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通
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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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一

这是一篇抒情意味很浓的散文，名为写秋雨，实际在写秋天。
课文的'内容丰富多彩，作者抓住秋天的特点，从秋天的到来
写起，写了秋天缤纷的色彩，秋天的丰收景象，还有深秋中
各种动物、植物准备过冬的情景。

课文把秋雨作为一条线索，将秋天众多的景物巧妙地串起来，
从整体上带出一个美丽、丰收、欢乐的秋天。使学生通过课
文生动的描写，体会秋天的美好，感受课文的语言美，是编
选这篇课文的主要意图；这也是本篇课文的教学重点。课文
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或把秋雨人格化，或把秋雨比喻成生
活中常见的东西和事物，或很含蓄地抒发感情，这些被艺术
化了的语言，会给学生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是教学上的一个
难点。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会涉及到一些词语的理解。多数词语可
以联系语言环境来理解。比如第二自然段的“五彩缤纷”，
这个词语比较抽象，但是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眼前浮现出
黄色的银杏树、红红的枫叶、金色的田野和美丽的菊花时，
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五彩缤纷指的是什么意思了。课文的语言
很美，有些句子富有诗意，需要好好体会品味。如“秋天的
雨，是一把钥匙。……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
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
扇哪扇哪，扇走了夏天的炎热”“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



飘哇飘哇，邮来了秋天的凉爽。”“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
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理解这些句子时，
一要联系上下文和自己平时的生活积累；二要反复朗读品味。
学生理解上有困难，比如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讲秋天是在人
们不知不觉中来到的，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因为秋雨虽凉，
但不冷，使人爽快，不大，润物无声；朗读的时候，声音要
轻一些，要给人轻松舒服的感觉，这样教学，学生会觉得容
易些。

1．会认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清凉、留意、
扇子、炎热、邮票、凉爽、柿子、菠萝、钥匙、气味、香甜、
粮食、油亮亮、杨树、丰收”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对秋大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背诵自己喜爱的部分。

3．读懂课文内容，感受秋天的美好。

4．积累好词佳句。

教学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秋雨的特点，感受秋雨
的美。

教学难点：学生理解总分的句式，及含蓄、艺术化的语言。

教具准备：秋天的雨的课件

一、谈话导入，寓情导学。

1．教师谈话导入新课。

教师引述：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秋天。秋天来了，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用优美的词语
来赞美一番吧！



2．齐读课题。（板书：秋天的雨）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检查上节课的学习情况。

师出示词语

（1）谁愿意领读这些词。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教师一起纠正。

生说。师板书：是一把钥匙

五彩缤纷的颜料

藏着气味

吹起小喇叭

师出示课件让学生读。

三、精读课文，品析内容。

（1）学生说体会，教师指导读。

（2）男女生读。

（二）、体会五彩缤纷。

默读第二自然段，边读边把描写颜色的词用波浪线画出来。
一会儿汇报。

1、出示画面（一）重点体会、美读描写银杏树的句子。

（1）学生读句子（课件出示句子）。



（2）去词体会。

如果我把句子当中的“扇哪扇哪、飘哇飘哇’去掉，自己再
来读读看，好不好？为什么？

（“扇哪扇哪”让我们仿佛看到银杏叶像一把把黄色的小扇
子，轻轻地、轻轻地帮我们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3）指导朗读。运用联系上下文和一边读、一边想象、一边
做动作的方法，走进情境，美读课文。

（4）个别读、全班读。

2、出示画面（二）体会描写枫树的句子。

（1）学生自主体会读。

（2）学生做上动作再读一次。

3、出示画面（三、四）。

（1）师引导学生观看画面，拓展语言，体会丰收的词：海洋、
你挤我碰。

（2）个别读。

4、看录像，感悟“五彩缤纷”。

小朋友们，这么美的景色，想不想去看一看？让我们一边看，
一边读出它的美丽吧。

（多媒体出示课文中所描写的景色，学生根据画面读相关文
字。）

（三）、体会“气味的香甜”。



秋天到了，不光庄稼丰收了，水果也丰收了。

（1）师引读学生想象秋雨里还会有什么味道？

（2）重点理解勾住。

（3）秋天的雨多香啊！带着这样的体会，美美地读。

（四）、吹起小喇叭，体会欢乐。

（1）师生互动读一读。

（2）学生自主感悟朗读。

这么快乐的景象，就让我们来快乐地读一读吧。放开声音读
出你的快乐，自己读自己的。

四、拓展、积累，升华感情。

1、小朋友们，说说看，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秋天？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板书：美丽、欢乐……）

2、齐读最后一段。

五、做自己喜欢的一项。

（1）收集描写秋天的词句，背诵本课喜欢的段落。

（2）把秋天的景物画下来。

（3）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秋游，把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
的写下来。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二

在教学中我尽量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受和体会秋天的景物特
征，整节课中，利用多种形式的自由读，分段读，齐读，调
动学生的读书热情。在朗读中感受秋天的美丽，大自然的绚
丽多彩。激发了学生发现美的情趣，培养学生爱美的情操。
课堂中，利用多媒体使学生认识了自然段，利用多媒体课件
展示秋天美丽迷人的景色，创设情境，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
觉，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三

在解读这首儿童诗之前，我又重新去阅读了孙景华老师的
《小学四年级上册阅读教材的编写特点及教学建议》，对一
直在第一学段的我有了很大的帮助，我对第二学段的阅读教
学有了新的理解。

先读读《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的阅读教学目标是：即
除了朗读、背诵、复述课文等常规学习目标外，主要安排了
四个重点学习项目：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和句子的意思；把
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会默读，
养成良好的默读习惯；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

明天要上《秋天》这篇课文了，看到这篇课文，忽而想起了
之前的二年级第三册第一课《秋游》。同样是开学的伊始，
在秋天里，孩子们学习过的有关秋天的文章历历上了心
头。“秋风起了，天气渐渐凉了，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到郊外
游玩。蓝蓝的天空一望无边，几朵白云有时像一群白兔，有
时像几只绵羊。农田里，稻子黄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
至今还能背出来这篇课文。从二年级直接跳过了三年级来到
四年级，中间隔过了一年，忍不住去翻看第五册，第六册教
材，看到了《北大荒的秋天》，而在我们第七册又在开学伊
始有了“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做此篇”的《但愿人
长久》，有了“湖光秋月两相和”，有了“峨眉山月半轮



秋”，今天又遇到了《秋天》，苏教版教材似乎是和我们一
起成长的孩子，和我们同步在秋日里。

那调皮的调子让我欣喜，好像回到了童年，一望无边的稻田
里，到处弥漫着丰收的馨香。在朦胧中似乎看到自己儿时的
伙伴在稻田中玩耍。一阵阵风儿吹来，稻香扑鼻，如酒醇香。
大人们在这金黄里，收获着辛劳的喜悦，孩子们在这丰收里
蹦着跳着，逮着蚂蚱，受着大人的感染，我们同乐在一片金
黄里。然而，这一切似乎是有着农村生活积淀的孩子才能有
这样的共鸣，然而面对我们这些甚至没有看到过那一片金黄
的孩子呢？我该如何让孩子们跟我产生共鸣呢？没有生活积
淀，我想起了我们的知识积淀，相信，有了从《秋游》中得
来的乐趣，有了从《北大荒的秋天》中得来的知识，有了
《但愿人长久》和“湖光秋月”“峨眉山月半轮秋”的呼唤，
孩子们会跟我来到这正在经历着的秋天里感受这万物枯荣，
感受这沉甸甸的收获的。

诗的语言让孩子们喜爱，它不那么长，不那么拗口，也不那
么难记，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反复，那么接近他们的话语，那
就让这诗一般的语言去感染孩子吧，让他们在这秋风秋光秋
景中享受生活吧。

太阳，空气，带着孩子仔细观察，认真感受，的确不同于往
日。太阳不再那么的燥热，更红更娇，娇艳如同那成熟的苹
果，如同那孩子诗意的脸庞；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味，更加
的清凉，昭示着秋天里的丰收，生活是那么的甜美。两
个“走在秋天”，带着孩子们一下子从课堂中走向了美丽的
大自然，孩子们的心追逐着那更红更娇的太阳，伴随着那更
甜更好的空气来到了秋天里。

泰戈尔的《飞鸟集》开头说：“天空部不留下鸟的痕迹，但
我已飞过”。秋风显现了一下他的倩影后，一溜烟的跑了。
它似乎也像跟孩子捉迷藏似的，又是打滚，又是奔跑，带着
孩子来到了田野，来到了那郊外田畔间的小路上。打滚，奔



跑，多么富有孩子味道的词语，完全是他们的世界，所以他
们更容易有了共鸣不是。这可爱的秋风抓了一把桂子的香气，
把夏天的脚印轻轻的涂掉，“脚印”“涂掉”，好个调皮的
秋小子，但是就是在这活泼的语言中，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
到了季节的变换，时间的交替。金桂飘香的季节，我们呼吸
着这更甜更好的空气，在这更红更艳的太阳的照耀下，我们
去追逐秋天的脚步了。

顺着秋风飞过的痕迹，我们看到了秋天里：那金黄的稻穗，
低头弯腰的向日葵，田间羊肠小路旁那朵淡淡然绽放的矢车
菊，那肥壮的牛羊。我们听到了蝉声在这秋风乍起的夜里走
向渐弱，我们听见那快活地欢叫在田间小路上的牛羊。

苹果，葡萄，玉米，高粱，这一个个拟人的写法，孩子们更
容易理解这秋天里的变化，嚷着冷了，要穿红袄，披紫袍，
一下子把那颜色的对比与季节天气的变化写活了。距离生活
有些遥远的玉米与高粱呢？举着红缨乐了，红着脸笑了，又
是表现颜色的变化。忘掉一个夏天的烦恼，一曲酒歌在心灵
酿造，孩子们从中读出的是欢乐，分享的是快乐。一个个形
象生动的比喻，一个个优美动听的句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构成了一首秋日的交响曲。

秋日，不仅昭示着丰收，昭示着喜悦，还昭示着蓬蓬勃勃，
昭示着向上的精神。走在秋天，头顶有明丽的阳光闪耀，让
我们忘掉那一层秋雨一层凉，让我们在这秋日的阳光下茁壮
的成长。让我们捡起一片这秋日里的金黄的叶子，珍藏在我
们的记忆里，让这秋天里的微笑永远伴随着我们。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四

认识9个生字，会写“见，白、田、电”四个字。认识2个偏旁
“舟、门”。

能力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情感目标

感受睛朗夜空的美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准备

歌曲《小小的船》，生字和拼音卡片各8套，每人一张写有生
字的16开纸。

教学时间

二课时

学习过程

第一教时

一、音乐导入，激发兴趣。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小星星》这首歌。(同唱歌曲)

你在唱这首歌时，想到了什么?(学生自由说)

今天，老师就带你们去看月亮，看星星，板书课题《小小的
船》。(齐读课题)

二、读准字词，感知课文。

同学们，请你翻开课文，借助拼音读准课文，并且
用“——”划出生字。(边读边划)

谁能把课文读准，谁来展示一下?



指名学生一行一行读课文。(注意正音)

同桌同学互相读一读，看谁把课文读准了读顺了。(同桌互读、
互评、互助)

三、自主探究，读懂课文。

小小的船指的是什么呢?(学生再读课文，找出有关句子，全
班推荐。)

你从哪儿看出来弯弯的月儿像小小的船。

根据学生回答：

板书“弯弯的月儿”

“小小的船”

理解“尖尖的”

你还知道什么事物也是“尖尖的”?(学生举例)

用“弯弯的月儿”像“——”说话。

让我们坐上这艘小船去天上看看，怎么样?你在航行中看到了
什么?(播放音乐旋律《小小的船》，生学听音乐想画面)

指导说话：我看见了()

我感觉()

(学生自由畅说)

在空中飞行的感觉真美，看看课文是怎么说的。(齐读课文第
二句)



四、生动扮演，美读课文。

谁能美美地把课文读一读呢?指名读、评议。(生读、生评、
生挑战读)

谁能加上动作读一读?

(学生自由准备)

同桌互演互读

齐读

背诵

{通过挑战，自身加动作扮演读等形式符合儿童心理，激发了
他们的表示欲、进取心。}

五、分析字形，指导写字

说说有哪些生字?(口头组词)

边范写边讲解书写要点，巡视指导。

学生练习

{低生级刚接触写字，教师要注意范写，起到指导的作用。}

第二教时

一、游戏引入，复习巩固。

这篇课文有9个字娃娃，他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中间，想跟他们
做游戏吗?游戏的题目是“给字娃娃戴上帽子。”(小组合作，
取出信封里的生字和音节，使之一一对应，请一小组上台示



范。)

请同学们翻开书，读读课文，书中还有一个没学的字，虽然
不是生字，但你也能记住它。指导学习“尖”，说说你是怎
么记住的?(读课文，圈出“尖”)

{学习“尖”，协助学生积累的同时，培养学生做一个生活的
有心人。}

你能不能象学这个“尖”字一样来给其它生字编字谜啊?

(学生自编谜语，让学生猜。)

{自编谜语，这一环节重在培养学生的发明性，无形之中渗透
识字方法的指导。

同学们真厉害啊。看!我这里有很多星星很想跟你们交朋友。
你愿意跟谁交朋友就来摘哪颗星星。要说理由，然后领读后
面的生字词，过关了，老师就把这颗星星送给你!

(摘星星，说理由、领读字词。)

{语言积累、说话练习与游戏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在玩中学、
玩中有收获。}

相机教学新偏旁“舟、门”，叠词的扩充。“弯弯的”“蓝
蓝的”说话训练。

有的同学没摘到星星，别急有你的一份，请你拿出画有生字
的美术纸，把认到的生字画上一颗星。

有没有不认识的字，谁来协助他?(自评反馈互帮互助)

二、想象画面，练习交际。



把刚才的星星图画一画，把你想象的美妙夜空画下来。

(播放音乐《小小的船》《月亮船》)

学生画，教师巡视。

谁来展示一下自身的作品?

(师当记者采访学生，学生简介自身的画。

学生当记者上台采访学生的画。

小组里推荐自身的话)

三、展贴作品，小结延伸。

把你的夜空图展贴到墙上，互相看看，说说自身的画。

展贴作品推荐。

{学生在刚才推荐中得到体验，在展示过程中得到了胜利的喜
悦。}

一年级语文《秋天》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五

课前，老师已经让你们去寻找秋天，你找到了什么?

(估计：树叶、果实熟了、天气变化等)

师：这节课，老师就带你们去寻找秋天。

齐读第5课。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己借助音节读一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多字，不
少字。不认识的字多读几遍。

2.同桌互读，纠正错误。

3.指名读。其他同学评议。

4.标一标本课有几句话。

三、细读课文，扎实训练。

1.分句朗读：

第一句：(1)指导生把这个长句子读正确。

(2)自己读这句话，想一想：你知道了什么?

指名说一说。

自己正确的再读这句话。



(3)范读

生注意师是怎样读出长句中的停顿的。

(4)生自己体会读。

过渡：秋天是什么颜色的?文中的小朋友怎么说的?快读一
读2——4句。

(1)自己读一读，边读边想。

(2)小组讨论、交流。师参与到小组活动中去。

指导如何讨论(1)每个人都发表意见。

(2)组长注意听。

(3)组员倾听，发表不同意见。

(4)集体交流，指导朗读。(评读：熟练、感情、语气)

讨论：小文、小方、小力说秋天是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
各指的是什么?

讨论后，指名说一说。

第5句：

(1)最后一句结束的是什么号?(问号)

(2)这句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自己读读，师指导读，指
名读。)

(3)自由发言：秋天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多找几个学生说一
说)



2.诵读品味

带着自己的理解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背诵课文。

指导：按句背、连起来背

(1)生独自试背

(2)检查背的情况。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秋天，感受到了秋天多彩的颜色。愿
你做个有心人，留心观察美丽的秋天。

一年级语文秋天教案人教版篇六

《秋天》是一篇儿童诗，它也具有儿童诗特有的艺术特点。

一、 浓郁的儿童情趣

这是儿童诗有别于成人诗的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打滚、奔
跑”如儿童嬉戏，秋天来了，天气渐渐的冷了，所以苹果嚷
着要穿红袄，葡萄嚷着要穿紫袍，两个“嚷”字的使用，更
加切合儿童的年龄特征。

二、 鲜明的形象性

儿童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是直观的，
具体的。因此，给儿童写的诗要求更形象、更有趣味。所以，
作者没有采用静止的抒情，因为那样会让孩子感到厌倦，作
者把秋天打扮成一个跃动的孩子，他在“田野里打滚”，



在“小路上奔跑”，还抓起一把“桂子”的香气，把“夏天
的脚印儿涂抹掉”。这一段，通过“打滚、奔跑、抓、涂
抹”等动词的运用，给我们一个生机勃勃的秋天。

作者以“走在秋天”为引子，移步换景，抓住了秋天的典型
景物，如“红苹果、紫葡萄、秋风、桂花、稻穗儿、野菊花、
玉米、高粱”，并把这些景物拟人化，使得诗歌更加生动、
形象。

三、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音韵

此外，在节奏和韵律上作者也有规律的安排声音的抑扬顿挫，
大致整齐地安排音步，作者采用“ao”韵，读起来琅琅上口，
体现出了节奏感，一种欢快之情洋溢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