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篇一

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学生在互帮互学中熟记生字。学
生通过自读自悟质疑问难，通过小组讨论、交流，理解课文
的主要内容及表达的情感。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增加学
生阅读量，开阔学生视野，积累词汇。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写田字格里的4个生字，做到笔顺正确。认识新笔画“横
折弯钩”。

2、正确认读11个生字。

3、借助汉语拼音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培养互助友爱的精神和合作的意识。

(二)能力目标

借助汉语拼音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三)情感目标

培养互助友爱的精神和合作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1、生字学习。

2、理解课文内容，培养互助友爱的精神和合作的意识。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了解课文内容。

(一)播放朗读录音，加上适当的配乐，让学生边听边思考、
边记忆。

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学生听故事的
过程就是梳理思路的过程。

(二)用自己的语言在小组里讲一讲刚才听到的故事。大家相
互补充，比比谁讲得完整又准确。

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的个别差异，教师做到因材施教。

(三)教师要对表达有困难的学生特别关注，搞清楚困难的原
因，是没集中精力听故事还是语言表达能力欠缺。在以后的
教学中要特别指导这部分学生。

这一环节给了学生充分的自读课文时间，学生在反复读书的
基础上达到通顺、流畅。

(四)揭题：刚才这个动听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篇
新课文《树和喜鹊》。



(五)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自读课文，识记生字。

(一)学生自读课文，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自己读准，并标上
记号。

(二)反复读课文，重点识记不认识的字。

(三)出示生字卡片，检查学生对生字的认读情况。

1、用“我来当小老师”“介绍我的好朋友”等方式让学生互
帮互学。

让学生当“小老师”来互帮互学生字的设计，调动了学生积
极识字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自信的信心，并在
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2、教师重点指导学生普遍认读有困难的生字。

三、自读自悟——质疑问难——小组交流——全班师生交流

(一)学生自读课文，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二)在四个人小组中交流，说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受。

(三)教师巡视，参与讨论，了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疑
难所在，以便具体指导。

(四)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下列语句。

1、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孤单”是什么意思。树和喜
鹊为什么会感到孤单?

尊重学生独特的心理感受，让学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谈出



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让学生更进一步感受到没有伙伴和朋
友的生活才会孤独。

3、“树很快乐，喜鹊也很快乐”让学生在交流中理解：是什
么原因使树和喜鹊变得快乐起来了?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
这句话。

理解“树很快乐，喜鹊也很快乐”这句话，很自然的也就理
解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四、书写生字，巩固生字。

(一)书写

1、学生自己书写。

2、班内交流书写时发现的应注意的问题。

3、教师根据情况具体指导。

相信学生，给他们自主识字、写字的机会，并在合作交流中
互帮互学，教师适时查缺补漏，指导方法，师生、生生达到
共识。

(二)通过编故事，复习、巩固生字。

学生随意挑选一些学过的生字、词语，用这些生字、词语编
故事。

这一环节的设计，学生在兴趣极浓的情境表演中既巩固了所
学的生字，又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五、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说一说：你有过像树和喜鹊
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吗?展开讨论交流。



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小培养学生搜集材料、整理知识的好
习惯。

六、作业：扩展阅读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篇二

1、让学生了解中秋节，知道它的传说、习俗。

2、通过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来
弘扬民族精神。

3、让学生懂得亲情的可贵，能融入集体中，促进学生之间的
友情。

1、歌曲：《但愿人长久》。

2、学生事先收集有关中秋节的`信息。

3、学生准备做河灯的材料。

4、学生带好月饼。

20xx年9月21日

二（6）教室

一、齐读班会的主题，交流对主题的理解：

师：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心里也
会喜洋洋、甜滋滋的，今天，我们老师、同学在一起共聚这
美好的日子。

二、知中秋



1．以小队形式开展交流有关中秋节的知识。（简介、传说、
习俗等）。

2．老师补充，小结。

3．词语串串烧，每组给一个词语进行词语接龙，讲一讲跟中
秋节有关的词语和诗句。

三、做河灯

1、讲做河灯的来历

2、做河灯

四、师生齐分享中秋食品。

五、小结

同学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在一起品尝了中
秋食品，希望二（6）中队的同学更加团结友爱、心心相连！
（放音乐《但愿人长久》）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篇三

1、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通过中秋节让学生初步理解中
国传统节日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核，真正了解节日，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帮助青少年增强科学节日文化理念，弘扬创新节
日文化。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了解中国各地过中秋的风俗。

3、增强学生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的感情，让节日真正给我们
带来快乐与幸福。



苏轼的《水调歌头》月饼

云龙公园

中队长导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从去年开始，国
家把这个节日定为法定节日，休息一天。从而可以看出，中
国逐渐对传统文化和民俗越来越重视。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
中秋佳节，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一）、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

1、中秋节的由来

（1）中队长：队员们？每当天气晴朗的夜晚，天空上有什么？
月亮像什么？（有月亮。月亮像玉盘、像圆饼。）

（2）出示圆形月饼，让学生比较。

老师：月亮在最圆的时候是什么日子？（每个月的十五日左
右。）

（3）说中秋节的由来。

老师：谁知道中秋节的来历？

（4）小结：队员们都说得很好，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月亮
圆满，象征团圆，所以也叫团圆节。它起源于魏晋时期，在
唐朝初年成为我们国家固定的节日，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
的第二传统节日。中秋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
天刚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每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是秋
报的遗俗。

2、中秋节的传说与民间故事

（1）中队长引：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可是非常重要的



佳节。“月圆人团圆”，那是一个温馨和谐、及富诗情画意
的节日。

中队长：有谁能来讲讲有关中秋节的传说，中秋节的起源及
一些民间故事？

生：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的。唐代《开元遗事》一书
中记载：中秋夜，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游到兴处，
二人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霓裳羽衣
曲》，后来补充完整，成为传世之作。唐明皇念念不忘这月
宫之行，每年到此时刻，必要赏月一番。百姓也来效仿，月
圆之时欢聚一堂，享受人间美景。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传统
沿袭下来。生：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的一次起义纪念
日。在元朝末年，老百姓不堪忍受官府的统治，在中秋季节，
把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字条藏
在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到了八月十五日晚，家家户户
齐动手，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来，每逢中秋节，都吃月
饼来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胜利。

（2）指名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

（3）队员介绍中秋节的习俗

中队长：好，听了故事，你们一定意犹未尽吧。现在谁来介
绍中秋节有趣的传统习俗。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
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
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
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
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
起舞，热闹非凡。“民间赏月、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
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二）、中秋诗词佳句知多少



（1）中队长：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团圆节这份思念当
然会更密切，尤其是一轮明月高高挂的时期，诗人就会用诗
词来表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2）小队交流带有月的诗句。

“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吴歌《京本通俗小
说》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

（3）对了，几百年前丙辰中秋的一个夜晚，正是大文豪东坡
先生写下了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出自这首词。中队长：今天，我
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绝妙好词。

（4）有感情朗读苏轼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
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
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
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
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学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三）、中秋佳节话月饼

品尝月饼，感受月饼的香甜。

1、中队长：你们每年是怎样过中秋的呢？（队员讲出各种贺
中秋的民俗活动）

引出——吃月饼、送月饼

2、举办月饼宴

中队长：中秋节，为什么要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往年你和谁
一起吃月饼？（吃月饼表示团圆；和家里人一起吃；还和好
朋友一起吃。）

（四）、游戏：“月”字组词接龙。

要求：以“月”字开头组词，以“中秋节”收尾。

优胜：组词过程短者获胜。

（五）、中队辅导员总结

队员们了解了那么多关于中秋节的知识，又为过今年的中秋
节出了那么多好主意，虽然大家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庆祝
这个传统佳节，但每个人心中有个共同的最美好、最传统的
愿望，那就是：花常开！月常圆！人常在！老师感到好开心！
看来，我们三一中队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就像中秋节的月
亮一样圆圆整整！

结束语：（播放苏轼的《水调歌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时光



带给了我们无限的快乐，也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思。感谢每
个队员的参与，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篇四

9月3日

通过活动，让每个孩子走近传统佳节，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
创作，画出对中秋的感受。在积极的参与中体验成功、合作
与交往的快乐。

1.准备好长卷和月亮模型。

2.了解中秋节的资料。

3.准备好美术工具。

一、活动导入。

1.说到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月亮、月饼、嫦娥、玉
兔……）

2.今天，我们班要在长卷上作画，你觉得可以在画卷上画些
什么？

二、主力推选。

1.请小朋友们推荐班中画画棒的小朋友。

2.确定画长卷的主力选手，先请他们进行整体构思。

三、主力选手阐述自己的构思。

四、进行小组分工，安排好具体任务。



1.主力队员在长卷上绘画。

2.其他队员分工在白纸上作画，有的画月饼、有的画人物、
有的画星星，有的`画云朵。

五、各自开始进行绘制。

六、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

七、上色，把月饼、人物、星星、云朵剪下后进行整体调整。

八、教师讲述本次活动的意义，并对表现突出的同学进行表
扬。

一年级社会实践活动教案语文篇五

1、会认5个字，注意多音字“见”。

2、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结合画了解古诗的大致意思，感受诗中描写草原的无比壮
阔及游牧民族的生活。想象四野苍茫的景象。

[教学重难点]朗读古诗，熟读成诵，在朗读中感受诗所描写
的景色和牧民的生活。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老师：今天，老师想带大家到草原去看看。

(课件出示：大草原并配乐)



2、老师：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指名学生回答

3、老师：天蓝蓝，山高高，牛羊成群，多美的画卷呀!我们
有说不完的话语来形容它、赞美它。北朝有人用简单的27字
概括了我们说不完的话语，让我们来读读古诗《敕勒歌》吧!

齐读课题

二、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自由读古诗，读准字音，结合注释，读通古诗。

2、检查生字

出示：敕勒穹庐笼罩见

3、多种形式认读生字

4、学生自读整首诗边读边想，你看到了些什么?

5、指名朗读，师生评议。(评议从读正确方面进行)

三、品读诗文，熟读成诵

1、课件出示：草原上，高高的青山下，有许多的蒙古包

老师：你看到了什么?

由学生说出大意即可。

老师：诗中哪句是描写中的内容?

指名朗诵

在片旁出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自由读这4句，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学生质疑

老师针对课件讲述;敕勒是一种族名，敕勒川是这种族人居住
的地方，它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好i大家看，这就是阴
山，多么雄伟壮阔呀!看天空就像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
四面八方。

谁愿意来读读这4句诗呢?赶快试试吧!

学生自由读，指名读。

教师评价：我听出来了，阴山可真高呀!真是“敕勒川，阴山
下”。

示范读第1、2句。

教师评价：草原可真大呀!“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示范读第3、4句。

分小组赛读第1至4句。

2、诗人还看到了什么呢，自由读读最后3句。

课件出示：风吹来了，草丛里露出许多的羊群。

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小组交流。

指名回答：谁愿意来读一读?

教师评价放在学生对诗的感受上。如：老师看得出你真的喜
欢大草原!你把牧草吹弯了腰，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牛羊!大
草原可真大、真美啊!



3、请大家把整首诗连起来读读，小组互相听一听，看谁读得
棒，把掌声送给他。

全班交流朗诵。

4、评比“背诵高手”，看谁能用最短的时间背下古诗。

四、小结

五、拓展

1、今天我们学习《敕勒歌》这首诗，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
吧!把你的了解、想法和你的好朋友说一说。

2、大草原就是—幅美丽画卷，赶快拿出你的纸和笔把它画下
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