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
设计 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优秀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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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巩固已学过的10以内数的减法。

2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的减法问题，让学生借助学具操
作，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3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算式。

教学难点：通过借助学具操作，算出得数，体会相同的两个
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教学准备：学生准备小棒、师准备投影片。

师生双边活动：

一、导入：

在花果山上有一群猴子，有一天他们下山来，看见一棵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就提着篮子来摘



桃，你想知道小猴子摘桃子的结果吗？请看投影片。

二、出示“小猴子下山”的投影片让学生仔细观察。

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自说说，然后小组内交流。

三、引导学生看图，根据图意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同桌悄悄说说。同桌互相合作学具解答自己刚才发现的.问题。

四、全班交流自己是怎样解决发现的问题。

生说算式，师板书。

五、操作学具

通过学具操作，着重让学生理解从一个数里减去0的含义，体
会一个数减去0得数还是原数的道理。

六、扩展练习

1、同桌互相说说40页第1题的图意，并列出算式解答。

2、谁能又准又快地计算41页的第2题。

3、小组讨论第3题，根据图意如何列4个不同的加减算式。

4、看图能正确流利地讲一个有关的数学故事。（小组合作探
讨）

七、学生总结本节课的所学内容。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设计篇二



《小猴子下山第一课时》一年级语文教案 由本站会员“小卜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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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下山第一课时》一年级语文教案

作为一名老师，往往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编写教案有利
于我们弄通教材内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那
么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小
猴子下山第一课时》一年级语文教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一只小猴子下山来了，一路上，它看见山下有又大又多的玉
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可爱的小兔子，感
到非常高兴。可是当它回家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这是怎
么一回事呢？让我们跟着这只小猴子来看看吧。

二、字词学习，基础积累

1、教师范读课文，重点指导“一块”“非常”“往前”“西
瓜”“蹦蹦跳跳”等生词的读音。

2、学生自读课文，圈画生字词，借助字典解决生字词。

3、检查自学情况，理解词语的意思。

(1)教读生字并组词造句。学习“猴、瓜”这些生字时，可以
结合图片理解；学习“掰、扛、扔、摘、捧、抱、蹦、追”
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动作表演的方法；学习“块、常、
往”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形近字比较的方法。

形近字示例：



块(石块)--快(快乐)--诀(口诀)

常(经常)--赏(欣赏)--裳(衣裳)

往(来往)--驻(驻足)--炷(一炷香)

(2)对要求会写的字进行书写指导。

书写指导：

“地”“土”作部首时，末横变提。

“非”横间距均匀，两边最下横稍长。

“常”上宽下窄，“巾”的竖在竖中线上。

“往”“主”的三横长短不一。

“瓜”第一画是短撇，要写得平一些。

“进”写“辶”的捺时，要写成平捺，托住被包部分。

“空”““稍扁一些，”工“的上横短、下横长。

易错提示：

“往”左部是“彳”，不要写成“亻”。

“瓜”不要漏写点，不要写成“爪”。

“空”上部是““，不要写成”宀“。

(3)归类识字。

部首归类示例：



土：地(土地)--场(场面)--坏(坏人)

扌：扛(扛起)--扔(扔掉)--摘(采摘)--捧(吹捧)--抱(拥抱)

彳：往(向往)--行(行走)--街(街道)

量词归类示例：

块：一块玉米地一块糖一块石头

棵：一棵桃树一棵青松一棵白菜

片：一片瓜地一片树叶一片月光

只：一只兔子一只袜子一只小船

(4)书写练习：巡视指导，并纠正握笔姿势、笔顺和坐姿。

三、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小猴子下山，先后去了哪些地方？

明确：玉米地里、桃树下、西瓜地里。

2、小猴子这一路上看见了哪些东西？

明确：玉米、桃子、西瓜、兔子。

四、课堂小结，效果强化

又大又多的玉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蹦蹦
跳跳的小兔子，这可都是好东西！可是，小猴子不仅没有满
载而归，反而一无所获。同学们，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下节课再来寻找答案。



五、练习设计，巩固提升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小猴子下山第一课时》一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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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猴子下山第一课时》一
年级语文教案范文。

《小猴子下山 第二课时》一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语文教案第一课时模板

《小猴子下山》教学反思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设计篇三

1、板书课题，提醒注意“猴”的书写。

2、游戏中复习回顾。出现大量故事中曾出现或没有出现过的
事物图片，让学生判断哪些图片中的事物是故事中有的？旨
在复习故事中的要点。

游戏过程中，将故事中出现过的“玉米、西瓜、桃子、兔子、
猴子”等图片贴到黑板上。

3、指导读好这些名词。强调“桃子、兔子、猴子”等
带“子”的轻声。

二、整体读文，明确路线

1、接读全文。

师：小猴子下山来（板画：山），它先后走过了哪些地方？
（板画：路线）咱们请几位小朋友来接读这个故事吧？（接



读课文，正音）

2、排列图片。

师：听完故事，你能把这些图片按小猴子下山的先后顺序放
进这幅路线图里吗？

3、练说量词。

排图片后，辅助贴图练说：小猴子下山，先来到了一玉米地，
再走到一（）桃树下，接着走过一（）西瓜地，最后看见了一
（）小兔子。

三、以小猴子所见为线索，积累并学会运用“又（）又
（）”的词语

1、找出课文中“又（）又（）”的词语。

贴：又大又红，又大又圆，蹦蹦跳跳

2、练读词语。我们来读读这些词语，要让大家感觉到是好东
西哦！

3、拓展运用

如：又香又甜又鲜又嫩又松又脆又甜又脆又甜又糯（提示要
点：完全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两个特点是不能用“又…又…”
来连接的）

那这蹦蹦跳跳的小兔子你也能用这样的“又（）又（）”方
式来说一说它吗？

四、以“小猴子所做”为线索，积累并学会精确地使用动词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认读并理解：掰、扛。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

师：哇，这一路上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等什么呢！
我们赶快一起出发吧！看，玉米地到了！（课件出示）咦，
画上怎么没画小猴子呢！是这样的，课文中写小猴子来到玉
米这部分没有配插图，我想请小朋友帮我想想，这幅图上该
画一只怎样的猴子呢？别急哦！还是先读读这部分故事是怎
么写的吧！

2、你会画一只怎么的猴子？（提示：表情、动作）随机学习：
掰、扛。（指导书写：掰）

3、齐读第一自然段。

（二）学习二至四自然段，理解并积累“摘、捧、抱、扔、
追”。

1、自由读，找一找小猴子的动作，并圈一圈。

小猴子继续走啊走，来到桃树下，走过西瓜、还看见了一只
小兔子，在这些地方小猴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去读读写
这三部分的课文吧！拿起笔，边读边圈一圈像这样写小猴子
动作的词语。

2、回馈。教师故意打乱顺序贴动词。

3、学生评价，并谈理解。

讨论要点：

（1）区别：摘、捧、抱、扔、追

（2）理解“摘”可以跟桃子、西瓜搭配，但不能跟玉米搭配。

（3）扔：应该扔了三样东西。老师把这些动作都贴到了。



（正是所有的东西都被扔了，兔子又没追上，小猴子才会两
手空空回家去。趁机将另一只垂头丧气的猴子贴图贴上去）

五、体会小猴子当前所感，并能积极展望未来

1、复述故事。

2、所有的好东西都被扔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了。看
着小猴子两手空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想他心里一定装满
了后悔和难过。其实啊，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犯些错，
做些傻事。经历过一次次的教训，我们才会变得聪明能干起
来啊！

3、课件中出示配乐动画：今天，太阳下山了，小猴子只好空
着手回家去了！可太阳下山还会升起，瞧，新的一天又来了！
今天的小猴子下山，又会发生怎么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
编一编吧！（课件定格在：小猴子第二次下山）

4、回家编一本题为《小猴子第二次下山》的图画书。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设计篇四

1、课前游戏互动：

2、导入：

看，（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猴子图片）有一只小动物也来到
了我们的课堂上，它也想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呢，大家欢迎
吗？（生：欢迎）今天我们就和小猴子一起来学习《小猴子
下山》。

板书课题：《小猴子下山》。（注意：“猴” 左右结
构“犭”旁）



齐读课题

3、复习字词：

（1）这只勤学的小猴子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词语宝宝呢，
大家一起来看看还认识吗？

（2）自读课文，说一说：小猴子下山都经过了哪些地方？

贴图片：“玉米地”、“桃树下”“瓜地里”、“树林里”

（3）哇……你看，这只可爱的小猴子经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啊！
谁能用小猴子先来到哪里，再来到哪里，接着来到哪里，最
后来到哪里说一说。

4.学习课文

（1）过渡语：小猴子一路来到了这么多地方，那它都看到了
什么，做了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小猴子下山》。

（2）学习第一自然段。

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生评价。评价后再齐读。

其他生思考问题：

小猴子来到了哪里？（用“———”划出来）

看到了什么？ （用“﹏﹏﹏”划出来）

心情怎么样？

又是怎么做的呢？（用圆圈圈出表示动作的词）

指生回答：



理解“又大又多”不仅仅玉米的个头大，而且这样大的玉米
到处都是，非常多。

谈话：如果你就是小猴子看到地里又大又多的玉米是什么样
的心情？（高兴）理解“非常高兴”（特别高兴），你能不
能带着这种特别高兴的心情读一读。

让学生说说小猴子为什么有“掰”“扛”这样的动作，（在
具体的语境中理解这两个动词）进一步理解玉米大的意思。
指导学生读好第一段。

（3）学习第二、三、四自然段

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生根据以下四个问题合
作学习二、三、四段。

小猴子来到了哪里？（用“———”划出来）

看到了什么？ （用“﹏﹏﹏”划出来）

心情怎么样？

又是怎么做的呢？（用圆圈圈出表示动作的词）

（4）引导生各种形式朗读：

引导学生感受小猴子看见了桃子就喜欢桃子，扔了玉米；看
见西瓜，扔了桃子；看见小兔子，就扔了西瓜。结合图画，
体会当时小猴子的心情。（读出小猴子的心情）

（5）积累“又（ ）又（ ）”形式的词语。

（6）小猴子为什么最后空着手回家去呢？

抓住“只好”一词，引导学生感受小猴子什么也没得到的原



因。（结合学生实际生活，进行口语交际的训练）

（7）整体回归

借助插图，复述课文（让孩子带着头饰体会着小猴子的动作、
神态演一演也可以）

5.拓展阅读

《小猴子下山》儿歌

6.课堂小结。

7.课外作业或实践活动。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一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 一年级下
册语文教学计划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小猴子下山教案设计篇五

1、通过学习课文，快速了解小猴子下山的路线。以此为线索
学习并积累“又（)又(）”形式的词语，并会迁移运用。能
够正确区别“摘、扛、捧、抱、追”等动词。

2、能正确朗读故事，并能结合插图、板书等讲述故事。

3、由故事得到一定的启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总会像小猴
子那样犯些错做些傻事，而事后难过后悔是无用的，重要的
是能以今天的`教训为基础，用积极的心态展望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