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 小学一年级语文
有趣的作业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篇一

1、学会8个生字“王、每、今、画、公、玉、兰、回”，会
认8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培养学生爱护春天。

学会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培养学生爱护春天。

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2课时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

1、同学们，春天有什么?你最喜欢春天里什么?

3、板书课题：《有趣的作业》。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将字音读准。

2、再读课文，将自然段的序号标出来。

3、画出自己不懂的'地方。

三、学习生字。

1、读课后生字，同座互查，全对的同学画一面红旗。

2、分组读生字，开火车抽读字卡。

3、“我会说”游戏组词。

4、齐读生字。

5、小黑板出示会认的字，小伙伴间读。

6、男、女生赛读。

7、指名读生字，齐读。

四、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有个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布置了一项很有趣的作业，是什么
呢?

2、自由读1自然段。

3、指名读，齐读。

一、复习检查。

1、开火车抽读字卡。



2、“找朋友”游戏。

二、学习课文

1、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都是些什么呢?

2、自由读3----8自然段。

3、指名读3自然段。

4、齐读3自然段。

5、看到同学们的作业，老师可高兴了，说了些什么呢?指名
读老师说的话。分男、女生读。

6、老师为什么说小丽不但找到了春天，还懂得怎样爱护春天
呢?

7、分角色读3---8自然段。

三、拓展练习

1、你们还能在春天里找到些什么呢?(找一找身边的春天)

板书设计：

3、有趣的作业

春天图片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篇二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

2、知道故事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3、能理解“掰、摘、抱”等动词，感受动词使用的准确性。

4、知道小猴子下山教给的道理：做事要目标明确，要一心一
意。

教学重点

会认12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教学难点

知道故事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示图，小朋友看，这是谁啊?喊喊它的名字吧。(猴子、小
猴子)

2、齐读课题。

二、初知课文，理清思路

1、小猴子下山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些地方，你能不能看图就
直接叫出这些地方的名字。

2、示图

玉米地、桃树下、瓜地、树林

3、刚才我们知道小猴子下山去的路线，能不能知道小猴子下
山去干什么啦?怎么办?读课文。

5、理解思路

掰玉米、扛玉米、扔玉米



摘桃子，捧桃子，扔桃子

摘西瓜，抱西瓜，扔西瓜

追兔子

6、理解动词的特点

(1)质疑不会读的字。

(2)谁能用上动作，来读一读

(3)指生演一演“掰”的动作。

(4)师生合作边演边读。

7、练习：看老师做动作，你们来说动作，看谁厉害。

三、研读重点段

1、接下来，我们就去玉米看看吧。

2、你看见了什么?

小猴子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小猴子心里很高兴。

小猴子就掰了一个。

小猴子扛着往前走。

四、提升主题

1、小猴子下山，本来是想干什么?(找吃的)结果呢?(两手空



空)是吃的没有吗?(不是)为什么会空手而回?(小猴子做事不
专心，三心二意，想一出是一出，见义思迁)

2、经过了这次，小猴子一定得到了教训。过了几天，它又准
备下山。下山之前，我觉得我们得跟小猴子说几句话，不然，
它又两手空空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说什么?(学生自由发
言)

板书：

桃树底下

（扔

摘捧）西瓜地

扔（摘抱）回家路上

扔（追）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篇三

1、 在阅读中读准“抽抽噎噎、湿漉漉、坍台”等词语的字
音，运用适当的方法理解 “惊慌失措、荣誉、安慰”等词语
的意思。

2、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先概括后具体”的写
作方法，并能运用这种写作方法进行表达。

3、 通过揣摩小莉的心理活动，感受同学之间真诚快乐的友
谊，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重点段落。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层层深入地感悟小莉对同学真诚快乐的友谊，指导学生有
感情地朗读小莉的作业内容。

2、能够运用“先概括后具体”的写作方法进行表达。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整体感知。

1、（板书：特别）齐读。谁来说说“特别”是什么意思？那
么在我们看来非常平凡的作业又怎么会出乎人的意料，让人
感到特别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特别的作业》。
（补齐课题：特别的作业）

齐读课题

2、把书打开，自由轻声地朗读全文，朗读时注意读准字音，
说说读了课文后你对课题中“特别”的理解是什么？也可以
边读边划出帮助你理解的句子。

3、 交流。

（1） 检查字词。

【多媒体出示：抽抽噎噎、坍台、湿漉漉、捣蛋、惊慌失措、
猛烈】



（2） 交流对“特别”的理解。

说明：

三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中已经尝试着借助老师所给填空的形式
来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那么到了四年级，学生已经基本具
备了概括的能力，因此需要在三年级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
一环节的设计，让学生说说“对课题中特别的理解是什么”，
其实就是让学生围绕“特别”一词来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
虽然没有给学生一个句式，但是给学生方向，能够帮助学生
概括全文。

二、读助理解，想助悟情。

1、是呀，老师布置了一份特别的作业——让大家批评马克，
写出他的捣蛋事，而小莉的作业内容也很特别，让我们一起
来朗读老师所布置的作业。

2、交流所划的句子，把句子读正确。

【多媒体出示：

老师马上叫全班同学坐好，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每个人
拿一张纸，把所知道的马克干的捣蛋的事儿全写上，写完后
当场宣读，批评马克。

谁来给我们读读小莉的作业？

3、 读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

4、 交流，质疑。

可能存在的问题有：

说明：



三年级第二学期有一项能力训练——质疑，在这里帮助学生
温故而知新，继续提高学生的质疑能力，让学生抓住在当时
那种情况下，小莉应该很生气，而且老师让大家写出他所做
的捣蛋的事情批评他，小莉为什么还要表扬马克这一看似矛
盾的地方质疑，让学生带着问题继续学习课文。

5、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当时，默读课文，看看小莉当时受到
了什么委屈。

6、 交流。

【多媒体出示第二小节】

（1） 指名读正确。

（2） 请你再读这段话，概括归纳小莉都受到了哪些委屈。

（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概括：拖翻了椅子，撞倒了桌子——
身体受到疼痛；滑了一跤，新衣服也脏了——自尊受到伤
害……）

板书：抽抽噎噎 哭

（3）是呀，这对于一个女孩子，而且又是班长的小莉来说是
多么的委屈，那么你认为小莉当时会怎样想呢？（对马克不
满、会抱怨马克让自己出洋相……）

9、【老师引读】就因为马克的调皮使得小莉受到了莫大的委
屈，小莉哭得——(抽抽噎噎的)，老师气得——（眼睛冒
火），马克知道——（这玩笑开大了，只好乖乖认错）。老
师布置的作业更是让马克——（惊慌失措），因为他知
道——（小莉是班级里的作文尖子，她写的肯定尖锐猛烈，
上去一朗读，还不把自己羞死？）马克虽然——（是个调皮
大王，但要叫他当众坍台也是受不了的）。



提问：惊慌失措是什么意思？马克为什么惊慌失措？

10、然而看到马克惊慌失措的样子时，小莉的想法又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呢？仔细阅读课文，联系上下文完成填空：

准备、交流。

说明：

通过揣测小莉的心理变化过程来理解为什么小莉写出了那特
别的作业，这样对于帮助学生理解小莉，感悟道理比较有帮
助。而且在练习说话时，有层次地让学生一步步来感受小莉
当时的心情，感受同学之间真诚快乐的友谊。

11、是呀，小莉对同学的友谊，让她能够宽容、理解地对待
同学，因此小莉能够看到同学身上的优点，这使她在受到委
屈时仍写下了马克的优点，那么小莉在朗读自己的作业时会
有怎样的心情呢？请你试着有感情的朗读这段话。

板书：清清嗓子 读

说明：

这里除了注意情感在朗读中体现之外，还要帮助学生注意文
本中“抹了抹挂着泪痕的脸”、“清清嗓子”，但即使这样，
小莉此时也已经原谅了马克，因此朗读时还要注意语音的处
理。

12、引读第6和第7节。

小莉的话使得全班同学都听得愣住了，老师也有点吃惊，教
室里静静的，只有小莉那清脆的声音在回响。突然——（马
克放声大哭。有几个同学也流泪了。老师的眼里亮闪闪的，
泪花晶莹）



此时你有什么感受呢？?

板书：友谊 宽容 理解

三、读写结合，升华情感。

1、是呀，难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老师也被小莉对他人的宽容
和理解所感动了，她又给大家布置了作业，那就是……（齐
读第八小节中老师的话。）

3、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完成一份这样特别的作业，
在写作前，让我们再次看看小莉的这份作业，看看她在介绍
马克优点时，是怎样把它写具体的。

（1）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话中的标点符号，有谁能说说这
里作者为什么要用分号？

说明：

从标点入手，理解标点符号在文中的作用，学习该段的写作
方法。

（2）是呀，文中一层层写出了马克的种种优点，（师引读）
马克同学今天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很生气。但是他也有许多
优点。他爱劳动，……他体育好，……他助人为乐，……作
者先采用总分结构告诉我们马克有很多优点，然后在介绍马
克的优点时，采用了采用先概括后具体的方法详细地写出了
那些马克的优点。

说明：

学生学习写作方法时比较理性，因此老师教学时要和学生感
悟情感分开来教学，不要打断学生与文本的情感沟通，而且
在教学时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把你所要教给学生的方法讲清楚，



并不需要繁琐的过程和华丽的语言。教学时能通过简单的说
话练习加以巩固，对最后完成写作练习做好铺垫。

4、那就让我们动笔，运用先概括后具体的方法来写下你身边
某位同学的闪光点。

5、交流。

（四）总结（略）

板书：

7、 特别的作业

抽抽噎噎 哭

清清嗓子 读

友谊 宽容 理解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会回答课后问题。

2.懂得应该怎样爱护动植物，并愿意行动起来。

3.学习课后生字，掌握联系上下文猜字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理解“为什么大家认为小丽的作业？”懂得珍爱生命。

教学过程：



一、进入学习情境。

1、学生唱歌：《春天在哪里》。

2、背儿歌：《春天的手》。

3、背诵诗歌：《春晓》。

4、同学们既会唱关于春天的歌，又会背关于春天的诗歌，看
来对春天还挺

了解。那么如果有一天，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要同学们去
大自然中找春天，把春天带到学校来，你会怎么做呢？（学
生说自己的看法后揭示课题）

二、熟读课文。

1、学生自由大声读课文，划出不认识的字。

2、教给学生猜字的方法。

（1）、教师范例。昨天，老师在读这篇课文时，遇到了一个
不认识字，可当时又没有字典可以查，也没有别人可以请教，
你们说怎么办呢？老师是这样做的：

（出示句子：昨天，我看见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刚要摘一
朵，又想应该爱护花草树木，就把它画下来了。）

“摘”老师不认识，就想：这个字跟手的动作有关系，“刚要
‘拔’一朵，”不对，“刚要‘掐’一朵”，也不对，那一
定是“摘”了，再一读课文，还挺通顺，意思也对，就
是“摘”。

（2）、学生练习猜字。你有不认识的字吗？试着猜一猜。
（先独立思考，猜字，再同桌交流，最后集体交流，评价。）



（3）、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对照，反思：自己猜对了那些字？

3、学生练读课文，进一步识字。

4、教师以多种形式检查认字情况。

三、学习课文。

1、课件展示插图，你们看，小朋友们找春天，都带来了什么？
（学生说后引导读课文中的相应段落。）

2、填空。

（）的桃花（）的柳枝

（）的小草（）的桑叶

3、读一读，括号里的词语有什么特点？如果是你，你会带来
什么呢？

（）的___________

4、连起来，说一段话。

（2）、与第二自然段连起来，读一读。

5、最特别的作业是什么呢？

6、讨论：你认为谁的作业？为什么？

8、读一读，背一背古诗《鸟》，感悟动物也是有生命的，我
们应该爱护他们。

9、听故事：《一棵小树》、《大皮鞋的故事》。



10、你看到人们是怎样爱护生命的？遇到过破坏生命的行为
吗？你会怎样对他们说？

11、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来爱护花草树木，让我们给公园里
的标语牌设计一些宣传与吧！（结合语文天地p39内容进行。
学生讨论后交流设计的宣传语，教师选择一些写在标语牌上。
）

四、作业建议。

到社区中宣传要爱护花草树木，要珍爱生命。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
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雷锋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
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小学语文作业讲评教案篇五

一、教材简析：

本单元包括《识字一》和四篇课文以及一个语文天地。

《识字一》的八个四字词语写的都是春天的典型事物或现象，
构成了一幅春景图，引人进入春天的美好境界。可以在学生
正确识字读词的基础上，用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及其它比较典
型的春天景物图片，让学生观察并用自己的话描述图片上的
景物。然后开展“捉迷藏”游戏，让学生找一找图片中藏着
识字一中的哪些词语，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说说理由。学生
能比较容易的从图片中找到与景物相对应的词语，在说明理
由中理解词意，这样达到将文与图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明白



词意，使春天像一幅幅图画印在学生脑子里的。

《柳树醒了》通过春雷、春雨、春风、春燕与柳树的活动，
写出了柳树在春天到来时的变化。

《春雨的色彩》通过对春天色彩的描写，反映了春雨给大地
带来的变化。《春晓》寥寥几笔通过对鸟鸣及落花的描写，
就把那不经意的一瞬间感受到的浓浓春意及春来春去的变化
勾勒得淋漓尽致。这几课的教学重在指导学生从季节更迭带
来的变化了解春的特点。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边读边想像，
将课文语言转化为画面，使春天里柳树、小草、桃树、油菜
及花开花落的变化变成一幅幅图画存储在学生头脑中。

《邓小平爷爷植树》及《村居》则写出了植树、放风筝等春
事。这两课的教学重在让学生知道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了解在这个时节人们的活动。

二、教学目标：

3.懂得从自我做起，保护我们的环境。

5、画春天，画出自己认为最美的春天。

下一页更多精彩“一年级语文下册教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