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篇一

1、检查预习学案。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喜欢朗读诗歌。

3、懂得鸟类是人类的朋友，有爱鸟的意识和情感。

一、播放《百鸟朝凤》的片段。

二、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1、小朋友，看看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出示两只小鸟
图)这两只小鸟也想来听我们上课，看看哪个小朋友上课最认
真，呆会儿还要送小礼物给他呢!

2、在我们的校园里，小朋友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能看见
小鸟的影子，听见小鸟动听的歌唱。那么鸟妈妈是怎样把他
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呢?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学习《两只
鸟蛋》。(板书课题)

三、读课文，整体感知

1、想知道关于两只鸟蛋的故事吗?那就请你们快快打开书
到40页，自己读读书吧，要注意，读书的时候读准每个字的
字音，遇到自己认为比较难读的字就多读几遍。(生读课文)



2、现在，我们再把课文读给同桌听听，你读我听，我读你听，
两人互相检查，读音正确吗?要是他读得好，就向他学习，要
是他有困难，你就帮帮他。(同桌互读)

3、老师想找位小朋友读读课文，应找几位?为什么?

4、谁能说说他们读得怎么样?能评一评吗?

5、齐读。还有想读的吗?想读的同学请你起立，我们一起来
读，好吗?

四、品读课文

读得真好，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什么(出示鸟蛋图片)，别看
它们现在舒舒服服地躺在鸟窝里，原来呀，它们还离开过这
个鸟窝呢，想知道在它们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个怎样的故事吗?
好，那就赶快来学习课文吧。

1、课文中还有11个要求我们会认的生字朋友，请大家拿出笔，
圈出生字，然后再多读几遍。(生圈字读字)

2、现在11个生字已经找到了，在组长的带领下，互相读一读，
考一考，再把你好的记字方法在小组里互相说一说。

3、小组里学习生字。

5、齐读生字。

五、细读课文，促进感悟。

1、(1)自己读一读第一小节，你知道了什么?

(2)谁想读?你觉得他读得怎样?

(3)想跟他比比吗?一齐读。



(4)这些词换一种说法之后意思还是一样的，这两只鸟蛋小小
的、凉凉的，真讨人喜欢，你们喜欢吗?谁愿意读出来呢?(指
名读)

2、(1)我拿着鸟蛋真是喜欢的不得了。这时，鸟妈妈发现自
己的宝宝不见了会怎么样?

(2)看到这种情况你会说什么?

(3)妈妈怎么说的?你能不能当妈妈对我说一说?(指名几位同
学说)

3、(1)这位小朋友听了妈妈的话是怎么做的呢?自己读第三小
节，边读边表演。

(2)指名表演读，评价。

(3)思考：如果把“捧着”换成“握着、抓着”行不行呢?

4、(1)看见鸟蛋又回来了，鸟妈妈会想什么?

(2)想想过几天这两只鸟蛋会怎样?是啊!他们会孵出两只可爱
的小鸟，小鸟们又会飞上蓝天为我们欢唱。

(3)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着书上的插图，把最后一小节齐读一次。

5、齐读全文。

六、课堂小结

1、你喜欢课文中的“我”吗?为什么?

(知错就改，爱护小动物)

2、让我们带着这种感情一起来读全文。(出示课件)



七、当堂检测

同学们，你们真棒，不仅理解了这首小诗，而且还读得这么
棒，老师相信接下来的学习也一定难不倒你们的!

1、我会读。(出示课件)

鸟蛋取下凉快一定捧着连忙轻轻地仿佛抬头投向

2、请选择一个词说话。

焦急不安轻轻地小心地仿佛

3、我最会说。

这首诗我们学完了，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说一说?

教师评价：

八、指导书写：

1、老师出示生字：连远

2、让生说说都是什么偏旁?

3、老师范写这两个字，生观察。师边写边提醒学生看清“走
之儿”的写法。(点和横折折撇两个笔画间要空一些，捺要平，
稍稍有些弧度。)

4、生描红、临摹

5、评议，师强调“定”的最后两笔，“向”的“口”要往上
一些。



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会认9个生字，会写9个字。积累描写春天的词语、句子。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春天的
美景，体验投身到大自然怀抱中去的情趣。

3、激发学生热爱春天的情感，调动学生主动去观察、发现。

教学重点：识记生字，积累词语，感情朗读

教学难点：体会春光的美好，体验投身大自然的情趣，养成
主动观察发现的习惯。

教学准备：歌曲磁带、cai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调动积累，激趣揭题

1、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随机板书：春天。

随着乐曲，师生回顾积累的有关春天的词句。

2、揭示课题：找春天。

师：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就和这几个新朋友一起去找
春天。

二、感知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自学生字。



2、在小组交流自学生字的方法。

3、出示句子，检查自学生字情况。

a、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

b、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c、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

d、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她，我们听到了她，我们闻到了她，
我们触到了她。

读通句子，检查生字读音情况。相机指导书写：探、躲

再读句子，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三、朗读课文，感悟积累

师：春天真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我们赶快和这几个小朋友一
起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吧！

1、学生读课文，结合图，找一找春天在哪里？

全班交流，读通课文。

2、把你喜欢的句子多读几遍，再读给同位听。

3、指名读喜欢的句子，相机指导朗读，感悟积累

（1）“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

读读演演：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读懂这一句，理解“害
羞”



（2）4—7自然段

a、指名读句子，相机出示填空题：

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篇三

1、运用各种喜欢的方式认识本课8个生字。

2、能正确、工整地写4个字。

3、朗读、背诵课文，感受语言的优美，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4、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

1、识字、写字是重点。

2、培养学生想象力及口语表达能力是难点。

生字卡片、课件。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熟悉的朋友。(课件展示：一
棵枝叶茂盛的高大的树)大树爷爷自述：小朋友们好，我是树
公公，别看我年纪大，可我身体很健康，生活得也很快乐，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有许多美丽又活泼的孩
子——《鸟孩子》。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生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生圈读生字。(文中戴小红帽的子娃娃是我们今天要认识
的新朋友，我们一边叫出它的名字，一边把它们圈出来吧!)



3、把圈出来的生字多读几遍，把它们的名字牢牢记住吧!

4、哪些字娃娃的名字容易念错，给同学们提个醒儿吧!当小
老师，教教同学们。

5、用生字卡片抽读、开火车读、抢读等多形式检查识字情况。

三、细读课文，入境悟情，展开想象

1、师生齐读课文。

2、同桌互相读课文，读完一遍后再交换读。

3、抽学生读，其他学生评价。让评价的学生说说最欣赏同学
读的哪些地方，学生积极说出同学朗读的长处，再指出不足，
教育学生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4、生看课件：枝叶茂密的大树上，闪动着各种鸟儿的身影，
洋溢着鸟儿们的叫声。

5、你觉得鸟孩子们穿的衣服怎么样?用“美丽”说一句话。

6、你觉得鸟孩子们在树公公、树婆婆的怀抱中，生活得怎么
样?怎样才能读出他们的快乐呢?抽生读第三句、赛读等。

7、假如你是一个鸟孩子，你想对树公公、树婆婆说些什么
呢?

8、讨论交流：鸟孩子们为什么爱树公公、树婆婆?

四、赏读全文，熟读成诵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最终达到有感情地
背诵。



五、指导写字

1、读本课要求写的字娃娃，给生字找朋友。

2、你最有信心写好哪个字?并说说写时应注意些什么?

3、师指点。生练习写(先描红，再练写)，师巡视指导。

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篇四

1、学习字词句，使学生受到识字、写字、画画、说话的训练。

2、读读背诵，积累成语与诗句。

3、学写铅笔字，认识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

4、口语交际训练学生学会做客，真善培养人际交往的能力。

1、巩固所学的生字，并能用生字说话。

2、口语交际训练。

课时划分设计：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习字词句。通过看文字画了解象形字的特点，感受字义
组合与事物之间的天然联系，最后在现实交际中完成连字成
词、连词成句的训练。

2、熟记成语，朗读诗歌。

教具准备：教学挂图、成语卡片、水彩笔。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题

1、（出示文字画）

2、这些都是古代人写的字，有没有发现这些字有什么特点？

3、对，所以这些字都是古代人写的象形字。

5、评比，谁写得又正确又美观？

6、这么多的景物，你能将这些象形字变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并介绍给大家吗？四人一组分工合作，看谁画得最美，说得
最好。四人相互商量。

7、评选最佳图画，同时将学生的画贴在黑板上。不光要画得
好，还要说得好。学生在下面说，其余三人出谋划策。

8、指名上来说，评选最佳解说员。

二、教学第二题

1、（出示挂图）你从图上看到了什么？

（1）小蚂蚁为什么要在炎热的夏天就背过冬的粮食呢？

（2）为什么在窗户上钉栅栏呢？

（3）为什么人们要忙着修筑水坝呢？

2、是呀，他们都在预防以后的困难，提前作好准备，到时就
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我们可以用这四个成语概括图上的'意思。

2、自读成语，读准字音。



3、说说你对这些成语的意思的理解。

4、齐读成语。

5、（出示图）图上画了什么？渔夫是多么辛苦呀？

6、读读诗，看看图，想想诗句的意思，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7、生互相交流。

8、指导有感情朗读，读出捕鱼的危险和对渔夫的同情。

10、指导背诵。

第一课时作业设计

一、写出反义词。

早——（）里——（）出——（）落——（）深——（）

粗——（）人无（）虑，必有（）忧高兴——（）

培智语文一年级教案篇五

这是一首儿童诗，写“我”和爸爸、妈妈在看书。课文有两
幅插图，与课文内容一致，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文。

1、指导学生识记“本、像、着、最、狗、叫、猫、跳、
又”9个生字。指导书写“又、手、书、本”4个字及以及词语
“一本书”。

2、正确、流利、富有情趣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内容，激发学生对书本的兴趣，培养他们爱看书
的情感和习惯。



1、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读懂课文内容。

2、激发学生对书本的兴趣，培养他们爱看书的情感和习惯。

课文插图、录音带。

一课时。

一、激趣引入

1、手拿一本书，提问：认识它吗?板书“书”，请同学们仔
细观察老师书写，注意这个字的笔画和笔顺。学生一起练习
书空。

[书”可以组哪些词?

2、告诉学生：读书的好处很多，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以《看
书》做题目的课文。

板书“看书”，读题。

[师：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二、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拼读一下，拼读准确了，再
往下读。

2、再读课文，一边读，一边画出生字词，读得不好的可请教
同学，或者问问老师。

3、你找到了哪些生字宝宝?生一边说师一边出示相应的生字
卡片，适时纠正字音。

4、同桌互相检查。(同桌互当小老师，认真听对方读，互相



纠正读音。)

5、出示生字卡片，检查认读，识记情况。

(1)你将采用哪些好办法记住这些生字呢?同桌相互记一记。

(2)全班交流识字方法。教师适机引导。

(3)再把这个生字所在的句子找出来读给大家听。

6、指名分节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并想想：文中写了谁在
看书?

三、看图学句

(一)读第一节课文。

1、看图一：图上画的是谁?(爸爸、妈妈和“我”。)他们手
里拿着什么?

2、他们手上的书像什么?出示第一段课文，读一读，看看课
文是怎样写的，看谁找得最快。

3、指导朗读。

师：看他们读得多认真啊!你们能这么认真地读书吗?

(1)自由练习读。先一句一句地读好，再连起来读。

(2)小组互读，看谁读得好。

(3)老师范读，学生评一下老师，说说老师读得好不好。

(4)表演读，看谁最勇敢，读得好。



(5)练习背诵第一节课文。

(二)读第二节课文。

1、看图二，小妹妹在干什么?谁来描述一下?

2、自由读第二节，说说爸爸、妈妈和“我”的书各是怎样的。
画出有关的词语。

3、指导朗读。你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这几句呢?

(1)指名读，读后评价。

(2)听录音(或师范读)，听清楚别人是怎样读的。

(3)自由练习读，多读几次，读好了，读给你的同桌听。

(4)比赛读，看谁读得好。

(5)读句子，说句子。

爸爸看_______书，妈妈看_______书，我看_______。我的
书_______。

(6)背诵全文

四、拓展延伸

师：你在家里看过什么书?你的书好看吗?小组交流。

五、学词写字

1、再读课文，把你喜欢的词语画出来，写在词语花篮里。

2、重点指导“手”“书”两个字，其余两个字可以先自己练



习，再指导。

六、教师总结

在教学时，我利用课文插图来导学课文，既训练了学生观察
图画、表述图画的能力，又巧妙地引入到了课文语句的学习。
识字教学开始注重识字方法的引导、归纳，使他们今后能轻
松、高效的识字，激发了学生的识字兴趣。阅读时引导学生
思考：为什么说我的书看?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使阅读变
得更加深刻、更加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