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教学设计方案【优秀 4篇】 

 

  教学设计方案 篇一 

  一、教材分析 

  《爷爷和小树》是人教版一年级第一册第 5 课，是一篇

富有童趣的课文。它以孩子的口吻、孩子的视觉、孩子的语

言，叙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冬天，热心、

慈爱的爷爷为小树御寒；夏天，懂事、善良的小树为爷爷遮

阳。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动人，富有人情味的图画。人与树

的关系是亲密的，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人与自然也应当

是和睦相处的，而我们小朋友与小朋友之间更应当互帮互

助。 

  二、教学目标 

  1、识 10 个生字和 4 个偏旁。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树立爱护花草树木的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1、识字和练习朗读。 

  2、理解重点词语 “暖和的衣裳”、”绿色的小伞”，

了解人和花草树木的关系。 

  三、设计意图 

  在各个环节安排上，考虑到小学低年级学生活泼好动，

注意力持久不够的特点，努力做到有收有放，有静有动。 

  1、上课开始，课件一片绿色的树木便出现在孩子们的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面前，小树们亲切的问候，似朋友般面对面的交流，极大的

诱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小学 1——2 年级要认读生字 1600——1800 个。同

时又要让学生在起始的阅读教学中，感受到阅读课文兴趣，

因此，本课教学中，力求落实好 10 个生字以及 5 个偏旁的

教学，同时，把认读生字放在课文中去理解体会；让学生在

整体的朗读中，巩固生字的认读。力图很好地体现语文教学

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在巩固生字中，我抓住了孩子们

的心理、生理特点，巧妙的利用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

律，用游戏的方法巩固、强化字词，使识字不再是一件苦差

事，而变成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3、教师是学生的学习伙伴，是平等中的首席。低段教

学中必要的范读还是能启到一定作用的。通过学生之间的合

作，让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在小组学习中进行互补、互帮、

互学。考虑到孩子上课到一半时坐不住了，所以安排了全体

学生起立表演朗读，让孩子能得到休息。 

  4、充分发挥学生合作学习的优势来解读课文，认读生

字，掌握偏旁。教学设计中，通过让学生“说、认、读、找、

比”等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质疑、讨论，来

突破“暖和的衣裳”、“绿色的小伞”这两个阅读理解的难点。 

  5、运用想象，延伸课外。小学生是最富想象力的。本

课富有童趣，从而设计“假如你是小树，你会说些什么？”

“爷爷和小树之间会说些什么？”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充分

利用学生平时生活经验的积累，给小树加以人物化的想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本课结束，以树木对我们人类的作用，作为课外的延伸，从

而激发学生热爱树木，珍惜自然的美好情感。 

  积极的情感能够使语文课堂充满人文魅力，所以我在教

学中采用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复现生字、朗读课文。

我在设计教案时没有根据学生掌握生字较慢的实际情况，学

生要学的生字也很多，一节课要学会认 10 个生字和 5 个偏

旁，时间很紧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最后的环节有些紧张，

在朗读指导方面，设计的朗读形式有的都没有用，在层次上

的提高也不是太明显。 

  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案 篇二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发现识字规律，自己小结识字方法。 

  2、积累有关春天的词语。 

  3、正确书写句子，激发写句子的兴趣。 

  4、熟读背诵《花园果园》。 

  教学重难点： 

  识字，口语交际。 

  教学时间： 

  3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引导学生发现识字规律，自己小结识字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图：春天的花园，春天来了，你们看，花园里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的花多美呀！瞧，花园里来了几个字宝宝。你认识他们吗？ 

  （二）我会认 

  1、出示：哥――歌 直――植 星――醒 古――故 

丁――灯 鸟――鸣 底――低 

  我们来和这些好朋友打个招呼吧！学生自由读字。 

  ２、小组学习：小组里的小伙伴互相交流一下，读了这

些字，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 

  ３、集体交流：小组派代表汇报，总结识方法。 

  ４、出示：平――评（评论） 方――访（访问） 齐――

挤（挤满） 油――邮（邮局） 桥――轿（轿车） 线――

钱（花钱） 

  按照刚才小朋友发现的识字方法“熟字加偏旁”、“熟字

换偏旁“，同学们来认一认这生字，看看哪组的同学认得又

快又好。 

  ５、小组学习：互相认读生字、记忆生字。 

  ６、抽读生字卡片，学生说一说怎么记住这个字。 

  （三）展示台 

  １、只要我们做个有心人，每天都能结识新的汉字朋友

呢！ 

  ２、小组内互相传看作业本，识记同学的名字。 

  ３、想认识谁的名字，就下座位去向他请教吧。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积累有关春天的词语。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2、正确书写句子，激发写句子的兴趣。 

  3、熟读背诵《花园果园》。 

  教学过程： 

  （一）我会读 

  １、过渡：（出示春景图）春天的景色真美呀，我们来

读一读几个和春天有关的词语。 

  ２、学生分小组自由读词语，要求把字音读准。 

  ３、抽读词语卡片。 

  ４、扩展练习：你们还知道哪些和春天有关的词语。 

  （二）我会写 

  １、过渡：我们已经会写很多字了，我们知道字可以组

成词，词可以组成句子，现在我们来写两个句子吧。 

  ２、看看谁最先知道我们要写的是什么句子？（学生自

由读拼音） 

  ３、教师范写“春”字。 

  ４、比一比，哪个同学写的句子最漂亮？（学生书写） 

  ５、小组互相评议，推荐写得好的同学在展示台展示。 

  （三）读读背背 

  １、过渡：春天里，花园里的花开了，果树上的花也开

了，到了秋天，果树上还会结果子呢！ 

  ２、学生自由朗读短文《花园果园》。 

  ３、小组互相读。 

  ４、小组互相交流短文写的是什么。 

  ５、比一比哪一组的小朋友最先把短文背下来？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６、给能背的小朋友配乐朗诵。 

  第三课时 

  课时目标： 

  １、了解春天景色的特点，学会用恰当的语言、歌声、

图画等表现春天的美景，并通过交流丰富自己的见闻和感

受。 

  ２、留心观察春天。 

  ３、培养审美情趣，陶冶爱美情趣，激发对大自然的热

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件，进入“日积月累”天地，揭示课题 

  春回大地 春暖花开 春风拂面 柳绿花红 百花盛开 万

物复苏 

  １、指名读，齐读。 

  ２、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３、谈话揭题：是啊，春天来了！瞧，小朋友们正在寻

找美丽的春天呢！让我们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吧！ 

  （二）创设情境，口语交际 

  １、创设情境１：“说春天” 

  （1）出示图，谈话导入。 

  （2）学生找好朋友说一说、背一背和春天有关的故事、

古诗与课文。 

  （3）指名说、背。 

  （4）说说春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２、创设情境 2：“找春天” 

  （1）出示图，谈话：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你看到了什

么，又听到了什么呢？快和小伙伴们说说吧。 

  （2）分小组交流。 

  （3）指名说，评议。 

  ３、创设情境 3：“赞美春天” 

  （1）谈话：既然大家都找到了春天，想不想用我们动

听的歌声、多彩的画笔来表现它，赞美它？ 

  （2）自由组合成“创意组”、“演艺厅”和“剪贴组”。 

  （3）明确要求。 

  （4）各组依次上台展示介绍。 

  （三）总结 

  １、教师谈话：春姑娘就在我们的身边，她是一幅七彩

的画，一首无言的诗，一曲悠扬的歌，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进入美丽的春天吧！ 

  ２、学生唱《春天在哪里》。 

  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案 篇三 

  教学目标： 

  1、渗透性识字 6 个，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2、背诵《插秧》，理解“秧插在倒影中”的意思。 

  3、培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4、让学生感受春天的美，大自然的美和劳动之美。继

续学习在阅读时想像情景的方法。 

  〖教学过程〗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小朋友们，你们平时喜欢劳动吗？看来大家都是热

爱劳动的孩子。这节课老师要带大家进行一项特殊的劳动，

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联系其生活经验，

使学生在教师的赞扬声中，乐于接受特殊任务，自然而然进

入学习情境。）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围绕课题质疑并解题 

  1、看到“插秧”两个字，大家都很好奇，你们现在最

想知道什么？（估计学生会问：插秧是干什么？在哪儿插

秧？谁插秧？） 

  2、（课件出示：农民弯腰在水田插秧的画面。）现在，

我们已经来到了目的地，看到这幅画面你的疑问解决了吗？

（学生看画面，猜测解决以上问题。） 

  3、老师相机引导学生理解：戴斗笠的农民把秧苗插在

水田里的劳动就叫“插秧”。 

  三、理解课文 

  1、今天我们就要帮农民伯伯在水田里插秧。你看，这

片水田像什么？（引导学生想像人站在水田里可以看见自己

的倒影，体会水田像一面镜子。）随即出示诗句：“水田是镜

子”。 

  2、引导观察：水田上边有蓝天、白云，水田旁有青山、

绿树，那水中自然就会有――？（师一边叙述，一边在黑板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上画水田、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及各景物的倒影。）出

示诗句：“映照着蓝天，映照着白云，映照着青山，映照着

绿树。” 

  3、看到这么美的景色，我们可别闲着，赶快帮农民伯

伯插秧吧！（指名上台贴秧苗。） 

  4、插完了秧苗可别忙着回去，你们不但帮农民伯伯插

好了秧苗，细心观察的小朋友，你还发现了什么？（引导学

生说出秧苗插在水田里，同时也仿佛插在了绿树、青山、白

云、蓝天上。）相机出示第二小节诗句。 

  四、熟读课文，自主识字 

  1、谁能把这首诗完整地读给大家听？（自由练读，指

名读，齐读。） 

  2、大家把这首诗读得既正确又流利。生字宝宝真顽皮，

一个个跳出来想和你们交朋友，看看谁最先叫出他们的名

字？（出示生字卡片，采用开火车、猜字两种游戏，进行识

字组词检测。） 

  3、让我们把生字宝宝送回课文中，再来读一读这首小

诗。（指导学生体验劳动的愉悦，有感情地练读小诗。） 

  五、背诵课文，拓展延伸 

  1、这首小诗你能背过吗？你有什么小窍门？（启发学

生寻找一二节的规律。） 

  2、指名背诵，大家闭眼想像画面。 

  3、师生合作背诵。（师读每节第一句，生背后四句。） 

  4、水田是镜子，还能映照出什么呢？（在小组内仿照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课文编一编。） 

  六、作业建议： 

  把创作的小诗写下来，读给父母听，请他们评价。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 4 个生字的音、形、义。2、能在田字格里

正确书写。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朗读并背诵课文《插秧》。 

  2、“开火车”抽读词语卡片。 

  二、巩固、识记生字 

  1、游戏“考考你”：学生针对“插秧镜映农民”六个生

字，设置相关考题进行提问。（例如：说出“插”的部首；

书空“农”的笔顺；说出“秧”的记字方法；拼读“镜”的

音节。）学生互问互答，教师相机点拨。 

  2、小组合作，组长利用生字卡片检查组员生字识记情

况，并向老师汇报学习结果。 

  三、指导书写 

  1、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小组讨论：你认为哪个字最

难写，怎样写好它？ 

  2、汇报交流。 

  3、教师有重点地指导书写。 

  农：第四笔是竖提，第五笔是撇。（学生书空“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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