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通用8
篇)

教案是教师备课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教师提前预习和准备教
学资源。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教案范例，供大家
参考。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一

识字6对于孩子们很简单。对歌，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过的。

自己上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三触，但是，听到隔壁班潘老师
在上，感觉他的朗读指导比我要好很多。一个字一个字都指
导得很到位。而我，在这方面似乎更欠缺。

这课的生字。

丑：笔画很重要：横折、竖、横、横。

永：不是特别难。

饥、饱：都是形声字。

温、暖：暖字错的比较多。

贫、富：贫上面的“分”提醒学生要舒展开。“富”
与“福”对比。古人都认为有“有一口田”就已经很富有了，
很幸福了。这样教给学生，就不太会错了。

其它都不难，也很容易背诵。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二

教材简析：

《识字6》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一年级下册第六组
的一篇独立识字课。它采用数量词识字的编排，把数量词分
类集中在四幅不同的图画之中，让学生在感受美丽景色、感
受美好生活的同时，认识事物，认识表示事物的汉字，初步
感知不同事物的数量词表达方式。

教学目标 ：

1认识“海、鸥”等14个生字，会写“海、沙”两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数量词的用法。

3能留心观察周围事物，引导学生发现美，并尝试用数量词
表达熟悉的事物。

4培养学生观察力、审美能力、思维的创造力以及与伙伴和
谐交往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通过创设情境，再现画中景，体现画中情，让
学生在美的景物中，在感受美好生活的同时认识事物，认识
汉字。

教学过程 ：

一、旅游，激趣导入  

1创设中队旅游活动情境，导入  新课。

2动画展现少先队员活动场面，引出第四小节，教师范读，
学生自读、互读、指名读、齐读。



3出示生字词车票，用上车买票的形式，认读第四小节生字
词。

二、参观，创境学文

1课件演示海边、乡村、公园的美景，引导学生观察，激发
游赏兴趣。

2用“你在哪里看见了什么”的句式指导学生说话，练习口
头表达。

3把旅游时看到的写下来，就是一篇优美的韵文（引出课
题）。

4读韵文的时候，遇上不认识的字，有什么好办法？

5学生自由读文1~3节。

三、交流，自主识字

1学习1~3小节中的9个生词。

（1）带音节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2）去音节利用词语卡片互相读、小组开火车读。

2从词语中抽出生字，检查认读，独立识记：观察本课生字，
你发现了什么？

四、观察，指导写字

1教师范写“沙”和“海”。

2学生观察、练写、评议。



五、美读，升华情感

1海边、乡村、公园的景色都很美丽，你最喜爱哪里的景色？
把那个小节美美地读一读。

2学生自由选择读、表演读、接力赛读。

3师生配乐齐读1~3小节，感受大自然的美。

六、游戏，巩固识字

1游戏“找朋友”（数量词搭配）。

2游戏“听音取卡”，又快又准确地得到生字苹果。

3通过《旅游日记》再现生字，学生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七、拓展，延伸课堂

1小组抽取明信片，看图合作编一小节数量词儿歌，小组代
表上台展示。

2小结：我们的祖国多么美丽，我们的生活多么快乐。让我
们在音乐声中，用嘹亮的声音来赞美我们幸福的生活吧！
（配乐，配动作师生齐读全文）

相关链接： 《识字6》教学实录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三

2.略

3.“梅柳之长”指奇崛、清新，“梅柳之短”指枯贫瘠、柔
媚。



4.指花骨朵。略。

5.浪花：牺牲算什么,重要的是壮美

信鸽：万里路算什么，重要的是能完成使命。

小桥：浪涛算什么，重要的是能让行人安全地到达彼岸。

落叶:枯萎算什么，重要的是能滋润大树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学会本课部分生字，认识新偏旁“户字头”。

2、了解农村夏夜特有的事物，体会农村夏夜的美妙。

*过程与方法

结合学生观察图画，调集学生的生活经验，重点灯放在正确、
流利地诵读词语上。

*情感、态度、价值观

在反复诵读中体会韵文的特点，以训练语感，产生审美体验。

教具准备：ppt  蒲扇

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坐得真精神，看你们的眼神，我就知道咱们班的
孩子都很聪明。



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位小朋友小丁丁，谁跟他打打招呼呀?

生:小丁丁,你好!

生: hello小丁丁!

师: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生：小丁丁，我想到你家去做客。

师：这主意不错，今天，老师就带你们去小丁丁的农家小院
去做客。（板书课题：识字6）请小朋友们齐读课题。

师：不要拖调。

师带读：识字6

二、认读词串。

（一）学习第二行。

师：小丁丁在农家小院干什么呢？

进了农家小院，陪在小丁丁身边的有谁？

出示句式，学生说话：a、我看到了爷爷，看到了（  ），还
看到了（  ）。

b、我看到了（  ）、（  ）和（  ）。

c、（  ）、（  ）和（  ）在院子里乘凉。

师:一家人在一起乘凉多么温馨呀，老师请第一排的小朋友来
读一读.



师: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三个词的读音，看看它们有什么相同
的地方？

生:爷爷、奶奶和小丁丁读轻声。

师：谁能把这三个词读好。

（二）学习第一行。

（出示：夜晚）师：你看到了什么？

生：我看到了星星。

生：我看到了繁星。

师：繁星指的是什么呀？

生：许多的星星。

（出示：繁星）师：你能带同学们读读这个词吗？生带读。

师：它们在向我们眨眼睛呢，感觉怎么样？生回答，（出示：
亮晶晶）开火车读。

（三）学习第三行

这么美的夜晚，爷爷、奶奶小丁丁他们在院子里坐着（出示：
竹椅），指导读好翘舌音。

师：爷爷手里还拿着（出示：蒲扇，展示实物），指名读。
读这两个词的时候要注意读准翘舌音。跟老师读。

师：天上有闪烁的繁星，花丛中也有闪亮的星星，它们是谁
呢？（出示：萤火虫）对了，萤火虫提着找我们呢！你来喊
喊它们的名字。指名读。开火车读。



(四)学习第四行

师：爷爷一边指着星空，一边给丁丁讲故事呢！看到丁丁那
入迷的样子，爷爷讲的故事一定非常好听，你们想听
吗？……比比看，谁听的最仔细。（播放牛郎织女故事视频）

师：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牛郎织女变成了两颗星,（出示：牵
牛、织女）谁知道它们叫什么？指读“牵牛、织女”。牵牛
织女在天上遥遥相望呢。

师：爷爷又指了指北方的星空，瞧：看到北方那一组最亮的
星星了吗？（出示北斗星图）介绍北斗星, 北斗七星常被当
作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课件展示：牛郎织女
图、北斗星图）开火车读 。

让我们再来指着天空认一认。

三、美读韵文，入境品味。

生：我看到了许多小星星，一闪一闪的。

生：我仿佛看到夏天的夜晚，繁星在天空中一闪一闪的。

师：真棒，用上我们学的词。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韵文：老师在朗读这篇韵文的时候，也像
你们一样，看到了这美丽的夜色，脑海里有了这样的画面自
然就读出感情来了。

师：下面老师闭上眼睛，你们试着读一遍，看看你们能不能
让我的脑子画画。

五、游戏识字，巩固运用。

1、看，生字宝宝排好队迎接我们来了，来，我们叫叫他们的



名字吧！（课件展示：生字）

开火车读。

齐读。

2、摘苹果识字。

师：今天老师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出示苹果树，谁能把这苹
果上的词读出来，这苹果就落下来，送给他。

六、先扶到放，指导写字。

师：识字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同样，把
字写好也能给人带来美好的享受。

（一）、我们就先来学写“奶”字，

1、说说你怎样把“奶”字写好。

2、跟老师示范写。

3、用“一看二写三对照，一个要比一个好”的方法指导写字。

生：奶的“乃”部分要写宽一些。

师：学会反思了，相信你第二个字一定写得很棒。写第二个
奶字。再用刚才的方法写第三个“奶”字。这就叫“一看二
写三对照，一个要比一个好”的方法写好字。

（二）、教学写“扇”字，掌握新部首“户”。用同样的方
法放手让学生写。

师：把小本子轻轻地放到抽屉里，把它送回家。



让我们再用愉快的心情把课文读一遍。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五

《石榴》最后一个自然段具体描写了石榴子儿的样子、颜色
与滋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石榴的喜爱之情。在教学时，
我努力引导学生用眼、用口等形式去理解词语，感悟课文内
容，从而更好地进行朗读与说写训练。

本自然段中，一些词语用得生动形象，如“玛瑙般”、“一
颗颗紧偎”、“红白相间”、“晶莹透亮”等。这些词单靠
想象是不能真正理解的。教学时，我出示实物，引导学生仔
细观察石榴子儿，观后交流感受。有学生说：“石榴子一头
红，一头白，这就叫‘红白相间’”。有学生说：“它们一
粒一粒靠在一起，就像玉米粒一样，这就是‘紧偎’”。还
有学生说：“我看到了石榴子儿很亮，看上去就像是宝玉一
样，好看极了，这就是‘晶莹透亮’”……接着，我将石榴
子儿掰开，让学生们一起分享。吃完后，问他们味道怎么样?
学生们纷纷举手，有说酸酸的，有说酸中带点甜，吃完还觉
得清爽无比。通过观察和品尝，学生不仅理解了描写石榴样
子、颜色和滋味的词语，而且加深了对石榴的喜爱之情。在
此基础上的诵读是比较成功的。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六

教学目的：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端正的书写宫、祝两个生字，认识新偏旁

3、了解有关足球的一些知识，知道足球运动是当今的流行运
动，同时让学生明白能给人带去欢乐，自己才是最快乐的。



教学重点：朗读、写字

教具：多媒体动画，图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出示纪、皇、帝、庆、祝宫、进、运、带、踢、自、己

(1)、指名读、齐读

2、出示写过的生字纪、庆、进、运、带

(1)、指名读并组词，全班跟读。

二、学课文

1、自读第一自然段，说说主要讲了什么?(出示第一自然段投
影)

相机出示圆圆的身体，个头不大，年纪可有一大把喽。

2、指名读

3、指名上台表演，评奖。

4、齐读

1、自读

2、交流

(1)、点出很久很久中国读好、自豪



(2)、只有才师：可见足球是件非常高雅的活动。

(3)、他们在皇宫前.里(放动画)

师：有谁对当代的足球有更多的认识?

1、指名说

2、齐读第二自然段

过渡：许多年过去了，今天，踢足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流行
的运动。

师展示何以为流行：大连的足球建筑，足球的望远镜，足球
报，印有足球图案的衣服

师：小朋友们再来看这两张图，人们都在干嘛?(欢笑)是谁带
给他们欢笑(足球)

平时生活中你或你的家人有没有这种举动?说说怎样的?

1、指名交流(球迷)

2、师：足球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欢笑，那么课文中的最后一句
中我就觉得自己也是快乐的了。什么意思。

(1)、指名说(能给别人带来欢笑，自己才是最快乐的)

(2)、指名读最后一句

过渡：课文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足球，你还知道足球的什
么知识?

1、交流



2、齐读全文。

三、教学生字

1、出示宫、庆、祝

(1)、认读，并组词。

(2)、说说如何识记。认识新偏旁。

(3)、师范写，生书空。

(4)、生描红，师巡视。

板书： 17、我叫足球

出生 中国流行 世界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七

师：我们今天学什么？一起说。

生说。

师板书课题。

生：听明白了。

生开始读。

生开始读。

师：我刚才注意到了，很多都得到了对方的鼓励。谁来读给
大家听。



一女生读。

师：读书一定要细心，谁再来读一读？

一男生读。声音洪亮。

师：字音读得真准，谁再来读一读。

一男生读。

师：不仅字音读准了，还读得很好听。次序乱了还能读出来
吗？

开火车读。

师：火车开得快一些，好吗？

生读得快了。

师：大家都能读准了，一起读一读。

生齐读。

师出示塞、骄、岛。

师：怎么样记住这几个字呢？你有什么好方法。

生按字的结构说的。

师：你用什么方法记得了哪个字？

生：我记住鸟。

师：看清楚。



师出示鸟与岛，

师：这是什么方法？这叫换一换的方法。说说你的想法。

生：岛上有山，所以下面是个山。

师画波浪：这是什么？

生：岛？

师：你来说。大海无边无际，一只小鸟飞累了，它看到了小
山就去歇息一下。

被水环绕的陆地就是岛。

师：你还记得了哪个字？

生：把比赛的赛的贝换成土。

师：骄阳的骄你是怎么记的？

生：把轿车的车字旁换成马字旁。

生：把桥的木字旁换成马字旁。

师：我们一起读一读。

生齐读。

师：你来组组词。

生:岛，海岛

生骄，骄傲。



生：岛，独岛。

生：塞，要塞。

师：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生：是军事，是城楼。

师：你懂得真好。再读一读，把它记到脑子，

出示字串：这串词很有意思，里面藏了好多小秘密，请你读
一读。

师：你发现了什么？

生：第一行是秋天。

生：第二行是春天的景色。

师：能告诉我们是哪呀。

生：第二行是秋天的江南。

师：再看一看。

生纠正：是春天的江南。

生：第一行是秋天的塞北。

生：第一行是秋天的秋风。

师：是哪儿的秋风。

生：是塞北的秋风。



师：你发现什么？

生：最后一个词是地方。

师：你太了不起了，你知道这些地方在哪？了解这些地方吗？

师画地图：我们的祖国可大了，祖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里幅员辽阔，美景数不胜数。这里是我们的宝岛。

生：中国台湾岛。

师出示塞北：这里哪里都是草原，美景如画。

师：第二幅是江南。你知道在哪里？

生：长江的南面。

师：长江以南的地区就是江南。咱们南京就属于江南。

师：海岛在哪？

生：

师：本课的海岛主要是指南方的一些岛屿。

生齐答，

师：对珠穆朗玛峰就在青藏高原上。

师指四方让学生说。

师：如何把感受读出来吗？教你们一个小窍门，想知道吗？

生：想。



师：边读边想。

生读。

师：谁来说你读第一行想象到了什么画面？

生：美丽的画面。

师：怎么美呀？

生：它是秋风吹的。

生：我想到的是秋风吹着，一群骏马在跑。

生：我也想到在塞北秋风刮着一群骏马跑过去。

师：骏马跑得快不快？

生：像风一样快。

生：一溜烟，一眨眼就过去了。

师出示骏马图，生读骏马、秋风、塞北。

师：塞北一望无边，谁再来读。

生读。

师： 我看到了大草原。

真广阔呀。

正是因为塞北的辽阔，骏马才能心情飞奔。想着这样的画面
来读，。



师：有一个我们来到辽阔的草原，这里秋高气爽。骏马迎着
秋风飞奔，这气势多么奔放，多么豪迈呀。带着这样的感情
来读。

生读。

师：哪个小朋友给老师介绍一下江南的春天是什么样？

生：花开得很美。

师：还有谁说一说。

生：我们南京很漂亮，花开得都很漂亮。

生：春天是鸟语花香的。

生：我们一年级学了一首诗，关于江南的。背《江南》

师:能想着这样的画面读读第二行吗？

生读。

江南的雨淋得真舒服，你来读。

江南的花开得真鲜艳。你来读。

江南还有诗情画意呢。我们一起欣赏江南。

大屏幕出示江南。

师：想象此时此刻我们漫步江南，欣赏杏花，你有什么感受？

生：我觉得真美丽。

师：你来读一读。



一生读。

师：老师觉得雨有点大了。再来读一读。

生再读。

师：雨小多了。江南是清新温柔的美。

师对比读前两行。

师：谁读一读前两行。

生读(对比明显)

男女生分读。

师；请你自己来读后两行

生读。

师指生读第三行。

师：你想到海岛上有什么呀？

生：有椰树。

生：有好多鸟。

生：海岛周围有许多海鸥。

生：我感到很热。因为是骄阳。

师：什么叫骄阳啊？

生：很热，照到身上跟烤鸭一样。



师：海岛长年很热。谁来读一读。

生读。

出示海岛的图片。

师：来到海岛，你最想什么？

生：游泳

生：摘椰子吃。

生：把沙子盖到身上。

师：谁来读一读，让我们体会一下你的心情。

生读。

师：想着这样的画面，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读第三
行。

生读。

师：海岛骄阳似火，高原却是另一番景象。

出示画面，生说。

师：牦牛被称为高原之舟。谁来读一读。

生读。

师：高原带给我们是高远壮阔的美，你来读一读。

生读。



师：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行。

生齐读。

师：你有机会旅游，最想去哪？

生：我最想去高原，体验高原有多冷。

生：我想去海岛，我想去

生：我想去江南，看看江南的景色有多美。

生：我想去高原，骑骑马。

师：去高原骑什么？骑牦牛。

生全篇读词串。

师：带着不同的感受一起读一读。

生齐读。

师：四行词串就像四句话，看，发现了什么？

生：南不是后鼻音，是前鼻音。

师：老师告诉你，他们两个的韵母相同，叫押韵。

师：再读一读，感受韵律美。

生齐读。

师：观察这三个字，想想怎么写才能好看。塞骄岛

生说字。



师：伸出你的右手，和老师一起写写这个字。

师写塞，讲要领。

师写骄，讲要领。

师写岛，讲要领。

生开始写字，先描红，后写字，每个字写三遍。

小学一年级aoouiu的教案篇八

一、教学目标：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复习巩固汉语
拼音，学会本课5个生字，认识6个二类字。

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认识1种笔画;在学生能有自己的情
感体验的同时，也要激发学生对家的热爱。

二、教学重难点：

看懂图意，并结合图理解字词，体会诗的第二句所包含的意
思。

三、教学构想：

在教学中，设计了让学生当小诗人，自己创作小诗歌两个相
对来说比较有难度的环节，旨在让学生在创作中提高表达能
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教学准备：

自制图片(内容：蓝天白云小鸟树林小河鱼儿泥土种子)、



《娃哈哈磁带。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宽松、和谐的气氛。

1、(板书：家。)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个字吗?(指名读。齐
读。)

2、(出示一张照片。)这是老师的家。老师家里有六口人，他
们是老师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和可爱的小侄女。看，
照片上我们笑得多开心呀!欢迎小朋友们有空来玩。

3、小朋友们，能告诉老师，你们的家是怎么样的吗?

4、教师小结：家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和快乐的地方。

(二)创设情境，自悟自学。

1、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家，那我们共同的家是什么?(我们的
祖国。)因为我们是祖国的—(板书：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
国就是我们的家。)

2、指导朗读。

(1)自由读一读。指名读。

(2)教师范读，指导停顿。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3)齐读，相机正音。

(4)男女生分句读。



3、是呀，我们生活在祖国的怀抱中是多么快乐呀!(播放《娃
哈哈》，师生表演。)看，小朋友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哈哈。因
为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
大——(家。)

4、除了我们有家，动物、植物有没有家呢?对，任何东西都
有自己的家。今天，就请小朋友们做一回爱心小使者，帮画
面上的东西找一找它们的家。(出示画面。)

5、学生回答。

练习用“...是...的家”的句式说一说。并把手中的图片贴
到黑板上去，然后小老师领读。(教师相机标出停顿，指导读
出高兴、快乐的语气。)

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
土/是种子的家。

6、小朋友们读得多棒呀!让老师不禁想唱出来。(播放由课文
谱成曲的《家》，师生同唱。)

(三)张扬个性，激发灵性。

1、小朋友们，你们还能想出——是——的家吗?

3、小组讨论。

(1)你们想说什么内容?

(2)准备用几句话说?(至少两句。)

(3)练习用“——是——的家”的句式组成一段话说一说。

4、给“小诗人”颁奖。



(四)指导书写生字“白、云”。

1、说说自己是怎么识记的?

2、教师范写，学生跟写。

(1)白：从竖中线上用力地撇出。连住撇写竖。写横折钩的时
候要注意横要写在竖中线的左右两边，要一样多，折的时候
要顿一下，有一个折角，钩的时候要用力地往上一挑。接着
写里面的横，写在横中线上。最后封口。

(2)云：第一横短，第二横稍长，写在横中线的上方，“厶”
从中线点往外书写，最后写点。

3、要求学生把每个字再书写5遍，教师巡视指导。

(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同学们，今天你们为很多东西找到了家，你们开心吗?为什
么?是呀，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师生齐说家。)任何事物
都离不开自己的——(师生齐说家。)。

(六)拓展学习。

1、(小黑板出示《妈妈》这首儿歌。)学生读文。

妈妈

天空是星星的妈妈，

大海是浪花的妈妈，

祖国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光荣又伟大。



2、在这首诗中，哪些东西找到了妈妈?他们的妈妈分别是什
么?

3、指导朗读。

(七)迁移，创作。

老师先来一句“星星是夜空的花朵”。你也能按照“——
是——的花朵”的句式说上几句吗?(指名回答，及时点评。)

(八)教学生字词。

1、(出示卡片：儿、土、子。)指名读。

2、分析字形，指导书写。

(1)提示注意点。

儿：左边是竖撇。

土：第二横稍长一些。

子：第二笔竖钩稍弯，上面稍出头。

(2)练习书空。(指名练习。)

3、学生描红及仿影。教师巡视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