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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回顾

 考点一：拟定教学目标；拟定教学重难点。

• 教学目标：1.低年级；2.中高年级

• 教学重难点：1.低年级；2.中高年级

 考点二：分析文本（编者意图/教学价值）。

• 1.分析文本

• 2.编者意图/教学价值



题型讲解

①拟定教学目标；拟定教学重难点

②分析文本（编者意图/教学价值）

③设计教学片段（导入/片段）

④核心素养

⑤设计板书

⑥设计生字词教学

⑦补充题型

注：①②③④为高频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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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新课

二、新课讲授

三、拓展延伸

四、小结作业

整体感知+深入研读



真题回顾：

1.依照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新授课导入环节并说明设计意图。（2017年上）

2.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3-6段的教学片段。（2019年下）

3.带领学生品味语言，分析小鹿心情变化，进行片段教学。（2021年下）

4.根据蜘蛛开店“卖口罩”的内容，设计教学片段，并说明设计理由。（2022年上）

5.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思路与方法。（2022年下）

6.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第一课时教学活动并简要说明理由。（2023年上）

7.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第 2 自然段的教学活动，并简要说明理由。（2023年下）



题干关键词 答题模板

①设计导入环节 导入

②设计教学片段/片段教学/教学环节/新
授环节

整体感知+深入研读（+拓展延伸+小结作业）

③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案/教学思
路与方法/教学活动

导入+整体感知+深入研读+拓展延伸+小结作
业

注意③题干中是否有限定词 若有，则答片段即可。

x至x段

根据文中xx内容

题干中要求写设计意图/设计理由，则写。

注意③中教学活动的问法

x至x段——答片段即可。

第一/二课时——答完整过程。

围绕“XXXXXX”问题，设计教学活动——答片段或另一模板。



一、导入新课

二、新课讲授

三、拓展延伸

四、小结作业

1.多媒体导入

2.联系生活实际导入

3.分析课题导入

设计
理由



1.多媒体导入

①开课之初，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_______的视频/图片/音乐，引导学生仔细

观看/聆听。

②播放结束之后，向学生提问：“同学们，看了老师给大家播放的视频/图片/

音乐，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大家想到了些什么？”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大胆表达

自己的视听感受。

③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一一点评，适时总结，并借此引出本课课题。顺势板

书课题。



2.生活实例导入

①开课之初，询问学生：“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有没有经历过

__________”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见闻。

②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一一点评，适时总结，并适时引导：“同学们，今天我

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和大家的见闻非常相像，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在作者眼中

________是什么样的。”引出课题，顺势板书课题。



3.故事导入

①开课之初，与学生进行互动：“同学们，上课之前，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小故

事，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讲故事）”

②故事讲完后，向学生提问：“同学们，听完老师讲的小故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想到了些什么？”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③教师对学生的回答一一进行点评，适时总结，并借此引出本课课题。顺势板书课题。



设计理由

版本一：这种导入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同时，热烈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可以有效地拉近师生距离，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为新课的讲授做好铺垫。

版本二：新课开始时，教师用贴切而精炼的语言，有趣而丰富的方式，正确、巧

妙地导入新课，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为本节课的学

习奠定基础。



2017年上真题：依照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新授课导入环节并说明设计意图。

白鹅

这白鹅，是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我抱着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里。它伸长了头颈，

左顾右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中。

鹅的叫声，音调严肃郑重，似厉声呵斥。它的旧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后来我

看到果然如此：凡有生客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它也要引吭大叫，不亚于狗的狂吠。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大体上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

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场。它常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也毫不相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

你一口。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

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再喝一口水，然后再到别处去吃一口泥和草。大约这些泥和草也有各种可

口的滋味。这些食料并不奢侈，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一丝不苟。譬如吃了一口饭，倘若水盆放在远处，

它一定从容不迫地大踏步走上前去，饮一口水，再大踏步走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



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

位鹅老爷的脾气，每逢它吃饭的时候，狗就躲在篱边窥伺。等它吃过一口饭，踏着方步去喝水、吃泥、吃

草的当儿，狗就敏捷地跑过来，努力地吃它的饭。鹅老爷偶然早归，伸颈去咬狗，并且厉声叫骂，狗立刻

逃往篱边，蹲着静候;看它再吃了一口饭，再走开去喝水、吃泥、吃草的时候，狗又敏捷地跑上来，把它的

饭吃完，扬长而去。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饭罐已经空空如也。鹅便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

这时我们便替它添饭，并且站着侍候。因为邻近狗很多，一狗方去，一狗又来蹲着窥伺了。

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让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需的泥

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为了找这些食物，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吃饭时，非有一个人侍候不可，

真是架子十足!



多媒体导入

①开课之初，利用课件给学生展示多组白鹅的音视频文件，引导学生仔细观看。

②播放结束之后，向学生提问：“同学们，看了这些资料，大家对白鹅有了什么样的认

识？”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大胆表达自己的视听感受。

③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一一点评，适时总结，并借此引出本课课题。顺势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

这种导入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同时，热烈

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可以有效地拉近师生距离，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为新课的讲授做好

铺垫。



联系生活实际导入

①开课之初，询问学生：“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白鹅？它们是什么样的？都

有什么特点？”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见闻。

②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一一点评，适时总结，并适时引导：“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

的这篇课文讲述的白鹅可能跟我们之前所见的有些不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在作者眼中白鹅

是什么样的。”引出课题，顺势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

新课开始时，教师用贴切而精炼的语言，有趣而丰富的方式，正确、巧妙地导入新课，可

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基础。



总结



题型讲解

①拟定教学目标；拟定教学重难点

②分析文本（编者意图/教学价值）

③设计教学片段（导入/片段）

④核心素养

⑤设计板书

⑥设计生字词教学

⑦补充题型

注：①②③④为高频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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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关键词 答题模板

①设计导入环节 导入

②设计教学片段/片段教学/教学环节/新
授环节

整体感知+深入研读（+拓展延伸+小结作业）

③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案/教学思
路与方法/教学活动

导入+整体感知+深入研读+拓展延伸+小结作
业

注意③题干中是否有限定词 若有，则答片段即可。

x至x段

根据文中xx内容

题干中要求写设计意图/设计理由，则写。

注意③中教学活动的问法

x至x段——答片段即可。

第一/二课时——答完整过程。

围绕“XXXXXX”问题，设计教学活动——答片段或另一模板。



一、导入新课

二、新课讲授

三、拓展延伸

四、小结作业

整体感知+深入研读



教学片段（模板）

（一）整体感知【生字+文章内容】

1.引导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在朗读过程中勾画出自己不认识的生字词。思考文章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 

主要介绍了事物的哪些特点/文章讲了一件什么事/文章介绍了什么样的景（物）。

2.学生朗读完毕后，教师首先对 ____________（写字词）等重点生字词进行示范讲解，并请学生回答

提出的问题。师生交流可以得出：____________。（写问题答案）

设计理由：整体感知环节，可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写作内容，扫清阅读障碍，为深入研

究课文打好基础。



（1）写人记事类

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向学生提问：

①从 ______________ 描写中可以看出人物 _____________ 的心情 / 可以看出 ×× 是个怎样的人？ 【写作手法+

人物形象】

明确：学生自由朗读，总结概括得出__________。

②文中的某句话 / 某个词 / 某个字在文中有什么含义 / 好在哪？ 【关键词句】or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是什么？

【事件过程】

明确：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答案，师生共同总结得出：___________。

③你从本文学到了什么道理？ / 作者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情感启示】

明确：学生结合实际感受，总结概括得出____________。

（二）深入研读



（2）写景状物类

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向学生提问：

①在这一段 / 这句话中作者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何作用？ 【写作手法】

明确：学生自主朗读，然后小组讨论，派代表发言。文章运用了_______（比喻、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如：

“ ________”作用是___________。

②某个词 / 某个字用得好吗？好在哪里？【关键词句】 or景/物有哪些特点？ 【景物特点】

明确：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答案，师生共同总结得出：___________。

③通过对 ×× 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 ×× 有着什么样的感情？【情感启示】

明确：学生结合实际感受，总结概括得出____________。

（二）深入研读



（1）写人记事类

①【写作手法+人物形象】

②【关键词句】or【事件过程】

③【情感启示】

（2）写景状物类

①【写作手法】

②【关键词句】【景物特点】

③【情感启示】

（二）深入研读

设计理由：

通过层层深入的问题设计，逐步引导学生揣摩课文的字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情感。



2023年下半年真题：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第 2 自然段的教学活动，并简要说明理由。

（一）整体感知

1.读课文，学生字

2.概述文章内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661141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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