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教案 

 

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 

1.我们爱整洁 

教学目标： 

1、教育学生初步懂得什么叫整洁，人和环境为什么要整洁。 

2、培养学生爱整洁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在平时生活中如何做才算整洁，培养学生爱整

洁的良好习惯。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PPT、手帕、书包、文具盒、书本等若干件（干净与不

干净的），脸盆若干。 

学生准备：抹布、手帕、安全剪刀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已经是小学生了，很多事情已不需要爸爸妈妈帮助了。

能告诉大家，你每天起床后都做了些什么吗？（穿衣、扣扣子、

穿鞋、系带子??） 很多同学都非常能干，学会料理自己的事了。

那你会整理房间、打扫教室卫生，并保持它们的整齐清洁吗？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我们爱清洁》，看一看什么叫整洁和怎样做

到爱整洁。 

二、学习新课： 

1、在家爱整洁。 



⑴出示课件,领会“整洁”的含义。 

①出示：这块手帕干净吗？这一块呢？这个书包不仅外面脏，再

看里面的书本放得怎样？我们说：这个书包不干净、不整洁。 

②投影片：这个小朋友的家干净又整齐。我们说：他的家很整

洁。 ⑵了解“按时”的含义。 

①你们知道清晨大约是指什么时候？（天刚亮） 

②你每天几点钟起床？是谁叫醒你的？每天都在这个固定的时间

起床，就叫按时起床，“按时”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⑶提问：起床后，你做些什么事？怎样做的？ 

⑷讲述：我们所做的这些事都是围绕着个人卫生来做的。你们看，

××同学穿的衣服多整齐，××同学的手、脸洗得真干净，××

的头发（小辫）梳得真整齐??他们真整洁。 

⑸除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你房间里的被子谁叠？枕头、床单谁铺、

谁掸？桌子谁来抹？我们应当自己的事自己做。（看投影片或录

像片） 

①指定学生复述自己平时的做法。 

②突出：叠、铺、掸、抹。表现：四四方方、平平展展、一尘不

染。 

2、在学校爱整洁。 

了解学校环境整洁的内容与保持环境整洁的方法。 

⑴清扫教室的步骤是怎样的？ 



⑵为什么要先开窗户，再洒水、擦黑板、扫地、抹桌椅？不这样

做会怎样？步骤颠倒又会怎样？为什么？ 

⑶老师为什么要夸奖我们？是怎样夸的？ 

3、身心健康与环境整洁。 

1、为什么生活在干净、整齐的环境里才会真开心？ 

2、怎样才能长久保持这样的美好环境？（指定学生上台表演、操

作） 

3、小结全课学习内容。 

三、反馈检测 

1、游戏。 

比赛穿衣、系鞋带。请四位同学脱掉外衣，解开鞋带，看谁最先

穿好衣服、系好鞋带。 

2、思考题。 

说一说怎样才算整洁？你做得怎样？ 

板书设计： 

按时起床：穿衣、洗漱 

在家里 

整理房间：叠、铺、掸、抹 

1、我们爱整洁 

打扫教室卫生：开窗、洒水、擦黑板、 

扫地、抹桌椅 

在学校 



保护校园环境：不乱丢、不践踏?? 

3.我不拖拉 

活动目标要求： 

1、通过指导学生做事不拖拉，教育学生珍爱生命要从抓紧时间开

始，培养学生珍惜时间的思想感情和抓紧时间做事的态度。21 教

育网 

2、教育学生学会有计划、抓紧时间来学习和生活，初步养成良好

的生活、学习习惯。 

3、使学生了解无论在学校和家里，都要作到学习时就要认认真真

地学习，娱乐时就要痛痛快快地玩耍，学会抓紧时间的常识和技

能。 

4、通过讨论、体验和向他人学习等活动，使学生了解做事拖拉的

危害，抓紧时间的快乐，学会珍惜时间。 

活动重难点：通过讨论、体验和向他人学习等活动，使学生了解

做事拖拉的危害，抓紧时间的快乐，学会珍惜时间。 

活动时间安排： 

活动过程： 

活动（一）------情境导入 

1、播放课件，出示一个没有着色的闹钟图形。先请学生认一认。 

2、电脑演示在这个时钟的不同时段，一位小朋友一天的学习生活，

并配上解说。3、学生交流讨论：你觉得这位小朋友怎么样？21

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4、教师总结。 

活动（二）-----小小故事会 

1、播放课件，盼盼睡在床上，渐入梦境，他被邀请到拖拉国参加

运动会，盼盼向前冲，回头看见有人在系鞋带。 

2、小组讨论交流：他们是怎样参加运动会的？ 

3、故事会：同座互听互编，也可小组坐在一起编故事；小组推荐

或学生自荐上台讲故事。 

4、教师总结评价。 

活动（三）-----七嘴八舌话拖拉 

1、播放课件，出示一同学未吃多少，其他同学已吃好；一同学边

做作业边玩玩具。 

2、说一说，他们在干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3、同桌或小组交流，你做事拖拉吗？结果怎样，如果不拖拉，会

有什么好处？4、教师总结。 

活动（四）----小小讨论会 

1、讨论交流。播放课件，出示“医生在抢救病人”“发生火灾，

消防队赶到火灾现场”“农民在农田里劳作”的图片，设想他们

如果拖拉会有什么后果？ 

2、拓展延伸：联想一下除图片以外的各行各业如果拖拉会有什么

后果？ 

3、学生自由组合，任选其中一种职业或角色，用上道具，说一句

“时间就是??” 



4.不做“小马虎” 

教学目标： 

1.做事情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2.初步养成做事认真细致的习惯。 

3.知道要认真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 

4.学习使用交流、讨论等方法，体验探究的过程。 

教学重难点： 

知道要认真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初步养成做事认真细致的习

惯。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引出“小马虎” 

（1）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朋友，看看他是

谁呢？（课件出示马小虎）向马小虎打个招呼吧！21 教育网 

（2）师：马小虎今天要去种树，愿意跟他一起去吗？（课件出示

马小虎种树的故事情境图） 

（3）师：仔细看图，谁来讲讲这个故事？ 

（4）师：你们认为马小虎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引导学生回

答马虎、粗心等） 

（5）师：像马小虎这样，做事不认真，粗心大意，没把要做的事

情放在心上，就是马虎。怪不得他的好伙伴又给他起了另外一个

名字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因为马上虎做事情太马虎了，所以

大家都叫他小马虎。（课件出示名字小马虎） 



二、探究活动 

活动一：联系自身——捉马虎 

1、找学习上的小马虎 

①师：小朋友，其实小马虎这个小毛病也来找过我们每个小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找找吧！请大家仔细想一想，从开学到现在，你

在学习上有没有像小马虎一样不认真、马马虎虎的？（教师引导

学生找马虎）21 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②师：我们先来做小老师，

给别人找找作业上的小马虎吧。（学生批拼音作业，找出错误的

地方，上台来请同学订正） 

③师：请作业正确的学生举手，你是怎么做的呢？说说怎样才能

做到不马虎？ 

④师：请打开你们的语文、数学作业本，找一找自己作业本上的

小马虎。（把学生分成四人小组交流，大家互相提个醒，以后改

正这些马虎的小毛病） 

⑤师：刚才我发现我们小朋友又找出了很多作业本上的小毛病，

老师这里收集了一些小朋友平时的作业，请小朋友们仔细看，你

能捉出其中的马虎吗？（课件出示学生错误作业，学生找马虎）

作业本上的错误都是我们马虎造成的，我们以后做作业可不能再

马虎了，一定要认真检查呀。 

⑥师：马虎这个小毛病有时很狡猾，有时候要别人提醒或要用时

才会发现呢！仔细想一想，从开学到现在，你有没有忘记过做值

日？忘带过小黄帽？有没有忘了带文具来上学？ 



教师总结：小朋友的眼睛真亮，能再现这么多学习上的马虎。学

习上有了小马虎，会影响我们的成绩，我们不知不觉还会养成马

虎的坏毛病。以后我们可不能马虎呀。 

2、找生活中的小马虎 

①师：小马虎不仅来到我们学校，有时还会跟着我们小朋友一起

来到家里，再仔细想一想，在家里，你像小马虎一样做过马虎的

事吗？ 

②师：你能找出他们马虎的表现吗？这样有什么不好？（课件出

示情景图片，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在生活中的马虎事） 

教师总结：看来，我们生活中的小马虎还真不少呢，以后可得细

心点，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呀！ 

活动二：榜样导行——克马虎 

（1）师：一次次小小的马虎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学习，还影响了我

们的生活。同学们，你们愿意和马虎做朋友吗？要不要做小马虎？

（2）师：刚才我们找到了这么多学习生活中的小虎，那我们怎样

才能克服马虎呢？你们有没有好办法？（引导学生说出认真、不

粗心??） 

（3）师：小朋友们都不喜欢和马虎做朋友，都想做个细心的小朋

友，老师真为你们感到高兴。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就有好多做事

认真的小朋友。（课件出示做事认真的小朋友的照片）请你为细

心的小朋友带上小红花，并说一句表扬他（她）的话。 

活动三：游戏考验——练认真 



（1）师：小朋友，嘴上说说做事不马虎是很容易的，但真的要改

掉马虎这个小毛病却很难，下面我们来做个游戏“传悄悄话”，

老师要考考你们，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不马虎了。（学生分组

玩游戏） 

（2）师：老师想知道你们说了什么悄悄话，其他组的小朋友也想

知道。请每组最后听的小朋友来说说你们说的悄悄话。 

（3）师：小朋友们想想：什么原因使我们游戏失败了呢？（引导

学生说出不仔细、不认真） 

（4）师：请胜利的小组说说怎样才能做好这个游戏。 

（5）师：做游戏时，听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听。还要记住，说的

时候要说清楚。还想再玩一次吗？有没有信心胜利？希望大家能

向胜利的小组学习，做到“听仔细、说清楚”，相信你们也会成

功。（再玩说悄悄话的游戏） 

三、总结收获，感悟提升 

师：小朋友们，马虎的危害可真不小啊！马小虎找到了做事不马

虎的秘诀， 

他编了首儿歌送给我们，提醒小朋友以后做事可千万不能再马虎

了，大家一起跟老师读一读吧。（教师出示儿歌：小朋友们听分

明，马虎危害可不轻。做的事情放心上，认真仔细不分神。做完

记得要检查，才能做到不马虎。从小养成好习惯，长大干啥啥都

行）21 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一定能行。 

四、拓展延伸，指导生活——巩固好习惯 

（1）师：小朋友，刚才我们做游戏时要想做到不马虎就感觉很难

了，要想养成不马虎的好习惯那就更难了，如果小马虎再跑出来

找我们做朋友，你们还会理他吗？ 

（2）师：老师有个好主意，今天老师送大家一朵“七色花”，你

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以前的小马虎填写在花瓣上，如果

你改掉了这个坏毛病，就在这个花瓣上涂上你喜爱的颜色，等你

把小马虎全都改掉了，那你的花就变成了神奇的“七色花”。然

后把花拿到学校里来，我们把它贴在教室的墙上，看谁的“七色

花”开得最早，开得最艳。 

 

第二单元 我和大自然 

《风儿吹呀吹》教学设计 

[设计思路] 

《品德与生活》是一门活动型的综合课程，它以学生的生活为基

础，以开发学生的品德潜能，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让学生乐于

探究，热爱生活的思想品德为目标。《风儿吹呀吹》这一课，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以游戏活动的方式，让学生感受风、寻找风、

观察风，并和风一起游戏，培养学生思考与动手的能力，使教学

具有趣味性、活动性和开放性。 



活动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感受风，了解风的特点，初步知道风产生于空气的流动。 

2.情感与态度目标： 

①观察与风有关的一些生活现象，了解并体会风在生活中的作用

及人们对风的利用。 

②培养学生热爱的大自然的情感和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3．过程与方法 

观察与风有关的一些生活现象，体验风吹动的感觉。 

[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①感受风的特点，知道风产生于空气的流动。 

②了解风在生活中的作用。 

2.教学难点： 

①人们对风的利用。 

②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增强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活动准备] 

有关大自然中的“风“的课件、五个装满水的杯子、乒乓球等。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引入主题——吹羽毛 



．师：小朋友，我们一起做个游戏好吗？大家看，这是什么？（羽

毛）对，这是一根羽毛，老师想请两们同学来比赛，看看谁能使

羽毛在空中待的最长，让羽 

毛最晚掉下来。 

2．请两位学生上台比赛。 

3．师：小朋友，刚才的比赛中是什么让羽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

（风）对，这就是风。今天，老师把风娃娃请到了我们的教室，

让他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好不好？（好）这节课我们一

起学习《风儿吹呀吹》。（板书课题） 生齐读课题 

二． 感受风，发现风。 

1．师：风娃娃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但风娃娃可喜欢捉迷藏了，粗

心大意的小朋友看不见风娃娃，细心肯动脑筋的小朋友就可以找

到它。小朋友，你们能找到风娃娃吗？（能） 

2．出示课件（P30-31 图） 

师：老师看见风娃娃把河水吹皱了，风就躲在河水里。我找到风

娃娃了，就在旁边画颗＊。小朋友，你们也能像老师这样的到风

娃娃吗？（能）好，请小朋友在四人小组里一起找风娃娃吧！ 

①学生在四人小组风娃娃，边找边说风娃娃藏在哪里？ 

②集体交流，指名学生说。 

生：风藏在小朋友的头发和衣服那儿，因为小朋友的头发和衣服

都被风吹起来了。生：柳条被风吹动了，所以这儿有风。 

生：小女孩手里拿着的手绢被风吹得飘起来了。 



了。 生：这个小女孩闻到了花香。 

师：这个小女孩是怎么闻到了花香呢？ 

生：因为风把花儿的香味带过来了，所以我们闻到了花香。 

生：小男孩在河边玩帆船，风把帆船吹向远方。 

生：房子上的炊烟也被风吹得越来越远了。 

(设计意图：本环节充分利用教材资源，让学生在图中找“风”，

加深学生对的“风”的感知。通过集体交流，使学生有机会表达

自己对的“风”的感受，分享交流，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3．师：小朋友们观察得真仔细。你们还能在教室里、校园里、生

活中找到风吗？ 

生：旗杆上的国旗在飘动，说明有风。 

生：风把窗帘吹动了。 

生：小朋友在草地上放风筝，风筝飘起来了，说明有风。 

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风姑娘决定带我们一起到大自然中去感

受风。 （用课件让学生欣赏风） 

4．小朋友，刚才我们看到红旗在飘扬，是用什么看见的？（眼睛）

听以竹林和海浪的声音，是用什么听见的？（耳朵）小朋友，我

们除了可以用眼睛、耳朵找到风娃娃外，还能用什么发现风的存

在呢？ 

①师：（师喷香水）同学们闻到香味了吗？是用什么闻到的呀？

（鼻子） 



么感受到风的呀？（皮肤） 

三、探究风的成因。 

师：你们真是细心聪明的孩子，风娃娃很喜欢你们，也愿意和你

们交朋友。但你们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们一起做个实验吧！ 

1．请一个学生上台吹气球。其他学生看看气球的变化。 

2．师：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风）我们一吹气球，风就跑

到了气球里，气球就变大了。（师把气球里的气慢慢的放出来，

让学生感受吹在皮肤上的感受）刚才气球里的风又跑出来了，吹

在你们身上又是什么样的呢？（凉凉的）。 

3．师总结：是呀，风就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的空气，动一动一转

身就变成了风。风就是一种流动的空气，所以风既看不见又摸不

着。 

四．制造风。 

师：我们知道风是由于空气的流动而形成的。它的用途可大了，

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的快乐与方便。于是人们开始利用一些工具

制造人风了。小朋友，你们想不想制造风，跟风娃娃一起玩游戏？

（想）今天老师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能制造风的工具以及能表现

风存在的物品，请小朋友们等一下拿出来。比比哪个小组想的方

法最多，好吗？（好）现在开始吧。 

①学生动手制造风，表现风。 

②交流制造风的方法。 



 

师：小朋友，你们都是细心观察生活的孩子，大自然里的风确实

很有意思，当风温顺时，人们可以利用风做很多事情，风能为我

们做些什么事呢？ 

1.四人小组讨论。 

2.小组汇报。 

生：夏天很热，我们可以利用风乘凉。 

生：风可以帮助植物传播种子。 

生：我们可以利用风发电。 

师：小朋友，风确实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不过有时风也会发

脾气，老师这边有一些图片，请小朋友睁大仔细看。 

（课件展示有关沙尘暴、台风、龙卷风的图片） 

师：小朋友们，请你们想一想，这是风娃娃的错吗？ 

（交流，让学生明白是乱砍树木造成的。） 

师：我们应该怎么做？ 

生：我们要爱护花草树木。 

生：我们要保护环境。 

生：不能乱砍树林。 

师：小朋友们，我们只有爱护花草树木，保护环境，才能让风姑

娘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专门为我们做好事。小朋友们，你们能做

到吗？ 

生：能！ 



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风的形成及特点，

也知道了风可以为我们做好事，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害，但老

师相信有了小朋友和我们人类的共同活动，我们能利用风为我们

做更多的事情。 

解，增添生活情趣，并展现和提升自己的智慧。） 

六．作业 

1.课下继续寻找风，并把它画下来。 

2.准备好做小风车的工具和用品 

第 6 课  花儿草儿真美丽 

教学目标： 

1.通过认识植物来欣赏大自然的美，亲近大自然，了解并爱护花

儿草儿这样的小生命。 

2.对自然界有好奇心、共在感，乐于探索。 

3．能够在与大自然相处时保护自己。 

教学重难点： 

重点是培养学生与自然共在的美好情感，难点是通过以往经验领

悟对生命的理解。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 

教学过程： 

寻找植物，记录美丽 



除了人类，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生命存在，比如植物。也许它

们就在我们的房间里、阳台上，也许在我们的校园、小区、公园、

山村、树林、田野等地方。 

交流体验，发现生命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它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唯一的有生命

的星球，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共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植物。在我

们身边，植物无处不在，你们在身边寻找到哪些植物？把你所见。

所闻、所感和大家交流一下，好吗？ 

爱护花和草 

通过“这样做对吗”的情境辨析来指导学生爱护花草的行为 

四、花草面前要小心 

1、教师引导学生谈一谈自己曾经遇到过的或听说过的因与植物 

接触而受伤的事情 

2、指导学生如何避这样的伤害发生 

3、“和花草树木在一起，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花儿为什么会有万紫千红的美丽色彩? 

花有各种美丽鲜艳的色彩的原因是由于花瓣的细胞液中存在着 

色素。有一些花的颜色是红的、蓝的或紫的，这些花里含有花青 

素。花青素遇到酸就变红，遇到碱就变蓝。还有一些花的颜色是 

黄的、橙黄的、橙红的，是由于它们的花瓣中含有“胡萝卜素。

又由于胡萝卜素有六十多种，因而含有胡萝卜素的花也就五颜六 

色。白色的花什么色素也没有。它看来是白色的，那是因为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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