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篇一

秀传统美德，培养尊敬师长的情感。课文情节生动、感情真
挚，易引起学生共鸣。

本单元的教学目标是“读课文边读边想”，因此，在制定本
课教学目标时，也把这作为教学重点。通过多种学习方式，
让学生在语言环境中学会10个汉字，正确朗读课文，能根据
老师的要求边读边想。通过品词读句，体会杨时尊敬老师的
情感和爱学习的好品质。进一步体会到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美德，培养尊敬师长的情感。

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特别强调课堂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度及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设计时在
课堂各个环节中都注重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而不是刻
意地去作生硬的指导，力争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渗透。如，从学生的预习出发，组织教学，提高阅读
教学的效益；又如在教学本课的重点教学环节，再读课文，
感悟内容时，我布置了一个大问题“杨时真是一位爱学习、
尊敬老师的人，请小朋友轻声读读课文，找一找，从哪些词
或句可以看出？说说理由。”整个过程完全围绕这一问题展
开，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寻找、去讨论、去争辩，去
感悟，真正做到全体总动员，人人参与，个个有收获。课文
感悟过程中，教师真正做一个课堂的引导者，不满足于传统
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而努力为学习者营造一个宽松、民主、
探索、合作的空间，以唤醒、激活他们自主学习的热情，让



他们在主动参与中生动活泼地发展。

当然，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
及时进行课外拓展。我想如果最后能延伸到学生自己身上，
联系实际，让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做法，进行了一次实践
活动，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篇二

四季这篇课文充满自然的气息。通过春、夏、秋、冬四种代
表性的季节景物，展现出大自然的美丽。在教学设计上，主
要让学生在有趣的游戏、小组合作、美丽的图片、丰富的想
象、巧妙的内化、适度的延伸中学生字、学语言、学诗歌，
感受各个季节的美丽，激发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通过拟人化的导语使学生产生了对四季探究的好奇心，同时
利用多媒体中美丽的四季图让学生感知四季给大自然的美，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贴出草芽、荷叶、谷穗和雪
人这4位课文角色拟人图让学生认识，并激趣说话引出《四季》
课题并相机出示课题。这样就把文中的角色从文中“跳”出
来，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使学生初步了解课文，也进一步
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针对低年级的学生的注意力持久性不长的特点，在教学内容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让学生做1分钟有趣的轻松操。这样放松
了学生的心情，使学生很快地把精神集中起来，为接下来的
学习环节打下基础。既注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又提高了教
学效率。

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篇三

这一课时，是10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课本情境设置延续了
前面2课时的情境，引起学生对读数、写数及数的`大小比较
的学习兴趣，并且设置了百数表帮助孩子认识百以内数的顺



序，同时借助反映学生生活实际的例子学习用“多一
些”、“少一些”、“多得多”，“少得多”来描述100以内
数之间的大小关系。这一课时初始看来，难度应该不大，可
是真正上起来去不尽然。

读数对于孩子来说，比较简单，应该说孩子们有相当的知识
基础，来达到这一教学目的，可是，读是读的很好，把读出
来的数写在纸上，却有很多孩子出错，比如：53，应读作五
十三，孩子们有些写成五三，有些写成53，虽然我强调了要
大写，但是有部分孩子不理解什么是大写，我告诉他们写成
语文上的大写的汉字，这样还是有一小部分孩子没有很好的
读出来，而且孩子们还容易跟写数混了，把读数写成53，写
作写成五十三，我发现吗，单纯让孩子理解大写或者是小写
似乎不适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这是开始设计备课，我没有
预设到的。

写数对于孩子来说很简单，只要不混淆，一般不会出错。

课后，我反思了一下，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可能有以下几
种原因，这也是这节课中的不足：

一是没有充分预料到孩子们对于读数和写数的不理解，这也
是由于自己没有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充分了解造成的，学
情分析不够。

二是孩子们对于像一、二等着中数字，语文上虽然学习过，
可是数学上是第一次接触，我想，我应该对这些数字进行一
次复习，让孩子先来写一写这些数字，再来学习读数，应该
会降低失误。

总之，这一节课就效果来说，只能说是一般，让我不是很满
意，从这一节课，我也认识到，课前对孩子们进行学习情况
的充分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以后要特别注意。



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篇四

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受‘9加几”的影响，学生深刻记得‘9l
加几”要拿走一根给“9”。这和预设的正好相反，原以为学
生会深刻记得“凑十法”，但结果正好相反。学生没有发现
两者算法的相同之处是“凑十法”，不同之处是“凑成十拿
的根数不同。”

因此，我猜测，学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凑十法”意识，
没有体验到“凑十法”的优势。学生只掌握技能“拿一个
给9”，但不知道“拿一个给9的”目的.是凑成十，凑成十的
目的是好算。

2、从上课情况来看，学生都会模仿用凑十法计算，但学生不
明白为什么用“凑十法”，仿佛都是老师的强制灌输。

3、我又想，如果我们在前面“10-20数的组成”中，就让学
生感受到10加几很简便，是不是学生在学习这个单元
时，“凑十法”意识会更强？再相，如果在起始课《9加几》
中，更注重、更花时间对“凑十法”意识的培养，而不是对
知识技能的掌握，那么后续的课，是不是就更简单？学生会
主动进行正迁移呢？因为数学中，方法与经验是可以实现迁
移的，而知识技能，学生掌握一点就是一点，不可能“一而
再，再而三，三生万物”。

明年，我要教一年级了，这次的听课，又让我收获很大。

小学一年级广播操教案篇五

《雁儿飞》是新苏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首歌唱
歌曲。歌曲的旋律优美，抒情，是一首三拍子歌曲。由于一
年级小朋友学唱歌曲大多为二拍子，对三拍子歌曲的节奏特
点比较陌生，所以本课的重点和难点是让学生感受三拍子的
韵律，并能准确演唱。



在设计教案时，根据一年级小朋友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我要
从倾听律动和哼唱旋律这几个方面学习。初听乐曲时，我让
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聆听。初步让学生感受到歌曲舒缓
的情绪和优美的旋律。接着让学生模仿雁儿飞翔的动作，跟
着音乐律动，让学生自己的双臂感受三拍子的特点。在律动
过程中，还有意在休止的地方做出收翅膀的动作，让学生知
道在“飞呀”、“飞呀”的时候有停顿，感受休止符的作用。
接着，我让学生用“五wu”哼唱歌曲，进一步熟悉歌曲旋律，
最后在让学生填入歌词演唱。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律动环节，情绪较高涨，做的也
非常认真。在哼唱环节中，可能是一首新授歌曲，学生的能
力也有限，在好几个班级中学生并不能一下就能唱出来。最
后填入歌词时，每小节歌词基本上都是在第一个第三句上在
反复思考后，我又加入了读歌词这一环节，让学生跟在伴奏
音乐中读一读，再次感受歌曲的情绪和三拍子特点。

这首歌原来只设计了一课时，但实际教学中我发现这首歌看
着简单，但是让学生真正感受三拍子的韵律并能唱好，有一
定难度。因此，在第二节歌中，我决定从歌曲的演唱入手。
通过合唱，小组唱，男女领唱等不同形式的演唱来巩固歌曲，
完善我的课堂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