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 整十数
加减整十数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篇一

师：请同学们按要求摆小棒．(学生动手摆小棒．一名学生到

黑板上摆，其余学生在桌上摆)

师：左边先摆出2捆，右边再摆1捆．一共有多少根？

师：1捆是一个十，2捆是几个十？(2捆是两个十)

师：求一共有多少根？怎样计算？(边画集合圈，边板书)

列式：20＋10=

师：计算加法时，可以这样想：20是由几个十组成的？10是
由几个十组成的？“20＋10”是几个十加几个十？得几个十？
(按4人一组讨论，每人都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然后由一名
学生口述，教师板书)

板书：20＋10=30．

想：2个十加1个十，是3个十．

再摆小棒图(一名学生到黑板摆，其余学生看着他摆)



师：先摆3捆小棒，去掉1捆，现在还有多少根？(学生可能拿
走1捆，这时教师追问)

师：去掉1捆，怎样表示？(画虚线图)

师：现在还有多少根？怎样计算？(用减法计算)

列式：30－10=

师：计算减法时，怎样想？(这样想：3个十减去1个十，

是2个十，2个十是20)

所以：30－10=20．(学生口述时，教师板书)

齐读：20＋10=30，30－10=20．

3．做一做．(出示投影片)

师：请同学们看图列出一道加法、两道减法算式．(学生把算
式写在练习本上，指一名学生口述．教师演示投影片)

40＋20=60

60－20=40

60－40=20

师：你是怎样想的？

学生答：4个十加2个十是6个十，是60．

6个十减去2个十是4个十，是40．

6个十减去4个十是2个十，是20．



4．做一做．(出示投影片)

师：看图列出两道加法算式．(同上)

40＋3=4340＋30=70

师：对比这两个算式，说一说整十数加一位数和整十数加整
十数计算方法有什么不同？(同桌的.同学互相说一说)

(三)巩固反馈

1．口算练习(出示口算卡)

(1)20＋1030＋2040＋1060＋30

40－2050－3090－5070－40

(开始时说：怎样想的，后面从略)

(2)30＋650＋270＋1

30＋6050＋2070＋10

(3)8－39－25－4

80－5090－2050－40

(一组一组地出示，进行对比练习)

2．首尾相接练习．

3．凑百练习．

4．游戏：邮递员送信．



课堂设教学计说明

板书设计

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篇二

学生自己读，边读边想刚才老师问的问题：课文里写了春天
的哪些景物？

让学生回答问题，并板书：春雷

春雨

春风

春燕

小朋友

请5名同学分别读5小节，其他同学认真听

让学生回答问题，并板书：春雷            
醒

春雨            软

春风            绿

春燕            飞

小朋友          长高了

细读课文

齐读：以男生、女生分别读4小节，最后齐读第5小节的形式



齐读：每大组各读一小节，最后一节齐读

4人小组合作读课文，比比哪一小组合作得最好，我要请合作
得最好的小组上台来读

请一小组上台来合作读课文，其他同学认真听

对同学进行评价

现在女同学和男同学换一下，比比是女同学读得好，还是男
同学读得好。

对学生读进行简单评价

解释“柳梢”的“梢”是指柳条的末端，

全班齐读，再读一遍，能背的可以试着背一背（根据板书）

根据学生的背诵情况来评价，指出哪些是要注意的地方

课后反思：

在评课时，张老师建议以这样的导入展开。我也觉得很好。

展示作品，导入新课。（美术课上老师请小朋友画过）

1、分小组展示春天的图画。

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篇三

1、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

生：喜欢。



师：现在老师就带你们去寻找美丽的春姑娘。

（课件出示各种春景图，学生欣赏）

师：你们找到春姑娘了吗？有什么发现？

生：略。

用现代化的手段让学生“走进”春天，到学生最熟悉的生活
中去感知春天的景象，感受到春天明丽的色彩和蓬勃的生命
力，使学生自然的进入情境，为后面诗的教学打下情感的基
础。

2、诗中找春：

师：我也找到春姑娘了，她就藏在一首小诗里，请大家读一读
《柳树醒了》这首小诗，把课文读正确。

生练习读文。

我们来比一比谁读的最准却，最通顺，别人读的时候其他同
学认真听。

（报名读，评价）

师：同学们真会读书，那么你们也一定会找到春天吧！读读
小诗快把春天从小诗中找出来。（学生读文，思考）

3、想象说春：

师：春天真神奇，就像一篇篇美丽有趣的童话故事，让我们
展开想象再读一读小诗看看你的小脑袋里会出现一幅什么样
的美丽画面，你可以轻声朗读，也可以闭目想像。（播放音
乐，教师朗读课文，学生想象）



师：谁来把你想象了一幅画面，想看看吗？（放课件，动画）

4、朗读悟春：

师：在你们的小嘴里，春天就像一幅七彩图画，你们在把这
幅美丽的图画通过读表达出来吗？（学生自读课文）

师：把你喜欢的小节读给小组同学听一听。（小组互读互评）

师：谁读给我们欣赏欣赏？（指名读，评价）

师：我们把课文连起来读一读，还可以加上动作表演表演，
能背的就背一背。

（生自由表演读一展示表演读）

【教后反思】

整节课，我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
段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一开始，我用现代化的手段让学生
“走进”春天，到学生最熟悉的生活中去感知春天的景象，
感受到春天美丽的景色，使学生自然地进入情境。然后让学
生从整体入手，以读为主感知春天，了解柳树醒了，实际上
是春天到了。在读中用 “诗中寻春”代替你读懂了什么这样
一种形式，让学生初步感受到语言文字的优美，同时巧妙地
将春的气息融入教学的每一环节，在读中初步感受春天的美
丽后，让学生借助课文内容配上音乐想象美景，将积累的语
言材料变成形象的画面，从而获得丰富。生动。独特的感受，
再让学生将所见所闻所感说一说，让“画”又变成 “话”，
从而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来体验课文所表达的情感。最后，
让学生运用课内外积累的规范的语言，自由地表达出内心独
特的情感体验，感受学习语文带来的乐趣。

通过这节课，使我深刻认识到，教师应根据大纲要求能动地



发挥作用，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应给
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让学生通过手脑并用的探索活动，
体验学习的乐趣，培养自主学习。

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篇四

《柳树醒了》是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在孩子的面前的，题目就
运用了拟人的写法，课文是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春雷把柳
树从沉睡中叫醒了，她睁开了睡眼，春雨给她洗澡，春风给
她梳头，春燕跟她做游戏，孩子们也醒了，投入到了紧张的
学习中。教学这篇课文,是在春寒料峭的初春,没有花红柳绿、
姹紫嫣红的春天美景；没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动人场景；
没有草地碧绿、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色；所以教学垂柳迎风摇
曳，春雨沙沙沙、春风暖人、柳絮飘飞显得有点单薄，有点
远离孩子们的生活，但在教学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课前精
心准备，自我感觉以下两个片段颇为成功，值得回味。

片段一:

1、小朋友请你自由读课文，仔细想想柳树的好朋友们是谁?
他们是怎么帮助他醒的？

（我边问边在黑板简单画了一棵柳树，树干上一张沉睡的脸）

2、生动形象的简笔画立刻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激发了他们
朗读的兴趣，第一时间投入到大声朗读中。

学生读文后轻松回答：春雷、春雨、春风、春燕、小朋友

2、你喜欢谁，你想成为谁来帮助小柳树，选一个读一读，想
一想，你读懂了什么？

生1：我是春雷，春雷跟柳树说话了，柳树醒了，发芽了。



（师生对话：你怎么知道柳树发芽了？柳树醒了，就要开始
发芽，长大呀。）

生2：我是春雨，春雨给柳树洗澡了，柳枝弯了，在风中飘来
飘去。

（师生对话：你怎么知道春雨给柳树洗澡，柳枝就弯了，书
本上不是说软了吗？软了就是弯了。扮春雨的小朋友一边说
着，一边用手形象地比画着，我也顺势在柳树上画上弯弯的
垂柳。）

生3：我是春风，春风给柳树梳头了，柳树绿了。

生4：我是春燕，春燕跟柳树捉迷藏，春天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柳絮飞了。

生5、我是小朋友，我们和柳树玩耍，玩着、玩着，我们长大
了。

孩子们在解读中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准确、真实、可爱，
让人不由得赞叹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于是教室里再一次掀起了朗读的高潮，当孩子朗读的优美动
听时，我就把沉睡的柳树脸换成了笑脸；而当孩子朗读的不
够动听时，柳树依然沉睡着，同时鼓励孩子继续努力，让柳
树醒来。

反思：

这一片段，我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环境，让他们觉得不是让
他们去读课文，而是让觉得自己就是文本中的一员，然后融
入文本中，正在感受其中的美，让学生在愉悦的心境中理解
课文，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同时黑板上那棵沉
睡的柳树自然让童话来到了我们眼前，让柳树走进我们的课



堂，以此激发他们朗读的兴趣，为了让柳树睁开沉睡的眼睛，
孩子们可谓花尽心思，极尽本领，期望自己动听的声音唤醒
柳树，迎来它的笑脸。

片段二、

课外拓展：在春天里，还有什么也醒了呢？

美美地读了课文，理解了课文内容后，当我让孩子们说说，
春天还有什么也醒了时？他们纷纷说了蛇呀青蛙呀狗熊呀等
一些冬眠的小动物，也说了小草呀小树呀等植物。当我引导
孩子们能不能也模仿课文的语句说一说呢？刚开始，课堂一
下子静了下来，但随即就有孩子说出了“……青蛙呀，跳了
跳了。”顿时孩子们的思维被激活了，纷纷说出了：

“……草地上的雪人呀，化了化了。”

“……春风呀，暖了暖了。”

“……桃花呀，红了红了”

…………

反思：

真没想到，孩子们不仅诗模仿的好，而且，思维能更深一层，
让我一扫之前孩子们课外知识贫乏的感慨，你看，孩子们能
够抓住季节中有代表性的事物，一句“青蛙呀，跳了跳了”
就让人仿佛看到了池塘里蝌蚪群游的景色，“……草地上的
雪人呀，化了化了。”让人不由地想起，今天遭遇了百年不
遇的大雪，草地上的积雪确实没有融化完的事实”，“……
风儿呀，暖了” “……桃花呀，红了红了”……真不敢相信，
这一句句富有诗意的话，竟出自我班小朋友的口中，着实给
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心中忍不住提醒自己；只要引导有方，



孩子们的无穷潜力将会激发。

人教版一年级人之初教案篇五

《柳树醒了》是人教版新课标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第一篇
课文。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课文中的插图，让人感到
春天跳动着的生命力。春天是美好的，春天是迷人的，春天
是催人奋进的。下面是我对《柳树醒了》的教学反思：

理清课文内容。这是一首儿歌，讲述了在春雷、春雨、春风、
春燕的作用下，柳树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在整体感知环节，
先让学生自读课文，找一找是柳树是在谁的帮助下醒了?学生
读文后能够很快地找到是春雷、春雨、春风、春燕让柳树醒
了。这为学习课文内容做好了铺垫。

注重语言文字训练。春雷轰隆隆，好像在跟小柳树说话，他
会说些什么呢?引导学生想象说话，有的说：“小柳树，小柳
树，快醒来吧，春天已经到了。”有的说：“小柳树，快睁
开眼睛看看，春天来到了。”这一说话训练的设计即深入引
导学生感悟春天到了，万物在春雷的催促下发生着变化，又
训练学生依据创设的情境说合理的话。这篇儿歌句式相似，
用词准确丰富生动，是训练学生准确表达的好例子。学完课
文后，在课堂拓展环节“春天来了还有什么醒着呢?”同学们
根据课前的观察，回答的非常踊跃。然后出示句式引导学生
说话：__________跟__________说话了，说着说
着，_________。如：有的同学说：“春雨给小花洗澡了。洗
着洗着，小花哟，红了。”有的同学说：“春风给小草梳头
了。梳着梳着，小草啊，绿了。”从他们的口中，美好的春
天以诗的语言源源流淌。

诵读与背诵结合。课文优美生动，篇幅短小，段式相似，于
是我将读诵和背诵结合起来，提高效率。先感情朗读，引导
注意用词的丰富多样，如“呀、哟、啊”等语气词的变化，
然后看着板书，和老师一起背，最后激发比赛欲望，看谁背



得又快又美。

这堂课我将教学环节删繁就简，整合提炼，缩短教学时间，
突出重点，提高实效。当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孩子刚刚
开学，还处于收心阶段，注意力不够集中，发言积极性不够
高，朗读放不开，感情不到位。在接下来的教学中，要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课堂，参与活动，以便提高课堂
效率和教学质量。

《柳树醒了》是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在孩子的面前的，题目就
运用了拟人的写法，课文是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春雷把柳
树从沉睡中叫醒了，她睁开了睡眼，春雨给她洗澡，春风给
她梳头，春燕跟她做游戏，孩子们也醒了，投入到了紧张的
学习中。教学这篇课文,是在春寒料峭的初春,没有花红柳绿、
姹紫嫣红的春天美景;没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动人场景;
没有草地碧绿、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色;所以教学垂柳迎风摇曳，
春雨沙沙沙、春风暖人、柳絮飘飞显得有点单薄，有点远离
孩子们的生活，但在教学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课前精心准
备,我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环境，让他们觉得不是让他们去读
课文，而是觉得自己就是文本中的一员，然后融入文本中，
正在感受其中的美，让学生在愉悦的心境中理解课文，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同时黑板上那棵沉睡的柳树自然
让童话来到了我们眼前，让柳树走进我们的课堂，以此激发
他们朗读的兴趣，为了让柳树睁开沉睡的眼睛，孩子们可谓
花尽心思，极尽本领，期望自己动听的声音唤醒柳树，迎来
它的笑脸。激发了学生的朗读兴趣。

春雷跟柳树说话了，

说着说着，

小柳树呀，醒了。

春雨给柳树洗澡了，



洗着洗着，

小柳枝哟，软了。

春风给柳树梳头了，

梳着梳着，

小柳梢啊，绿了。

春燕跟柳树捉迷藏了，

藏着藏着，

小柳絮呀，飞了。

柳树跟孩子们玩耍了，

玩着玩着，

小朋友们，长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