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篇一

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金木水火土》语文教案 由本站会
员“hualingggw”投稿精心推荐，小编希望对你的学习工作能
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金木水火土》语文教案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很有必要精心设计一份教案，教案
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知识。如何把教案做到重点突
出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金木水
火土》语文教案，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教学目标

1、认识“四、五”等7个生字，会写“一、二”等4个字。学
习笔画横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数字儿歌的特点。

2学情分析

一年级学生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尤其对朗朗上口的儿歌
更是充满兴趣，韵文内容简单。本节课是一年级学生第一次
书写，因此教师的书写指导必须到位。



3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四、五”等7个生字，会写“一、二”等4个字。
学习笔画横

难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数字儿歌的特
点。

4教学过程

4.1 一学时

4.1.1教学活动

活动1【导入】《金木水火土》

师：小朋友喜欢儿歌吗？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介绍一首小小
的儿歌。不过，小朋友要见到儿歌，得闯一个小小的关。

活动2【讲授】识字、读文、写字

师：闯关游戏谁最棒？(生：我最棒)

师：老师这儿有几个字宝宝想跟小朋友打个招呼，想看看那
些小朋友最先认识他们。(老师教读生字卡上的`生字，每个3
遍。)

师：小朋友们记住它们了吗？(师出示生字卡，生每个齐读3
遍。)

师：我请一个小朋友来当小老师。(请一个孩子到台前当老师
教读。(把掌声送给她)

师：这些字宝宝觉得太孤单了，想找到他的好朋友，现在请
一组的小朋友拿着桌上的生字卡，一起商量商量给每个字宝



宝组组词。(小组活动)每个字宝宝都组好了，就静息。

生：(小组展示：请一小组小朋友上台，台上说一个，台下重
复两遍)

(二)读文

师：小朋友的“识字关”闯得可真棒。老师奖励大家看大屏
幕。(课件出示)

师：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完整的儿歌出来了。(ppt出示完整儿
歌，1、小朋友齐读。2、男同学读一行，女同学读一行。3、
再齐读)

(三)指导书写，掌握笔顺

1、认识田字格：

(1)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练习写字了！我们先来认识一
个写字小助手，它的名字叫田字格。

(2)动画展示田字格，学生一边观察ppt，一边倾听田字格的自
我介绍。

我叫田字格，我中间的横线叫“横中线”，横中线把我均匀
地分为上下两部分。我中间的竖线叫“竖中线”，竖中线把
我均匀地分为左右两部分。横中线和竖中线交叉，又把我分
成了“左上格、右上格、左下格、右下格”四部分。

(3)请小朋友用手指一指田字格的每一部分，再说一说它们的
名字。

(4)教师小结：写字时，要注意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指导书写“一、二、三”

师：ppt出示(“一、二、三”)，请大家观察一下这三个字，
你发现了什么？(都是由横组成)

师：小朋友真聪明！再观察每一横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一样吗？

生说到“一”：起笔稍微重一点，渐渐向右倾斜一点点，收
笔的时候顿顿笔。

生说到“二”：上短下长，两横饭别再横中线上下。

生说到“三”：第二横最短，写在横中线上，第三横最长。

(每写一个，生也写一个。最后再把这三排写完。

(四)奖励做找一找的游戏。

(五)布置作业下课。

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金木水火土》语文教案如果还不
能满足你的要求，请在本站搜索更多其他一年级语文上册第
二单元《金木水火土》语文教案范文。

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试题

一年级语文上册教案模板

一年级语文上册单元教学计划

一年级上册语文单元教学计划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篇二

笔走龙蛇点苍穹，

二十八宿四方功。

东方生就离中火，

西金全赖戊己生。

真水滔滔自西来，

归于北方成其功。

命人土薄无后援，

空有艺业不成名。

钱财少进偏多出，

做件事情有人争。

诸般事情不顺利，

皆因命犯比劫星。

心事写出无寄处，

闲时念叨自己听。

——叹人生！

单听世人言凿凿，



成功人士语铮铮。

富人皆说能力大，

穷人只叹命里穷。

几人解得人生事，

空活一世糊涂虫。

弥勒笑看世人傻，

人看弥勒肚里空。

一朝运蹇灾忽至，

一生辛勞徒用功。

恶事做尽知有报，

善念常存笑超生。

五道路口有分解，

尽在生前善恶中！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篇三

1．认识基本笔画“竖”。会写“二、三、上”。

2．理解背诵韵文。

教学重难点



1、认识笔画“竖”并能正确书写。

2、会正确美观地书写“上”。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巩固认识田字格，指名上黑板前书写“一”。

2、开火车给生字组词。

【设计意图】

新课标提倡语文教学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用玩游戏的方
式复习生字，摆脱了以往刻板单调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性地
机械性地认读，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提高
了识字效率。

二、背诵韵文

1、把生字放回课文，再读课文。

读准字音，师要正音，同桌之间可指读，让同桌认读。

2、师生对读，男女生交换读。

3、鼓励背诵。（鼓励学生展示读）

三、指导书写“二、三”，注意“二”的读音。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笔画“横”，谁来说说写横的要领。
今天还要学会写“二、三”两个字。

2、展示仪出示“二、三”两个字，并引导学生观察异同。



横有什么不一样？规则：从上到下

3、生观察后说值得注意的地方。师重点指导横画的长短变化
及在田字格里的位置变化来指导。

汉字二：书写从上到下，两横上短下长。上横在上半格，下
横在下半格，字要居中。

汉字三：有三横，横与横之间的间距要相等，第二横要写在
横中线。

4、教师在田字格中示范书写，帮助学生加深印象。

5、学生描红，练习

6、作业展览，评议

四、指导书写“上”

1、“上”字里有个新笔画叫“竖”，竖从上到下要写直，中
竖中正。不带针尖的，叫垂露竖。师范写，重点讲解
写“竖”的要领。

2、“上”：先竖再横，竖要垂直，第二横从中心点处起笔，
稍微向上倾。第三笔是长横。口头组词。

3、师范写讲解。学生根据课本中的田字格生字书空笔顺。

4、写字操调姿（师巡纠姿）生描红，再写三个，师巡指导。
展示评议。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



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给识
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注重联
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自主识字。《金木水火土》这一课
是一篇韵文，它以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韵文形式展示了一
些汉字的构字特点。因此，在本课的授课中要充分利用一年
级孩子的认知特点，充分体现对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
对学生进行教学。下面我们就结合本课的教学，进行反思和
点评。

一年级的孩子因为年龄的特点，无意注意大于有意注意，而
且不稳定，不持久。所以在设计本课学生识记、巩固生字的
时候，老师利用生活中形象直观的图片，导入到课文的学习，
极大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生字，激
发了孩子们的识字兴趣，多识巧学，循序渐进，提高识字效
率。

老师首先让学生观察“金木水火土”五张图片，并且强
调“一二三四五”是汉字序号，让学生按照“我想说第几张，
是什么？”的句式进行回答，目的是让学生在回答中认识生
字，学生回答完老师马上在相应图片上，出现汉字“金木水
火土”，学生就能很快的说出独体字的字义，进一步理
解“金木水火土”的意思。这样图文结合的认字方法，让学
生从视觉上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激发了学生识字与生活相结
合的兴趣，让学生学会生活识字，借助图片识字，增强学生
对生字的认知。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学生在观察
图片的时候，能够将图片的内容准确的表达出来，一个字代
表一种事物，世界万物都离不开“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
的组成，让学生产生了对世界探究的兴趣，这也告诉老师们，
我们的识字，不要仅限于识字本身，更重要的生字背后要告
诉学生的字的意义。更是很好的完成了让学生认读生字的教
学目标。

创设情景，在词中、句子中、课文情境中进行生字的教学，
使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章，使生字字义在生动形



象的语言环境中凸现出来，这是我们语文老师在进行识字教
学中，体现学生识字效果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要让学
生将认识到的生字，用到阅读中，用到生活中，老师就要用
自己的智慧让学生感受到生字在词、在句中的韵味。因此本
课老师在学生诵读上采取了多种方式，采用老师示范读生字，
学生跟读；学生自读、男女生读，一人领读其他人跟读的多
种方式，引导学生反复去读课文，增加了趣味性，避免了枯
燥。也让学生在读中感受到生字带给阅读的快乐。尤其，学
生在充满兴趣的情况下复习生字之后，再读课文，齐读、拍
手读，重读最后一个字，感受声调和韵律最后加入动作读，
到最后熟读成诵，一气呵成！达到让学生在诵读中进行识字，
巩固生字的教学目标。

汉字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认字也是一个由生到熟、在
反复出现中巩固的过程。为了让学生巩固生字，在生字的反
复呈现与识记中不断深化识字，老师还设计了给“苹果树挂
苹果”的小游戏，采用这种学生喜欢的方式将学习方式游戏
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
在一种愉快的氛围中巩固了生字。“游戏环节”的设置，符
合儿童爱玩的特点，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古语云：“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课堂上，学生们一直
处于兴奋状态，在玩中体验了学习的成功，在学中享受了玩
的乐趣。从而可以看出，根据一年级学生喜欢做游戏喜欢比
赛的特点，适时开展对教学有帮助的游戏，借助游戏来复习
生字，生动有趣，学生积极性非常高，课堂气氛活跃。将原
本枯燥的识字变为学生爱学的活动，提高识字效率，从而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告诉老师们，我们在设计教学过程
时，设计有效的游戏环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
要的是，要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倾听意识，
合作意识，让学生在游戏中获得快乐，巩固识字。

在这节课中，开始让学生拿笔写下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汉字，
正确的坐姿，执笔方式，认识田字格，学会写字的方法，这
是这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在本课中，老师对于学生的写字姿



势达到了标准教学，时时提醒。让学生能够努力保持正确的
执笔姿势和写字姿势，这节课也是为老师们作出一个提醒，
在低年级的教学中，写字是一个难点，要让学生保持良好的
写字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做到让学生从第一笔写
字开始，就对自己写字严格要求。在本课中，老师对“一看
二写三对照四修改”的书写要求，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让
学生能够在认识田字格的基础上，认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
的位置，准确下笔书写，认真比较，仔细修改。很好的完成
了写字这一教学重难点。

纵观本节课，老师不仅让孩子理解“金木水火土”背后的内
涵，了解自然文化，也强化了语言的趣味性与艺术性，还将
单纯的识字训练变为快乐的认读学习。这样的教学，汉字就
活起来了，学生不仅识记了这个字，还理解了文字的本意及
课文主要情感基调，提升了核心素养，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这本课还有不足之处，教学环节不够紧凑，课堂整体
把控还有待改进，学生学习的兴趣浓厚但是回答问题缺少了
规范性。这也提醒老师们的识字教学，要基于语感和内涵的
核心素养，改变传统的简单枯燥的教学方式，构建积极、有
效、多样化识字的方式。要有从“简”到“繁”的转变，要
注重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金木水火土的总结篇五

五行金木水火土基础知识都有哪些？关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知识你都了解了多少？一起看看吧！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带
来五行金木水火土基础知识，希望大家喜欢！

木、火、土、金、水



五行相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五行相克：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五行方位：

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

五行颜色：

金为白色、水为黑色、木为青绿色、火为红色、土为黄色

五行之数(主要看楼层用)：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十

五行四时：

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主四季

五行之味：

木主酸、火主苦、土主甜、金主辣、水主咸

天干

天干阴阳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天干

甲丙戊庚壬，属阳.



乙丁己辛癸，属阴.

天干五行：

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庚辛属金、王癸属水

天干相生：

甲乙木生丙丁火、

丙丁火生戊己土、

戊己土生庚辛金、

庚辛金生壬癸水、

壬癸水生甲乙木

天干相克：

甲乙木克戊己土、

戊己土克壬癸水、

壬癸水克丙丁火、

丙丁火克庚辛金、

庚辛金克甲乙木

天干方位：

甲乙东方木、丙丁南方火、庚辛西方金、壬癸北方水、戊己
中央土



天干合化：

甲与己合化土、

乙与庚合化金、

丙与辛合化水、

丁与壬合化木、

戊与癸合化火

五行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
方面。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
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
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

五行学说(最早在道家学说中出现)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
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
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
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
始的普通系统论。

中国西周末年，已经有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五材
说”。从《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
万物”和《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到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
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
甘。”的记载，开始把五行属性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



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在战国晚期提出了五行相胜(克)
相生的思想，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
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
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内经》把五行学说
应用于医学，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
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行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五行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
行都有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
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
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
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水具有
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
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
水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
共有的抽象性能。

指五种行为原则，疑为荀子所持。

指五种物性，如尚书洪范及周子太极图说所持。

指人类生活上的五种必须的物质条件，如左传里蔡墨所持。

为分类学上的五种分类原则，如吕氏春秋所持。

指借著阴阳二气之流动而存在的五种『存在形式』，如白虎
通及黄帝内经素问所持。

指木材(植物)、火炎、泥土、金属及流水。它们的象征意义
分别为生机兴发，活动或变化，孕育或培植，禁制与伏藏。



此为萧吉所持。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金销熔生水;

水生木：水润泽生木;

土生金：土矿藏生金。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刚胜柔，故金胜木;因为刀具可砍伐树木;

专胜散，故木胜土;因为木桩可插进土里;

实胜虚，故土胜水;因为堤坝可阻止水流;

众胜寡，故水胜火;因为大水可熄灭火焰;

精胜坚，故火胜金;因为烈火可溶解金属。

甲为栋梁之木，东方。乙为花果之木，东方。

丙为太阳之火，南方。丁为灯烛之火，南方。

戊为城墙之土，中方。己为田园之土，中方。

庚为斧钺之金，西方。辛为首饰之金，西方。

壬为江河之水，北方。癸为雨露之水，北方。

五行与方位、天干、颜色、神兽的关系：

木：东方：甲、乙：绿色：青龙



金：西方：庚、辛：白色：白虎

火：南方：丙、丁：红色：朱雀

水：北方：壬、癸：黑色：玄武

土：中央：戊、己：黄色：黄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