2.它的特点：

特点就是这件事物不同于其他的地方，每种物品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比如外形、用途等，所以，如果要想让自

己的物品与众不同，就一定要抓住它的特点。

3.你和它之间有意义或有趣的事情：



你和心爱之物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比如，你的小闹钟，有一次，你赖床的时候，它硬是把你叫起来，所以，你

上课就没有迟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赖床了。

4.你对它的感情：

选择这件物品，一定是你“心爱”的，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感情写进去。

三、小游戏

一个人说一件物品，另外一个人猜。

四、写作提纲：

第一步：起一个好听的题目。

第二步：点出你的心爱之物是什么。

第三步：描写心爱之物的外形、特点等。

第四步：写出你和它之间的趣事或有意义的事。

第五步：结尾，点题。



五、范文



我的心爱之物——字典

我有一个心爱之物，那就是字典！这本字典是我姐姐送给我的。它已经伴随我 4年了，我一直把它保护得很好，

每天都会去关照它一下！

我的字典外观可漂亮了！字典的封面大部分是红色；左右两侧有绿、黄、蓝三种颜色组成的，上面还印着四个白

色的大字：“新华字典”。这本字典长 13厘米；宽约 9厘米；厚 3厘米。字典的价钱约 12元，可它的价值远远高于它

的价钱。

这本字典虽然这么小，可是它的作用可大了！

有的时候，我遇到的字只知道拼音，可不知道它的写法，我就用音序查字法从字典里寻出它的芳踪；有时候看到

不会读的字，我就用部首查字法在字典中找到它的倩影。不仅如此，我还能在字典里查出数学的、历史的、地理

的……等等很多方面的知识。啊，别看字典这么小，它的肚子里藏了这么多东西，真是让人既惊讶，又佩服！

字典那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我的老师不就像它一样吗？看，老师就像一座知识的宝库，让我们随意获取；老

师就像甘甜的清泉，滋润着我们。我喜爱字典，更喜爱我的老师。

http://www.ppzuowen.com/s/xieren/jiejie/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字典，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希望这本字典能永远陪伴我！

http://www.ppzuowen.com/s/xieren/wo/
http://www.ppzuowen.com/s/xieren/huoban/


部编人教版五年级上语文：8.1 习作二漫画老师

习作二

《“漫画”老师》

教学目标

1. 明确自己想要描写的是哪一位老师，了解这位老师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2. 挑选能够突出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来刻画人物；

3. 学会通过细节凸显人物形象。

教学重难点

1.挑选能够突出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来刻画人物；

2.学会通过细节凸显人物形象。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准备

    几张人物漫画；班上几位老师的照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出示人物漫画）同学们都看过人物漫画吧？（看过）



里面的人物形象有趣吗？（有趣）

你觉得有趣在哪里？（学生各抒己见）

没错，漫画里的人，特点非常突出，配上独特的画风和夸张的情节，让人觉得可爱又有趣。

2.如果要给一位老师画漫画，你会选择谁呢？（出示班上几位老师的图片）（学生自由发言）现在，让我们用文字把我们可爱的老师

“画”出来吧！（板书：“漫画”老师）

二、启发思路

1. 各位小画家们，请说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位老师为他“作画”呢？（学生自由讨论）

2.汇报讨论成果：

①引导学生先说出要描写哪一位老师；

②这位老师有什么突出特点，比如：外貌、衣着、性格、喜好（此处可作细节描写）；

③归纳完这些细碎的信息之后，引导学生回忆，有没有什么典型事例可以体现该老师的这些特点，有的话，选择一两件比较有代表性

的事件，写下来。（注意：事件必须要能够突出人物的特点）

三、习作指导

1. 整理思路：学生先打草稿，确定自己想写哪一位老师，他的突出特点是什么？（板书：XX老师  突出特点：……）学生先把思路

整理出来；

2. 以语文老师自身为例，给学生讲解如何刻画形象：

（1）（学生归纳）特点：

①外貌：清秀的脸 大大的眼睛 戴着眼镜  高高的鼻子



②性格：很温柔，有时候也很严厉，但同学们都很听她的话

③喜好：爱说笑，上课很有趣  喜欢穿淡雅颜色的衣服

（2）（学生回忆）事例：

表现性格的典型事例：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在别人的课本上乱涂乱画，导致那位同学的笔记都看不清了，老师十分生气并严厉批

评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仅帮别人补好了笔记，从此以后也学会了爱惜别人的东西。

表现喜好的典型事例：老师上课很有趣，因为她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我们的课堂既精彩又活跃。比如有一次一位学生在上课时喷花

露水，搞得整个教室都是奇怪的味道，老师说了一句歇后语：你这是在公共厕所里跳高——引起公愤（粪）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细节刻画：语言幽默）

3. 结构安排：选出两个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人物特点的同时，还要注意，文章必须做到有详有略，详略得当，两个事例刚好安排一个

详写，一个略写。

4. 学生自由习作，师巡视指导。

四、习作点评

找出两、三篇比较优秀的作文，在全班进行点评，重点在是否讲清楚所写的是哪位老师，事例是否能体现人物的特点，语言是否

通顺恰当等。

五、小结

    学生通过选择自己熟悉的老师，运用典型的事例来刻画人物形象和特点，掌握刻画人物的技巧。

六、延伸

将你的作文与你的同桌交换，看看你们能不能画出对方作文中所刻画的老师形象，看看你用文字“画”



出来的老师，能不能真的画出来。（看出是否刻画到位）

板书设计                  外貌

               细节描写   穿着

                          性格            形象突出

“漫画”老师              喜好            一目了然

               典型事例   凸显人物形象

教学反思

1. 学生在写作文之前，必须对想写的老师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篇习作要求学生第一步必须先留心观察所选对象，找出最突出的

特点；

2. 学生在选择事例时，必须注意，事例要典型，要能凸显人物的形象特点，让人一眼便能看出所写的对象是谁。



部编人教版五年级上语文：11.2习作：缩写故事创新教案

《缩写故事》创新教案

教学目标：

1.学习缩写的方法，能够缩写文章。

2.通过缩写练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分析、综合、理解和概括能力。

教学重点：学会用概括等方法进行缩写。

教学难点：在教学中提高分析、综合、理解、概括等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我们以往都是尽量把习作写具体。今天我们从反方向学习习作，就是把具体的内容尽量概括地

写，也就是缩写。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我们阅读课本第 42页《猎人海力布》的缩写，说说你在阅读中发现了什么。

生读文章。

预设：在读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文章的篇幅大大减小，一些心理描写、语言描写都删去了，一

些情节也删去了。但是，文章的原意没有改变。

2.方法总结。

师：用自己的话说说我们缩写有哪些方法。



生答，师总结。

缩写的方法有：自然段意相联法   重点段落要点相联法

 3.概括习作的方法有哪些呢？

生答，师总结

A.不要打破原文内容的顺序  

B.不要修改段落

C.只留下主要内容，去掉修饰词。

D.明确主题，删掉与主题没关系的内容。

E.明确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三、当堂练习。

请同学们缩写第 9课《牛郎织女（一）》，看谁写得好。

四、精彩呈现。

学生呈现缩写习作，教师选择优秀的作品展示在“作品展示墙”上，供大家品评。

五、作业布置。

这次的习作作业是缩写《牛郎织女（二）》。

    六、板书设计：

                       自然段意相联法   

           缩写的方法  重点段落要点相联法



                  A.不要打破原文内容的顺序

   缩写故事           B.不要修改段落

        具体写法  C.只留下主要内容，去掉修饰词。

                 D.明确主题，删掉与主题没关系的内容。

E.明确时间、地点、人物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部编人教版五年级上语文：15.1习作：二十年后的家乡教案

习作：二十年后的家乡

课题 二十年后的家乡 课型 习作
授课

时间
1课时 

教学

目标

1.引导学生根据本单元课文的写法，围绕二十年后的家乡进行写作。

2.大胆想象二十年后家乡人、事、景、物的巨大变化，学习用人、事、

景、物表达对家乡的热爱、怀念之情。

3.用具体的人、事、景、物按一定的顺序把家乡的巨大变化写具体。

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　

4.学习编写习作提纲，在叙述中做到详略得当。



教学

重点

大胆想象二十年后家乡人、事、景、物的巨大变化，学习用人、

事、景、物表达对家乡的热爱、怀念之情。

教学

难点

用具体的人、事、景、物按一定的顺序把家乡的巨大变化写具体。

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   

学习编写习作提纲，在叙述中做到详略得当。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

钟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老师带来一组图片，我们一起来欣

赏。（课件出示 1）出示二十年前民居、交通、景

色等和二十年后的对比。

  看了这组图片，你有什么感受？

生交流感受。

   

【设计意图：用图片

的方式导入，能激发

学生兴趣，并有利于

引导进入本课教学。】



师：我们发现，二十年的时光，景在变，人在变。

瞧，我们身边的楼房越来越高，人们身上的衣服越

来越漂亮。二十年前手机、电脑还很少，可是现在

基本都普及了。二十年的变化真大呀！那么二十年

后，我们的家乡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

就以“二十年后的家乡”为主题，写一篇习作。

板书：二十年后的家乡



新课

教学

（   ）

分钟

二、指导审题，明确习作要求。（课件出示 3）

　1.指导审题

   （1）根据题目，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篇什么性

质的习作？

板书：想象习作

   （2）关于想象习作，你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呢？

  生交流、总结（课件出示 4）

   A首先在现实的基础上大胆发挥想象。

【设计意图：引导学

生从审题入手，让学

生在审题的过程中

明白写作意图，在此

基础上明确写作要

求，这样有的放矢，

能提高学生的习作

能力。】



   B要融入感情，合理想象。无论什么样的文章，

离开了感情，就会缺乏生气和真实感。

  （3）明确写作要求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么，《二十年后的家乡》应

该写些什么呢？

板书：写什么

生交流、总结（课件出示 5）

    师：是呀，我们可以从景物、建筑、人、交通

等方面写二十年后家乡的变化。



 三、指导想象，书写变化。（

1.二十年后家乡的变化有哪些？对这些变化，你有

怎样的感情？课件出示 6）

板书：写变化， 融入感情

师提示：

　⑴　家乡二十年后的变化：

　街道──商场──广场──公园──河流──

家——家人。

　⑵

【设计意图：给学生

提供具体的材料进

行指导，能让学生快

速进入写作。并且提

高学生搜集材料，选

择材料的能力。】



　二十年后与亲人团聚的场面：

　⑶二十年后与同学聚会的场面：

    生组织材料，并汇报。

2.汇报自己的材料。

（1）请习作较好的同学先汇报，其他同学认

真听，并做出合理的评价。

（2）再请中等的同学汇报，其他同学及时做

出评价。

（3）请习作稍差的同学做汇报，教师和同学



们共同指导。



　四、师生合作，探索表达方法（课件出示 8）

　　板书：怎样写

1.开头、结尾怎样用具体的人、事、景、物按

一定的顺序把家乡的巨大变化写具体。

　　2.说说自己文章的精彩片段、写作思路、开头

结尾。

　  3.指导学生编写作文提纲：

（老师举例──学生编写──集体示导──

【设计意图：师生合

作，共同探索表达方

法，能对学生的习作

在写作方法上加以

指导，提高学生的习

作能力。】





个别辅导。）

4.叙述过程中要详略得当。

为了读出重点，我们要把材料的重点部分写具

体，次要材料略写，也就是要做到详略得当。同学

们思考自己收集的材料，看看哪些材料要详写，哪

些材料要略写。

板书：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五、试写初稿，自行修改（课件出示 9）

【设计意图：指导学

生自行修改习作，能

提高学生修改习作

的能力，进而提高学

生的习作能力。】





　1.要求书写工整，语句通顺。

　2.提示用具体的人、事、景、物按一定的顺序把

家乡的巨大变化写具体。

板书：要修改

六、小组评议，互改

　1.小组内互读互改，提出修改建议。

　2.修改步骤：（课件出示 10）

　思路──重点（家乡人、事、景、物的变化）──

开头、结尾──字词句（是否通顺）



课堂小结

及拓展延

伸（  ）

分钟

七、佳作赏评

　　1.每个小组推选好的作品进行全班赏评，可以

是全文，可以是片段。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赏评。

　　2.请部分学生介绍自己习作成功的原因，对其

他同学进行启发。



板书

内容

 板书设计

               写什么----写变化，融入感情

二十年后的家乡怎样写--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要修改

教学反思

 

 



    1.在教学中，我通过图片对比，引入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为了让学生

很好地把握主题，我引导学生从审题入手，然后通过明确主题，讨论写法等

步骤，引导学生抓住习作重点进行写作，效果较好。

2.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对习作方面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指导。我通过

让不同写作程度的同学汇报的方式，发现他们在写作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并及时进行指导，教学效果较好。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前面的环节用时太多，致使“佳作赏评”这个环节用

时较少，只评价了个别同学的习作。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做到统筹安排，

不能顾此失彼。





部编人教版五年级上语文：17.1 第 5 单元习作例文教案

第 5 单元习作例文

课题 习作例文 课型 习作例文 
授课

时间
1课时 

教学

目标

    1.把握课文内容，明确说明文突出事物特点的方法。

2.学习运用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等方法说明事物，学习通过分条的方式介

绍制作事物的过程。

3.运用所学的方法学习写说明文。

教学

重点

把握课文内容，明确说明文突出事物特点的方法。



教学

难点

1.学习运用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等方法说明事物，学习通过分条的方式介绍制

作事物的过程。

2.学习写说明文。

教具

准备

课件，白鹭的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

钟

一、激趣导入。

（出示课件 1）1.同学们，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大的动物

是什么吗？

生自由答。

2.对，地球上最大的动物是鲸。

   

【设计意图：运用图片，

激起学生们学习的兴

趣。】



板书：鲸

展示鲸的图片

   3.关于鲸，你们知道哪些知识？（出示课件 2）

生自由回答， 畅所欲言。



新课

教学

（   ）

分钟

二、整体感知。

请同学们带着下列问题读文章。（出示课件 3）

1.文章介绍了鲸哪些方面的内容？

2.文章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介绍鲸的？找出相关的句子。

生读课文，小组讨论，回答问题。

明确

1.为了让人们对鲸有很好的认识，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鲸

进行了介绍：（出示课件 4）

板书：形体特点    种类    生活习性

 2.理解句子，把握说明方法。

   人们见过象，都说象是很大的动物。其实还有比象大得

多的动物，那就是鲸。（出示课件 5）

 【设计意图：引导学

生从鲸的特点及说明

方法方面把握内容，明

确说明文的目的及特

点，有助于让学生了解

说明文，以便于指导以

后的写作。】



   作者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突出鲸什么特点？

生回答，师总结：运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说明鲸大的

特点。

板书：作比较   作比较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明方法

（出示课件 6）“最大的鲸有十六万公斤重，最小的

也有两千公斤。我国捕获过一头四万公斤重的鲸，有十七

米长，一条舌头就有十几头大肥猪那么重。”

找出这句话中的数量词。“十六万吨、两千吨、四万

吨、十七米、十几头。”

数字、数字，还是数字，这里用了-----列数字的方

法。

（ 板书：列数字 ）列数字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明方法。



师总结：这篇文章主要运用了作比较、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这些说明方法的使用，使被说明对象的特点更突出，让人

了解得更清楚。

为了说明事物，还有很多种方式，现在我们就学习另

一种。

3.请同学们读《风向袋的制作》解决下列问题。（出示课

件 8）

①作者是怎样介绍风向袋的制作的？

②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③这篇文章主要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生读课文，小组合作完成

（出示课件 9）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

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另

一种说明方式，让学生

明白说明方式的多样

性。】



总结：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风向袋的制作过程，作

者采用分条的方法进行介绍。这样条理更加分明，能让读

者很清楚地了解风向袋的制作过程。在介绍过程中，作者

主要运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板书：分条论述   列数字

三、整合

我们读了这两篇文章，也明白了每篇文章的侧重点。

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下列问题：（出示课件 10）

①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②从这两篇说明文中，你发现了什么？

生自由讨论，畅所欲言

（出示课件 11）

【设计意图：设计这个

环节，能让学生了解说

明方式的多样性的同

时，还能引导学生根据

不同事物选择不同的

说明方式，有利于以后

的写作。】

 





师明确：《鲸》侧重于介绍事物的特点，让人了解这种

事物；《风向袋的制作》侧重于介绍事物的制作过程。通过

学习这两篇说明文，我们要明白，不同的说明对象要选择

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

四、学以致用（出示课件 12）

师：我们学习了这两篇课文，了解了常用的几种说明方法，

请同学们仿照这两篇文章的写法，写一个小动物。

生当堂写习作，并交流。（出示课件 13）

师：请同学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文章，看看运用了什么说明

方法，突出了动物什么特点。

生介绍自己的作品，师及时做出评价。



课堂小结

及拓展延

伸（  ）

分钟

五、布置作业：（出示课件 14）

   1. 介绍一种事物，运用恰当的说明方法， 突出事物的

特点。

    2.制作一个万花筒，并把制作过程介绍给大家。

  【设计意图：这个环

节引导学生加深理解，

学以致用。】

板书

内容

 板书设计

            形体特点    种类    生活习性----作比较  列数字

鲸

       分条介绍 --------列数字



教学反思

课后反思：

    1.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让他们在自主阅读的基

础上，把握课文内容，同时在引导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文中出现的说明方法。

2.这节课上，由于我充分放开了手，所以学生们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认真阅读，勇

于发言，能力得到提升。

美中不足的是个别同学跟不上全班的节奏。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多关注这些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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