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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上册新教材

识字 5《对韵歌》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把汉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进行识字,认识本课 9个生字,会写 5

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词语和句子。

3.喜欢读对子,有积累对子的愿望。

【教学重点】

　　掌握会写字的笔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1.生字卡。

2.构成本课生字的部件卡。

3.有关识字的课件。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把汉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进行识字,认识本课 9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词语和句子。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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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我们学习语文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能认识更多的汉字,而

汉字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学习汉字可以从中体会到许许多多的乐趣。

如“你”和“我”是相对的两个词,“天”和“地”也是相对的两个

词。今天我们就学习一些这样的汉字,看一看这样的汉字或词语结合

在一起,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课件)

二、初读课文,感受对子。

1.生自由读课文。

①想一想,不用老师教,自己试着读一读课文,如果在读的时候遇到不

认识的字该怎么办呢?

②请小朋友们快快打开课本,读一读课文,遇到困难可以请小伙伴帮

忙,也可以请教老师。

③生自由读课文。

2.指名读课文。

①指名读课文。

②小老师带读课文。

3.打节拍读课文。

①师拍手示范读。

②生自由练习后一齐拍手读。

三、识记生字。

1.自由读课文,读到生字记一记。

2.出示生字,自由读一读:你认识了哪些生字朋友?(课件)

对 duì　歌 gē　雨 yǔ　风 fēnɡ　虫 chóng　清 qīng　绿 lǜ　桃 t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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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hóng



3

3.巩固生字:齐读生字,指名读,去掉拼音开火车读,再齐读。

4.与生字交了朋友,相信小朋友能将课文读得更棒了,现在就请你再

读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课文中哪些词与哪些词是相对的?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云　　雨　　　雪　　风

花　　树　　　鸟　　虫

山清　水秀　　柳绿　桃红

　　每两个词语中间加上“对”字,读一读黑板上的词语。

5.小结:像课文中这样的句子,我们就叫它“对子”。

四、变化形式朗读课文。

1.老师范读:这样的词语是不是很有趣?赶紧打开书,翻到《对韵歌》,

看着书,听我读。(师范读)

2.老师带领着学生读,在学生读熟的基础上,采取以下形式检查或练

习朗读。

(1)小组内读。

(2)同桌相互检查。如:一生读“云对”,其同桌读“雨”。

(3)老师检查。

3.在熟读的基础上,老师试着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对韵歌》,感受

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五、扩展练习。

　　小朋友们真棒,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汉字。我想考一考大

家,比一比谁聪明,好吗?请用下面的字组词,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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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雨 虫 山 水(课件)

【板书设计】

5　对韵歌

云对雨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清对水秀 柳绿对桃红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练写本课“云、雨、虫、山、水”5个生字。

2.了解几组意思相反或相对的词语。喜欢读对子,有积累对子的愿望。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 9 个生字,这节课我们不但要把课文读好,还

要把字写好,有信心吗?

二、熟读课文。

1.指学生读课文,评议。(课件)出示课文。

2.同桌用对口令的方式读一读。

3.教师示范读,强调韵尾,学生仿读,看谁读得好。

4.齐读,边拍手边读。

5.自己试着背一背。

三、质疑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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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同学们思考:通过读,你们发现课文有什么特点了吗?(每句短语

都含有一组意思相反或相对的字或词语)

2.这就是对子,也叫对联。对联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语言形式。我

们在朗读对子时要注意节奏,韵脚要收得干脆,不要拖长。要读出词语

的对应关系。

3.你还知道哪些对子呢?说一说吧! 

四、指导学生书写生字。

1.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本课要求会写的生字,说一说这些生字都是什么

结构的。

2.请同学们认真地观察这几个字,然后说一说在书写这些字时应该注

意些什么。

云:上横短,下横长。

虫:“竖”在竖中线上,要注意“口”字上宽下窄，写得扁一些。

雨：第四笔竖写在竖中线上，四点要分布均匀。

山:第一笔“竖”最长，写在竖中线上,最后一竖下端略出头。

水：第一笔竖钩写在竖中线上，第二笔横撇不要写成两笔，第三笔和

第四笔不要写成一笔。

3.教师示范书写。(课件)

4.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5.小组选出好的作业,进行展评。评选“小小书法家”。

五、拓展练习。

1.课文中的哪些对子你最喜欢?请你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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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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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我真棒! 我还知道别的对子,我要写下来! 

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

黄莺对翠鸟,甜菜对苦瓜。

狗尾草,鸡冠花,白鹭对乌鸦。

门前栽果树,塘里养鱼虾。

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课件)

【板书设计】

5　对韵歌

云、雨、虫、山、水

【教学反思】

示例:识字写字是低年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识记汉字的

方法有很多很多。教学中我不断地鼓励学生用自己最习惯、最喜欢的

方法记忆汉字,激发了他们识字的兴趣,使他们喜欢学习汉字。大家都

清楚,识字量大了,如何巩固是教学的难点。通过教学,我发现小学生

对趣味识字这一环节很感兴趣。在游戏中识字,让他们感受到识字的

极大乐趣。学生不但在玩中巩固了本课中的生字词,而且在不知不觉

中巩固了以前认识的字,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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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上册新教材

识字 6《日月明》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在熟读课文中认识汉字,并引导孩子发现构字规律,认识本课 11 个

生字,会写本课生字“力、男、土、木、心”。

2.正确朗读课文,初步感受汉字的构字规律。

3.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调动团队合作的意识,提高识字效率。

4.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理解、感悟汉字,掌握朗读技巧。

5.让学生感悟汉字的构字规律,培养主动学习汉字的浓厚兴趣,激发

学生热爱祖国汉字文化的热情。

【教学重难点】

帮助学生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点,培养学生初步的认字能力。

【教学准备】

生字卡,构成本课生字的部件卡,有关识字的课件。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在熟读课文中认识汉字,引导孩子发现构字规律,认识 11个生字。

2.正确朗读课文,初步感受汉字的构字规律。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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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它光芒四射,洒遍了大地,所以“日”

的意思是——(学生回答),月呢?日和月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新字

——明。

二、形象揭题,趣味识“明”。

1.师:同学们,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汉字,能自己读书,看报,还能自己

写句子,真是了不起。今天，老师还要带你们到汉字王国里认识一些

有趣的朋友。来,我们先来认识几个老朋友(课件出示太阳),这是老朋

友“日”,(课件出示月亮)这是老朋友“月”。

师小结:太阳也叫日,月亮也叫月。日和月都给大地带来了光明,它们

组成了一个新的字(课件出示明),开火车正音。

2.你知道“明”是什么意思吗?

这节课我们就要学习许多像“明”这样的字。

现在,太阳想和月亮手拉手做朋友,成了一个新的字“明”。

这个字读什么?(正音,齐读)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明”?你能不

能用“明”组词?

“日”和“月”这两个老朋友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特别是

“日”,作为老大哥让着小弟弟,它把大部分位子让给了“月”,这样

组起来的字才好看。

三、变化形式,朗读课文。

1.赶紧打开书,翻到《日月明》这一课,拿好书,看着书,听我读。(师

范读)

2.你们想读吗?把书摆好,用右手指着字,跟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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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得可真仔细!大家还想读吗?请拿好书,看着课文,再跟我读。

4.读得很有精神!自己轻声也来试试看,遇到不会读的生字请拼音宝

宝帮忙。

5.会读了吗?咱们分大组对读。

6.男女生也来比比看!男生先开始。老师给你们读课题。

7.大家一起读。

8.读得可真棒!开火车会读吗?我们来开双轨火车。正音:尘、尖(拼一

拼,注意读准变调)

森、从(开火车读准平舌音)众(读准翘舌音)。

9.还有哪一组再来试试?

10.看你们读得这么起劲,我也想读,咱们合作读,好吗?拿好书,师读

日月——(明),真聪明,就这么读。

11.好玩吗?同桌之间也这样来玩一玩。

12.去掉拼音会读吗?真的会读?那咱们就来试试看!合上书,放桌角,

看大屏幕!哪一个小朋友来读?还有人自告奋勇吗?(课件)

13.小朋友就是能干!不用看拼音都会读了!再加大难度还会吗?(课件

隐去后面一个字,生字变红)现在还会读吗?你是怎么读出来的?

14.不按顺序会读吗?我指到哪儿,你就读哪儿,会吗?指名读。会读的

小朋友都来试试。

四、理解字义。

1.我们的汉字很有趣,你要想办法记住它。(课件)出示“男人在田地

劳动”的图片及汉字“男”。让学生观察,说说如何记住“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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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学生用编顺口溜的方法记住“男”。师示范:男人在田里出力。

3.生齐读并给“男”字组词。

4.我们再来玩个游戏好吗?看看图,猜猜是什么字,并告诉大家你是怎

么猜出来的。(课件)

休:人要变成“亻”靠在树下休息。

5.会看图猜字了,那看字你能来想象画面吗?

出示:尖、从,自由选择来说。

师点拨:尖。找找看,身边哪些东西是尖的?这些尖的东西都长什么样?

从——皇帝出行时,都有很多随从。

6.看图猜字会了,看字想象画面也会了,再出个难题考考大家,好吗?

猜字谜:上看一棵树,下看两棵树,仔细看一看,还有许多树。这是什么

字?拿出卡片,师引说,出示“森”。

7.你能给“从、众”也编个字谜吗?出示“从、众”。

8.用这三个字扩词,小组进行竞赛、交流、评议。

五、扩展练习。

小朋友们真棒,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有趣的汉字。我想考一考大

家,比一比谁聪明,好吗?请用下面的字组词,再说一句话。

森　众　从　明

【板书设计】

6　日月明

森　众　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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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会写本课生字“力、男、土、木、心”,让学生了解一些会意字

的构字特点,培养学生初步的认字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 11 个生字,这节课我们不但要把课文读好,还

要把字写好,有信心吗?

二、熟读课文。

1.指学生读课文,评议。(课件)出示课文。

2.同桌之间用对口令的方式读一读。

3.教师示范读,强调韵尾,学生仿读,看谁读得好。

4.齐读,边拍手边读。

5.自己试着背一背。

三、完成课后“读一读”。

1.自读,汇报,交流。

2.认读新词,并在生字下面打上点。

3.扩展,你能用带点的字组词或说一句话吗?

四、指导书写。(课件)

1.出示“力、男、土、木、心”5个字,同学们观察一下,怎么样才能

把这几个字写好?(结合课件讲解字的笔顺)

2.学写“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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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生描红。(了解“力”的笔画、笔顺,以及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②指学生说说“力”的第一笔与“目”的横折的不同之处。

③教师示范写。学生模仿写。

3.学写“男”字。注意这个字是由“田”“力”两部分组成，写时，

先写上面的“田”，再写下面的“力”。

4.学写“土”字。

①两笔“横”要书写规范,第二笔“横”要比第一笔“横”明显长。

②学生书写,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5.木:撇要露尖,捺要露脚,“撇”的起笔在“横”和“竖”的交叉点,

“捺”则在交叉点靠下一点起笔。

6.“心”：注意笔顺是左点、卧钩、中点、右点。第二笔卧钩像弯弯

的月牙，不能写得太直。

7.小组内书写,进行展评。评选小小书法家。

五、小游戏,记汉字。

1.拼一拼。

把手中的独体字卡片进行组合,看看能拼成什么字,并读一读,口

头组词。

2.飞鸽送信。(有些小朋友手中拿的是音节,有些小朋友手中拿的是汉

字,让音节找汉字或让汉字找音节)

教学意图:本教学环节是拓展环节,目的是让学生记住或理解更多的

会意字。把知识由课堂延伸到课外,让学生逐步懂得学习语文不仅仅

是在课堂中,在课外也会学到很多的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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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读读想想。

汉字的结构很有意思,很多汉字都是由不同的字组合在一起,表

示另一个意思。(课件)出示“歪、晃、品、晶”4个字,学生认读。

1.指学生说说意思,组词。

2.(课件)出示,读读“歪歪扭扭、晃眼睛、品茶、亮晶晶”这几个词

语。

3.用这 4个字仿照课文编一篇韵文,小组进行合作。

4.交流。如,不正不正,歪歪斜斜。日光日光,明明晃晃。三个口字,品

尝品尝。三个日字,晶晶亮亮。

七、拓展练习。

课件出示习题,学生完成。

【板书设计】

6　日　月　明

日月明　田力男

小大尖　小土尘

二人从　三人众

双木林　三木森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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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本课有大量的会意字,首先让学生掌握会意字的构字特点,

对于初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教生字时将字音、字

形与字义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就能很快认识并运用这些字,并能举一

反三,闻一知十。学生产生了浓厚的识字兴趣,他们就会到生活中去主

动识字,从而培养了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

其次,教,是为了不教。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具体的指导中悟出方

法。心理学家奥托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作为

教师要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去想,去问,去说,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

好奇心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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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上册新教材

识字 7《小书包》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认识 11个生字,会写“尺、本、刀、不、少”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认识常用的学习用品,了解它们的用途,学会正确使用。

4.知道学习用品来之不易,能爱惜它们,学会整理自己的学习用品。

【教学重点】

会认生字,会写生字。

【教学难点】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知道学习用品来之不易,能爱惜它们,学

会整理自己的学习用品。

【教学准备】

1.相关的生字词卡片。　2.图片。　3.实物。

4.文中的插图。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 11个生字,会写“尺、本、刀、不、少”5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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