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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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韵文，讲的是一群“小画家”在雪地里“画画”的事，课文形象的讲述了四

种动物爪（蹄）的形状和蛙冬眠的特点，课文语言简练，内容浅显易懂，充满童趣。 

教学理念： 

依据课标精神，本节课的学习活动建立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求知欲，给学一提供充分的参与活动时空，帮助他

们在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学会生字，自读自悟课文，提高认字，阅读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团结合作精神，以及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目标： 

1、认读 11个生字和 2个偏旁，学写一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点：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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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读生字和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识记生字。 

教学准备： 

投影仪，录音机，情境图，各种图片。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 

出示小雪花模型，有小雪花的语气说话）我是小雪花，小朋友们好，秋去冬来，我又

回到你们身身边了，你们高兴吗？那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到雪地里去玩吗？快看，我们到了！

（出示情境图） 

谁能说说你眼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学生看图描述） 

（师用小雪花在图中飞舞演示）小雪花飘呀飘呀，飘在房子上，房子白了；飘在树枝

上，树枝白了；飘在大地上，大地像铺白色的地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走来了几位小

动物，大家看是谁来了？（师在情境图上贴上小鸡，小狗，小鸭和小马的图片。） 

猜猜他们来干什么？（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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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主识字： 

1、想知道课文中是怎么说的吗？打开书，看课文。说说，在读课文时，遇见不认识的

字该怎么办呢？ 

2、借助拼音，试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3、自学生字： 

（1）比一比，谁是“火眼金睛”，找出藏在课文中的认读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同桌互相读字，纠正字音。 

（3）用投影出示所有生字，齐读。 

（4）请你们来当小老师，提出容易读错的字，请同学们注意。 

（5）哪些字，你以前就认识，你是怎么认识的？ 

（6）想办法把你不认识的字记下来，同桌间互相交流。 

（7）汇报记字方法，提出不好记的字。 

4、检测自学情况：用小雪花出示不注音的字，让生认读。 

三、朗读感悟：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1、自由练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 

2、指导读，评价。 

（1）师范读课文，同桌练读。 

（2）指名读。A 谁能勇敢地说，我读得好！B 谁能诚实地说：我读得还不够好！ 

（3）齐读课文。 

3、演示，感悟课文内容。 

（1）师用图片在情境图中进行演示。（发出小动物的.叫声，随之留下脚印。） 

（2）汇报：你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启发想象：还有哪些小动物会到雪地里画画呢？（引发学生想象） 

4、启发谈话，再读课文。 

小动物们在雪地里跑来跪去，多开心呀，你们也喜欢下雪的天气吗？下雪后，你们的

心情怎样？你们都干些什么？ 

（引导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再读课文） 

四、指导书写：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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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板书设计 15 雪地里的小画家 

小鸡 小狗 小鸭 小马 

竹叶 梅花 枫叶 月牙 

一年语文上册《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反思 

《雪地里的小画家》这篇课文语言浅显易懂，以诗的形式描写了一群小画家在雪地上

画画的事。小画家们在雪地上留下了不同的作品，而青蛙却正在冬眠呢！课文形象地描述

了四种动物爪（蹄）的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这篇课文极富儿童情趣，形象生动可爱，

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我利用出示美 x 雪景图，伴随着教师生动的语言描述，把学生带进了大雪纷飞的雪地

里，引起了学生情感的共鸣。随即，我问学生，看到这么美的雪景，你的心情怎么样？你

想怎么表达你的高兴心情呢？学生由于没有亲身的经过，无法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于是，

我就出示了课文的第一句话：“下雪啦，下雪啦！”让学生把自己的高兴读出来。学生在

教师一次次的引导中，终于体会到了看到下大雪的高兴心情了，“这美 x 的雪景吸引了一

群小动物来作画，他们是谁呢？他们在雪地上画了些什么呢？”带着疑问，学生进入了一

个如诗如画般的雪地世界里。 

二、自主学习，合作识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在初读环节中，我让学生借助拼音，自己朗读课文，在读中初步识字。然后，把生字

圈出来自己认读。再同桌互助，互相检查读音。最后是大家交流识字的方法。在识字环节

中渗透了多种的识字方法，如：加一笔、换一笔、换部首、形声字规律识字等方法。我还

设计“开小火车”、等多种游戏活动巩固识字，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

学习气氛，也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 

三、以读为本，自读自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要以老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因此我留出了充分读的时间，以多种形式的读，如自由读、师生合作读、

引读、男女问答读等，让学生在读中感悟。例如，在学习课文第四句时，我利用贴画让学

生了解了动物作画的成果。我问，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种小动物，你什么都不用就画出了

这么美的画，你的心情怎样？带着你的心情来读一读。这样不但让学生读出了自己的理解，

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四、注重课内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树立开放意识”是课改所倡导的理念之一，因此教师要合理地开发课外学习资源。

在课外延伸环节中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还有哪些动物像青蛙一样要冬眠？”有的学生课

外积累的知识很丰富，他们说出了“蛇、狗熊、乌龟”等动物。于是我让学生仿编诗句，

把课文最后两句改成这些动物的名字。在一问一答中，既提高了学生的语文能力，又激起

了学生的兴趣。 

这课时设计的内容较多，虽然是按计划完成了教学任务，教学效果还可以，但总觉得

教学过程有些匆忙，抓得不够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一年级《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 2 

教学目标： 

1、认识 11 个生字。 

2、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的爪（蹄）子的不同形状及青蛙冬眠的特

点。 

3、通过课文学习，培养孩子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重点 

识字、朗读课文。 

难点 

正确区分小鸡、小鸭、小狗、小马的脚印。 

教学准备 

1、课件 

2、小鸡、小鸭、小狗、小马以及竹叶、梅花、枫叶、月牙的图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1、师述：同学们，你们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吗？现在是什么季节？冬天给你什么印象

呀？现在我们就借助几张图片来感受一下美丽的雪景。（课件展示雪景，出示“冰天雪地”） 

雪地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啊？（课件展示孩子们在雪地的活动） 

2、指导学生感情朗读“下雪啦，下雪啦！” 

（读出开心、快乐） 

3、出示课题，齐读课题。 

4、解释“小画家” 

5、启发学生阅读课题，提出问题。（整理板书：1）有哪些小画家？ 2）画的是什么？

3）怎么画的？） 

二、整体感知 

1、听课文朗读，要求听准字音。 

2、跟老师一起大声朗读课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3、找出课文有几句话。（提示感叹号、句号、问好自成一句话） 

4、认识 11 个生字，会读带生字的词语。 

5、教师朗读课文。 

三、认知贯通 

1、学生大声朗读课文，看看文中有几位小画家？有直线画出。 

2、学生交流。 

3、教师相机出示四种小动物的图片。 

4、推荐“三五成群”、“一群小画家”，齐读。 

5、练习说话：1)（ ）( ) ( ) ( )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2）雪地里的小画家有（ ）（ ）（ ）（ ）（ ）。（课件展示） 

6、再读课文，看看小画家们都画了什么啊？用波浪线画出。 

7、学生图片展示四种小动物的作品。 

8、课件展示第三句话，学生齐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9、把这两句话放到文中朗读。 

10、提问：小画家们用什么画出这些美丽的图画？ 

11、引导学生说出它们是用脚印画出的。 

12、课件展示小动物的脚印与作品。 

13、练习说话：（ ）脚印像（ ）。 

14、感情朗读第四句话。（提示读出小画家们的自豪之情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赞美之情） 

15、 提问：这么热闹的场面，青蛙哪去呢？ 

16、简介冬眠知识。 

17、 指导朗读第五、六句话。（学习用一问一答的句式朗读） 

四、练习背诵。 

1、自由读文，读不流畅的地方多读几遍。 

2、课件出示课文内容填空，学生练习。 

3、试练习背诵课文，可以加上动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五、拓展练习 

还有什么动物会在雪地里画画？它们的脚印像什么？同学们可以多多观察。 

一年级《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 3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 7 个生字，认识一个偏旁“ ”（竹字头） 

2．会认 9 个生字。 

3．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重点： 

1．学会 7 个生字，认识竹字头。 

2．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正确、规范地书写：笔、竹两个字。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教学过程： 

一、从课题入手，引导质疑。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 15 课，（教师板书课题）齐读课题：《雪地里的小

画家》。围绕着课题，你们想知道什么？教师在学生质疑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最后归纳

出 2 个问题：①谁是雪地里的小画家？②它们都画了什么？ 

板书： 

谁？画了什么？ 

二、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借助汉语拼音边读边画出本课的生字和会认的字及标出有几句话。 

2．同桌同学互读课文，听听小伙伴读音是否正确。 

3．指名读课文，要求准确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三、认读生字和会认字，读准字音。 

1．自己借助拼音读读生字和会认字。 

2．同桌小伙伴互相读一读，比比谁读得最准确？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3．抽读生字和会认字卡片：齐读，开火车读，指名读。 

4．做音节和汉字找朋友游戏。巩固字音。 

四、识记字形，了解字意。 

1．学生自己学习生字的字形。通过组词和生活实际理解字义。 

2．四个人为一组，互相说说自己是怎样记忆字形的，比比谁记忆字形的方法最好！ 

3．小组汇报学习过程 

叶：左右结构，用学过的数字“十”加上一个口字就是叶，竹叶，树叶，黄叶。 

加：左右结构，左边是力字，右边加一个口就是加。或用“十”字，把右边“十”去

掉，左边加上“力”字。加法，参加。我喜欢参加学校的舞蹈班。 

马：用熟字去掉两笔的方法记忆字形。“鸟”字去掉第一笔撇和第三笔点，再把第二

笔“横折钩”改成“横折”，就是“马”字。也可以用数笔画的方法记忆字形，马： 3 笔。

组词：马车，小马。 

用：用学过的熟字“月”记，“月”字加一笔“竖”就是“用”字。不用，用心，用

力。 

牙：用数笔画的方法记忆字形，牙： 。牙齿，上牙、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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