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汇总8篇)
教案应该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做出调整和改
进。以下是一些经过实践验证的高一教案范文，可以帮助教
师更好地制定教学计划。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一

《柳树醒了》，题目已散发出诗意。

这是一首诗，又似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

柳树醒了，春姑娘来了。春天闪耀着明丽的色彩，跳动着轻
快的音符，弥漫着逗人的童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柳树醒了，孩子们也醒了。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又长高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孩子们又投入新的学习中了。那读书声，
那欢笑声，给春天的乐谱上增添了美妙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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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课后的这个问题，打开了孩
子们想象的大门。要相信孩子，孩子的眼睛里折射出的画面，
比诗更蕴含深意。孩子的心，就是一篇童话。

(一)识字写字

1.生字的呈现。

(1)出示课题时，后写“醒”字，引导认读，注意读准后鼻音。

(2)结合对课文的朗读和感悟，出现“春雷”“洗澡”“柳
枝”“软了”“梳头”“柳梢”“绿了”“玩耍”等词语。



引导认读“澡、枝、梳、梢、耍”等生字，注意分清平、翘
舌音。

2.生字的识记。

(1)本课涉及平舌音和翘舌音的生字较多，要注意读
准。“澡”是平舌音，“枝、软、梳、梢、耍”都是翘舌音。
另外，注意“醒”是后鼻音，“雷”是边音。

(2)“枝、梳、梢”字形上的联系，可引导学生自己发现。

(3)“醒、雷、澡、耍”可引导学生利用偏旁、部件、新旧字
联系等记认字形。

(4)“梳、梢、耍”与其他生字相比，使用率较低，学习难度
较大，要重点识记。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二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能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

3、能发现春天里事物的变化。

课前准备：cai课件，生字卡。

一、直观感受，激发兴趣

1、谜语导入：三人同日见（打一字）

（随机揭底，课件出示绿色的“春”字）

师：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2、放映cai课件：草长莺飞，万紫千红的春景图，并伴以和
谐优美的乐曲。

3、师：春天是一个完美的季节，春天一到，万物复苏，小柳
树呀，也醒了！（出示课题，齐读：柳树醒了）

二、整体感知，初步体验

1、学生欣赏老师的配乐朗诵，边听边想：文中写了春天的什
么景物？

2、学生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柳树在谁的帮忙下醒了。

3、再读课文，圈出生字，把生字多读几遍，想办法记住它。

4、检查生字认读状况。

（1）同桌互相读、听。

（2）认读生字卡片。

5、分节让学生选读课文，说说柳树的变化。

三、读读画画，深化感悟

1、指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一节，师随机板画“春雷”。

2、男女小组以轻柔、缓慢的语调读第二、三节，让喜欢画画
的同学板画微风下的柳枝。

3、自读第四节，然后让喜欢手工制作的同学，将自己制作的
柳絮贴到黑板上。

4、再读课文，全班交流：读了课文后有什么感受？



（学生边欣赏师生合作的优美板画，边交流。）

四、入情入境，美读成诵

1、带着自己的感受美读全文。

可采取多种方式，如自由读，小组赛读，男女生赛读。

2、背诵全文。

（1）借助板画试背。

（2）表演背。

（3）全班背。

五、拓展延伸，丰富想象

1、说一说，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

2、写一写；春天跟说话了，说着说着

3、画一画你眼中万物复苏的春天。

1、游戏引入，形象感知春天色彩明丽的美景，不仅仅让学生
进入优美的教学情境，获得身心的愉悦，而且巧妙激发了学
生强烈的求知欲，为后面的自主学习做好铺垫。

2、从整体入手，以读为主感知课文，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
课文，在朗读过程中识生字，初悟文章的美。

3、读画结合，将枯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形象的画面，使文章的
情趣与学生的感悟融为一体，使朗读变成一种享受，也体现
了学科间相互沟通这一教学思想。



4、采用多种形式的读、背使学生在读中进行诗歌所营造的意
境中去，深化美的感受。

5、文章资料的延伸，有利于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拓展学生
的思维空间，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潜力。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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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似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春雷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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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课文的内容非常的感兴趣，在反复的朗读中感悟课文
的内容。明确了“柳树醒了”是什么意思，“柳树醒了”说
明了什么。在课的结尾我引导学生完成课后的习题：在春天
里，还有什么醒了呢？学生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没有想到一
年级的孩子懂得的这么多，他们把自己对春天的了解和感悟
用自己稚嫩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提醒我们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要多给学生提供表达和表现的机会，不断地培养和提高
他们的语文能力。

课的开始很自然地导入了新课，“一字开花”的游戏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兴趣，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
了兴趣，就有了主动探究的`重要基础。所以，激发探究的兴
趣是教学成功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成功的“激趣导入”就
没有学生主动积极的阅读探究和兴趣盎然的朗读练习实践。

通过老师配乐朗读，使学生感到了春天的美，在识字过程中，
通过自学、交流学、订报等方式，使学生能进一步掌握生字，
并得到巩固。通过实践证明，教学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
实际，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学生对所学内容兴趣盎然，乐于探
究；对小学低年级而言，有效地组织小游戏，有时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可见，教师应当始终关注学生的情感
体验，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帮助他们架设并构建新知的平
台。这些，是教学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四

这一课，学生们真的给我带来太多的惊喜，让我惊讶于他们
语言的美丽，心灵的美好，思维的活跃，想象的广阔。这篇
课文是一首诗，又似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通过对柳树与春
雷、春雨、春风、春燕这些景物生动、形象地描绘，让学生
理解春天、感受春天里事物的变化，从而热爱春天、热爱大
自然。

我请学生想象一下，春雷怎么样和小柳树说话的，说些什么，
想想平时爸爸妈妈怎样叫醒自己的。同学们就七嘴八舌的说
起来。有的说：“小柳树啊，你要起床了，春天来了。”有
的用上了识字一的课文，春回大地、百花齐放开真美啊，小
柳树快看看吧。我又请学生想象一下，小柳树会怎么样的醒
来，最好能用动作来表示。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有的
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动作逼真极了，并且配上语言“我就
起来了，春天真美啊”课堂活了，学生的情感与智力便从沉
睡中醒来，漾起四射的活力。给学生一个广阔的空间，学生
便有一对奋飞的翅膀。生活有多美，语文的画卷就有多美。
他们真的把自己当做了小柳树，所以在朗读的时候，他们读
得特别用心，特别入情。

我特别注重学生在朗读上入情，当读到小柳梢哟，软了，这
一句时，我启发孩子想到那嫩嫩的叶子，想到夏天女孩穿的
绿色裙子，风一吹飘了起来，温柔的飘着，软软的。引导入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但是在后来的几节的教学中一味的
注重自己的理解，没有突出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学会自己
思考，如果这样做将会更好。“请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如
果你读得美，这棵柳树就会为你睁开眼睛。”；“小柳树有
点醒了。”；“小柳树听了你们的动听的朗读声，他终于醒



了。”“春雨是怎么样给小柳树洗澡的？请你带着这种感情
读一遍”等这些让学生在朗读中学会自己想象，让学生进入
所创设的教学情境中，更好地融入了课文的学习和理解之中。

最后的教学中，我提出课堂拓展“春天来了还有什么醒着
呢？”同学们回答非常的踊跃，从他们的口中，美好的春天
以诗的语言源源流淌。不仅语句优美，更突出了孩子们的童
真童趣。

通过教学的尝试，我深深体会到教学时，应该注重突出学生
主动性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应该尽可能让学
生多主动思考，以便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五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能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

3、能发现春天里事物的变化。

【课前准备】：cai课件，生字卡。

【教学过程】

一、直观感受，激发兴趣

1、谜语导入：三人同日见(打一字)

(随机揭底，课件出示绿色的“春”字)

师：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2、放映cai课件：草长莺飞，万紫千红的春景图，并伴以和



谐优美的乐曲。

3、师：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春天一到，万物复苏，小柳
树呀，也醒了!(出示课题，齐读：柳树醒了)

二、整体感知，初步体验

1、学生欣赏老师的配乐朗诵，边听边想：文中写了春天的什
么景物?

2、学生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柳树在谁的帮助下醒了。

3、再读课文，圈出生字，把生字多读几遍，想办法记住它。

4、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1)同桌互相读、听。

(2)认读生字卡片。

5、分节让学生选读课文，说说柳树的。变化。

三、读读画画，深化感悟

1、指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一节，师随机板画“春雷”。

2、男女小组以轻柔、缓慢的语调读第二、三节，让喜欢画画
的同学板画微风下的柳枝。

3、自读第四节，然后让喜欢手工制作的.同学，将自己制作
的柳絮贴到黑板上。

4、再读课文，全班交流：读了课文后有什么感受?

(学生边欣赏师生合作的优美板画，边交流。)



四、入情入境，美读成诵

1、带着自己的感受美读全文。

可采取多种方式，如自由读，小组赛读，男女生赛读。

2、背诵全文。

(1)借助板画试背。

(2)表演背。

(3)全班背。

五、拓展延伸，丰富想象

1、说一说，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

2、写一写;春天跟说话了，说着说着()

3、画一画你眼中万物复苏的春天。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六

1、你喜欢春天吗？（板书“春”字）问：你看见这个字想到
了什么？

2、做“一字开花”游戏，看谁说得多。

春（）（）（）（）（）（）

板书：春雷春雨春风春燕

3、出示课文插图或多媒体课件，感受春天大地复苏的景象。



1、学生听老师配乐朗读，说说课文写了春天的什么景物。
（板书：柳树）

2、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柳树在谁的帮助下醒了。（见
板书）

3、分节自愿读课文，说说柳树怎么了。

板书：醒了软了绿了飞了

3、读第三节，学生板画，出示生字“梳、梢”。谁发现了这
两个字的特点？

4、读第四节，说说小柳絮是什么样的。根据学生的介绍，板
画柳絮飞舞的情景。

5、齐读第五节，通过比较认识“耍”字。“要”和“耍”有
什么不同？怎样记“耍”字？

1、自由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出生字。

2、同桌互读生字，比比谁读得准。

3、小组比赛认读生字卡。

4、出示下列生字，学生做找朋友（组词）的游戏。

说（）（）（）话（）（）（）

朋（）（）（）友（）（）（）

春（）（）（）高（）（）（）

5、指导书写以上六个字。



1、借助板书、板画背诵：自由练背；同桌互背；齐背。

2、创设情境背诵：配乐背诵；表演背诵。

1、说一说：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

2、画一画：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

一年级的小朋友，天真烂漫、爱玩爱动，对自己的行为约束
性差，注意力容易分散，课堂上总要玩一会儿与学习无关的
东西。传统的教学把这些特征视为影响学习的特点加以约束，
限制学生“动”，强制听课。而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活
动是认识的基础，智慧从动作开始。”实践活动就是让学
生“动”起来，调动每个学生的感性经验。教师的任务则是
设计富有情趣的、让学生亲自体验生活情境中教学问题，组
织他们参与活动、参与学习。

《柳树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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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这一课前，我先让学生回家观察
观察柳树，把观察到的讲给爸爸妈妈听，并让爸爸妈妈记录
下来，第二天带到学校来。这样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对柳树
的生长过程已经掌握一二，在上课时学生纷纷发表意见，课
堂气氛相当活跃，让我感觉心头一阵喜悦。随后在让学生感
悟课文大意时，我先让学生自读课文，找一找是谁让柳树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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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注重孩子理解、想象和说话练习。我跟
学生说：如果你是春雷、春雨、春风或春燕，你打算怎样让
柳树醒来？你喜欢扮演谁呢？请你先仔细读一读你要扮演的
那一段，读完后再请你在老师发下来的纸上画一画。于是学
生兴趣十足地读起课文来了。不一会儿学生便纷纷举手要上
台表现自己了。表现时学生非常地逼真，比如扮演春雷的他
就在柳枝上画了几棵嫩芽，问他原因时，他便说因为春雷唤
醒了柳树，柳树刚刚醒来，所以才长出几个嫩芽。多精彩的



表现呀！寻其主要原因便是教师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一下子提高后，生生动起来了，课堂效果相当不
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因为放得太多，还没有及时地收回，
所以课堂上稍显得乱了一些，这是我应该注意的。

通过教学的尝试，我深深体会到教学时，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他对调动学生参与学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以后的教
学活动中，我应该尽可能让学生有实践活动，以便提高课堂
效率和教学质量。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七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能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

3.能发现春天里事物的变化。

课前准备：cai课件，生字卡。

一、直观感受，激发兴趣

1.谜语导入：三人同日见（打一字）

（随机揭底，课件出示绿色的“春”字）

师：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2.放映cai课件：草长莺飞，万紫千红的春景图，并伴以和谐
优美的乐曲。

3.师：春天是一个完美的季节，春天一到，万物复苏，小柳
树呀，也醒了！（出示课题，齐读：柳树醒了）



二、整体感知，初步体验

1.学生欣赏老师的配乐朗诵，边听边想：文中写了春天的什
么景物？

2.学生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柳树在谁的帮忙下醒了。

3.再读课文，圈出生字，把生字多读几遍，想办法记住它。

4.检查生字认读状况。

（1）同桌互相读、听。

（2）认读生字卡片。

5.分节让学生选读课文，说说柳树的变化。

三、读读画画，深化感悟

1.指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一节，师随机板画“春雷”。

2.男女小组以轻柔、缓慢的语调读第二、三节，让喜欢画画
的同学板画微风下的柳枝。

3.自读第四节，然后让喜欢手工制作的同学，将自己制作的
柳絮贴到黑板上。

4.再读课文，全班交流：读了课文后有什么感受？

（学生边欣赏师生合作的优美板画，边交流。）

四、入情入境，美读成诵

1.带着自己的感受美读全文。



可采取多种方式，如自由读，小组赛读，男女生赛读。

2.背诵全文。

（1）借助板画试背。

（2）表演背。

（3）全班背。

五、拓展延伸，丰富想象

1.说一说，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

2.写一写；春天跟说话了，说着说着

3.画一画你眼中万物复苏的春天。

1、游戏引入，形象感知春天色彩明丽的美景，不仅仅让学生
进入优美的教学情境，获得身心的愉悦，而且巧妙激发了学
生强烈的求知欲，为后面的自主学习做好铺垫。

2、从整体入手，以读为主感知课文，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
课文，在朗读过程中识生字，初悟文章的美。

3、读画结合，将枯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形象的画面，使文章的
情趣与学生的感悟融为一体，使朗读变成一种享受，也体现
了学科间相互沟通这一教学思想。

4、采用多种形式的读、背使学生在读中进行诗歌所营造的意
境中去，深化美的感受。

5、文章资料的延伸，有利于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拓展学生
的思维空间，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潜力。



一年级语文柳树醒了教案篇八

1.你喜欢春天吗？（板书“春”字）问：你看见这个字想到
了什么？

2.做“一字开花”游戏，看谁说得多。

春

板书：春雷春雨春风春燕

3.出示课文插图或多媒体课件，感受春天大地复苏的景象。

（二）初读，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听老师配乐朗读，说说课文写了春天的什么景物。
（板书：柳树）

2.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说说柳树在谁的帮助下醒了。（见
板书）

3.分节自愿读课文，说说柳树怎么了。

板书：醒了软了绿了飞了

（三）朗读，板画识字

3.读第三节，学生板画，出示生字“梳、梢”。谁发现了这
两个字的特点？

4.读第四节，说说小柳絮是什么样的。根据学生的介绍，板
画柳絮飞舞的情景。

5.齐读第五节，通过比较认识“耍”字。“要”和“耍”有
什么不同？怎样记“耍”字？



（四）活动，巩固生字

1.自由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出生字。

2.同桌互读生字，比比谁读得准。

3.小组比赛认读生字卡。

4.出示下列生字，学生做找朋友（组词）的游戏。

说话

朋友

春高

5.指导书写以上六个字。

（五）背诵，感悟文意

1.借助板书、板画背诵：自由练背；同桌互背；齐背。

2.创设情境背诵：配乐背诵；表演背诵。

（六）扩展活动

1.说一说：在春天里，还有什么醒了呢？

2.画一画：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