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级语文(模板10篇)
在大班教案中，教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引导和组织学
习活动的作用。小编整理了一些一年级语文教案的范文，供
教师参考和借鉴。

教案级语文篇一

1.掌握生字新词，初步学会用“只有......才......”“可
是”写句子。

2.能根据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课文。

3.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的精神。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读懂文中的四个事例，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的精神。能按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

三、教学准备

课文录音、投影片。

四、教学时间：3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部分词语意思。

2.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大意。

3.初步感受竺可桢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二)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简介生平。

(1)我们已学过的课文中有哪些是介绍科学家的?

说说科学家茅以升、李四光的事迹。

(2)简介竺可桢生平。(见“背景知识”)

2.听录音，感知大意。

(1)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写了竺可枚的哪几件事?

(2)交流讨论。

3.自读课文，自学字词。(结合完成《作业本》第1题。)

(1)自由读文，划出生字词，

(2)自学字词。

(3)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4.检查自学效果。

教案级语文篇二

1.体味作家平淡中蕴含高深的文字境界。

2.理解艺术家对于自然、人类生活以及人的本性的深切感受。

3.学习文章卒章显志的写作手法。

重点与难点：



1.对“泉水”意象的理解和把握。

2.对阿柄艺术风格的感悟理解。

突破口：创设音乐的意境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文学作品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介绍阿炳，放送音乐《二泉映月》，听后学生自由谈自
己的感受。

1.阿炳，本名华彦均，江苏无锡人。父亲是一位道士，擅长
演奏二胡、琵琶、三弦等乐器。从小时候起，阿炳就跟父亲
学习乐器，由于天资聪颖和练习刻苦，他13岁时就已熟练掌
握二胡、琵琶、三弦、和笛子等多种乐器的演奏技艺。他的
命运曲折坎坷，儿时丧母，二十岁丧父，三十多岁时双目失
明。生活无着落，只好流落街头，靠卖艺为生。五十多岁时，
吐血病故。正是这位饱尝了人间辛酸的苦难的艺人给我们留
下了不朽的传世之作。阿炳卖艺几十年，根据生活体验，创
作改编、演奏了许多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作品。

现存的传世乐曲，有《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
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等六首。而
吸引力的是他的代表作《二泉映月》。

2.播放《二泉映月》。

三、师范读课文后，生再自由朗读课文，选择自己喜欢的语
句或段落，细心品读，并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

齐读相关文句，问：哪位同学能用自己的话来形容一下阿炳
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吗？



四、探究问题：

1.文题中的“泉”指的是什么？

2.本文是一篇什么体裁的文章？那作者围绕《二泉映月》写
了些什么内容？（板书）

明确：（1）产生

（2）流传

（3）内容（曲子的意境）

（4）评价（崇高的艺术地位）

六、课外拓展：播放贝多芬的《月光曲》，谈谈你对这首钢
琴曲的感受。

贝多芬简介：出身于德国波恩的平民家庭，很早就显露了音
乐上的才能，八岁便开始登台演出。1792年到维也纳深造，
艺术上进步飞快。贝多芬信仰共和，崇尚英雄，创作了大量
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如：交响曲《英雄》、《命运》；
序曲《哀格蒙特》；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暴
风雨》、《热情》等等。

一生坎坷，没有建立家庭。二十六岁开始耳聋，晚年全聋，
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但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
隐退，在一切进步思想都遭禁止的封建复辟年代里，依然坚守
“自由、平等”的政治信念，通过言论和作品，为共和理想
奋臂呐喊，写下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他的作品受十八
世纪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个性鲜明，较前
人有很大的发展。在音乐表现上，他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
乐体裁；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
效果；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



贝多芬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时期音乐的道路，
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称为“乐圣”。

七、背诵第三自然段。

八、欣赏春江花月夜

九、小结

教案级语文篇三

1.学习6个会写的字，12个会认的字。

2.指导学生认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感受作者细腻的心
里活动的描写。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当时条件下，生活的.艰难，同时明白，生活总是在变
化，今天的生活更值得珍惜。学会从点滴的生活小事中去感
知爱的存在，学会用爱去回报。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

小黑板，糖块

教学时数:

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了解大意，学习生字。

一、导入：



1.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看了课题后，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二、初读课文。

1.教师范读。

2.学生自由读、指读。

三、学习生字。

四、指读课文，思考：

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第二课时

读课文，感悟理解课文。

一、复习导入：

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二、深入学文。

(一)学习课文第1自然段

指读思考：

你从这段知道了什么?

(二)学习课文第2——5段

2.“我”为什么要偷吃白糖?



3.找出描写白糖滋味的句子，指导朗读。

4.当“我”想象白糖滋味的时候，心情如何?(狂喜：极端高
兴。)

5.默读3、4段，划出给你印象最深的词语和句子，说一说你
的理解。

重点理解：

(1)“我”的心为什么缩了一下?

(2)“怔怔”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发呆、流泪?

6.作者把自己偷糖吃的动作、心理写得细致入微，让我们再
来读一读这两段。

7.端午节这天早上，弟弟妹妹会想些什么?爸爸妈妈呢?我呢?

8.可是母亲——只是抱着空罐子发呆，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
有。

9.妈妈为什么发呆?为什么没有责怪我?

(三)学习课文第6——7段

1.指读思考：这件事对“我”有怎么样的影响?

2.“我”为什么很少吃白糖了?——苦糖

3.想象一下，作者长大以后，第一次拿着白糖回家时的情景。
他会和母亲说什么?

(四)小结课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你有类似经历吗?如果有，说一说。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复习巩固。

教学过程：

一、复习生字

二、读课文

三、做课后习题

1.读一读，写一写

2.理解“在”和“再”的意思，进行区分。

()见()长春()一次

想好()说()劫难逃健()

3.读句子，谈感受。

四、板书设计：

1—3苦糖

狂喜

糖甜—偷吃心缩了一下—母亲发呆—苦糖

怔怔

五、作业：



1.写生字、课后词语。

教案级语文篇四

前面几节课我们体会到手能传递幸福、友好、真诚、快乐、、
、、、、能带给人们美好生活，又目睹了张迎善那双特大号
的、粗糙、有力得手。今天，我们来近距离研究一下自己得
手。

1、自由读文，读准字词，读通句子。

2、小组内互读课文，检查读文情况，做出评价。

3、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指名回答。

教师引导：文章哪一段可以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指名读一
读。

4、小结：我们可以通过找文章总述段落或者总述句的方法归
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1、学习方法。瞧，这一课的“金钥匙”又要教给我们学习的
好方法，让我们共同听一听。（教师出示解答自己提出问题
的方法）

2、运用学法，默读批注。

3、合作交流，质疑解疑。（交流自读批注的结果，说说学习
中的.收获。）

4、全班交流，理清脉络。

（1）提出小组中还未解决的问题，请其他小组补充解疑。

（2）全班交流：课文从哪几方面介绍手上的皮肤？自由发言，



指名板书。

5、借助板书，浏览课文，试将每段的大意串联起来概括文章
的主要内容。指名说一说。

小结：除了找文章总述段落或者总述句的方法归纳文章的主
要内容，还可以通过串联段意的方法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1、通过学习了解了哪些手上皮肤的知识？

2、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打算怎样保护自己的双手？

1、运用批注的方法自读《手指》。

2、运用归纳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概括《手指》的主要内容。

教案级语文篇五

1、掌握生字新词，初步学会用“只有・・・・・・
才・・・・・・”“可是”写句子。

2、能根据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课文。

3、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的精神。

读懂文中的四个事例，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的精神。能按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

课文录音、投影片。

（一）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部分词语意思。

2、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大意。



3、初步感受竺可桢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二）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简介生平。

（1）我们已学过的课文中有哪些是介绍科学家的？

说说科学家茅以升、李四光的事迹。

（2）简介竺可桢生平。（见“背景知识”）

2、听录音，感知大意。

（1）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写了竺可枚的哪几件事？

（2）交流讨论。

3、自读课文，自学字词。（结合完成《作业本》第1题。）

（1）自由读文，划出生字词，

（2）自学字词。

（3）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4、检查自学效果。

教案级语文篇六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用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四、五自
然段。



3、在熟读课文的过程中感受到九寨沟的秀美与神奇，受到美
的熏陶，激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四、五自然段。

介绍九寨沟自然风光

引导探究合作交流讨论

教师饱含感情地述说：“同学们，在中国，风景秀美的旅游
圣地多如繁星，九寨沟就如同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作者用诗
一般的语言和画一样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九寨沟的神奇与
秀美。相信大家读了这篇课文，一定会被美妙绝伦的九寨沟
所陶醉、所感染。”

1、听老师范读，一边听一边思考

（1）你知道九寨沟的地理位置、名字的来历吗？

（2）课文从哪几方面描绘了九寨沟的美景？

2、读后交流。

3、再读课文。

请同学们慢慢地阅读课文。可以朗读，也可以默读。

1、学生自学。

2、检查交流。

3、钢笔描红。

过渡：刚才大家通过听读、自读，解释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为了更好地阅读课文，请同学们认真地学习课文中的生字、



词。

教案级语文篇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是如何把猫的特点写具体，并表
达出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的。

3．激起热爱生活的情趣，激发课外观察动物的兴趣。

了解作者是怎样写出猫的性格特点的。

在阅读中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1.同学们，上课之前我想请大家来猜一个谜。“胡子不多两
边翘，开口总是妙妙妙，黑夜巡逻眼似灯，厨房粮库它放哨。
”（打一动物）大家都很聪明，这种动物就是我们昨天学习
了的《猫》。

2.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小时候的猫，下面我们来完成一项
练习（出示小黑板）

小时候的猫很（淘气），它是那样（生气勃勃）（天真可
爱），我非常（喜欢）它。

爱心

用心

专心1

（一）教师引导，赏析第一自然段。

1.请同学们找出表现猫老实的相关词句，读一读，谈谈自己



的.体会。2.再找一找表现猫“贪玩”的句子。

3.请大家再来找一找哪些地方表现了猫的“尽职”呢？

4.贪玩与尽职集中在一只猫身上，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的猫？
5.学生练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

（2）指导朗读。

（3）男女生比赛读。

（二）师生互动，赏析第二、三自然段。

1.请同学们默读第二、三自然段，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
画下来，多读几遍。2.师生互动，交流感受。

分小组讨论为什么写得好

（三）学生练读1——3自然段。1．指名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2．请同学用自己的话把猫的古怪性格说具体。

你们总结得非常好，在老舍爷爷笔下的猫显得那么惹人喜爱。
同学们，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留心周围美好的事物，用心去
感受，就能像老舍爷爷那样，不但能发现美，欣赏美，而且
还能创造美！

1.把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背下来。

2.请同学们课后认真观察你所喜欢的小动物，写一段描写小
动物的话。



教案级语文篇八

1.掌握生字词，读懂诗句，理解诗意。

2.感悟诗歌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之间的
深情厚谊。

3.激发对祖国诗歌的热爱，培养主动积累诗歌的习惯。

4.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移情换景，想象画面，体验情感。

读中悟情，读中生情，读中赏文。

课件

师：同学们，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别离意味着也许终生都难
以再见。多情自古伤离别，

在诗人王维的眼中，离别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的伤感，

在诗人王勃的眼中，离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
乐观，

那么，在唐代著名诗人，“诗仙”李白的眼中，离别又是什
么呢?

今天，我们学习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题目中有几个生字，自个儿读。谁来读一读课题。(指
名读，齐读)(理解“之”,“广陵”)

读懂诗题是学好古诗的第一步。现在，谁能说说题目的意思



呢?

请大家打开课本，自由朗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注
意读准诗中的生字，并把诗句念通顺。

(学生朗读)

(生齐读)

师：真好，谁再来读一读，争取读得有板有眼。(学生朗读)

师：读得好吗?我们也来读读。(学生齐读)

(板书：谁送谁?为什么送?在哪送?送到哪?何时送?怎样送?)

同学们真不简单，围绕一个词提了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
答案就在这首诗里，同学们认真读读诗，把答案找出来。把
答案找出来了，这首诗也就读明白了(板书：理解诗意)。读
的时候可以看插图，看看注释，查查字典，也可以和同学讨
论交流，看谁先读明白。

(指板书上的问题)谁第一个汇报?

黄鹤楼在哪里?

还有谁知道更多关于黄鹤楼的知识?黄鹤楼和扬州都在哪条河
流边呢?(板画长江)

黄鹤楼在扬州的西面，孟浩然是从西面的黄鹤楼顺流而下出
发到东面的扬州去。所以诗人说

“故人--”

李白为什么要送孟浩然呢?你从哪里知道的?(理解“故人”)
这首诗是李白三十多岁时写的。孟浩然是与他同一时期最著



名的诗人之一。李白非常仰慕孟的才华、人品。他在诗中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什么样的三月叫烟花三月呢?还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三月?读明
白这个问题的同学可以继续告诉我。

谁来说说，你仿佛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学生汇报)

正是因为朋友感情深厚，因此李白这时的心里就更加留恋，
更加依依不舍，更加惆怅，牵挂，孩子们，读出你的留恋，
读出你的伤感，读出你的牵挂来，把这种感觉读进去，读进
诗的字里行间去。(自由读)

谁来读一读?(指名读)

老师听出来了，同学们是用心在读。是的，在这千年胜地黄
鹤楼上，

(引读“故人西辞---”)

在这如诗如画的江南春天，(引读“故人西辞---”)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李白又是怎样送走老朋友的呢?

谁来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理解“孤帆远影碧空尽”.哪个字告诉我们小船走远了，看不
见了?(理解“尽”)

李白看着老朋友的小船走远了看不见了，那小船到哪去了?

老朋友的船走远了看不见了，李白也该回去了吧?

理解“唯见长江天际流”,“唯见”就是只看见的意思。



我们送一般的朋友，只送到家门外就回来了。可是李白目送
着朋友挂帆远行，连影子都消失了还久久伫立，不肯离去。
让我们再次体会李白与孟浩然的深情厚谊吧。(播放课件：送
别)

师：多么动人的送别场面啊!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动容，怎
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话想对李白说?(这
滚滚流去的仅仅是长江水吗?)

就是这种感受，这种感情，来，同学们，把声音沉下去，再
读读这两句诗，认真体会诗歌中蕴涵的情感。(板书：体验诗
情)放开声音读，按自己的节奏读。(指名读，分组读，想读
的站起来读)

下面谁能把黑板上这几个问题的答案连起来说说?注意要先想
好怎么说，要说得美一点。每个同学在下面先说给同座位听
一听。(生同座位互说。)

同学们说得真好，说出了诗里浓浓的惜别之情，老师为你们
成为李白的知音而高兴。诗是要读的，还要尽可能地读出它
的味道。带着深深的情，浓浓的意，让我们再次吟诵这首诗。

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觉?(李白对老朋友孟浩然的深情像长
江水一样长。)

谁来读一读?(指名读、齐读。)

我们还学过李白写的送别诗《赠汪伦》(师出示课件《赠汪
伦》，生齐读)。

在这首诗里，诗人写了汪伦以歌声送友，借潭水表达了朋友
间的深情厚谊。

最后，让我们吟诵这首诗结束这节课的学习，不会背的同学



可以读。

搜集送别诗，认真地读，仔细地体会。

教案级语文篇九

1、掌握生字新词，初步学会用“只有，才”“可是”写句子。

2、能根据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课文。

3、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的精神。

读懂文中的四个事例，感受竺可帧为科学事业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的精神。能按提供的`情节复述第一、二段。

课文录音、投影片。

（一）教学目标

1、掌握生字，理解部分词语意思。

2、读通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大意。

3、初步感受竺可桢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二）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简介生平。

（1）我们已学过的课文中有哪些是介绍科学家的？

说说科学家茅以升、李四光的事迹。

（2）简介竺可桢生平。（见“背景知识”）



2、听录音，感知大意。

（1）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写了竺可枚的哪几件事？

（2）交流讨论。

3、自读课文，自学字词。（结合完成《作业本》第1题。）

（1）自由读文，划出生字词，

（2）自学字词。

（3）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4、检查自学效果。

教案级语文篇十

教学目标：

1、学_甘于清贫的革命精神，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
的关系。

2、学习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在叙述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学重点：

学_甘于清贫的革命精神。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关系。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交流课前收集的信息，对_同志产生初步了解，激发兴趣，导
入新课。

1、学生班级范围内交流，互相补充。

2、教师补充，强调_同志的为人品质，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初步把握课文内容。

1、提问：_是一个怎样的人?

2、板书课题。

3、自由交流。

4、读课文，初步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突出“清贫”。

三、再读课文，深入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1、学生带着问题大声朗读课文

(1)什么是清贫?

(2)文中哪些内容最能凸显_同志的这一可贵品质。

2、集体反馈交流。

3、画出富有表现力的句子，圈画关键词语，在旁边作恰当的
批注。

4、集体交流，教师作适当点拨，注意学习习惯的培养。

四、分角色朗读课文，深入理解人物的精神品质。



1、找出“我”与“士兵”的对话内容，同桌分角色朗读

2、指导同桌朗读。点评：读得怎样?该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
读?

3、再次朗读。

五、质疑，培养思维能力

1、学生交流课前和课中产生的问题。

2、互相探讨，教师充分肯定学生的质疑精神。

3、教师质疑，落实课文选材教学。

(1)想一想：课文第8小节对_“家底”的补叙有什么表达作
用?

(2)志敏为什么要坚持一种“清贫”的生活态度?

六、拓展，辩一辩。

1、辩一辩：在提倡全面小康的时代，清贫还需要吗?

2、学生充分思考，辩论，教师最后做正确的引导。

七、作业

1、把文中的一桩趣事说给家长听。

2、有人说_烈士“清”而不“贫”，你同意吗?请写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