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一年级下册精品教案 

道德与法治

全 
册

1



2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我们爱整洁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们爱整洁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三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养成爱整洁的好习惯。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自我审查，保持整洁。 
目标

3、知识目标：认识保持整洁的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重视自己的仪表。 

重点   学会观察仪表是否整洁。

难点   懂得保持整洁的重要性。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 、 播放视频：《皮皮的故事》

2 、 动动小脑筋：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和皮皮玩

呢？

【仪表整洁】

1 、 火眼金睛：请你在下面的照片中，找出和皮皮

一样的小同学。

2 、 提问：如果这些同学想要抱抱你，你愿意吗？

3 、 小贴士：大家都喜欢和整洁干净的小朋友一起

玩耍，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整洁，就会失去很多 

的朋友喔！

4 、 探究活动一：镜子里的我。（自我观察）

5 、 探究活动二：我当你的小镜子。（他人观察）

6 、 七嘴八舌：通过刚才的活动，现在我们每位同

学的仪容仪表都非常地整洁了，那么，请你说 

一说，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观察自己是不是 

仪容整洁呢？

【其他方面的整洁】

1 、 过渡语：同学们都做得很好，我们每天都应 

该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自己的仪表是否整

洁。除了我们的仪表以外，还会有哪些地方 

不整洁的呢？

2 、 大家一起来找茬：请你观察一下，我们教室

学生活动

观看视频并思 

考问题。

根据故事寻找 

符合的人物。

思考并回答问 

题。

活动。

设计意图

视频故事导入。

能够判断怎样是 

不整洁的仪表。

感受整洁的重要 

性。

学会通过自我观 

察和他人观察的 

方式，查看自己 

的仪表并懂得如 

何审查自己的仪 

表是否整洁。

能够判断周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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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板书

哪些地方还不够整洁的呢？

（1）脏乱的书桌。

（2）脏乱的图书角。

（3）卫生角、白墙……

3 、 小小分享会：除了教室里的这些，你还见过

哪些不整洁的样子呢？这样做好不好？

（1）乱扔垃圾和玩具。

（2）不洗手就看书，在书本上乱涂乱画，把书本 

揉得皱皱巴巴。

（3）书包里乱糟糟一团。

4 、 由学生的回答当中进行总结：这样做都不好。

5 、 过渡语：我们的身边有不够整洁的人，也有

非常整洁干净的人。我们一起来评选一下， 

你认为我们班最爱整洁的是谁呢？我们一起 

来投出我们心中的“整洁大使”吧！

6 、 评选班级“整洁大使”：评选并说明理由。

7 、 小小反省会：请你对比一下自己和被评选出

来的“整洁大使”，想想看，自己还有哪些 

做得不好的地方，并记录下来。

每个人都喜欢和爱整洁的孩子做朋友，老师希望， 

我们每位同学通过反省以后，都能够把没做好的事 

情做好，变得更加地整洁干净！

我们爱整洁    第一课时

1、镜子里我的

2、这样做好不好 3、赞赞自己！

寻找教室范围 

内不够整洁的 

地方。

分享自己见过 

的、能够回忆 

起来的不整洁 

的样子。

评选大使，并 

比照大使进行 

自我反省。

境是否整洁，为 

保持环境整洁打 

下基础。

通过分享，了解  

更多不整洁的现  

象，让学生明白， 

这 样 做 是 不 对 

的。通过树立正  

确的观念，从而  

影 响 学 生 的 行 

为。

树立榜样，并鼓 

励学生向榜样学 

习。

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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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我们爱整洁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们爱整洁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养成爱整洁的好习惯，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学习

2、能力目标：掌握保持整洁的方法，能够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爱整洁。 
目标

3、知识目标：了解保持整洁的方法，学会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爱整洁。 

重点   掌握保持整洁的方法。

难点   懂得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爱整洁。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播放视频：《小邋遢》

2、思考：忽然有一天，小邋遢变了，大家都开始 

喜欢他。你知道邋遢大王是怎么变得不邋遢的吗？

【保持整洁有办法】

1、求助热线：周小狄是一个不爱干净、仪表不整  

洁的孩子，在学校里，同学们都不喜欢和他玩。于 

是，他向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你能帮帮他，让他 

变得整洁干净吗？

2、快乐大变身：请你帮助一下周小狄，说说看，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整洁吧！

（学生根据图片所示的方面进行讨论，说出一些保 

持头发、口腔等整洁的方法，帮助周小狄。）

3 、讲解保持自身整洁的方法：

（1）每天洗脸和洗澡，勤剪头发勤洗头，勤换衣 

服勤刷鞋。

（2）勤剪指甲勤洗手。（小手和指甲）

① 说一说：什么时候应该洗手。

② 做一做（示范）：怎么洗手最干净。

③ 展示标准洗手六步法。

（3）故事：小红脸和小蓝脸。

① 你知道小红脸和小蓝脸是什么吗？

② 我们怎么才能不让小蓝脸和小红脸在我们的牙

学生活动

观看视频并思 

考问题。

思考，并提出 

自己的看法， 

提 出 变 身 建 

议。

示范洗手方  

法。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由周小狄的情景 

进行导入，让学 

生在帮忙出主意 

的过程中掌握保 

持整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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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里盖房子呢？

③ 请你说说我们应该怎样刷牙？

4 、童谣总结：保持整洁有办法。

（总结上一环节所授的保持整洁的办法）

5 、小分享：每位同学都有自己保持整洁的小秘诀、

小方法，你还有哪些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的吗？

6、大家一起唱：《整洁歌》

7 、 整洁小调查：请你采访一下爸爸妈妈，看看自

己在这些方面能得几颗星，还有哪些做得不好

的地方？

8 、 整洁提示卡：请你根据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的地

方，制作一张《整洁提示卡》，提醒自己做得

更好。

【这样是爱整洁吗】

9、情境探究：说一说，这些情境当中的做法是爱

整洁吗？为什么呢？

10、小贴士：我们要保持自身和环境的整洁，但是

遇到必须做的事情时，我们也要不怕脏、不怕累，

要把事情做好！

每个人都喜欢干净整洁的孩子和干净整洁的环境，

我们一起让自己变得干净整洁，也让我们身边的环

境变得干净整洁吧。

我们爱整洁    第二课时

1、保持整洁有办法

2、这样是爱整洁吗

整洁歌中所总结

的 方 法 比 较 全

面，有利于帮助

学生掌握保持整

洁的方法，要让

学生明白不仅要

自己整洁，身边

的环境也要整洁

（书包、书桌、

房间、教室等）

童谣总结上一环

节所授知识，更

加具体明确。

观看或跟读。

制作卡片。

课堂小结 总结提升

朗读。

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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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我们有精神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们有精神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珍视自己的仪态仪表，愿意做一个有精神的小学生。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展示出自己的精气神。 
目标

3、知识目标：知道良好的精神面貌会产生良好感受，知道怎样才会看起来有精神。 

重点   知道怎样会有精神。

难点   知道怎样会有精神。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绘本故事《看看谁精神》

2、我来帮帮忙：小熊裁判真苦恼，人人都能精神  

好，这可怎么来投票？同学们，你们能帮帮小熊裁 

判吗？谁最精神呢？为什么？

1、提示：有精神不仅仅是外表漂亮，也不仅仅是  

眼睛大又明，还要包括内心的神采、声音的响亮、 

姿势的挺拔、唱歌的技巧等。总之，我们内外都要 

有精神！

2、小小分享会：同学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 

有什么样的感受？

3、提问：想一想，说一说，你为什么为觉得他们 

很精神呢？

4、思维导图总结：他们可真精神啊！

5、想一想：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也见过这样有  

精神的同学吗？一起来说说看吧！（课本第六页图 

片）

6、精神大侦探：请你再认真地找一找，还有哪些 

样子也精神？

（1）认真地读。

（2）高兴地唱。

（3）响亮地说。

7、精神大变身：请你想想办法，让他们变得精神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分享。

思考。

思考。

回忆、分享。

让学生扮演，

设计意图

故事导入。

从视频中感受精 

神的风貌，感受 

精神带来的良好 

体验。

由视频引入生活 

中的思考，回忆 

生活中所见的身 

边 的 精 神 的 现 

象。

学 以 致 用 大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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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吧！

8、展示我们的精神：请你试一试，根据听到的口

令，展示我们的精神。

（1）我会站得精神！

（2）我会坐得精神！

（3）我会响亮地报出我的名字！

9、最有精神奖：老师在刚才的活动中，发现了我

们班站得最有精神、坐得最有精神、说得最有精神

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颁发最有精神奖吧！

我们在生活中要站得挺拔，坐得端正，读得响亮，

说得大方。要做一个有精神的小学生！

我们有精神    第一课时

1、看看谁精神

2、这样真精神

3、展示我们的精神

做出图片中的 

动作，再让其 

他同学帮助纠 

正变身。

课堂小结 总结提升

板书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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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2.我们有精神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们有精神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养成正确的坐、立、行姿势，懂得正确的姿势有利于健康。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掌握正确的坐姿、站姿、走姿的技巧。 
目标

3、知识目标：知道不精神的不良影响，学会保持天天精神的面貌。 

重点   学会如何保持精神。

难点   学会如何保持精神。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1、欢欢的故事：欢欢走路总是驼着背、耷拉着脑

袋，写作时趴在桌子上写。妈妈总是说欢欢站没站

相，坐没坐相。欢欢满不在乎啊，心想：“这有什 思考问题。    情景故事导入。

么关系，怎么舒服怎么来。”

2、提问：你觉得欢欢说得对不对？这样的站姿坐 

姿，对我们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讲授新课   【不精神的坏处】

1 、 观察图片，说说没精神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

响？                                       观察与思考。  认识到不正确的

（1） 有精神，身体好；没精神，身体差。                      站姿、坐姿、走

（2） 有精神，面貌好；没精神，面貌差。                      姿 会 带 来 的 危

2 、 小提示：精神不精神不仅会让我们看起来的感                害。伤害脊椎、

觉不一样，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腰椎等。

【学会精神地坐、立、行】

1 、 你说我说：听着这首歌曲，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2 、 我来做一做：怎样才是“站似一棵松”“不动

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呢？谁来为我们 

展示一下？

3 、 精神小榜样：你们认为他们的展示怎么样？谁

做得最好呢？

4 、 小采访：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有精神的呢？有什

么诀窍呀？

分享感受。 

演示。

分享经验。

学 习 正 确 的 姿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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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会站好。

（2）我会坐好。

（3）我会走好。

【我们天天有精神】

1 、 展示一下我们的精神劲：你现在能够为老师展

示一下你们的精神劲吗？怎样展示呢？

2 、 军军的周记：军军有时候能很精神，有的时候

又不精神，我们要怎样才能每天都有精神呢？

3 、 我有精神好办法：经常运动、睡眠充足……

4 、 天天有精神：请你为自己制作一份精神表，说

说你要怎么做，如果你能做到，就在表格上打

一个 √ , 一周以后，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成果！

我们要每天坚持，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精神的小学

生喔！

我们有精神    第二课时

1、不精神的坏处

2、学会精神地坐、立、行

3、我们天天有精神

懂得要持之以恒 

保 持 精 神 的 面 

貌。

齐唱班歌或齐 

喊班号。

课堂小结 总结提升

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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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我不拖拉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不拖拉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下定决心改掉拖拉的习惯，懂得珍惜时间。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认识到拖拉的危害。 
目标

3、知识目标：反省自己在生活中的拖拉行为，认识到拖拉的危害，决心改正拖拉的习惯。 

重点   认识到拖拉的危害。

难点   决心改正拖拉的习惯。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 、欢乐小剧场：《拖拉鸟》。

2、猜一猜：

（1）请你猜一猜，拖拉鸟后来怎么样了呢？

（2）你觉得拖拉鸟是一只怎样的鸟？

1、“等一下”与“还没完”

2、说一说：你也是像小明和小白一样，是一个爱  

拖拉的小学生吗？请你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 

有拖拖拉拉的时候呢？

（1）  等一下再起床。

（2） 再看一会儿电视。

（3） 玩一下再写。

（4） 等一会儿再收拾。

3、过渡语：这样拖拉好不好呢？

4、斌斌是个小拖拉，放学回家先玩耍。斌斌说：

“拖拉一下没关系，很快就能写完啦！”不知不觉 

到晚上，作业总也做不完。

（1）提问：斌斌说“拖拉一下没关系”，你觉得 

呢？有关系吗？

（2）小小辩论台：拖拉一下有没有关系呢？请你 

说说你的想法吧！

5 、 故事屋：拖拉的后果。

（1）想一想，说一说，这位将军为什么会失败呢？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分享。

辩论，提出自 

己的看法，

设计意图

故事导入。

通过“等一下” 

与“还没完”启  

发学生回忆、分  

享自己在生活中  

的拖拉习惯。

思 考 拖 拉 好 不 

好，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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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拖拉会带来怎样的坏处呢？说得越多越好！

6 、 拖拉的危害：

（1）对农民爷爷来说，拖拉可能会赶不上种植，

秋天就没有丰收。

（2）对于医生伯伯来说，拖拉可能会错过救治的

时机，让病人失去生命。

（3）对于警察叔叔来说，拖拉可能会让犯人逃脱。

（4）对于我们来说，拖拉会让我们……

7 、 一起来朗诵：生活中的小拖拉。

8 、 警示学生：不做小拖拉。

课堂小结   拖拖不仅会让我们做不完事情，时间长了，还会让

我们养成拖拉的坏习惯，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我

们都不能做小拖拉！

板书       我不拖拉  第一课时

1、“等一下”与“还没完”

2、生活中的小拖拉

3、拖拉的坏处

思考。

引导学生分享、 

表述、总结拖拉 

会带来的危害。

朗诵。

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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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我不拖拉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我不拖拉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养成珍惜时间、不拖拉的好习惯。 
学习

2、能力目标：掌握克服拖拉的小技巧。 
目标

3、知识目标：学会克服拖拉，养成不拖拉的好习惯。 

重点   学会克服拖拉。

难点   养成不拖拉的好习惯。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 、 播放视频《明日歌》

2 、 思考：同学们，你们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意

思吗？

3 、 小告诫：这一首诗七次提到“明日”，反复告 

诫人们要珍惜时间，今日的事情今日做，不要 

拖到明天，不要蹉跎岁月。

1、骏骏的故事：

（1）你知道骏骏为什么在第一天的时候连一首古 

诗都背不完吗？

（2）骏骏后来能一下子背两首古诗，甚至可能背 

更多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2 、展开想象：假如我能不拖拉。

（1）假如我不拖拉，我就可以很快做完作业，然 

后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练习我喜欢的舞蹈了。

（2）假如我不拖拉，我每天可以多学习五个生字。 

（3）假如我不拖拉，我每天可以早十分钟到学校， 

就不用手忙脚乱的了。

3 、提问过渡：原来不拖拉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拖拉”呢？

4、小明的坏习惯：请你动动脑筋想办法，怎样才 

能帮助小明改掉拖拉的坏习惯呢？

5 、故事屋：鲁迅刻“早”的故事。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思考、总结。

想象、感悟。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通过设想假如我 

能不拖拉会带来 

的好处，奠定学 

生愿意告别拖拉 

的情感基础。

分享自己克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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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战胜“拖拉”故事会：你有没有过战胜拖拉的

经验呢？你是用什么办法做到不拖拉的？说说你

的故事吧！

7、告别拖拉小提示：

（1）调好闹钟。

（2）做好计划。

（3）马上行动。

（4）先做该做，后做想做。

8 、朗诵总结：不拖拉，有办法。

9 、制定克服拖拉计划表。

让我们一起乘坐时间的小马车，告别拖拉吧！

我不拖拉  第二课时

1、假如我不拖拉

2、怎样才能不拖拉

3、克服拖拉计划表

拉的经验，总结

阅读、感悟。  克 服 拖 拉 的 方

法。

制定计划表，决 

心克服拖拉。

课堂小结

板书

分享、思考。

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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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不做“小马虎”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不做“小马虎”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够认识到马虎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并能找到自己学习和生活 

学习                            中的马虎行为，愿意做个不马虎的好孩子。

目标   2、能力目标：发现学习和生活的马虎行为。

3、知识目标：知道生活、学习上都有哪些马虎行为，分析产生马虎行为的原因。 

重点   知道马虎的原因。

难点   认识自己的马虎行为。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4 、 播放视频《粗心的小画家》

5 、 小讨论：大家为什么看到丁丁的画，都哈哈大

笑呢？

【生活中、学习上的小马虎】

1 、 想一想，说一说：丁丁为什么会把这些都画错 

了呢？你能不能用一个最恰当的词语去形容一 

下丁丁呢？

2 、 马虎是什么：马虎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的行

为是马虎呢？

3 、 解释：马虎，就是说一个人做事不认真，粗心

大意，常常出错。

4 、 展示图片：生活中的小马虎和学习上的小马虎。

5 、 小小分享会：你在生活中、学习上也是一个“小

马虎”吗？说一说你有过的“马虎”经历吧！

6 、 归纳学生的答案：小马虎，太马虎。

【马虎的原因】

1 、 思考：为什么会马虎呢？马虎都是因为些什么

原因呢？

2 、 马小虎的故事：

（1） 有一个小朋友，他叫马小虎，但是大家都

叫他小马虎。这是为什么呢？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用一个词语形 

容丁丁。

分享。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知 道 什 么 是 马 

虎。并能够反思 

自己生活中、学 

习 上 的 马 虎 行 

为。

在马小虎的故事 

当中，找到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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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上起来，马小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袜

子……

（3） 今天老师下发了作业，马小虎可是做五道

计算题错了 3 道，这下被老师批评了吧！

（4） 妈妈叫马小虎去买酱油，马小虎却买回来

了醋。

3 、 小小智囊团：请你说一说，马小虎变成小马虎

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找不到他的袜子，

写错了计算题，还错把醋当酱油买呢？

4 、 “小马虎”找原因：你能找到你平时马虎的原

因吗？说一说，你为什么马虎吧！

5 、 抓住我的小马虎：认真地想一想，你平时都在

哪些方面马马虎虎呢？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把原因找一找，写下来！

生活中、学习中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小马虎”，让

我们一起找到“马虎”的原因，抓住讨厌的“小马

虎”吧！

不做“小马虎”第一课时

1、生活中的小马虎

2、学习上的小马虎

3、小马虎找原因

虎变成小马虎的 

原因，并由此分 

析自己的马虎行 

为的原因。

写下自己马虎的 

原因，并可以在 

下节课当中进行 

分析解决。

思考、讨论。

课堂小结 总结提升

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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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不做“小马虎”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不做“小马虎”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一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马虎的危害，体验做事认带来的快乐初步。

学习   2、能力目标：初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做事认真细心、不马虎，并且持之以

目标   恒，形成习惯。

3、知识目标：认识马虎的危害，掌握克服做事马虎的技巧。 

重点   掌握克服马虎的技巧。

难点   认识马虎的危害。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1 、斌斌的日记。

2、说一说：你觉得斌斌的日记写得怎么样？

3、导入语：斌斌的马虎行为，不仅让斌斌被老师  思考问题。    故事导入。

批评了，还遭到了同桌的笑话，让自己难过了好久。 

马虎还会带来哪些麻烦呢？

讲授新课   【马虎的危害】

1 、 播放视频《小马虎，添麻烦》

2 、 想一想，说一说：小马虎小明给谁带来了麻烦  思考并回答问

呢？带来了怎样的麻烦？                     题。

3 、 图片故事：马虎危害大。                                   认识到马虎的行

4 、 总结：马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给他                为不仅不会自己

人带来麻烦。                                             带来麻烦，也会

5 、 头脑风暴：请你根据下面的提示，想一想，说  思考、讨论。  给 他 人 带 来 麻

一说，马虎还会带来怎样的麻烦？                           烦，甚至是会造

 假如列车检查员马虎，列车可能会翻车，车上                成巨大的危害，

的乘客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伤害许多人的性

 假如         马虎，                     。                  命。

6 、 举例：

（1） 假如护士马虎……

（2） 假如司机马虎……

（3） 假如飞行员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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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一起来朗诵：马虎真可怕。

【不马虎，有办法】

1 、 开动小脑筋：马虎不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

烦，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伤及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马虎的危害这么大，那我们怎

样才能不马虎呢？

2 、 火眼金睛：请你在下面两幅图中找到不同的鸡

蛋，并说说是哪里不同，看谁找得又快又准。

3 、 小采访：你为什么能够找得又快又准呢？有什

么秘诀呀？

4 、 不马虎，有办法：不马虎的办法很多，结合身

边的例子说一说，你还有哪些办法在生活中、

学习上做到不马虎？

（1） 生活中不马虎的方法。

（2）  学习上不马虎的方法。

5 、 归纳：告别马虎有办法。

6 、 活动：细心之星。

7 、 归纳：告别马虎小秘诀。

8 、 试一试：我是细心小医生。

9 、 一起来朗诵：不做小马虎。

让我们一起认真仔细，告别马虎吧！

不做“小马虎”  第二课时

1、小马虎，危害大

2、告别马虎有办法

通过火眼金睛、 

采访、讨论、向 

细心之星学习等 

方法，掌握克服 

马虎的技巧。并 

通过“我是细心 

小医生”活动达 

到学以致用。

评选并向细心 

的同学学习。

课堂小结

板书

分享办法。

总结提升

找茬。

思考。

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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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风儿轻轻吹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风儿轻轻吹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风，喜爱风，亲自自然，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认识风的颜色、形态，能够找到风在哪里，初步学会制造、利用风。 
目标

3、知识目标：感受风、认识风，知道风在哪里，能够制造风、利用风。 

重点   和风儿一起玩。

难点   和风儿一起玩。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播放音频《风儿轻轻吹》

2、小思考：你见过风儿吗？它是什么颜色？什么 

形状？它长什么样子呢？

3 、小活动：我画风儿。

4、小思考：虽然我们凭借自己的想象，画出了风  

儿的颜色和风儿的形状，但是实际上，风儿是不是 

长这个样子的呢？

5、导入语：风儿看不见，摸不到，四面八方到处 

跑。我们一起去找一找，风儿在哪里吧！

【我找风儿】

1 、 找一找：你能在下图中找到风儿藏在了哪里

吗？

2 、 我找风儿：你还能在哪里找到风儿？你是怎么

发现风儿在这里的呢？

（1）  当树枝摇晃的时候，风，正从那里经过。

（2）  当湖面泛起波纹的时候，风，正从那里经

过。

（3）  当蒲公英种子飞起来的时候，风，正从那

里经过。

（4）  当小姑娘的头发被吹乱的时候，风，正从

那里经过。

3 、 风儿在这里：展示课本图片（风的朋友）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在课本图中找 

到风儿。

在生活中找风 

儿。

设计意图

音频、活动导入。

通过在课本图片  

中找风、在日常  

生活经验中找风  

（还可以在教室  

里找风）的方式， 

找到风、认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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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板书

（1） 我牵着细细的雨丝奔跑。

（2） 我和晨雾一起在山野漫步。

（3） 我和树叶轻轻唱，星星眨着眼睛静静听。

（4） 我和雪花一起跳舞。

（5） 我和云儿在高高的天上捉迷藏。

（6） 我和雷公、电母一起耍威风。

4 、 朗诵总结：风儿在这里。

【我和风儿一起玩】

5、想一想：我们找到了藏在各个地方的风儿，那 

我们能不能和风儿一起玩耍呢？

6、游戏时间：

（1） 游戏一：拿出两根羽毛，看看谁能使羽毛 

在空中待得最长，让羽毛最晚掉下来。

（2） 游戏二：一排装满水的杯子，第一只上面 

漂着一只乒乓球，只准用嘴吹，看看谁的 

乒乓球漂洋过海，跑得快跑得远。

7、大玩家：你有哪些办法，可以邀请风儿和我们 

一起玩？我们可以和风儿玩什么呢？

（1） 制造风，让风和我们一起玩.

（2） 利用风，让风和我们一起玩。

风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能把它找到。风儿 

是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凉爽和欢乐，让我们 

一起，和风儿快乐地玩耍吧！

风儿轻轻吹   第一课时

1、我找风儿

2、我和风儿一起玩

思考。

游戏。

思考。

通过游戏，告诉  

学生，我们可以  

制造风、利用风， 

和风一起玩耍，

风是我们的好朋 

友。

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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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风儿轻轻吹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风儿轻轻吹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通过活动与自然交流与成长。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正确认识风的作用于危害，掌握防范台风的技巧。 
目标

3、知识目标：知道风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和危害，学会照顾自己。 

重点   风的作用。

难点   风的危害。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提问：你知道蒲公英是怎么传播种子的吗？

2、播放视频《蒲公英》

3、小知识：蒲公英是靠风力传播种子。蒲公英每  

一颗种子上都带着一把“降落伞” ，可以随风把 

种子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去。种子落地后，遇到合适 

的条件，就长成了一棵新的蒲公英。

4、提问导入：风儿除了能够传播种子以外，还能 

帮什么忙呢？

【风儿能帮我们】

1 、 小小讨论会：风儿除了能够传播种子以外，还

能帮什么忙呢？

（1） 风儿能帮助我们消暑。

（2） 风儿能够吹动帆船。

（3） 风儿能吹干衣服。

（4）  风儿能发电。

2 、 科学资料卡：风能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可 

以无限利用并且不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我们 

国家，在 2010 年成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风能生 

产国。

【风儿的“脾气”】

1 、 小小分享会：你喜欢风儿吗？为什么？

2 、 不用季节的风儿，“脾气”不同：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讨论。

分享。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通过讨论，认识 

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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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1） 春天的风儿，是温柔的。它吹绿了小草，

吹醒了大地。

（2） 夏天的风儿，是清凉的。它吹散了热气，

吹红了荷花。

（3） 秋天的风，是干燥的。它吹黄了稻田，吹

红了枫叶。

（4）  冬天的风，是寒冷的。它吹落了雪花，吹

枯了枝丫。

3 、 看图说话（课本第21 页）：请你说说，在这几

幅图中，风儿的“脾气”是怎么样的？

4 、 小小资料卡：风按照风力的大小可以分为  12

种。

5 、 总结：不同季节的风、不同大小的风，给我们 

的感受不一样，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6 、 风儿“生气”了：台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2018 年 9 月 15  日，台风“山竹”登 

陆菲律宾，3 天内带走 63 条人命，还在吕宋岛 

一处矿区引发山体滑坡，49 人被掩埋。

7 、 小小智囊团：遇到风儿“生气”了，我们怎么

办？

8 、 小拓展：台风预警信号。

9 、 有的风儿危害大。

10 、    小知识：植树造林。

树木、青草等植被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能够 

帮助我们抵挡风儿的危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 

爱护花草树木，多多植树造林，保护环境，降低风 

儿的危害。

知 道 不 同 的 季 

节，风带给人的 

感受不同。

看图、思考。  知道不同风力的

风，带给人的感 

受不同。

认识风的危害， 

懂得防范台风。

出主意。

总结提升

板书       风儿轻轻吹   第二课时

1、风儿能帮我们

2、风儿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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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植物的美，激发爱护大自然的环保意识。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认识、了解自然界中植物的作用。 
目标

3、知识目标：认识花草树木，知道植物有生命，懂得植物的作用。 

重点   正确认识植物的作用并增强环保意识。

难点   正确认识植物的作用并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 、展示图片：荒漠和花园。

2、提问：你更喜欢哪一种景象？

【花儿草儿真美丽】

1、提问：是谁把世界打扮得如此美丽、如此地生 

机勃勃呢？

2 、回答：是花草树木。

3、师：2019 年 2 月 4  日是立春，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的脚步就走进了春天。让我们一去到春天看  

花、看草、看树去吧……

4、猜谜语：花开在阳春，满身红通通，清果脸上 

有淡红，诱来天宫孙悟空。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儿  

吗？

5、提问：春天里还有哪些花草树木呢？

6、认一认：春天里的花草树木。

7、提问：除了这些花草树木以外，你还认识哪些

植物呢？

8、植物大闯关：请你根据下列图片，辨认出这些  

是什么花草树木，答对最多的可以获得“植物小百 

科”称号。

9、植物大展览：你还见过哪些花草树木？可以描 

述一下它的样子吗？介绍一种你最喜欢的植物。

【花儿草儿作用大】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思考。

猜谜语。

思考。

辨认植物。

描绘自己喜欢 

的植物，并说 

说 为 什 么 喜

设计意图

图片导入。

先通过走进春天 

进行导入，让学 

生通过认识春天 

的植物到认识其 

他的植物，层层 

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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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展示一些花草树木的作用：松树、仙人掌、荷

花。

11、总结并过渡：可见，大自然中的花儿草儿不仅

仅是能够装点大自然，使自然变得更加美丽，它们

还有许多的大作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们说一说

吧！

12、花草树木说：我们是巨大的吸尘器、我们是大

自然的空调器、我们是氧气制造厂。

13、小组讨论：你还知道植物有哪些作用吗？

14 、小归纳：植物的作用。

花儿草儿不仅把大自然装点得更加美丽，还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帮助，我们的生活都不能缺少

这些美丽的花花草草。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一课时

1、花儿草儿真美丽

2、认识花草树木

3、花草树木作用多

认 识 植 物 的 作 

用，为保护植物、 

爱护大自然奠定  

好良好的情感基  

础。

小组讨论。

课堂小结 总结提升

板书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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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环保意识，爱护花草树木，爱护大自然，同时增强自我保 

学习   护意识。

目标   2、能力目标：能够通过的实际行动爱护花草，并懂得保护自己不被花草伤害。

3、知识目标：懂得花草有生命，学会爱护花草，学会和花草正确相处。 

重点   能够通过实际行动爱护花草树木。

难点   学会和花草正确相处，懂得保护自己不被花草所伤。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播放视频《熊出没》

2、开动小脑筋：你知道猫头鹰老师为什么一直叹 

气吗？小朋友们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呢？

3 、回答：小朋友们没能爱护花草。

【花草有生命】

1 、我当小演员：请四位同学分别扮演小花、小草、 

小树和小朋友。并根据提示的情景，做出相应的反 

应。

（1）一天清晨，一位小朋友走到花园里，踩着绿 

油油的小草散步。

（2）这位小朋友突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要不就摘一些小花儿送给妈妈吧！于是，小朋友把 

手伸向了小花儿，准备把小花拦腰掐下……

（3）这位小朋友走着走着，看到了一棵小树，他  

发现自己刚好能够着小树的一根小树枝。于是他抓 

起了树枝摇摇晃晃地荡起了秋千。

2、播放视频《植物生命脉动》

3 、小提示：小花小草小树们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 

努力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花草也有生命，  

我们要爱护它们。

【爱护花草树木】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演一演。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通 过 表 演 和 视 

频，懂得植物也 

有生命，由此树 

立爱护花草树木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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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一说：你曾见过哪些破坏花草树木的行为？

5、想一想，做一做：如果你遇到下列情况，你打

算如何劝阻他们呢？（课本第 24 页）

6、小小反省会：你自己有没有做过破坏花草树木

说一说。 懂得不仅要自己 

爱护花草树木，

的行为呢？是怎样的行为？你打算在今后怎么 

做？

做一做。 还要敢于劝阻破 

坏花草树木的行

7、环保小使者：请你设计一个爱护花草树木的提  

示牌，把它立在学校的草坪旁边，提醒大家爱护花 

草树木吧！

想一想。 为。

8 、总结：爱护花草，人人有责。

【花草也有伤害】

1 、 小小观察员：花花草草会给我们带来没的享受， 

但是，如果不小心，花草也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哦！请你说一说，这些花草给小朋友们带来了

设计环保标  

语。

怎样的伤害？ 知道花草也会有

2 、 经验座谈会：在生活中，你看过、听过或者经

历过类似的事情吗？

3 、 新闻展播：我们要才能避免花草带来的伤害

观察。 伤害，学会避免 

花 草 带 来 的 伤 

害。

呢？

4 、 小提示：如何与花草相处。

【我种一棵树】

1 、 学一学：我和小树相处有办法。

2 、 小讨论：你认为故事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

分享。

人？你打算向“我”学习哪些方面的品质？ 学习种植植物。

3 、 一起来朗诵。 学习。

课堂小结 花儿草儿不仅把大自然装点得更加美丽，还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帮助，我们的生活都不能缺少 

这些美丽的花花草草。

总结提升

板书 花儿草儿真美丽    第二课时

1、花草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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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护花和草

3、学学种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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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学习 

目标

重点 

难点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可爱的动物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可爱的动物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受动物的可爱以及动物的重要意义，树立和谐共处的观念。

2、能力目标：能够围绕熟悉的小动物进行大胆的表达，感受动物的可爱，学会和动物和谐 

共处。

3、知识目标：多角度了解动物的可爱之处，认识动物对于人类和自然的重要意义，学会和 

动物和谐相处。

感受动物的可爱，学会和动物和谐共处。 

感受动物的可爱，学会和动物和谐共处。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 、猜谜语大竞赛：猜关于动物的谜语。

2、导入语：同学们真棒，竟然能够认识还可以猜  

出这么多的小动物。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是要认识 

大自然中的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我喜欢的动物】

4 、 森林公园大参观：现在，让我们一起搭乘开往

森林公园的大巴士， 一起认识一下它们吧！

5 、 播放视频《野生动物》

6 、 小讨论：刚才你都看到了哪些动物呢？你都认

识它们吗？里面有你喜欢的动物吗？

7 、 小小分享会：我喜欢的动物。

（1） 请你描述/模仿一下你喜欢的动物，让其他

的同学猜一猜，看能不能才出来。

（2） 展示你喜欢的动物的照片，看看大家猜的

对不对？

（3） 请你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它？

8 、 老师最喜欢的小动物：啄木鸟：它们被称为“森 

林的医生”，它们可以从树干中掏出蛀虫来。 

一只啄木鸟每天吃成千条害虫，是著名的森林 

益鸟。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观看视频。

讨论。

分享。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通过观看视频、 

猜我喜欢的小动 

物，对动物的种 

类、外形有所了 

解和认识。

以老师喜欢的动 

物引入有的动物 

对人类有益。并 

启发学生要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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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小小动物学家：你还知道哪些对人类有益的动

物吗？

10、总结：许多的动物能够为人类提供许多的帮助， 

是我们的好朋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动 

物，我们的大自然才变得如此生动和美丽。因此， 

我们人类要和动物们和谐相处。

【我和我的动物朋友】

1 、 展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照片。

思考，分享。 物和谐共处。

2 、 说一说：你从这些图片中看到了什么？感受到

了什么？

思考。

3 、 回答：人与自然、与动物和谐共处。 通过图片、我和

4 、 小小分享会：你能和小动物们和谐共处吗？请

你说一说你和你的动物朋友之间的故事吧！

5 、 电影故事：《忠犬八公》

分享。 动 物 朋 友 的 故 

事、忠犬八公的 

故事，感受动物

6 、 电影观后感：从这个故事当中，你感受到了什

么？

7 、 回答：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8 、 过渡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还是

人类的好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向 

哪种动物学习的呢？

9 、 向动物老师学习：

（1）展示课本图片：提问学生这是向哪种动物学 

习。

（2）提问：你还知道哪些向动物学习的例子吗？

感悟。 是 人 类 的 好 朋 

友，我们要与动 

物和谐共处，我 

们还可以向动物 

学习。

课堂小结 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各种各样的动物让世界变得 

更加生动而美丽，我们要与动物和谐共处。

总结提升

板书 可爱的动物    第一课时

1、我喜欢的动物

2、我和我的动物朋友

3、向动物老师学习



29

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可爱的动物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可爱的动物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爱护动物的意识，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学习   2、能力目标：学会与动物和睦相处，爱护动物，也保护自己。

目标   3、知识目标：知道怎样才是对动物真正的喜欢，学会用恰当的方式与动物相处，爱护动物

的同时，也保护自己。

重点   学会与动物和睦相处，爱护动物，也保护自己。

难点   学会与动物和睦相处，爱护动物，也保护自己。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1、新闻：大学生无视校规养宠成风，毕业后被遗

弃宠物倍增。

2、小讨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因为喜欢小动物

而饲养了宠物，但是毕业后却又把这些小动物遗弃 思考问题。    新闻导入。

了。你觉得，这是真正喜欢小动物的表现吗？

讲授新课   【怎样才是真喜欢】

1 、 播放视频《不要丢弃你的宠物，在它的世界里，

你就是全世界》                                           通过视频引发思

2 、 头脑风暴：被遗弃的小动物们会怎样呢？       思考。        考，设想小动物

3 、 小讨论：你认为，如果是真正地喜爱小动物，                 们被遗弃以后可

应该怎么做？                               讨论。         能会有的遭遇，

4 、 饲养/收养宠物注意事项：                                  让学生感受到被

（1）  收养前要考虑清楚，如果不能坚持就不要                 遗弃的动物的可

养宠物。                                              怜，从而懂得爱

（2）  一旦养了宠物就要好好爱护它，绝对不能                 护动物，做到不

遗弃它。                                              遗弃。

5 、 小镜头：思考：这样是真正喜欢动物的表现吗？  思考。

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课本第 28 页）

（1） 追逐、殴打小动物。                                    并通过对小镜头

（2） 投喂猴子。                                            的思考、我和小

（3）  喂食金鱼。                                            蜻蜓的故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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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燕子搭窝。

6 、 总结：与动物和睦相处小贴士。

7 、 我和小蜻蜓的故事：你认为斌斌做得怎么样？

对不对？

8 、 这样做对吗？

（1） 泰国僧人把陆龟当成海龟放生大海，结果

无一生还。

（2） 两辆白色越野车追逐、碾压藏羚羊，致使

数只藏羚羊受伤、死亡。

（3） 王某、蒋某和孙某三人合伙非法猎杀鹭鸟

214 只，，并将猎杀的鸟类销售给浦城多家

餐馆，从中非法获利 11 万余元。

9 、小提示：我们要保护动物，与动物和谐共处，

既不能错误放生、好心办坏事，也不能用残忍的手

段伤害、捕杀动物。

【别让自己受伤害】

1 、 过渡语：我们不仅要保护动物，不让动物受到

伤害，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让动物伤害

到自己。

2 、 小小观察员：这样做对吗？（课本第 29 页）

3 、 小讨论：在与动物相处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些

什么呢？

课堂小结   我们都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们要注意用恰当的方式

去喜欢，不要使动物受到伤害，也不能使我们自己

受到伤害，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喜欢。

板书       可爱的动物    第二课时

1、怎样才是真喜欢

2、别让自己受伤害

3、我和小蜻蜓

放生等行为的判

断，懂得什么才

是对动物真正的

喜欢，掌握与动

物和睦相处的方

法。

懂得我们不仅要

爱护动物，也要

注意保护自己，

不让动物伤害到

自己。

观察、思考。 

讨论。

总结提升

思考。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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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大自然，谢谢您 第一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大自然，谢谢您  第一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恩自然的礼物和馈赠，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养成爱劳动的 

良好习惯。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通过合作、探究、感悟的方式感受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能够珍惜他

目标   人的劳动成果。

3、知识目标：认识大自然，知道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都来自于大自然，懂得珍惜他人劳动 

成果，热爱劳动。

重点   知道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都来自于大自然。

难点   懂得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热爱劳动。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播放视频《大自然母亲在说话》

2 、提问：人们常常说“大自然就像我们的母亲”。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把大自然形容成我们的母亲

吗？

【大自然的礼物】

1 、 说一说：

你最喜欢什么水果？ 

你最喜欢哪种食物？

你最喜欢哪种花儿？

2 、 开动小脑筋：你喜欢的这些水果、食物和小花 

儿，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呢？

3 、 总结与过渡：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为人类 

带来了许多的礼物。请你说一说，大自然为我 

们带来了哪些礼物呢？

4 、 大自然的礼物：

（1）  吃的食物——来自于大自然

（2）  穿的衣物——来自于大自然

（3） 住的房子、用的家具——来自于大自然

（4）  出行欣赏的美景——来自于大自然

5、总结：我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都来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分享。

思考。

设计意图

视频导入。

通过学生的生活 

经验引入话题， 

激发学生表达的 

愿望，并引导学 

生懂得我们喜欢 

的这些东西都是 

来自于自然的馈 

赠。

大自然为我们人 

类的生存提供了 

物质和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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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大自然，是大自然赠送给我们的礼物。

【爱劳动】

4 、 故事屋：两个农夫。

5 、 阅读感悟：

（1）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母亲吗？为什么还会让那

名懒惰的农夫饿死呢？

（2）你更愿意做勤劳的农夫还是懒惰的农夫呢？

6 、 小小讨论会：大自然的礼物是怎么来的呢？我

们怎样才能得到大自然赠送的礼物呢？

7 、 展示课本四副图片，告诉学生自然的礼物是怎

么来的。

（1） 地里种出的稻谷，变成香甜的米饭。

（2） 春蚕吐出的丝，织成漂亮的丝绸。

（3） 我们住的房屋，是用泥沙、钢材和木材建

成的。

（4） 我们吃的水果，是大自然中的种子、阳光、

空气、水和土壤，以及人们辛勤劳作的结

晶。

8 、 总结：自然的礼物来之不易，需要靠人们勤恳

的劳动才能获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

劳动，做一个勤劳的人，还要懂得珍惜他人来

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9 、 小聪明，有办法：我们要怎样才能做一个勤劳

的人？怎样才能好好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呢？

课堂小结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我们要通过勤恳的劳动，获

得自然母亲送给我们的礼物，还要懂得珍惜他人的

劳动成果，自己也要做一个爱劳动的人。

板书       大自然，谢谢您    第一课时

1、大自然的礼物

2、勤劳的人们才有丰厚的回报

通过故事阅读进

行感悟，懂得自

然的礼物不是不

劳而获的，而是

需要我们通过勤

恳的劳动来获得

的，并引导学生

树立热爱劳动的

意识，并能在生

活中珍惜他人的

劳动成果。

总结提升

讨论。

感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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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大自然，谢谢您 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课题   大自然，谢谢您  第二课时   单元    第二单元  学科   道德与法治   年级   一年级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验在大自然中的快乐，感恩大自然，树立环保意识。 

学习   2、能力目标：能够听懂自然的语言，能够通过实际行动保护大自然。

目标   3、知识目标：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学会听懂大自然的语言，增强环保意识，自觉保护

大自然。

重点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懂的感恩自然，保护自然。

难点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懂的感恩自然，保护自然。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教师活动

1、提问：你更喜欢在户外玩耍还是在室内玩耍？ 

为什么呢？

2、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生活的城市的人们会利用  

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到附近的农家乐、果园进行 

游玩，利用难得的空余时间去体验田园生活。你知 

道这是为什么吗？

3、导入语：在大自然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的 

快乐。

【大自然中的快乐】

1 、 你喜欢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玩耍吗？你有没有和 

大自然快乐玩耍的合照？如果有，展示给我们 

看看，如果没有，试着画一画，说说你们在玩 

些什么吧！

（1） 我和爸爸妈妈利用周末的时间，到郊区的

果园采摘樱桃。

（2） 我最喜欢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到田地里玩

耍，水车转呀转地唱着欢快的歌。

2 、 小观察：他们都在玩什么？（课本第32-33 页）

3 、 朗读诗歌：大自然中的快乐。

4 、 自然大玩家：大自然中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有

许许多多的快乐。你会玩吗？我们一起来比比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

分享。

设计意图

问题导入。

通过展示照片、 

画画等方式，以 

具体的图像进行 

感受，帮助学生 

直观感受在大自 

然中的快乐。

进一步分享不同



3

以上内容仅为

本文档的试下

载部分，为可

阅读页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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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或阅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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