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优秀9篇)
教案的编写过程需要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能力水
平，并结合课程要求进行合理安排。这里有一些备受好评的
初中教案示范，希望能够为您的教学活动提供一些指导和建
议。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一

1、了解松鼠的习性。

2、学习课文由总到分，条理清晰地介绍小动物，培养学生的
概括能力。

3、学习本文抓住事物的特征进行观察和生动形象的说明方法。

1、通过讨论，训练学生掌握根据事物的特点组织材料的方法。
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2、通过学习能够掌握有关松鼠的一些特征、习性方面的知识，
体会文章语言的生动、形象、准确。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情感。

1、对事物特征的观察。

2、形象生动的说明。

3、语言准确性的把握。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理清文章层次，学习课文能扣住事物特征进行说
明。

教师先画出松鼠的尾巴让学生猜，老师想画什么动物，当学
生猜出老师想画的是松鼠时，追问学生是凭借什么猜出的`，
学生说出是凭借尾巴时，肯定学生的想法，并表扬学生平时
观察动物能抓住动物的体貌特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法
国博物学家、作家，布丰的《松鼠》。

1、学生朗读课文。

2、说说松鼠给你留下整体的印象是什么?

(漂亮、驯良、乖巧，很讨人喜欢。)

1.松鼠是一种漂亮、驯良、乖巧，讨人喜欢的动物。找出文
章中相应的段落，理清文章的结构层次。

明确:

第一部分：(1)总括松鼠漂亮、驯良和乖巧的特点。

第二部分：(2～5)具体说明松鼠的漂亮、驯良和乖巧的特点

第2段，松鼠的漂亮。

第3段，松鼠的驯良。

第4、5段，松鼠的乖巧。

第三部分：(6)补充说明松鼠的其他特征及它的用途。



顺序：先总说——再分说——最后补充说明

2、讨论：第一段中的漂亮、驯良、乖巧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
换?为什么?

明确：第二段至第五段的安排是根据第一段“漂亮、驯良、
乖巧”三个词的词序写的，先说明松鼠漂亮的形体，再说明
其习性由表及里，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

3.研读相应段落，探究特点从几方面说明

学生自己合作探究后，师生共同归纳。

漂亮：从面容、眼睛、身体、四肢、尾巴、坐姿和吃相等方
面表现它的特点.。

驯良：在高处活动、不接近人的住宅、晚上活动、常吃的食
物等，是从活动的范

围、时间、主要食物和寻食的习惯等三方面表现它的特点.。

乖巧：从过水方法、警觉性强、跑跳敏捷、叫声以及窝址的
选择、搭窝的方法

窝口的特点方面表现它的特点.。

课文非常清晰地从松鼠的漂亮、驯良、乖巧三个方面写出了
松鼠的特点，表现出了松鼠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动物。
希望同学们课下再认真看看，学习课文的结构思路。

写一篇：我喜欢(熟悉)的一种小动物

板书设计：

松鼠



总：松鼠的特点(1)

漂亮：面容、眼睛、身体、四肢、尾巴、坐姿和吃相(2)讨

分驯良：范围、时间、主要食物和寻食的习惯(3)人

乖巧：动作、筑窝(4～5)喜

有用的小动物(6)欢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理解课文语言的生动、形象和准确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二

1、领会文章深厚的主旨，体会文章对于残酷战争的控诉。

2、领会这篇微型小说蓄势和铺垫的重要性以及结尾无声胜有
声的效果。

这是一篇微型小说，在不足四百字的文章里涉及的是一个沉
重的话题：战争的残酷性。作者截取火车上短暂的一幕，以
后备役老兵的一段话为小说情节的核心，隐去所有背景、过
程的交代，而把惨烈的战争后果直接推到读者的面前。小说
的篇幅极短，却包孕着丰富的内涵;情节如此简单，却有着极
强的可读性。

1、重点：品味文本中的词句，理解作者蕴涵其中的感情。

2、难点：小说如何运用抖包袱的手法将情节推向极至。

这篇微型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意想不到的结尾，所以优秀
的微型小说并不在于要有巨大的字数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我



们在品味这篇文章时就应抓住文章中这种抖转直下的独特效
果。

这篇微型小说篇幅很短，不必纠缠于小说的层次，选取适当
的句子理解提问让学生在自读自悟中体会它的特点和魅力。

1、喜欢这篇微型小说吗?试就它的写作技法作一探究。

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在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几乎
看不见一个健壮的男子。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
的战时后备役老兵，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的老妇人。
显然她在独自沉思，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一，二，三”，
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喀嚓喀嚓”声。停顿了一会，她又不时
重复起来。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指手画脚，不
假思索地嗤笑起来。一个老头狠狠扫了她们一眼，随即车厢
里平静了。

“一，二，三”，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又重复数着。两个
小姑娘再次傻笑起来。这时那位灰白头发的战时后备役老兵
挺了挺身板，开口了。

“小姐”，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的夫人就是我的
妻子时，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我们刚刚失去三个儿子，他
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在我走之
前，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往疯人院啊。”

车厢里一片寂静，静得可怕。

(美国作家奥莱尔的微型小说《在柏林》堪称名篇中的精品，
很值得大家欣赏与体会。它以二战为背景，以一列从柏林驶
出的火车上的小插曲为故事材料，却以极小的篇幅来深刻地
反映战争这个人类永恒而又沉重的话题。它那平静不动声色
的叙述后面包含了一股强大的悲愤，但始终没有爆发出来，
反而更有感染力。)



这是一篇微型小说，在不足四百字的文章里涉及的是一个沉
重的话题：战争的残酷性。作者截取火车上短暂的一幕，以
后备役老兵的一段话为小说情节的核心，隐去所有背景、过
程的交代，而把惨烈的战争后果直接推到读者的面前。由此，
我们尽可以推想到战前这个五口之家平静、祥和的生活，战
时三个儿子的先后入伍、三个阵亡通知书的纷至沓来，老妇
人由痛心到绝望到疯狂的心路历程，后备役老兵抛家弃妻的
无奈和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这是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毁灭，
更是千万个家庭的缩影。

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几乎看
不到一个健壮的男子。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
战时后备役老兵，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而多病的老妇
人。显然她在独自沉思，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一，二，
三，”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卡嚓切嚓”声。停顿了一会儿，
她又不时重复数起来。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指
手划脚，不加思考地嗤笑起来。一个老头狠狠扫了她们一眼，
随即车厢里平静了。

“一,二,三，”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重复数着。两个小姑
娘再次傻笑起来。这时,那位灰白头发的后备役老兵挺了挺身
板，开口了。

“小姐，”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夫人就是我的妻
子时，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我们刚刚失去了三个儿子，他
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在我走之
前，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进疯人院啊。”

车厢里一片寂静，静得可怕!

1、结合全文看来，第一段中的画线句子有何作用?

2、“老妇人”为什么翻来覆去地数数?



3、作者写小姑娘“笑”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分析不当得一项
是：

a写出小姑娘的天真幼稚，多老人举动的不理解

b悲喜对照，指责小姑娘年幼无知，缺乏同情心

c以喜衬悲，渲染了老妇人一家的悲剧遭遇

d以小姑娘的笑，反衬出老妇人病态的严重。

4、试分析第三段画线句中“他们”一词的作用

5、试分析文章段末的作用

6、从全文看，本文采用了__________的表现手法，通过一个
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
的控诉。(不超过四个字)

1、暗示读者健壮的男子都上前线当了炮灰，反映战争给人民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老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儿子，受到巨大刺激而致疯，
反复数数是想他的儿子

3、b

6、以小见大《在柏林》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三

1、撇开思维方式。把握文章的巧妙与曲折。

2、各种形式的阅读，感觉文章语言的诗意美。



3、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了解本文的主题。

4、了解“梨花”的精神。

教学的重点是了解了解梨花的精神。

阅读课文，了解为什么以“梨花”为标题。

一、课堂导入：

(课前播放轻音乐，播放梨花图片)

我们身边有很多美好，例如我们今天走进的课文，不仅有美
丽的文章还有梨花林、美丽善良的哈尼族小女孩，更有高贵
的中国品质。这篇文章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的《驿路梨
花》。

二、正课：

(一)曲折的情节

1、快速阅读课文，并用“我”第一人称来概括整个故事。

结合课前预习快速进行。

2、把握叙事角度，试图总结整个故事。

例如：

(2)教师点拨：叙述顺序的特点和差异。

3、人物和小茅屋的故事是什么？小屋的主人是谁？

(1)学生思考；



(2)小组讨论；

(3)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掌握文章的构思巧妙的写作方法。

(二)赏析品味

1、圈点勾画好词和好句，这些词和好句子最能触动心弦，标
记它们或写出你自己的阅读感受。

教师的提示：它可以从用词、写作和情感表达等多个方面得
到欣赏。

(1)同桌交流

(2)小组讨论

(3)教师引导学生对各组的代表进行点评

教师适当点拨：这篇文章里的语言具有诗的意境，处处如诗
如画

2、升值而读，读，读，读出诗歌的美丽感受。

(1)指名学生读；

(2)教师配音范读；

(3)生配音读。

(三)写作背景

1、简要介绍学生对作者的理解。



学生在课前结合课文并联系作者的共同知识。

2、教师补充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写作背景。

展示背景材料，引导学生结合背景理解彭荆风的作品。

彭荆风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初中，成为学徒、校对员、
记者、副编、文学团体“木叶文艺俱乐部”。他经历了很多
苦难，但他坚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
家。“__”中入狱7年。“梨花”是他出狱后的第一部作品。
在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之后，他在他的著作中描述没有怨
言，但有些是人性的善与美。正如他自己所写的：在经历了
普通百姓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当我真诚地面对云南边疆的
纯朴的`少数民族，呼唤美好的未来时，我不禁表达了我对过
去的想法！我只想发现和传播生命的美，这就是为什么我写
的梨花。

3、学生联系课文再谈对作者和文章中一系列人物所彰显的传
统美德。

(四)思考理解

1、思考“梨花”的梨花的含义，体会梨花精神。

2、明确“驿路梨花”做题目的妙处。

3、读写结合，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一种花，它有着怎样的象征
含义。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四

语文基础知识积累目标：进一步了解寓言的相关知识。

口语交际训练的设计目标：揣摩人物心理，转换成语言表达。



写作训练的借鉴目标：用传神的语言、动作描写刻画人物形
象。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沉浸文本，整体感知

请学生散读课文，思考：这篇寓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请学生概述故事内容。

三、体验文本，品味语句，理解课文

1、请学生再读课文，圈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2、请学生站起来说出喜欢哪句句子，为大家有感情地朗读后，
解释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重点品味的内容：蚊子的语言、动作描写部分。

*分析品味课文过程中涉及的需要深入讨论、理解的问题：

1小小的蚊子为何能战胜强大的狮子?

2挑战前、获胜后蚊子都吹响了他的小喇叭，这两次的心情分
别如何?

3和狮子比较，蜘蛛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可蚊子为何却命丧其
手?

4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3、全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适当地穿插口语交际设计

五、延伸体会寓意

1、我们生活中有蚊子这样的人吗?你们在学习生活有过蚊子
的表现吗?

2、你能再讲一个寓言故事，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有一定的警
示作用吗?

六、质疑教材

简单介绍寓言的结构特点：大部分寓言第一段讲述一个故事，
第二段则说明其中蕴含的道理。前面为记叙，后面是议论。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寓言可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
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
但并不是所有的寓言都是这种结构。

七、教学建议：教师可带领学生排演课本剧，引导学生通过
表演来体会蚊子的心理，分析蚊子被蜘蛛消灭的原因，从而
明确寓意。

八、作业：必做：写一段有中心的话，其中用上“较
量”、“凯旋”、“叹息”这三个词。

选作：1、假设在蚊子将要送命的一刹那，一阵风吹破了蜘蛛
网，蚊子幸运地逃生了。这之后，蚊子会有怎样的想法和经
历呢?请发挥想象续写这个寓言故事。

2、写一段“用动作、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心理”的小故事。

二、电子课文



蚊子飞到狮子面前，对他说：“我不怕你，你并不比我强。
要说不是这样，你到底有什么力量呢?是用爪子抓，牙齿咬
吗?女人同男人打架，也会这么干。我比你强得多。你要是愿
意，我们来较量较量吧!”蚊子吹着喇叭冲过去，朝狮子脸上
专咬鼻子周围没有毛的地方。狮子气得用爪子把自己的脸都
抓破了。蚊子战胜了狮子，又吹着喇叭，唱着凯歌飞走，却
被蜘蛛网粘住了。蚊子将要被吃掉时，叹息说，自己同最强
大的动物都较量过，不料却被这小小的蜘蛛消灭了。

这个故事适用于那些打败过大人物，却被小人物打败的人。

三、备课资料提供

《伊索寓言》简介

《伊索寓言》是一部寓言故事集。相传伊索是公元前6世纪古
希腊人，善于讲动物故事。现存的《伊索寓言》，是古希腊、
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故事，经后人汇集，统归在伊索名下。
《伊索寓言》通过简短的小寓言故事来体现日常生活中那些
不为我们察觉的真理。这些小故事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不
但读者众多，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大影响。作家，诗人、哲
学家、平常百姓都从得到过启发和乐趣。许多故事真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龟兔赛跑，牧童作剧，狼来了，狐狸吃不着葡
萄说葡萄酸。到几千年后的今天，伊索寓言已成为西方寓言
文学的范本。亦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经典作品之一。

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以动物为喻，教人处世和做人的
道理。伊索寓言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后
代影响很大。

《伊索寓言》共收集了三四百个小故事，与抒情诗主要反映
贵族奴隶主的思想感情不同，这些小故事主要是受欺凌的下
层平民和奴隶的斗争经验与生活教训的总结。寓言通过描写
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压迫者和被



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寓言作者谴责当时社会上人压迫
人的现象，号召受欺凌的人团结起来与恶人进行斗争。例如，
《农夫和蛇》的故事劝告人们不要对敌人仁慈;《狗和公鸡与
狐狸》告诉人们要善于运用智慧，战胜敌人;在《狮子与鹿》、
《捕鸟人与冠雀》、《两个锅》等故事里，作者揭露出当政
权掌握在贪婪残暴的统治者手中时，贫苦的人是不可能平安
地生活下去的。

世界著名寓言

寓言既有故事情节又有比喻性质，常常借物喻人、借古喻今、
借此喻彼、借远喻近。把不易理解的道理寄托在具体通俗形
象的故事里，尤其适合少年儿童。

本书选收伊索、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四位世界级寓言大
师的优秀作品260篇，这些寓言有的已经流传了甚至几百年，
但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倍感亲切。我们可以从这些不长的短
文和短诗中体味伊索寓言的淳朴、智慧和机敏，拉封丹寓言
的俏皮、风趣和生动，莱辛寓言的深刻、激越和时代感，克
雷洛夫寓言的丰富、凝练和绝妙讥讽，从而了解大师们所生
活的时代，品味大师们特有的艺术风格，领悟深奥的人生道
理。

语言教学注意

“寓言”就是以深刻的道理寄托小故事中，其主要目的在于
说明道理，通过虚构的简短故事加以譬喻，只所以简短。它
最基本特征在于教训和讽刺。

感受形象，掌握语言。因为语言的寓意是包含在鲜明生动的
形象之中的，这就要求对寓言的教学必须抓住生动形象的关
键语句，找出重点词语，理解这些语言所描写的形象，并使
学生感受和想象这些画面，如：我在教寓言《矛与盾》中，
首先指导学生朗读和背诵，古人云：“书读百遍，其意自见。



”反复朗读，整体感悟句子以至全文的意思。如：“吾盾之
坚”“吾矛之利”中的“坚”和“利”分别作“坚固”
和“锋利”的解释。让学生轻而易举的理解其意。寓言不是
简单的比喻，而是通过一个简短完整的故事运用比喻、夸张、
拟人等修辞方法来表现的，所以要引导学生按照故事情节的
发展顺序来想象，使学生对寓言故事形成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四、课内精段练习设计及答案

蚊子飞到狮子面前，对他说：“我不怕你，你并不比我强。
要说不是这样，你到底有什么力量呢?是用爪子抓，牙齿咬
吗?女人同男人打架，也会这么干。我比你强得多。你要是愿
意，我们来较量较量吧!”蚊子吹着喇叭冲过去，朝狮子脸上
专咬鼻子周围没有毛的地方。狮子气得用爪子把自己的脸都
抓破了。蚊子战胜了狮子，又吹着喇叭，唱着凯歌飞走，却
被蜘蛛网粘住了。蚊子将要被吃掉时，叹息说，自己同最强
大的动物都较量过，不料却被这小小的蜘蛛消灭了。

这个故事适用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解释下列词语，并说说他们的表现作用。

a.较量较量：________________，这个词语表现出蚊
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心理。

b.凯歌：_____________________，这个词表现出蚊
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心理。

2.“要说不是这样”中的“这样”指代的
是________________。

3.用自己的话概括蚊子战胜狮子的主要原因
是________________。



4.文中在描写蚊子叫声时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分别
是________、________。

5.“你并不比我强”和“我比你强得多”分别是________句
和________句，从句子的语气上来看，第________句比
第________句强。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五

学习目标：

1.了解议论文的相关知识，能够认识议论文的三要素。

2.明确本文的中心论点。

学习方法：

自主探究、教师适当点拔

课前预习：

搜集整理一下相关知识：

1.议论文相关知识

1.定义：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
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
文有三要素，即论点、论据和论证。

3.议论文三要素

论点：作者对所议论的问题(事件，现象，人物，观念等)所
持的见解和主张。

论据：是支撑论点的材料，是作者用来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



据。论据可分为：

(2)道理论据：作为论据的道理总是读者比较熟悉的，或者是
为社会普遍承认的，它们是对大量事实抽象，概括的结果。
如：名言、警句、俗话、谚语、定理、公式等。

论证：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

与论点的关系：证明与被证明

议论文中的论点和论据是通过论证组织起来的。论证是运用
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是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关
系纽带。论点是解决“需要证明什么，”论据是解决“用什
么来证明”，论证是解决“怎样证明”。

论证方法有以下几种：

(1)举例论证：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

(2)道理论证：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精辟见解，古今中外
名人的名言警句以及人们公认的定理公式等来证明论点;增强
文章说服力，体现语言准确严密的特点。

(4)比喻论证：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来证明论点。用___
来比喻___，使观点形象生动，浅显易懂。

论证方式：议论文从论证方式看，一般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论逆境》同步练习

收获平台

一、写人的文章一般以人物的言行直接表现其性情，有时也
借助旁人的态度来间接地表现，《闲话章太炎》有没有这种
间接的表现?请你找出来，谈谈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答：

答：

三、塞涅卡模仿斯多葛派哲学的名言写了一句话：“幸运固
然令人羡慕，但战胜逆境则令人惊佩。”可谓仿出了新意。
同学们，我们也来模仿塞涅卡写一句话，表达你对人生的感
悟，看谁写得最有哲理意味。

答：

四、细读下面一则寓言，联系课文《论逆境》，完成1-2题

落难的王子

可是，厄运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
他的父王被杀，母后受辱自尽，他自己也被敌人掳去当了奴
隶，受尽非人的折磨。当他终于逃出虎口时，他已经身罹残
疾，从此以后流落异国他乡，靠行乞度日。

我是在他行乞时遇到他的，见他相貌不凡，便向他打听身世。

《论逆境》课文研习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
祖”的弗兰西斯?培根，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
人生的理解，浓缩成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品读后犹如醍醐
灌顶。读他的《论逆境》，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人
生的道路上，既有风调雨顺的坦途，也不乏坎坷曲折的逆境。
但一切幸福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逆境也绝非没有希望。
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逆境中被显示的。

本文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来阐明道理的呢?经典名句的引用，
生动形象的比喻，鲜明精彩的对比，培根将有关处世的哲学



从各个角度广泛论述，非常精妙，简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
典。

1.经典名句巧引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塞涅卡“幸运固然令
人羡慕，但战胜逆境则更令人钦佩”的话，来诠释逆境能够
创造奇迹，并更令人钦佩的道理，较为深刻。接着继续引用
塞涅卡“伟人既是脆弱的凡人，又是无畏的神人”的话，非
常经典地说明伟人的双重性：在逆境中沉沦就是“脆弱的凡
人”，战胜逆境获得成功就是“无畏的神人”。引用塞涅卡
的经典名言，会使人一读而终生难忘。

2.生动举例寓深意：文章举古代诗人的神话传说“赫克里斯
去解救盗火种给人类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着一
个瓦罐漂渡重洋的”来象征人生要历经各种危险和逆境，寓
意形象而鲜明，使大家在阅读有趣的神话传说的同时，受到
哲理的启迪。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六

春



[教学目的]

一、领会作者赞美春天，积极进取的思想感情。

二、学习作者细致观察，抓住特征多角度地描写景物的方法。

三、学习选用鲜明、准确的语言和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有
感情地描绘景。

四、朗读、背诵课文。

[教学重难点]

一、学习抓住特征、用准确的语言、抓住特征多角度地描写
景物的方法。

二、文章中修辞方法的表达作用。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步骤]

一、复习旧知识，展现春的意境，引入课题。

1、复习杜甫的《绝句》和王安石的《泊船瓜州》

2、进行比较，激发兴趣，引入课题。

二、学生朗读全文，要求：

1．提出预习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讲读体会：

1．第一段：迎春



（1）作者以怎样的心情迎接春天的来到？哪个词明确地告诉
我们春天还没有来到？

（2）轻声读第1节，体会四个词尾的作用。两个“着”，两个
“了”，给我们以非常柔和、亲切的`感觉。

第二段：绘春。

（1）齐读总写的一句话“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
开了眼”。

“一切”说明什么？

（2）朗读第2节。总写春回大地后，先分别描绘了哪些景物？
怎样描绘的？

理解词语“朗润”

背诵第2节。

（3）第3节写小草，写得很细。从哪些方面写的？哪些词特
别用得好？

朗读、背诵。

（4）第4节写什么呢？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一
派怎样的景象？

花下是怎样的情景呢？有一个词用得特别好，哪个词？
（“闹”）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七

1.学习体会文章表达情感的方法。



2.进一步学习比喻、夸张、对比的手法，体会其在具体情境
中的作用。

3.学习古诗《游子吟》，体会母爱的伟大。

［教学重难点］

1.学习体会文章表达情感的方法；进一步学习比喻、夸张、
对比的手法，体会其在具体情境中的作用。

2.积累古诗《游子吟》，体会母爱的伟大。

［教学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平台

（一）谈话导入

我们在阅读一篇文章时，不仅要从语言文字入手理解具体内
容，而且要从文章所记叙的事物中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
有句话说得好“言为心声”，就是说作者无论是写人、状物、
还是叙事，都具有一定的写作目的，或褒扬、批评；或肯定、
揭露。总之，作者的思想感情一定会在文中体现出来。

（二）我们每位同学在阅读一篇文章时，应该如何体会作者
表达的思想感情呢？

1.阅读的时候把心放到文章中去，设身处地地去读，去想，
这是体会文章思想感情的主要方法。比如，我在读《月是故
乡明》时，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我，体会到了作者的怀乡之
情。



2.依据带有感情色彩的的语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章
是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作者总会在字里行间表
露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有时甚至直接用抒情、议论的方法来
宣泄自己的感情。如《梅花魂》一文中，“当年的我，还过
于稚嫩，并不懂得，我带走的，岂止是我慈爱的外祖父珍藏
的一副丹青、几朵血梅？我带走的是身在异国的华侨老人一
颗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哪！”直抒胸臆，表达了外祖父对祖
国的`思念之情。

3.依据含义深刻的词语、句子、段落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作者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时，力求明朗、显豁，以便于读者和
自己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但有时为了取得意味深长的效果，
作者不直接表情达意，而是采用比较含蓄的方法说言外之意。
这时候，我们要体会作者蕴含在语句中的态度，或者要了解
作者写作时的历史背景，或者联系文章的写作手法，或者联
系文章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和结构层次，尤其要联系词语、
句子或语段所在的上下文的具体语言环境来理解。

4.在反复朗读和诵读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有效地朗读有
助于更深入地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一边读，一边想，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诵读也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阅读方法，它不同于朗读，也不同于吟诵，诵读
强调眼到、口到、心到，核心是自我体验的过程。阅读的时
候把心放到文章中去，设身处地地去读，去想，这是体会文
章思想感情的主要方法。

（三）说说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方法还有哪些？

1.抓课题，从整体入手。课题是文章的眼睛，通过审题提出
问题，通过阅读解决问题。

2.抓关键词句。如，从抒情部分找中心，从作者的议论部分
找中心，从课文的反复部分找中心，从重点句、段找中心，
关注首尾。



3.抓课后问题。

4.联系生活实际。

5.了解写作背景。

二、词句段运用

（一）学习第1小题

1.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中的例句，力求读准确、读通顺。并
说说这两个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课件出示例句）

明确：夸张（为了表达上的需要，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
人、事物尽力扩大或缩小的描述）和排比（利用意义相关或
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相同的词组，句子并列，达到
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

2.分别说说每个句子的句意，以及这样写的好处。

明确：（1）通过列举人睁不开眼睛、蚯蚓不敢钻出地面、蝙
蝠不敢从黑暗中爬出来等事例，突出了太阳光之强，富有童
趣；通过描写鸡、狗、蝉的各种表现来体现八月天气很热。
（2）在例句中，先选择事物的某一个特征，再用具体的事例
把这一特征诠释出来，使之更生动、形象。

3.请同学们选择下列任意情形仿照例句说一个句子。

忙冷吵静快辣

冷：十二月，天多冷。狗熊冷得躲进树洞，鸡冷得挤成一堆
相互取暖，狗冷得趴在窝里不出来。

吵：这条街车水马龙。鱼被吵得跳跃，狗被吵得耷拉下耳朵，
喇叭被吵得似乎要跟它较量较量。



静：这湖面犹如一面镜子，静得连一丝微风都舍不得掠过，
静得蜻蜓不忍心去点水，静得鱼儿舍不得跃出水面。

……

（二）学习第2小题

1.读一读课本中的4个例句，想一想它们在表达上有什么特点？

明确：都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对比的作用:把两种对应的
事物对照比较，使形象更鲜明，使读者的感受更强烈。

（1）将异乡的月亮与故乡的月亮进行对比，突出思乡之情。
作者提到非洲大沙漠、大海、高山等地望月，月亮虽美，作
者对它们并没有深切的感情；故乡之月，能引起很多美好的
记忆，让人感受到亲近、温馨，这样的对比，就是要突
出“月是故乡明”的感受。

（2）从香气上看，杭州小山上的桂花与家里的桂花是没有分
别的，甚至小山上的桂花比家乡院子里的桂花香得多。而母
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家乡院子里的桂花已经充盈了她的
全部生活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是无
论何时、无论多香的桂花都无法代替的。因此，在家乡院子
里的桂花香味永远都是最香浓的。

（3）是父亲摇着姑爹的小船把“我”带到一个个人生的驿站，
这条船承载着父亲无尽的期望，体现了浓浓的父爱，这是绍
兴的乌篷船所无法比拟的。

2.选择其中一个例句，照样子写一写。

示例：这个女孩还穿着又小又薄的破衣裳，她旁边的那个漂
亮姑娘的脸庞在红棉袄的映衬下越发红润了。



3.仿照例句，根据提示写句子。

示例：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
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1）寒冬，天多冷。

（2）夏天，太阳。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日积月累

（一）导入新课

1.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赞美母亲的古诗《游子吟》。
（板书课题，释题，“吟”是轻轻地吟唱，“游子”是离家
在外的人。）

2.关于作者孟郊，你了解他什么？（指名发言，教师补充）

（二）初读古诗

1.生自由读古诗，读准字音，画出不懂的地方。

2.你知道孟郊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古诗吗？

（孟郊一生窘困潦倒，直到五十岁时才谋到江苏溧阳县尉的
卑微之职。做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他母亲来溧阳，安享
晚年。此时，孟郊就想起了进京赶考前临行的情景。于是，
他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游子吟》。）

（三）再读释疑，感知诗意



1.小组讨论交流：从这首诗中你读懂了什么？并交流不懂的
地方。

2.理解古诗。

（1）点拨诗中重点词语。（课件出示）

意恐：心里担心、害怕。寸草心：小草，比喻儿女的心意。

春晖：三月里，春天温暖的阳光。

(2)诗中哪些诗句是描写儿子离家前母亲对儿子的关爱的?请
学生自由读，同桌讨论，并说一说意思。

(3)诗中哪一句写出了儿子的心声?怎样理解这句诗的含义?

（四）细读品味，体会诗境

1.发挥你们的想象，描述儿子离家前那个夜晚的情景。(请学
生交流自己的想象:明天，儿子就要远行，在小油灯下……)

3.假如你就是那位即将远行的儿子，看到此情此景，你会怎
样想?

二、课堂小结

本次语文园地我们学习了如何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进
一步学习了排比、夸张、对比的手法，还从孟郊的《游子吟》
中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希望同学们能及时巩固所学，并学
以致用。

［教学板书］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八

词句段运用学会情景描写感受句子表达特点

日积月累（背诵、积累、感知）

［教学反思］

本次交流平台中四个学生的对话，相当于对单元主题“体会
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行了总结。因此，我在教授这个部
分的时候，引导学生总结体会课文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时，
相应的也会出示对应的例句。这样一来，学生理解起来较为
容易。后来还有不少同学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提出了值得借
鉴的方法，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词句
段运用和日积月累中的内容，学生学起来兴趣较浓，总体掌
握较好。

小学语文教案一年级篇九

一、这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散文。作者朱自清(1898―1948)是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文字清新朴
素，描写细腻，感情真切，富有自然淳厚的美，读后令人回
味无穷。他热爱自然，观察自然，描绘自然，他的写景散文，
无不寄托着他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

这篇优美的散文，以生花妙笔，描绘了大地回、生机勃发的
动人景象，赞美的活力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请听这篇散文的
朗诵录音，边听边展开联想和想象，听后，谈谈你的感受。

二、播放这篇散文的朗诵录音。不要求同学们看课文，可以
闭眼静听。听后，二人小组畅谈感受。然后，全班找1――2
位同学谈听后的感受。从哪个角度谈都可以。

三、默读课文，在课本上给不会读的字注音，可根据听录音



时的记忆，也可。

四、二人小组，每人读一遍课文，对方边听边校正发音。

五、全班齐读课文。

六、教师指定一位同学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按下列分工朗读课文。

第1段：全班齐读。

第2段：第一小组朗读(值日小组)

第3段：第二小组朗读。

第4段：第三小组朗读。

第5段：第四小组朗读。

第6段：第五小组朗读。

第7段：第六小组朗读。

第8段：女生朗读。

第9段：男生朗读。

第10段：全班齐读。

二、教师挂出课前绘制好的图(如下)。

(可以起名为：“孔雀开屏”图或“伞形花序”图。)



1.教师课前准备好按照图上编序号的圆的大小，剪12个圆纸
片，在这些纸片上用不同的颜色(每一个序号一种颜色，共10
色)写上如下的字：

(1)东风来、脚步近

(2)山朗润、水涨、太阳红

(3)草

(4)花

(5)风

(6)雨

(7)迎

(8)新

(9)美

(10)壮

2.请同学们给课文自然段标序号。然后看图，对照课文，
每――个空白圆里应该填写什么字。(可二人小组讨论。)

3.教师将12个写好字的圆纸片，分发给12个两人小组(每个值
日组里2份)。请各组想一想本组拿到的圆纸片该贴在哪个空
白处。

4.请拿到纸片的小组用橡皮泥将本组的圆纸片贴到恰当的空
白处。教师指名陆续到台前来贴。各组比赛，看哪组贴得准
确无误。如果有的小组贴错了地方，另一组正确的就贴在圆
圈外，待都贴完，让学生讨论哪个正确，贴错的一张应贴在



什么地方。再进行调整。

三、请同学们根据图，划分文章结构(画在书上)。

教师组织全班讨论文章的结构划分，允许同学有不同意见，
只要言之成理，教师应予以肯定。讨论后，请同学们把图转
换成结构提纲，把圆纸片上紧缩的词语展开，给各部分、各
层次归纳段意，抄写在笔记本上。同学们的笔记也不可强求
一致，只要真正理解了文章的结构，允许同学们有创造性的
归纳整理。教师发现好的，要当堂予以表扬。

四、带着如下的问题深入阅读。

1.第一段，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突出了什么?(运用连续反复
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突出“盼”。)

2.第二段，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总写天，作者着眼于哪些景
色的变化?这些景色的变化给人以怎样的感受?(运用了拟人、
排比的修辞手法。总写天，作者着眼于山、水、阳光的变化，
山色的朗润，一是光明媚;二是山上的植物给山蒙上了淡绿色
泽。水涨起来了，是冰雪融化，水量增大，水流加快，太阳
光更加明朗红润，从宏观上感受到大地回，生机勃发。)

4.作者描绘花图，抓住了什么特点?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写
花竞相开放，愈开愈多，愈广，花色多样、浓艳，花香带着
甜味。由花联想到果。用花下的蜜蜂、蝴蝶，反衬花多、花
艳、花香。写树花之后写地上的草花，野花虽然小而疏，却
别有一番情趣，“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同样招人
欢喜。本段运用了拟人、排比、比喻、反衬等修辞手法，把
花写“活”了，有极强的动感。)

5.风，最难描绘，作者娴熟地用了触觉、嗅觉、听觉，把风
写得有感有情。请你分别说说各是怎样描绘的，你的感受又
是怎样呢?(从触觉上感受，“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轻柔、



温暖，充满了爱抚。从嗅觉上感受，新翻的泥土湿润，青草
味清爽，花香，湿润、清爽、淡香由轻风融在一起。由轻风
传送给人们，又由轻风传来了鸟鸣、流水、短笛的和谐悦耳
的乐曲，人们不能不感谢风带来的温馨、柔润，不能不感谢
风给子的振奋。)

7.作者描绘迎图，从哪儿写起，落在什么地方?{作者由“风
筝”写起，自然引出地上的孩子。由此扩展到“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都欢天喜地地出来迎接天，感受意。天给人们带
来了希望。此段与盼呼应，由盼而迎，表达了人们盼、爱的
心情。)

8.作者赞，运用了哪几个比喻，各突出了天的什么特点?(像
刚落地的娃娃，突出了“新”，突出了“生长”让人振奋，
给人希望;像小姑娘，突出了“美”，突出了“活”，给人以
美的感受，让人充满活力;像健壮的青年，突出了“壮”，突
出了“力”，天使人健壮，给人以奋进的力量。)

(以上各小题，在学生准备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全班――一讨
论，或边朗读边讨论。)

五、教师指导朗读。

1.朗读本文的感情基调，是充满喜悦和希望。基本语调是轻
柔、缓慢，语句清晰自然。语音越自然、质朴越好，切忌拿
腔拿调。

2.朗读的层次要清楚，参考结构分析。三大部分之间，略有
较长停顿。在停顿时，做到音停意不停，语断情不断。感情
的三个阶段是：盼，、爱、赞。

3.朗读时，头脑中要出现一个一个的图案，把握住形象的特
点。



4.教师指导一位学生(有朗诵基础的)，让他(她)朗诵成功，
其他同学听教师指导和这位学生朗读，从中得到启发。

六、做文后练习二、三。(当堂做完，当堂讨论。)

[家庭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