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一年级下册《春风吹》教学设计
 

 

 

一年级下册《春风吹》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学会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有感情的.背诵儿歌。 

2、正确认读词语，学会本课生字“春、桃、吹、得”。 

3、认识春天的特征，知道春天是播种的大好季节。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学会四个生字，有感情的朗读儿歌。 

难点：理解“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

了青蛙”的句意。 

三、教时： 

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小朋友，前几天我们去找春天，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2、是呀！春天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我们的身边，这节课我们一

起来学习《春风吹》。 

二、初学课文。 

1、听课文录音。 

2、这首儿歌共有几节？（每节中间空一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3、借助拼音，学生自学儿歌。 

4、师生共同评价。注意读准翘舌音“吹” 

5、齐读儿歌——背诵儿歌。 

三、指导朗读，练习说话。 

1、你最喜欢哪一节？为什么? 

2、思考：春风除了吹绿柳树，还能吹绿什么？春风会吹黄什么？

（指导朗读第一节） 

3、春风会吹醒什么？为什么这里用“醒”？（指导朗读第二节） 

4、指导朗读第四节。思考：春雨是怎么下的？应该怎样念这句

话？（声音轻轻的） 

5、为什么孩子们要快来种葵花？你觉得这句话该怎样读？（招

呼、急切地语气） 

四、熟记词语。 

五、春天你还看到哪些变化？你能自己编几句儿歌吗？ 

六、写字指导。 

1、认一认生字。 

2、观察田字格的位置。 

3、指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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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一年级下册《荷叶圆圆》教学设计
 

 

 

一年级下册《荷叶圆圆》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荷叶圆圆》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一年

级下册第 14课。是一篇轻快活泼的散文诗，诗中描写了圆圆的、绿

绿的荷叶。荷叶是小水珠的摇篮;是小蜻蜓的`停机坪;是小青蛙的歌

台;是小鱼儿的凉伞。课文洋溢着童真、童趣，有利于启迪学生的智

慧，激发想象。课文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有趣，每个自然段结构相

近，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琅琅上口，适合背诵。 

教学目标：1.认识“荷、珠”等 12 个字，会写“叶、是”等 6

个字。 

2.能借助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能根据生活实际运用多种方式理解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

积累词语。 

4.在朗读中，感受夏天的美好，激发对大自然、对美的向往，从

而树立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借助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

课文。 

教学准备：图片、字卡 

一、导课 

听说同学们都喜欢上美术课，今天老师也画了一幅画，同学们请

看(图片一)，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还有一幅画请看(图片二)，同学们又看到了什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么?(圆圆的荷叶、大大的荷叶、绿绿的荷叶……)今天我们一块学习

14 课《荷叶圆圆》【板书课题】 

二、新授 

<一>初读课文处理生字 

1、大声读课文，边读边标出自然段序号。(要求：大声朗读，把

课文读正确) 

2、再读课文，边读边用笔画出文中优美的词语，并把词语多读

几遍。(要求：自由朗读，把课文读流利) 

3、全班内交流自己所画出的词语。 

4、老师交流自己找到的词语，请同学自由读几遍，指名读词语，

开火车读词语。 

5、把词语中的生字留下，让同学认读。(自由读、指名读、领读

齐读) 

6、小组内交流识字方法。(要求：组长认真负责，小组成员积极

主动、遵守纪律) 

7、全班内交流识字方法。 

晶：三日晶(联系前面学过的品字结构的字：品、磊、淼、

焱……) 

评、嘻、透：熟字加偏旁 

膀：月字旁与肉有关 

荷：草字头与植物有关 

蹲：学生表演记忆 

8、熟记生字。(齐读生字三遍) 

<二>熟读课文理解课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过渡：带着这些字宝宝走进课文，大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你

知道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也可动笔划一划。 

1、生读课文，并动笔划。 

2、小组内交流知道的、想到的或印象深刻的地方。(要求：组长

认真负责，小组成员积极主动、遵守纪律) 

3、全班内交流。教师板书 

生 1：小水珠躺在荷叶上，把荷叶当成摇篮(板书：小水珠躺摇

篮) 

生 2：小蜻蜓立在荷叶上，把荷叶当成停机坪(板书：小蜻蜓立

停机坪) 

生 3：小青蛙蹲在荷叶上，把荷叶当成歌台(板书：小青蛙蹲歌

台) 

生 4：小鱼儿在荷叶下游来游去，把荷叶当成凉伞(板书：小鱼

儿游凉伞) 

<三>精读课文指导朗读 

1、挑选自己喜欢的一种事物所在的段落大声朗读。 

2、指名交流自己喜欢的段落，并说明原因。 

⑴生 1：我喜欢小水珠，因为小水珠就像小宝宝，很可爱。 

师：荷叶在微风中摇摇晃晃，小水珠躺在软软的、大大的荷叶上

舒服极了，同学们可以表演一下小水珠躺的动作。 

生：(学生自由表演) 

师：如果你是小水珠，喜欢着圆圆的、大大的荷叶吗?带着喜欢

的语气朗读第二段。 

指名有感情朗读。齐读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⑵生 2：我喜欢小青蛙，因为小青蛙是益虫，转吃蚊子，它的歌

声也很动听。师：小青蛙把绿油油的荷叶当成了歌台，展开喉咙高

歌一曲，让池塘里的每一种动物、植物都来欣赏，是多么快活的事

情啊!你会模仿青蛙唱歌吗? 

生：(模仿青蛙呱呱呱唱歌) 

师：如果你是歌唱家，喜不喜欢这片大大的、圆圆的、绿绿的荷

叶呀?带着喜欢的语气朗读课文第四段。 

指名有感情朗读。齐读 

3、有感情朗读全文，可以下位表演读。 

4、指名上台表演读。 

<四>课堂延伸感情升华 

过渡：以上小伙伴都喜欢在荷叶上或荷叶下玩耍嬉戏，还有谁喜

欢在这片美丽的荷叶上玩耍嬉戏呢? 

1、出示练习题：补充句子 

说：“荷叶是我的。”()在荷叶上。 

①、小组讨论交流 

②、指名班内交流 

2、这些小伙伴能和荷叶在一起嬉戏玩耍，是多么开心呀，是夏

天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会怎样来赞美春天呢?(用一句话表达)完成板

书：夏天真美丽呀! 

三、作业 

1、画一画美丽的荷塘 

2、背诵这篇课文。 

四、板书设计： 

14 荷叶圆圆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练习 7》一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练习 7》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语文教案范文 

（一） 

教学要求： 

2、读读背诵，积累成语与诗句。 

3、学写铅笔字，认识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 

4、口语交际训练学生学会做客，真善培养人际交往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巩固所学的生字，并能用生字说话。 

2、口语交际训练。 

课时划分设计：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习字词句。通过看文字画了解象形字的特点，感受字义组

合与事物之间的天然联系，最后在现实交际中完成连字成词、连词

成句的训练。 

2、熟记成语，朗读诗歌。 

教具准备：教学挂图、成语卡片、水彩笔。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题 

1、（出示文字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3、对，所以这些字都是古代人写的象形字。 

4、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象形字慢慢演变成我们学的字。能

把这些象形字相应的汉字写出来吗？ 

5、评比，谁写得又正确又美观？ 

6、这么多的景物，你能将这些象形字变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并

介绍给大家吗？四人一组分工合作，看谁画得最美，说得最好。四

人相互商量。 

7、评选最佳图画，同时将学生的`画贴在黑板上。不光要画得好，

还要说得好。学生在下面说，其余三人出谋划策。 

8、指名上来说，评选最佳解说员。 

二、教学第二题 

1、（出示挂图）你从图上看到了什么？ 

（1）小蚂蚁为什么要在炎热的夏天就背过冬的粮食呢？ 

（2）为什么在窗户上钉栅栏呢？ 

（3）为什么人们要忙着修筑水坝呢？ 

2、是呀，他们都在预防以后的困难，提前作好准备，到时就不

会有什么危险了，我们可以用这四个成语概括图上的意思。 

2、自读成语，读准字音。 

3、说说你对这些成语的意思的理解。 

4、齐读成语。 

5、（出示图）图上画了什么？渔夫是多么辛苦呀？ 

6、读读诗，看看图，想想诗句的意思，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7、生互相交流。 

8、指导有感情朗读，读出捕鱼的危险和对渔夫的同情。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10、指导背诵。 

第一课时作业设计 

一、写出反义词。 

早（）里（）出（）落（）深（） 

粗（）人无（）虑，必有（）忧高兴（）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能学写铅笔字，认识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 

2、口语交际训练，培养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 

教具准备： 

教学挂图、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三题 

1、审题。 

2、指导。 

（1）复习，出示：同、向、扁。说说这 3个字的笔顺规则，并

按规则每人写一个字。 

（3）师范写月。 

3、练习。 

4、反馈。 

（1）展示写得好的学生作业，提出表扬。 

（2）共同存在的问题给予提出，并指导学生进行矫正性练习。 

二、教学第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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