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优秀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一

准备：自制教具画出瓢虫的一家，爸爸妈妈姐姐小瓢虫宝宝

画出两副背景图等

过程：猜幼儿自偏的谜语，回忆瓢虫特征是什么样？

出示教具：引起幼儿对绘画的兴趣，丰富幼儿表象。

启发幼儿说出自己想添画的背景

鼓励幼儿大胆表现自己的想法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清、晴、眼、睛、保、护、害、事、情、请、让、
病”12个生字，正确美观地书写“青、清、气、晴、情、请、
生”7个汉字。

2、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课文。

3、理解儿歌的意思，了解青蛙是益虫，自觉地保护青蛙。



4、初步了解什么叫形声字，体会形声字的构字特点。

教学重点：

识字写字，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了解什么叫形声字，体会形声字的构字特点。

教学过程：

一、出示谜语，激趣导入

1、教师出示一则谜语：绿衣小英雄，田力捉害虫。冬天它休
息，夏天勤劳动。请学生猜猜谜底是什么，出示青蛙图。

2、教师向学生简单介绍有关青蛙的小知识：青蛙小时候名叫
小蝌蚪，浑身是黑色的，长者长长的尾巴，渐渐地，长出了
四条腿，穿上了绿衣服。它们的叫声呱呱呱，还是捕虫高手
呢！

3、师导入新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小青蛙》（板书课题）教师指导生字“青”的书写：上下
结构，上半部分要写得紧凑一些，第四笔横要长，下半部分的
“月”字第一笔撇画改成竖画。

二、初读儿歌，认识汉字

1、教师播放课文的朗读录音，生倾听。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圈画出文中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3、检查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



（1）指名学生交流这首儿歌有几行，几句话，根据学生的回
答情况进一步明确：儿歌有六行，三句话，句号是判断一句
话的标准。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一句话，相机出示生字卡片：清清、天
气、晴、眼睛，指名多生认读，强调：“清、晴、睛”都是
后鼻音，发音要到位准确。

（3）指名学生朗读第二句话，出示词语卡片：保护、害虫、
事情。指名认读，理解“害虫”的意思。出示“苍蝇、蚊子、
蛾子、稻飞虱”等农业害虫的图片，适当讲解它们的危害。

（4）指名学生朗读第三句话，出示“请你、让、生、病”四
个字都是后鼻音。

（5）指名朗读全文，注意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4、多种形式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朗读课文，把课文中出现的生字多读几遍，与
同位交流自己是如何记住这些生字的。

（2）出示本课中的生字，指名学生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教
师予以鼓励和指导。如：“清、晴、眼、睛、保、护、情、
请、让”这些字都是左右结构的汉字，可以通过熟字加偏旁
的方式来记住它们；“病”是半包围结构，外面是一个新的
偏旁，叫做“病字头”，里面是“丙”字。

（3）游戏巩固：找朋友――教师将本课生字拆分成一些部件，
制成卡片：如“氵、日、目、亻、扌、宀、忄、讠、疒、青、
呆、户、丰、口、上、丙”，让学生动手将这些部件组合成
本课认识的生字。同位相互合作，拼好后再读一读。

三、再读儿歌，读出韵味



1、教师过渡：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已经与本课的生字宝
宝们成为了好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儿歌，来和
课文交个朋友吧！

2、学生自由练读课文，与同位互读。

3、指名多生朗读，教师及时予以评价和鼓励，引导学生读书
节奏和韵味（利用拍手打节奏的方式、男女生对读、师生对
读等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儿歌朗读中的节奏和韵味。）

4、全班齐读儿歌。

四、指导生字书写

1、出示本节课会写的生字：青、气、生。指名学生认读，口
头组词，加强对字义的理解。

2、学生自主观察汉字，交流书写要领和笔顺规则。

3、指名学生交流汇报，师予以指导小结。

4、师范写讲解：“气”字第四笔横斜钩要略呈俯势；“生”
字第一笔撇略短，两横之后再写竖，最后的一横要略长，托
住整个字。

5、学生自主描红、仿写、临写，师巡视指导。

五、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和许多汉字宝宝交上了好朋友，还了解了人类的
好朋友小青蛙，将课文读得既正确、流利又好听，收获可真
大！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小青蛙》。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1、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使学生学会两位数加减整十位数的计算方法。

2、渗透环保教育和爱护小动物的教育

教学难点：学生学会两位数加减整十位数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正确计算两位数加减整十位数。

教具准备：计数器挂图

教学过程：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四

这是一首轻快、活泼的儿童诗。作家用丰富而又合理的想象，
把池塘里的美丽景物“蝌蚪、水泡泡、水珠”拟人化，并把
他们准确的想象成逗号、句号和省略号，从而组合成了一首
生动有趣的小诗。借助这样生动、具体的事物来认识标点，
富有情趣，适合儿童学习。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五

1、师引导学生大胆想象、创作，学生画想象中的青蛙，并涂
色，师生共同布置一个“青蛙的家”。

2、学生自由组合，分组进行商量，并制定出表演过程，看哪
一组表演的和别人不一样？

3、将自己画的青蛙贴于身上，代替头饰进行表演，学生根据
自己设计表演，生介绍自己的角色，再表演。



4、学生评出表演突出的学生，并说出选他们的理由，师对表
演突出的学生奖励，其余学生给予鼓励。

一年级小青蛙教学设计篇六

1、师播放《小青蛙找家》，学生静听。

2、听范唱，师分句弹唱，学生自己填词练习，再完整练习。

3、进行歌表演，根据歌曲的音乐情景进行表演。

4、师对表现好的学生给予鼓励。

5、学生拍唱着歌曲走出教室。

教学后记：

这节课是一节戏剧表演课，在一班上时，我按照先学歌、再
表演的过程进行教学，结果学生学会歌曲后，在戏剧表演时
就受到了限制，不能放开去表演；因此我在二班上时，就采
取了让学生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这个图画用自己的语
言表达出来，这时学生的思维活跃，于是我就把他们分为八
人一组，自己商量剧情、角色、自己表演，结果得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学生争着进行表演、创编，使自己有不同于别
人的风格，这时我再教学《小青蛙找家》时，学生就能根据
表演的内容轻松学唱歌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