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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一个接一个说课稿第【1】篇〗 

《一个接一个》说课稿 

一、说教材 

本篇课文以时间为序，通过童真、童趣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小朋

友在不同的时间应该做的事，以及他的心里想法的变化。以课文中

的小朋友为例，来告诉同学们应该有时间观念，要养成良好的学习

生活习惯。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做有益于我们身心成长的事。 

三、说目标 

1．会拼写、拼读本课 13 个会认字，能按正确的笔顺写出本课

的七个会写字，认识一个新偏旁。 

2．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以及理解本课的词语。 

3．感受并理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时间观念，明白什么时间该

做什么事，养成有规律的生活学习的良好习惯。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教学难点是通过课文的学习，

让同学们都形成时间观念，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三、说教法 

本课采用自主识字的方式，就是让学生自由选择愿意识记的字、

自己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记住字形，老师的引导只是体现在恰到好处

的点拨上。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随着

学生经验的积累，我们也就逐步简化识记生字的过程，增加学生独



立识字的机会，发挥其主体性，引导他们自己想办法，发现行之有

效的识记方法，独立掌握生字，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形成识字能

力。在课文感悟中，使同学们能把课文和自己的生活实践联系在一

起，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 

五、说过程 

为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我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教师设问学生，你们每天都是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几点上

学，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自己愿意做的吗？引出课题。 

2．板书课题：一个接一个。读题。 

（二）检查预习，学习会认字 

1．老师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生圈划生字。 

2.教师拼读生字，学生跟读。 

3．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会认字的巧记方法。 

4.教师点评：本课的会认字中“接”的拼音是“jiē”而不是  

“jī e”；“觉”是一个多音字，可以读“jià o”，组词（睡觉），也

可以读“jué”，组词（感觉）；“梦”可以拆开来记：木木夕；“伙、

伴”都是和人有关系的字，所以偏旁是单人旁；“却”的拼音是“qu

è”而不是“ qù e”。 

（三）重点品读，理解感悟 

1.教师找同学朗读第一段，同时同学们思考：这一段里小朋友

都做了哪些事，他更喜欢哪一个？（学生回答：做了玩踩影子游戏



和回家睡觉这两件事，他更喜欢玩踩影子游戏。） 

2.教师讲解：课文中的小朋友虽然更喜欢玩踩影子游戏，但是

他依然选择了回家睡觉，因为他知道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而且他知

道睡觉有睡觉的好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讲解“各种各样”这

个成语。 

3.教师找同学朗读第二段，同时同学们思考：这一段里小朋友

都做了哪些事，他更喜欢哪一个？（学生回答：做了睡觉和起床上

学这两件事，他更喜欢睡觉。） 

4.教师讲解：从文中“要是不上学就好了”这句话能看出他更

喜欢睡觉。课文中的小朋友虽然更喜欢睡觉，但是他依然选择了起

床上学，因为他知道到了该上学的时间。而且他知道“去了学校，

就能见到小伙伴，多么开心哪！”。 

5.教师找同学朗读第三段，同时同学们思考：这一段里小朋友

都做了哪些事，他更喜欢哪一个？（学生回答：做了玩跳房子游戏

和上课这两件事，他更喜欢玩游戏。） 

6.教师讲解：从文中“唉，要是没有上课铃就好了”这句话能

看出他更喜欢玩游戏。课文中的小朋友虽然更喜欢玩游戏，但是他

依然选择了去上课，因为他知道到了该上课的时间。而且他知道

“听老师讲故事，也是很快乐很有趣的呀！”。 

7.教师朗读最后一段。请同学们思考这两个问题。（学生思考，

并交流想法。） 

8.教师讲解：以课文中的小朋友为例，来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时间观念，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明白什么时间该

做什么事，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做有益于我们身心成长的事。 

9.学生以开火车的方式，从前往后按段落来朗读课文。对于朗

读的较好的同学教师应给予奖励。 

在本环节，学习课文和字词的同时，注重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写话能力。不管是老师带读还是学生感悟，都是精心设

计，使学生通过对课文的学习感受形成时间观念，养成良好生活学

习习惯的重要性，并让学生自己组织句子充分表达出来。 

（四）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1．出示 7个生字。 

2．让学生观察生字的笔顺，书空，记住笔顺。 

3．怎样写才好看学生交流写字的要领。 

4．师范写，生练写，再投影作品展评。 

5.引导学生巧计生字，比如加减法记忆：禾+中=种；比较记忆

法：样和伴比较；分类记忆：伙和伴的偏旁都是单人旁，过和这的

偏旁都是走之旁。 

在写字教学时，发挥教师的示范性作用。通过展示平台，教师

一笔一画的来教学生书写。虽然，这样的书写速度很慢，但主要是

为了培养孩子正确的书写习惯。 

（五）课后巩固，布置作业 

1.熟记会认字，掌握会写字。 

2.以记日记的方式写一写，你每天要做哪些事，哪些是你喜欢 



的，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为什么要做不喜欢的这些事。 

六、说板书 

教师设计以时间为序，板书“月夜（踩影子游戏）——睡觉

（做好梦）——起床（上学）——课间（跳房子游戏）——上课

（老师讲故事）”，可以较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一个接一个”，板书的

艺术化是低年级教学的有力促进。 

七、说效果 

本课的字词学习采用学生自主学习，教师适时点拨的方式，这

样比教师单纯的讲授方法更容易让学生记住字词。一年级是打基础

和培养良好习惯的关键时候，而学生活泼好动、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学了这篇课文可以让同学们形成良好的时间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

学习习惯。在课文品读中，教师适时的把课文和同学们的生活实际

联系起来，更能使同学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催生形成良好生

活学习习惯的想法，达到教学的目标。 

 

 

〖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一个接一个说课稿第【2】篇〗 

设计说明 

本文是一首儿童诗。作者用儿童最自然的语言讲了一个小孩儿

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烦恼的故事，表现了孩子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教学中，我通过情境创设，引导学生融入课文所描述的情境当中，

获得与文本相通相融的情感体验。同时，倡导“个性化体验与表达”，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个性化朗读为主，与文本深入对话。最后，

联系生活经历，引导学生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时要调整心态，让他们

的童年洋溢更多的童真童趣。 

说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查找踩影子和跳房子等游戏的、

视频。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完成预学案。 

课时安排 

2 课时。 

说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激发兴趣 

1.课件出示“跳房子”的游戏视频，引导学生观察这两个小朋

友玩的是什么游戏。 

2.集体交流：这个游戏好玩吗？说说你的感受。 

3.引出课题：“跳房子”很快乐，但快乐的游戏就这一个吗？不

是的，快乐的游戏有很多很多，“一个接一个”。 

4.说板书课题(将“接”用红色粉笔标注)，指导学生朗读课题。 

5.学习“接”字。 

(1)读准字音：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遇到过的这个字。(妈妈接

我放学；爸爸从国外回来，我们为他接风；房顶漏雨了，奶奶用盆

子接雨水……) 



(2)理解字义：请小朋友们手拉手，讲解——小手拉在一起就是

“接”，所以“接”是提手旁。 

设计意图：课堂伊始，从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导入，学生饶有兴

趣地说出自己喜欢的游戏，为后续学习积淀积极情感，同时结合具

体的语言环境识字用字，体现了语文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自由读课文。 

(1)借助拼音，读一读课文，遇到不熟悉的字画出来，多读几遍，

如果还读不准，就请同桌教一教。指导学生用“圈画”的方法标识

生字。 

(2)同桌合作，分自然段朗读课文，针对同桌读不准的字音予以

示范，多教一教，直到对方能读准字音为止。 

2.检查生字预习情况，巩固识字。 

(1)教师将字卡和词卡贴在黑板上，指名读，集体订正。注意读

准平舌音“再、做”和翘舌音“种、这”。 

(2)学生拿出字卡，小组长当老师，逐一领同学认读，并将认不

准的字卡贴在黑板上。 

(3)学生讨论怎样记住黑板上这些生字。 

(4)学生交流，教师相机进行补充。 

①用形声字识字法识记：种、样、伙、伴。 

②用换偏旁的方法识记：却、种、样、这、做、各。 

③用字理识字法识记：过。(教师利用课件出示 “过”的篆文，



引导学生观察图画，知道带有“走之旁”的字一般都和行走相关。) 

3.过渡：我们又认识了这么多生字宝宝，如果老师将它们送回

课文，你还能准确认识它们吗？ 

4.课件出示不带音节的课文，指导学生自由朗读，最后指名朗

读。 

设计意图：让学生圈点，主要是让他们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习惯。同时，让学生在语言环境中识字，通过多读多问，增强自主

识字、自主阅读的意识。通过检查，了解学生自学生字、阅读课文

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及时指导。同时，发挥学习主体的潜能，让学

生互相交流识字方法，能较好地使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

的愿望。 

三、再读课文，了解大意 

1.带着生字词再读课文，要求：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 

2.指名分小节读课文，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我”有哪些经历？ 

3.课件出示填空题，引导学生交流完成。 

月 夜 ， 正 玩 着 __________ ， 就 听 大 人 叫 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 做 着 ______________ ， 又 听 见 大 人 在 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 和 小 伙 伴 们 玩 着 ______________ ， 操 场 上 却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小学第一学段的阅读教学，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良



好的阅读习惯。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通过这一环节，训练学

生带问题听读课文的能力，进一步将学生的读引向感受、理解、体

会的层次，在读中感悟语言，从而读出诗歌的意境，培养语感，受

到美的熏陶。 

四、观察交流，指导书写 

1.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有什么好办法识记这些生字，并分享识字

方法。 

2.用形声字构字方法识记：伙、伴、种、样。 

3.教师范写“伙、伴”，学生观察两个字的特点。 

4.学生交流，说教师小结：“伙、伴”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偏旁

都是“亻”，书写时要注意左窄右宽。 

5.教师分别示范右半部分的书写要点，学生一边观察一边做书

空练写。 

“伙”，右半部分“火”的长撇穿插到左下格。 

“伴”，右半部分“半”的竖起笔要高于单人旁，点写在竖中线

上。 

注意学生的书写习惯的培养。 

6.学生自主练写“种、样”。先描红，再临写。 

7.教师巡视，选出最佳书写人，利用投影仪展示， 

教师点评，引导学生再次修改自己的书写。 

设计意图：归类，抓住特点；观察，找出要点。让书写指导具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说布置作业，巩固字词 

1.流利地朗读课文。 

2.将课后“读一读，记一记”的词语读给家人听。 

设计意图：识字是低年级说教学重点，反复读记，发挥家庭作

业的巩固作用，提升识字质量。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整体感知 

1.引导交流：小朋友们，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认识的那个小朋友

吗？这个小朋友经历了哪些事？ 

2.说教师小结，引出课题：玩“踩影子”时，大人让她回家睡

觉；做好梦时，被大人叫起床上学；和小伙伴玩“跳房子”时，上

课铃响了。哦！这可真是——《一个接一个》(说板书课题)。 

3.学生朗读课题，教师引入：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这篇课文，

看一看这个孩子经历了这几件事后，心里是怎么想的。 

设计意图：复习巩固，做好衔接，并对文本内容重建整体印象。 

二、品读体会，感知理解 

1.自由读小诗，把诗读正确，读通顺。 

2.学习第 1小节。 

(1)教师范读第 1 小节，学生跟读，指导读好儿化音“一会儿”

和带有“唉、啊、呢”的句子。指导学生读好感叹句的语气。 

(2)课件出示“踩影子”的游戏插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画面，

说一说自己从插图中观察到了什么。(月夜，两个小女孩玩“踩影子”



的游戏，玩得很开心) 

(3)利用课件，在“踩影子”插图中出示第 1 小节的“月夜，正

玩着踩影子”，引导学生读出开心、快乐的语气。 

(4)引读：正玩得高兴，大人却叫——“快回家睡觉”。在“踩

影子”插图中继续出示第 1 小节的“就听大人叫着：‘快回家睡觉！’” 

(5)相机指导学习多音字“觉”，和睡眠有关时读 jià o，这个

字还有一个读音 jué，组词：感觉、  知觉。 

(6)引发想象，你有过夜晚玩耍时被妈妈叫回家睡觉的经历吗？

那时候，妈妈的声音、动作是什么样的？请你给大家表演一下。 

(7)指导朗读，读出大人焦急的语气，声音要洪亮，语气要上扬，

读出“叫”的感觉。 

(8)引发交流：听到大人的叫声，孩子是怎么想的？ 

(9)课件继续出示句子“唉，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引导学

生回忆自己正玩得高兴时被妈妈叫回家时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这

句话，读出孩子的惋惜之情。 

(10)孩子不高兴了吗？她又是怎么想的？引导学生读第 1 小节

最后一句， 

教育学生遇事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在语境中巩固生字“做、各、种、样”，理解词语“各种各样”。 

(11)有感情地朗读第 1小节。 

3.学习第 2小节。 

(1)自由读一读，根据学习提示回答问题。 



①正做着好梦的孩子又听见了什么？ 

②她先是怎么想的？然后又是怎么想的？ 

(2)指名读第 2小节。 

4.自学第 3小节。 

(1)自由读一读，巩固生字“却、也、趣”，在语境中理解“却”。

说一说自己不明白的地方。 

(2)“跳房子”怎么玩？(教师配合视频讲解“跳房子”游戏。) 

(3)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 

(4)再读第 3小节。 

5.齐读最后一个小节，注意读出疑问的语气。 

设计意图：课文前三个小节结构基本相同，第 1 小节的学习过

程就是学习第 2、3 小节的“模子”，因此，第 1 小节的教学是关键

所在，必须渗透相应的学法。说教学过程中安排的环节就体现了这

一思想，目的是使学生自主学习第 2、3 小节时学有所依，让学生初

步学会自学。 

三、观察指导， 总结写法 

1.教师引导学生交流有什么好办法识记“过、这、各”。 

2.教师指导识记“过、这”，相机学习笔画横折折撇。 

3.学生创编儿歌识记： 

“过”——一寸一寸走“过”去。 

“这”——斯斯文文走到“这”儿。 

4.引导学生观察，教师指导书写要点。这两个字都是半包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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