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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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沈从文描绘的湘西风土人情。

2.感受沈从文小说的语言特色。

3.走进作者构筑的善与美的理想世界，体会人性之美。

重、难点

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和细致含蓄的心理刻画。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简介作者沈从文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
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
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



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
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
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
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
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
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
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
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
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
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
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
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
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
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
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
“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
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
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
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
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
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
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
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
“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
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2.《边城》情节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
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
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
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
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_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
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
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
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
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
送觉得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
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
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3.人物可爱，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一大特征。他的作品所有
人物全都可爱善良，可又为什么能从中感到悲哀的分量呢?请
读课文。

二、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主要抓住翠翠心理，理解课文。

翠翠心中的凄凉——翠翠的父亲、母亲——翠翠的梦——爷
爷上城——爷孙谈“唱歌”——翠翠爱听“歌”

以翠翠的心理活动为主线，师生讨论下列问题：

1.第一段中，翠翠为什么会感到“薄薄的凄凉”?

明确：忙碌一天的世界要休息了，翠翠也闲坐下来。看着天
上的红云，嗅着空气中残留着的白天热闹的气息。不觉寂寞
惆怅涌上心来，看世上万物都那么生机勃勃，而自己的生活却
“太平凡”了，觉得“好像缺少什么”。内心_动不安的爱情，
却不能像雀子、杜鹃、泥土、草木、甲虫那样，热烈勃发。
和周围的景物相比，不由得感到“薄薄的凄凉”。



2.第二段中，翠翠为何要“胡思乱想”?翠翠和祖父之间有着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无论是他们二人，还是读者，对此都不
会怀疑。但是为什么翠翠会产生“惩罚”爷爷的念头?(是爷
爷不知道女大不中留，不理解翠翠的感情需要吗?不是，爷爷
早就在操持这件事了。是翠翠不知道爷爷的操持吗?不，翠翠
明白，爷爷永远会满足她的任何一个要求和心愿。)

明确：翠翠感到日子有点痛苦，“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她
觉得委屈，自然地迁怒到可以向之撒娇的祖父，她并不当真
地胡思乱想着自己出走以后带给爷爷的惩罚。注意，翠翠
的“惩罚”手段仍然是建立在两人亲情深厚的基础上，她深
知祖父爱她，所以让他尝尝失去她的痛苦。

更感人的是后面，只是这样一个念头，就吓坏了翠翠，她不
敢想像没有祖父的生活，竟不顾爷爷正忙着摇船，一次又一
次叫爷爷回家，仿佛晚一点他们真会分开。

其实，翠翠此时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或一件具体的事
情，她就是那么“莫名其妙”地感到日子空虚心情郁闷，这
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或不快，但又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
因为无法言说，所以没人能帮助你;因为确实存在，所以它总
在折磨你。这就是孤独感。

翠翠这清醒的白日梦，把一个少女单纯而隐秘的内心情感托
现给读者：因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哀怨的心理。

3.翠翠坐在溪边，为什么就“忽然哭起来了”?为什么无来由
地多次地“哭”?

明确：翠翠怀着满腔心事，无人能诉说。渡船上人们悠闲地
过渡，又有谁能了解她的心事呢?船上的人的安闲和翠翠内心
的波动，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表现出翠翠那看似无来由的哭
的深意。



翠翠无来由地哭，一要注意翠翠情窦初开的朦胧感情，一要
注意湘西这样闭塞但人情质朴的环境，翠翠的心理肯定不会
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女一样。

4.外公给翠翠讲父母的往事，注意引导学生把握此时翠翠心
理的微妙变化。

明确：翠翠的梦写了翠翠渴望得到幸福生活的躁动心理。翠
翠情窦初开，听到外公讲父亲和母亲浪漫的爱情故事,不由得
联想到自己的感情。因此梦见自己上山崖摘虎尾草。“平时
攀折不到手”的虎尾草，她很容易地摘到了。她内心里以前
对傩送朦胧的感情，现在明确起来了。“不知道把这个东西
交给谁去了”又表现出她内心的忐忑不安。

明确：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

明确：月光如水，等待的人却没有来。“一片草虫的清音复
奏”，更使翠翠的心乱，连芦管也吹得不好了。祖父吹了长
长的曲子，婉转的曲调使“翠翠的心被吹柔了”，心像月光
般清澈温柔起来。

8.最后，祖父唱了十个歌，翠翠为什么自言自语说：“我又
摘了一把虎尾草了”?

明确：翠翠最后听祖父唱歌，就是傩送昨晚唱的歌，心里踏
实了，她知道傩送也像自己爱他一样，爱着自己。她
说：“我又摘了一把虎尾草了。”这时她已经知道虎尾草要
交给谁了。

9.关于翠翠这个人物形象：

明确：翠翠天真善良，温柔_。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
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外公去寻
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



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
感情纯洁真挚。而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
箸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她爱的执著。

三、分析讨论作品人物间的亲情关系和爱情关系，感受湘西
民间独具的风俗美风情美。

1.翠翠和祖父的祖孙情：

明确：这是作品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相隔着中间一代人，
祖孙俩组成的家庭是残破的，所以在悠长的岁月中，祖孙二
人不仅生活上相依为命，也在感情上相濡以沫。可重点分析
第13章(课文前部分)翠翠的“负罪”和“赎罪”。再让学生
找表现祖孙亲情的文段，让他们意识到这真挚亲情是植根于
纯朴民风中的。

2.翠翠和天保兄弟的爱情：

明确：爱情的美好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对物欲的排斥，爱情愈
纯洁，其中包含的物欲成分就愈少。

课文节选的三章没有直接写到几个青年男女相爱的动机，但
却写到了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最动人的当然是傩送的歌声
和翠翠梦里的虎尾草。傩送用整夜的歌声表达对心上人的爱
慕，让人不由想起《诗经》《乐府》里咏叹爱情的美丽诗章，
这是湘西古风犹存的明证，更是这里的人把爱情视作圣洁感
情的表现。同样，翠翠在睡梦中受到歌声召唤，她摘取了一
捧虎尾草，准备送给意中人，一个少女纤尘未染的心豁然眼
前，让人感动。

可作补充的是翠翠父母的爱情，他们在对歌中相爱，在绝望
中殉情。爷爷对翠翠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
了你”，原来，翠翠就是纯洁爱情的结晶。



3.天保和傩送的手足情

分析中让学生感受悲剧中的人性美。

作者深情地歌咏亲情爱情的美丽，意图何在，这可能是个复
杂问题，可不必在教学中深究。沈从文先生在内地看到了许
多现代文明对传统美德的锈蚀和破坏，这触痛了他，这部小
说可能反映着他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
的善意和坦诚的思考和愿望，他把这些美好的愿望交给了家
乡湘西的乡亲，所谓“礼失求诸野”吧。

四、开放讨论题：小说中人物孤独感的分析。

五、教师总结

六、课后训练：

要求学生找出文中描写环境的内容，并思考：这些景物描写
有何共同特点?又有何作用?(提示：文中集中描写的有四
处——景情结合、烘托)

本教案以介绍沈从文和《边城》情节导入，抓住翠翠的心理
活动，重点分析人物形象和人物情感，感受边城的人性美。
教学中应以学生品读讨论为主，教师适当点拔。

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篇二

教学目标：

1.有表现力地朗读课文，在读文中继续体会课文词句的准确、
生动。

2．交流查找的资料和课外练笔成果，丰富课外知识，提高遣
词造句能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有表现力地朗读课文，在读中继续体会课文词句的准确、
生动。

2.交流课外练笔成果，提高遣词造句能力。

难点:

评改小练笔。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小朋友们，你们喜欢鲜花吗？喜欢鲜花什么？今天就让我
们走入花的世界，去领略一下花的美丽与神奇吧！（媒体出
示，配上轻音乐，学生在观看的时候可以小声议论。）

2、你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描绘你刚才看到的景象。（学生
自由谈感想，感受花的美）

4、这么多的花争着开放来比美真是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呀！
你们知道吗？这么美的花儿身上还蕴藏着许多奥秘呢！今天
就让我们来学习一篇有关于花的文章（出示课题齐读）

5、读了课题以后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二、自主朗读，感悟文意。

那就让我们先在课文找找答案吧。

1、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
通课文，喜欢的部分多读几遍。



2、课件出示词语(学生边读，边正音)

三、入境入情、自悟自得

1、美丽的“花钟”上到底是有哪些花呢？自由读课文第一自
然段，边读边找花。

2、交流：

a.课件出示文中提到的花:你认识它们么？来叫一叫他们的名
字吧!(牵牛花、蔷薇、睡莲、午时花、万寿菊、烟草花、月
光花、夜来香、昙花)

b.这么花是什么时候开放的呢？请找出相关的句子来说一
说(生边回答课件边展示相关句子)

a、读这句描写花开放的句子。（图文结合理解芬芳迷人、欣
然怒放，了解淡雅和艳丽是一对反义词）

b.如果改成这样跟原句进行比较体会：

凌晨四点，牵牛花开了；五点左右，蔷薇开了；七点，睡莲
开了；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了；下午三点，万寿菊开
了；傍晚六点，烟草花开了；月光花在七点左右开花；夜来
香在晚上八点左右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开放……（这样写
“开了”一词用得太多，过于单调、干巴，一点也不美。）

〈在比较中体验到课文用词的准确性，训练学生对好词的积
累〉

4、省略号告诉我们什么？

5、你也来试一试，用不同的表达方法来说“花开了”。



刚才我们通过认花、了解花是什么时候开放的以及用诗人般
的言语描绘花的.开放，现在，你们对花的感受不一样了吧!
带上你独特的体验齐读第一段。（课件出示图文结合的第一
段内容）

6、读了这段课文，小朋友们又会很自然地发出哪些问
题？(主要是“为什么这些植物开花的时间会不同”)

四、小组合作，自主解疑

1、自主探究

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一个一个回答，这节课肯定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2、分小组汇报，从中理解“原来植物的开花时间，与温度、
湿度、光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篇三

落实自主学习。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知识的获得是自主习
得的过程。以人为本、以同学的发展为本必需供认同学认知
基础，他们已经有了一定获得信息的能力、感受语言的能力。
教师要大胆放手把读书感知――读书感悟――读书体情的权
力给同学。叶老曾经说：“一篇文章同学也能粗略地看
懂。”教师就应该引导同学“试着理解、试着揣测”，从而
获得知识和情感体验。

加强合作学习。合作学习利于同学间、师生间语言交流、情
感沟通、思维碰撞。本课“说说自身的家乡在哪、什么样”
的口语交际过程，应是在同学间、师生间进行的，教师要给
同学交际的空间。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因区域不同而定）、
（因兴趣、想法不同而定）等。其间教师要深入小组中，注
意同学思维空间的打开，在合作中培养同学语言运用能力、



交际能力。但此过程还要注意尊重同学的个性体验。

力求学科整合。本课内容与美术学科联系甚密，且同学因年
龄小对画画又特别感兴趣。教学中教师要满足同学的这一需
求，让同学在语言与简笔画之间建起桥梁，培养同学的动手
绘画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

【教学目标】

1、认识“宽、虾”等12个生字，会写“贝、原”等6个字。

2、朗读全文，背诵自身喜欢的局部。

3、在老师的指导下，描画自身的家乡。尽可能多的引导同学
参与语文实践活动。

【教学重点难点】

说明：

教学重点、难点的确定要根据自身班同学的实际和家乡的具
体情况。

1、教学重点：

课文第2、3、4、5自然段，了解画的内容，体会爱家乡的思
想感情。

2、教学难点（依据第一、二册教材实际和同学的基础确定难
点）：

感知课文描写家乡景色的美丽；说自身家乡的样子；（确定
这个难点主要是想同学年龄小不会留心家乡什么样，或根本
不清楚家乡在哪。所以家乡一词要从广义理解：生活的所在
地、故乡老家等。但不要出现说自身家所在的楼。）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重点突破法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准备】

1、通过观察、访问或与家长聊天，了解自身家乡在哪里和它
的样子。

2、用小彩笔画自身的家乡或想象中的家乡的图片。

3、课文中图的课件或投影片。

【公开课教案】

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篇四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学会读文中9个生字，学会“放、
点”两个生字。

3、激发学生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感悟菊花不畏严寒的高贵品
质。

教学重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识写本课9个生字。

3、指导朗读第二自然段。

教学难点：

1、“一朵朵、一丛丛、一片片”的指导朗读与理解。

2、“放”的笔顺。

教学准备：

1、课件。

2、周末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公园去看菊花。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4、指导读题。

二、初读全文，整体感知。

1、过渡：看菊花?芳芳看到了什么样的菊花呢?下面请小朋友
们借助汉语拼音自己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不添字不
漏字。

2、生自由读文，师行间巡视，了解学生朗读情况。

3、初学生字。

(1)课件出示一组生字(都会读了吗?别着急，我们先来看看生
字掌握得怎么样了)。



(2)自由练读;指名读，相机指导;再指名读;齐读。

(3)去音节读，课件出示一组词语：菊花爸爸妈妈紫红的开放
离去许多一点儿

(4)开火车读;齐读。

4、检查读书情况，指名分节读文，师相机正音。

三、细读课文，品味语言。

(一)第一自然段。

1、谈话：星期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公园玩，你的心情怎么样?
瞧你说得多开心呀!能不能把这种愉快的心情带到第一自然段
中呢?你来试试。

2、指名读第一段;自由练读;再指名读。

(二)第二自然段。

1、过渡：要到公园看菊花了，多高兴呀，让我们赶快出发
吧!

2、课件出示一大片菊花及文字_________呀，公园里的菊
花_________。

公园到了，看到菊花，你想说……指名说。

老师也想说了：公园里的菊花好看极了。画面出示：公园里
的菊花好看极了。

3、指导读，你也想这样说吗?指名读，说一说“好看极了”
什么意思;再读读看。



4、课件出示：黄、白、淡绿、紫红色的菊花。

师：是呀，公园里的菊花好看极了，它们都穿着五彩的衣裳，
有黄的，有白的，有淡绿的，有紫红的，真漂亮呀!谁愿意来
试着读读看。

5、扩展：你还看过其它颜色的菊花吗?

6、指名读，齐读。

7、导入下一句：它们穿得那么漂亮，在干什么呢?……的菊
花可真多呀，让我们来数一数吧。

8、课件出现一组画面，板书“朵”，请学生上来用“朵”数
最上面一幅;再数下面一幅，数不过来呀，怎么办呢?板
书“丛”，别着急，老师送你一个词，再数;数第三幅，一丛
丛也数不过来了，那我们只能用“片”了，板书“片”。是
啊，菊花一朵朵，一丛丛，一片片，数都数不过来，让我们
发挥集体的力量一起来数吧，齐读。

9、谈话：咦，这儿怎么只有菊花?其它的花都到哪去了呀?原
来它们都怕冷，有的谢了，有的……只有菊花，正迎着深秋
的寒风开放呢!指名读：它们正迎着深秋的寒风开放呢。

10、看着这么美的，这么不怕严寒的菊花，人们怎么舍得离
去呢?指名读：人们边走边看，边看边走，舍不得离去。

11、课件出示第二自然段内容，齐读。

12、尝试背诵(师范背，你能学着老师这样吗?)。

(三)三、四自然段。

1、人们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他们会想些什么呢?指名说。



2、课件出示第三自然段内容，我们来听听爸爸是怎么说的，
放录音。

3、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4、听了爸爸的话，你有什么感想?课件出示第四自然段内容。

5、指名读第四自然段，指导读好“更好看了”。

四、学写生字，掌握写法。

1、课件出示生字，指名认读，读后用生字口头组词。

2、自学书后笔顺，指名说，课件出示笔顺，帮助记忆。

3、师范写生字，讲清书写要求。

4、在书上描红。

5、完成《习字册》。

一年级语文经典教案人教版篇五

一、复习导入：

1、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内容见一课时）

2、强化读生字字音。

二、记忆字形，学习运用，指导并练习书写：

1、记忆字形（体现自主性--有同学自主选择要记忆的汉字、
用自身喜欢的方法）

2、学习运用：重在思路指导。



三、指导书写（写字是同学重要的语文基本功。教师要下大
力量为同学打好基础）

以“原”为例：

1、观察分析：观察结构。

2、找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3、照例子描一描，感受位置。

4、自身照范字写一写，加强体验。

5、同学互评或教师参与评价，提高认识。

6、自身独立书写。

四、展示自身的绘画作品（若有的同学没画完，可给一些时
间继续画，作为课间休息）

同学分小组互说自身笔下的家乡，然后请代表全班交流。教
师要注意引导同学有序表达交流，学用课文语言，同时表达
对家乡的喜爱或期盼之情。

五、背诵课文展示

六、作业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