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 一年级语
文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篇一

（人教社课改实验教材第一册）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韵文，讲的是一群“小画家”在雪地里“画画”的
事，课文形象的讲述了四种动物爪（蹄）的形状和蛙冬眠的
特点，课文语言简练，内容浅显易懂，充满童趣。

教学理念：

依据课标精神，本节课的学习活动建立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
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
们的求知欲，给学一提供充分的参与活动时空，帮助他们在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学会生字，自读自悟课文，
提高认字，阅读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团结合作精神，
以及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目标 ：

1、认读11个生字和2个偏旁，学写一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点：认读生字和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识记生字。

教学准备：投影仪，录音机，情境图，各种图片。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

出示小雪花模型，有小雪花的语气说话）我是小雪花，小朋
友们好，秋去冬来，我又回到你们身身边了，你们高兴吗？
那你们愿意 和我一起到雪地里去玩吗？快看，我们到了！
（出示情境图）

谁能说说你眼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学生看图描述）

（师用小雪花在图中飞舞演示）小雪花飘呀飘呀，飘在房子
上，房子白了；飘在树枝上，树枝白了；飘在大地上，大地
像铺白色的地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走来了几位小动物，
大家看是谁来了？（师在情境图上贴上小鸡，小狗，小鸭和
小马的图片。）

猜猜他们来干什么？（板书课题）

二、自主识字：

2、借助拼音，试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3、自学生字：

（1）比一比，谁是“火眼金睛”，找出藏在课文中的认读生
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同桌互相读字，纠正字音。

（3）用投影出示所有生字，齐读。

（4）请你们来当小老师，提出容易读错的字，请同学们注意。

（5）哪些字，你以前就认识，你是怎么认识的？

（6）想办法把你不认识的字记下来，同桌间互相交流。

（7）汇报记字方法，提出不好记的字。

4、检测自学情况：用小雪花出示不注音的字，让生认读。

三、朗读感悟：

1、自由练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

2、指导读，评价。

（1）师范读课文，同桌练读。

（2）指名读。a谁能勇敢地说，我读得好！b谁能诚实地说：我
读得还不够好！

（3）齐读课文。

3、演示，感悟课文内容。

（1）师用图片在情境图中进行演示。（发出小动物的叫声，
随之留下脚印。）

（2）汇报：你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启发想象：还有哪些小动物会到雪地里画画呢？（引发



学生想象）

4、启发谈话，再读课文。

（引导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再读课文）

四、指导书写。（略）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篇二

一、教学目标 ：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

4、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识字、写字和朗读课文；

三、教学准备：冬天大雪场景图片、录音机，生字卡片、小
红花、彩色笔。

四、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会读并记住生字；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小
动物的兴趣；正确朗读课文。

二、教学过程 ：



（一） 交流信息，谈论冬天 ：

子都冻在玻璃里了，多美的一幅画呀！谁来和老师一起说说
冬天？

2、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房子上、树上、地上全都白了。
早晨天晴了，一群群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
玩得多高兴呀！这时候，又来了几个新朋友，也想跟他们一
起玩，他们在干什么？引出《雪地里的小画家》并板书。

3、出示冬天雪后小朋友堆雪人、打雪仗图片。一边放音乐，
一边说出自己看到的事物。（让学生能从不同侧面了解冬天，
把学习与生活联系，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 初读课文，主动识字：

1、请学生自己读这首诗，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解决。可以查生字表、问同学、猜一猜等。

2、 同桌俩互读课文，注意生字读音，想一想：雪地里的小
画家都有谁？

四人小组内认字，看哪个小组记的方法多、方法好：

（1）4人一组。由四人小组长负责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读；

（2）当小老师教读；

检查认读生字情况：开小火车——抽读——接读。

（三） 赏读课文，扩展想象 ：

评比活动，他们都画出了非常美丽的图画，一起看看他们都
画了什么？



学生边说，老师边以简笔画的形式板书。

2、为什么称他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2、 让学生自主赏读喜欢的地方。

（四）作业 ：完成图画，朗读课文。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篇三

人教版第一册第17课《雪地里的小画家》第一课时。

1、自主识记11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狗、小鸭、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自主识记11个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通过朗读，知道小鸡、小狗、小鸭、小马这四种动物爪（蹄）
子的不同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一.情境创设，引入课题。

1.师：同学们，昨天晚上动物王国下了好大好大一场雪，早
晨起来，开门一瞧，大地一片银白，就像盖了一床厚厚的棉
被，小树也穿上暖和的白棉袄。你们想看吗？（出示雪景图）
小动物们还进行了一场画画比赛呢，今天，老师把这幅画也
带来了（出示动物脚印图）看到这幅图你想说什么呢？今天
我们就进行一场雪地朗读比赛，看看谁能找出问题答案。

2.生伸出手指和老师一起写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



3.猜字谜：一块豆腐分四块，放在锅里盖上盖。（画）

4.生齐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自主识字

1.怎样能把课文读得又流利，又有感情呢？请同学们听了好
听的课文以后告诉老师答案。（课件出示课文朗读视频）

2.自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

3.检查生词（开火车读）加拼音读、去拼音读。

4.师：片片雪花都飘到老师的手上来了，雪花还悄悄地告诉
老师，谁认识它和它的好朋友，并且告诉大家是怎么记住它
的，雪花宝宝就跟谁回家（雪花生字回家游戏）

三.细读课文，指导朗读

1.师：请同学们闭上眼睛休息一下（播放音乐下雪图，生在
老师的情景引导下睁开眼睛，）早上起来，睁开眼睛，打开
窗户，一看：哇！下雪啦，下雪啦！

指导朗读（开心、高兴地读）

2. 师：细心的小朋友读课文时，谁发现一个奇怪的符号？
（出示：！）

生：感叹号。

师：认识了感叹号，那么感叹号该怎么读？听老师读（师范
读第一句，读出雪后喜悦的心情）。

生仿读。



3.师：这时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这一群小画家指的是谁
呀？

师：同学们刚才都用“参加”造句了，老师也想造一句：今
天有一群老师在讲课。引导生纠正错误，理解“一群”含义，
并造句。

4.师：小画家们分别画了些什么？课文中是怎样连起来说的？
请同学们读课文第三句。

生读第三句。

师：同学们，老师这里有四种图形，谁能认出它们是谁画的
画？（出示实物投影：四种脚印）四位同学分别给四只动物
贴图。

师：你们能不能按自己贴的图说一句话？

（引导生：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
月牙）。

师：同学们平时画画用什么？小画家们用什么呢？

5.师：它们为什么能画出那么漂亮的图画呢？（因为小动物
爪子形状就很好看，所以画出来的画就很漂亮。）

6..师：这么美的雪天，小动物们都来到雪地上作画，怎么没
有看见青蛙兄弟呀？它到哪去了？（睡觉去啦。）

师：那我们去叫醒它吧，让它出来画画？（青蛙冬眠了）。

师：青蛙是益虫，请小朋友们不要打扰它，让它好好睡觉吧，
等到明年睡醒后，它还会帮我们捉害虫。

师生互读5、6句，同桌互读。



四.指导整体朗读

师：你想和谁挑战朗读，就去找他比赛吧（生自由找朋友读）

五.作业拓展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篇四

一、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

4、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识字、写字和朗读课文；

三、教学准备：冬天大雪场景图片、生字卡片、小红花、彩
色笔。

四、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会读并记住生字；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小动物的
兴趣；正确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 谈论冬天,激发兴趣 ：



1、导语：冬天到了，漫天飘起了雪花，湖面很快就变成了大
玻璃。那些红色的、黄色的叶子都冻在玻璃里了，多美的一
幅画呀！谁来说说冬天还有哪些美丽的景色。

3、板书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

（二） 初读课文，主动识字：

1、请学生自己读这首诗，遇到不认识的字画出来，并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解决。可以查生字表、问同学等。

2、四人小组认字，看哪个小组记的方法多、方法好：

（1）由小组长负责进行教读，读准字音；

（2）当小老师教读，识记字形；

3、检查认读生字情况：出示生字卡片，开小火车读——抽
读——接读。并说一说你用什么方法识记汉字。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多美
的一幅画呀！

5、交流读文所得。

（三） 赏读课文，扩展想象 ：

学生边说，老师边以简笔画的形式板书。

2、为什么称他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3、小动物们是小画家，你们也是小画家，快快拿出自己的画
笔，发挥你的想象力，把自己想到的用画笔展现给大家。在
柔美的音乐声中挥笔作画。



4、让学生读一读喜欢的地方，准备好了，读给大家听。

（四）作业：完成图画，朗读课文。

一年级语文雪地里的小画家课篇五

一、教材简析：

《雪地里的小画家》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十七课。该课是一首极富童趣的儿童
诗歌，同时也是一首融入了科谱知识的儿歌。课文以下雪天
的雪地为背景，用生动的拟人手法及形像的比喻，生动活泼
地讲述了一群小画家在雪地里画画的事。巧妙地利用小动物
踩在雪地上的脚印来描述了它们的脚的形状特征。最后还运
用了一个设问句来指出青蛙没来参加“画画”的原因，从而
向学生暗示出青蛙需要冬眠的知识。

二、教学设想：

新课标指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课的设计以游戏导
入，抓住了一年级小学生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识字教学是低年级教学的重点内容，第一课时，
我设计了一系列的识字环节，放手让学生自主识字，然后小
组合作，让学生互相识字，然后小组合作，自己悟出识字方
法，并交流识字方法。以此来提高课堂识字效率，并培养学
生与人合作的精神。本课的设计还注重让学生在读中悟情，
逐句分析，从读中体会小画家们雪地作画的喜悦，从而达到
使学生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向往冬天的情感目标。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课文11个生字及“虫、目”这两个偏旁，会



写“几、用、鱼”3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
种动物的爪（蹄）子的不同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征。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尽情朗读课文，在读中体会出“雪地里的小画家”的喜悦；
通过“观察、自主探索、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帮助理解课
文内容。

3、情感、态度目标：

（1）、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使学生从内心喜欢这类琅琅上口的儿童文学作品，愿
意主动去背诵。

四、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识字、写字和理解课文，知道小鸡、小鸭、小狗、
小马，这四种动物的爪（蹄）子的形状特征以及青蛙冬眠的
特点，并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品悟到雪地画画的喜悦，从而
引发学生对冬天的自由往来。

教学难点：理解课文第三句（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
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五、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朗读课文，识字 、写字教学。

第二课时：分析、感悟、背诵课文，巩固识字（在语境中了



解字义）。

六、教具准备：

幻灯片，小动物及竹叶、月牙、枫叶、梅花的图片，生字卡
片。

七、教学过程：

（一）、游戏激趣，揭示课题。

游戏导入：上课伊始，老师端出装有热水的盆子，叫几个学
生到黑板前把手放进热水盆浸湿然后在黑板上做手印板画的
游戏。

老师：小朋友们画的画可真漂亮，我们的小朋友呀，个个都
可以当“小画家”了。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介绍几位新朋
友，它们呀都是小画家喔，这些小画家的本领可高了，它们
画的画可漂亮了。它们画画的地方很特别喔，小朋友请看
（播放课件“雪地”）这是什么地方？（生回答）没错！今
天我们学习的是（出示课题，学生齐读课题《雪地里的小画
家》）。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小学生活泼好动，抓住小学生爱玩的
心理特征，以玩游戏的方式导入课题，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
兴趣。

（二）、朗读课文，初步感知

小朋友们齐读课文，然后老师范读课文，请小朋友自己评评
老师读得怎么样，老师也评小朋友读得特怎么样，共同讨论
究竟是老师读得好还是小朋友读得好。最后老师小结。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朗读，然后互相评论，互相学习，实



现师生的平等对话。

（三）、识字、写字教学

1、自由朗读课文：

（1）看准拼音，画出课文中的生字和自己不认识的生字词。

（2）小组讨论，共同解决组员所画出来的生字词。

（3）小组派代表汇报学习情况：汇报小组所画出来的生字词，
及汇报解决的办法。

（4）老师小结出小朋友解决生字词的办法，并让小朋友们学
会运用这些办法解决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遇到生字词。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让学生互相帮助，自己悟出识
字的方法，并交流识字方法，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

（四）、读中悟情，背诵课文

1、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并找出全文一共有多少句。

2、逐句学习，感悟课文，老师指导朗读。

（1）、学习第一、二句：

a、边看多媒体课件（下雪，小动物在雪地上玩耍），边齐读
第一、二句，提示注意第一句的感叹号，引导学生读出激动、
喜悦、快乐的心情。

b、注意第二句中是怎样形容那些小画家的，用了一个什么词？
（一群）

[设计意图]：创设情景，感悟课文，并结合课文语境理



解“一群”的意思。

（2）、学习第三句（教学重、难点）

a、老师：齐读第三句，找出雪地里来的小画家分别都有谁？

[设计意图]：带问题阅读，明确阅读目标。

b、老师：找到了雪地里的小画家了吗？它们分别是谁？它们
都画了些什么？（生分别回答各问题）

c、老师：咦！老师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小鸡画竹叶，小鸡
画的真的是竹叶吗？有哪位小朋友能为老师解决这个疑问呢？
（引导学生回答，那些竹叶其实是小鸡的脚印，以些类推，
梅花、枫叶、月牙也分别是小狗、小鸭、小马的脚印，然后
用多媒体演示出小动物踩出脚印的全过程。）

d、老师：大家都知道了那些画是小动物的脚印，现在谁上来
认一认这些脚印都是谁的，并将它贴到黑板相应的位置上，
下面的同学就做一做课后的连线题。把小动物与它们的脚印
分别连起来。（老师在黑板贴出四个小动物的图片，学生上
台贴脚印。）

e、老师：这里还有一些漂亮的图片，请小朋友帮老师贴到与
它们相似的脚印下面。

（多媒体演示小动物脚印与四种自然物重合的过程，然后老
师与学生共同小结出四种小动物的脚印的形状特征。）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小学生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竹叶、
月牙、枫叶、梅花”这四种自然物与动物脚印之间的联系存
在着一定的思维距离，这个环节的设计借助贴图和多媒体帮
助学生通过观察，把这四种自然物与动物脚印联系起来。



（3）、学习第四句：

在上一句学习的基础上理解这些小画家画画是用脚在雪地里
踩出来的，画得又快又好。老师指导学生朗读时要读出小画
家们的自豪感，突出“几步就成”这个词。

（4）、学习第五、六句（冬眠是教学重点）

a、老师：小狗说，今天它一个最好的朋友没来，它呀，从不
在雪地里画画，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它是谁吗？他为什么
不来？现在小朋友们自由朗读最后两句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
（生读后回答）

b、老师：青蛙睡着了，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睡觉那样第二天就
会醒来呢？（引出冬眠，老师向学生解释冬眠与睡觉的不同。
）

（五）、知识拓展

a、老师：除了青蛙会冬眠外，还有那些动物会冬眠呢？（生
根据课前收集的资料回答，老师一旁点拨）

（六）、有感情朗读课文并背诵

1、放音乐，随着轻快的音乐齐读课文。

2、背诵课文：

（1）、边看课件，根据情景背诵课文。

（2）、自己尝试背诵课文。

（七）、课堂总结：



1、让学生自己说一说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有哪些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