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 小学
一年级音乐教案爱劳动(实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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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一

教学目标：

2、认识字母谱f s。

3、能主动投入编创歌词，编创动作，填充字母谱，编创旋律
等音乐实践活动。

教学内容：

1、欣赏《海娃的歌》、《劳动歌》

2、演唱《不再麻烦好妈妈》、《种玉米》

教学前思：

教学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聆听《劳动歌》、表演《不再麻烦好妈妈》

教学目标：



2、编创歌词、动作等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

教学准备：小矮人面具、劳动工具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从童话故事中体会劳动的快乐：

1、谈话：你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在故事中你最喜欢谁？
为什么？

（引出小矮人）

（设计意图：用童话故事导入，贴近学生的生活，容易引起
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2、欣赏《劳动歌》

问：小矮人们一边在唱歌，一边在干吗？

（设计意图：初听时不加录象，让学生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培养他们的想象力。）

3、（复听）跟着音乐表演小矮人劳动时的样子。

第一遍一部分学生跟老师做。

第二遍另一部分学生自编动作做。

4、观看录象：仔细观察他们劳动时有哪些动作？你最喜欢哪
些动作？进行模仿。

（设计意图：通过看录象模仿动作深入学生生活，激发学习



兴趣。，）

5、和小矮人一起劳动

6、请“七个小矮人”带上面具表演，其他同学评价。

三、从身边的事情中体验劳动：

1、谈话：你愿意做勤劳人还是懒惰人？

家里谁最勤劳、最辛苦？我们怎么办？

2、节奏练习：学生按节奏做各种劳动的动作

（学生做各种劳动的动作）

3、初听：《不再麻烦好妈妈》（录音机播放）

说说：歌曲中的小朋友他会做什么事？（看大屏幕幻灯片、
唱唱词）

4、编创   用“自己         呀”按节奏地说
说

（设计意图：通过歌词的创编让学生自由说说自己能做的事）

5、学唱歌曲：（大屏幕显示全曲）

1） 轻唱歌曲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演唱

3）演唱和律动

4）用自己创编的歌词唱唱（与同学分享成功的喜悦）



6、总结：不仅要帮助妈妈，还要帮助其他人，自己能做的事
自己做。

四、再次表演《劳动歌》 “下班回家”

教学反思及评课：

一、成功的地方：

二、欠缺的地方：

1.情感的激发欠缺。歌曲演唱总觉得学生的感情不够完全投
入。 

2.欣赏部分花的时间偏长了些，以至于后来的时间显得很仓
促。

4.在“自己  x x| x   呀|”的格式书写，为了让学生对乐谱有
个整体的感知，节奏谱和歌词谱还是分层写出较为合适，如
上面写：“ x x  x x  |  x   x  |”，下面写 “自
己  ？？| ？  呀|”。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二

1、认读生字、词语，读懂课文。

2、教育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要沉着、冷静，只有动脑筋，才能
想出好办法。

让学生明白砸缸救人的前因后果。

3课时。

小黑板、生字卡片



第一课时

1、读通课文。

2、认读、拼读词语。

1、定向。

（1）读通课文，提出要求。

（2）思考：谁砸缸救人，请介绍一下这位名人。

2、自学课文。

要求划下新词，思考问题。（老师来回巡视，指导困难生

发现问题，帮助解决）

3、练习。

（说话练习）

（1）读通长句。（只听扑通一声，一个躲在假山上的.小朋
友，脚下一滑，掉进了旁边一个盛满水的大缸里，一下子就
没了头顶。）

（2）给课文标段号。

（3）理解谁砸缸救人？介绍司马光。

（清楚“复姓”两个字）

（4）说话练习：“司马光是……”。

4、词语认读。



砸缸 伙伴捉迷藏 亭子躲在 扑通 急中生智 哗夸 机智勇敢

5、作业 。

（1）读课文1遍。

（2）认读词语，完成练习1。

（3）抄写词语1遍。

第二课时

1、复习生字、新词，训练朗读。

2、分析课文，学习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

1、填空：砸缸救人。

2、介绍司马光。

3、复习生字、新词。

1、读读划划：为什么要砸缸救人？

2、填空：这是一只（ ）缸。（大、厚、重）

3、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砸缸？为什么会来不及？

4、读1、2段。

1、自读第三段，圈词：体现别的孩子惊慌的词。（惊，高声
喊道，吓傻了，赶紧）

2、朗读训练，读出孩子们的惊慌。



3、思维训练，理解“没有慌神”和“急中生智”这两个词。

（1）师：没有慌神，说明他怎么样？（很镇定）

（2）急中生智。“急”，司马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第二
段

最后一句话）“智”，哪个词突出了智？（砸）

4、说话训练，说清楚司马光砸缸救人的原因。

5、读读演演第四段。

6、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使劲向那口缸砸去？

思考原因：缸大，人小，力气小）

1、师：水多吗？哪个词说明水多？（哗哗）

2、师：大家都夸司马光是个机智勇敢的孩子，机智体现在

（想出办法），勇敢体现在（没有慌神）。

夸夸司马光。（你真是个好孩子！）

学了司马光砸缸救人，我们懂得了遇到紧急是件，要沉着冷
静、动脑筋、想办法。

有表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复习词语，朗读课文，听写生词。

1、复习词语：



强调：亭子、捉迷藏、哗、夸，这四个词的读音。

2、朗读课文。

3、听写词语。

强调：稻的第十二笔、藏的第六笔、第十一笔、砸的第七笔，
慌字中间没有—点。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三

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活动对学生理解数学的重要性，认为学
生的实践、探索与思考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条件。这个课
例就本着这一理念为指导，创设了一个个“做数学”的机会：
让学生说一个自己喜欢的数字，并用卡片写下自己所编的算
式题；小组讨论分类的标准、依据，各自说说自己的思考过
程，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开放思维空间，不仅锻炼了学生
的数学能力，还可以改善学生的情感态度，培养学生“做学
问”的素养。本节课，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四

1．今天我们用珠子和数位表上一节数学课。

2．复习。

[教师：在数位表中，右边起第一位叫什么位？（个位）第二
位叫什么位？（十位）

教师拿出一个数字卡片1放在个位表示多少？（一个一）

若数字卡片1放在十位上表示多少？（一个十）



教师强调：放在不同的数位就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可以表示
一个一，一个十，一个百]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五

生1：我喜欢60，因为我们班有60位小朋友。

生2：我喜欢7，因为我今年7岁了。

（老师把学生说的数字一一写在黑板上。）

师：大家说了这么多喜欢的数字。那么，你们能不能选择+其
中的两个数字组成一道加法或减法算式？能的话将它写在卡
片上。

生1：给它们分类。

生2：按顺序排一排。

师：小组内讨论一下，按什么顺序排？理由是什么？

组1：我们组认为按得数大小排比较好。

组2：我们组认为按计算方法排比较合理。

组3：我们组同意2号组的意见。我们还把加法计算题分成两
类：一类是进位加法，一类是不进位加法；还把减法计算题
也分成两类：一类是退位减法，一类是不退位减法。

师：说得真好！就请你上来帮老师来归归类。

师：选择你最喜欢的一道题说说你怎么算出来的？

生1：我来说进位加法36+8。我是这样想的，先把8分成4和4，
先算36+4得40，再算40+4等于44。



生2：30+58，先算30加50得80，再算80加8等于88。

生3：95—40，先算90减40得50，再算50加5等于55。

师：每个同学都有自己最好的方法，真了不起。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来复习100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板书课题。）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六

让学生自己读课文，如有不认识的字，引导学生回忆，让他
们向别人请教。“村”是本组学的生字，要注意巩固。然后，
让学生简单说说短文写的是什么。最后，用竞争的办法，看
谁先把短文背下来。背诵时，注意不要用唱读的方式，而要
用正常朗读的方式。

训练学生朗读和背诵的能力。

小学劳动教案一年级人教版篇七

1、引导学生发现汉字规律，自己小结识字方法，学习自识字。

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可放手让学生去观察、议论，鼓
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

2.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再加以归纳。如“熟字加偏旁”、
“熟字换偏旁”等。

3、掌握和运用两种识字方法，教师引导学生从本处列出的字
中，发现其它的识字方法，还可说说自己用什么方法记住了
课外看见的字。

4、生字条中的7个生字，让学生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巩固、
检查认读和识记情况。用生字卡片巩固，通过读词语巩固。
如：评比、家访、挤进、邮车、局长、轿子、钱包等。



这个教学安排中出现的识字方法，同学们在上学期的学习中
已经接触并学会了应用，发现规律不会很难，可以联系口语
交际把意思表述完整。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学习识字的两种方法，并练习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