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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 1 我们爱整洁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小学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统编版第一单元 我的好习惯 1 我们爱整洁

2. 教学年级和班级：一年级（1）班

3. 授课时间：2022 年 5 月 10 日

4. 教学时数：1 课时

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2. 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合作意识，培养集体荣誉感。

3. 引导学生理解整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整洁有一定的认识，如保持个人卫生、整理书包等。

- 学生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已经接触过简单的环保教育，如垃圾分类、爱护环境等。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 一年级的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喜欢互动性强、趣味性高的学习活动。

- 学生在认知能力上初步具备观察、比较、分析的能力，但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

- 学生倾向于通过直观的实物、图片和实践活动来学习和理解知识。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学生可能难以理解整洁与个人卫生、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联系。

- 部分学生可能由于家庭环境等因素，缺乏良好的整洁习惯，需要引导和纠正。

- 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可能因为年龄小、合作意识不足而遇到协作难题。

教学资源



- 硬件资源：投影仪、电脑、白板

- 软件资源：多媒体教学软件、教育游戏软件

- 课程平台：校园网络教学平台

- 信息化资源：电子版课文、互动教学 PPT、视频资料

- 教学手段：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游戏化学习

教学流程

1. 导入新课（用时 5 分钟）

- 教师通过展示一些整洁和不整洁的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并讨论两者的区别，以此引发

学生对整洁重要性的思考。

- 教师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保持整洁？”并邀请学生分享他们的想法。

-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引出本节课的主题：“我们的好习惯——我们爱整洁”。
2. 新课讲授（用时 15 分钟）

- 教师讲解整洁的意义，包括个人卫生、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整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

- 教师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理解整洁的习惯如何培养，例如制定日常的整理计划，

如何分类物品等。

- 教师举例说明整洁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整理书桌、床铺，清洁教室等，并强

调这些习惯的重要性。

3. 实践活动（用时 15 分钟）

-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整洁接力”游戏，学生分成小组，每组依次完成整理书桌、清理垃

圾等任务，看哪组最快完成。

- 教师提供一些日常用品，如玩具、书本、文具，让学生进行分类整理，并讨论如何保

持这些物品的整洁。

- 教师带领学生一起打扫教室，让学生亲身体验清洁的过程，并理解保持整洁的辛苦和

价值。

4. 学生小组讨论（用时 5 分钟）

- 教师提出讨论问题：“你在家是如何保持个人和环境的整洁的？”
- 学生分组讨论，每组选出代表分享讨论结果。

- 举例回答：

- 学生甲：“我每天都会整理我的床铺和书桌，用完的东西都会放回原位。”
- 学生乙：“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卫生，我知道垃圾要分类扔进不同的垃圾桶。”
- 学生丙：“我会在妈妈的帮助下，定期清理我的房间，保持地面干净。”
5. 总结回顾（用时 5 分钟）

- 教师邀请学生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包括整洁的重要性、整洁习惯的培养方法以及

实践活动的体验。

- 教师强调本节课的重难点，即整洁习惯的养成需要持之以恒，并且对个人和集体都有

积极的影响。

- 教师布置作业，要求学生记录本周在家保持整洁的具体行动，并在下一节课上分享。



拓展与延伸

1. 提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

- 《生活习惯小百科》：提供关于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的图文并茂的阅读材料，帮助学

生更深入地理解整洁习惯的重要性。

- 《环保小故事》：收录一系列关于环保、节约资源的小故事，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到

整洁习惯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整洁小窍门》：介绍一些实用的整理和清洁小技巧，帮助学生在家务劳动中更高效

地保持整洁。

2.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

- 观察日记：鼓励学生记录一周内自己在学校和家庭中的整洁行为，分析哪些做法有助

于保持整洁，哪些需要改进。

- 家庭互动：学生与家长一起探讨如何在家中建立整洁的环境，记录下讨论的结果和实

施计划。

- 环保实践：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或学校的环保活动，如垃圾分类、植树造林等，了解整

洁习惯对社会环境的积极影响。

- 拓展阅读：推荐学生阅读与整洁习惯相关的书籍，如《整理的艺术》、《简单生活指

南》等，让学生在阅读中吸收更多有关整洁的知识。

- 创意表达：学生可以通过绘画、写作、制作海报等形式，表达对整洁习惯的理解，培

养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 角色扮演：学生可以与家人或朋友一起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模拟不同场景下如何保持

整洁，增强实践体验。

- 家庭作业：布置学生在家中完成一项整洁任务，如整理书架、清洁房间等，并写下完

成任务的感受和收获。

- 研究项目：学生可以选取一个与整洁相关的主题，如“家庭垃圾分类现状与改进措施”
，进行小规模的研究和调查，培养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课后拓展

1. 拓展内容：

- 阅读材料：《儿童好习惯故事集》，选取与整洁习惯相关的章节，如《小猪的干净屋

》等，让学生在故事中学习整洁的重要性。

- 视频资源：寻找有关整洁习惯培养的动画片或教育视频，如《整洁小超人》系列，通

过观看视频，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整洁习惯。

2. 拓展要求：

- 学生在课后自主选择阅读材料或观看视频资源，记录下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或感悟。

- 鼓励学生将阅读或观看后的心得体会与家长分享，促进家校共育。

- 教师在下一节课开始时，留出时间让学生相互交流他们的拓展学习成果，分享学习心

得。

- 教师可提供必要的指导，如帮助学生理解阅读材料中的难点，解答学生在观看视频时

产生的疑问。

-



 学生可以尝试将所学到的整洁习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如制定个人整洁计划，记录实

施情况，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 教师可以布置相关的写作任务，如写一篇关于“我家的整洁习惯”的短文，让学生将理

论与实际结合，深化对整洁习惯的理解。

内容逻辑关系

①本文重点知识点：

- 整洁习惯的定义和重要性

- 整洁习惯对个人和集体的积极影响

- 如何培养和保持整洁习惯

②重点词汇：

- 整洁、卫生、习惯、环境、个人、集体、培养、保持

③重点句子：

- “整洁不仅是一种个人习惯，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 “一个整洁的环境有助于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提高学习效率。”
- “坚持每天整理书桌，是我们培养整洁习惯的第一步。”

课堂

1. 课堂评价：

- 提问：教师通过课堂提问，检查学生对整洁习惯的理解程度，如“你能举例说明整洁

习惯的重要性吗？”等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思考和表达。

- 观察：教师在课堂活动中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和行为表现，如是否积极参与讨论，是否

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整洁习惯等。

- 测试：教师可以通过小测验或口头测试的方式，评估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如“说出三种保持个人整洁的方法”等。

- 及时反馈：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给予及时反馈，对正确的行为和回答给予肯定

，对不足之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2. 作业评价：

- 批改：教师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不仅关注答案的正确性，还关注学生完成作业的态

度和整洁度。

- 点评：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个性化点评，指出作业中的亮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

“你的作业非常整洁，继续保持！”或“请注意书写的规范，下次会更好。”
- 反馈：教师及时将作业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鼓励学生根据反馈调整学习方法，不断

提升自己的整洁习惯。

- 鼓励：对于在作业中表现出色或在整洁习惯上有明显进步的学生，教师应给予特别的

鼓励和表扬，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持续改进的动力。

- 家长沟通：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或家长联系册等方式，与家长沟通学生在校的表现，

特别是整洁习惯的养成情况，促进家校合作，共同关注和支持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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