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篇一

教学本课时，我抓住课题，引出最后一节，引学生读好的基
础上认识了“――”（破折号）和“……”（省略号）引导
如下：

板书课题，并指导学好了“世界、美丽”两个词后，让学生
再补充课题

师：课题后还有一个字是……（呀）谁来读读

指名读，（读得真棒，你突出了“多”，让老师觉得世界好
美啊，老师也忍不住要读了。）

带读，读出赞美。

师：这是课题，也是课文中的一句话，好好读课文找找。

生读课文，找到：“原来世界这么美丽呀！”“世界多美
呀――”

重点指导读最后一节。

师引读：“叽叽，叽叽，小鸡是在说：（孩子读）世界多美
呀”突出“多”男女生赛读，孩子们读出赞美的语气。

生：老师，这儿有条横线。



师：会读书，这叫“破折号”。

（还没写好）生：老师什么叫破折号啊？

师：问得好，不过我们来读读课文这几句，聪明的孩子就会
明白了。

师导读：叽叽，叽叽，小鸡是在说：

生齐读：世界多美呀

师：怎么美呢？

生：蓝湛湛的，绿茵茵的，碧澄澄的……

师：嗯，老师听出世界好美呀，我们再来赞赞它。

再同上读一读。

生：老师，我知道了，有解释的意思

师：聪明，在这里，破折号就是解释的意思。我们再来读读。

师生再读。

师：小朋友们，蓝湛湛的是什么？（天空）绿茵茵的呢？
（树木和小草）碧澄澄的是（小河）真聪明！我们添进去再
读这一节。

师：看后面还有……（省略号）什么意思？（以前讲过）

生：还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没有写出来。

师：还有什么呢？



生：红通通的太阳

生：红通通的果子

生：黄澄澄的稻子

生：雪白雪白的云朵……

师：说得好，在书上写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吧，再自己读读。

师：世界多美呀，我们再读最后一节，来赞赞它。

生齐读。

……

反思：慢慢地渗透标点的理解，有助于孩子读好课文，也可
以让理解变得简单生动。

在引导孩子们理解“――”（破折号）时，我本来想给孩子
讲的，转念一想，讲了也是妄然。让孩子们读吧，也许读读，
他们能懂呢。于出现了上面的引读，没想到，孩子们还真的
能理解好呢。

看来只要我们运用好方法，再难的也有它解决的方法。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篇二

本学期我担任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不知不觉一个学期已经
过去，回首过去的日子，反思这一学期的教学经历，也有一
些收获和问题。在反复研读《课程标准》的过程中，我有所
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有很大的收获。

我尝试借鉴了以下几个做法，发现效果还挺好的。



1、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
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
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教学当中的“情”犹如教与学双边
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师的点拨下进入
课文佳境。语文课堂上，把肢体运作学习活动和语文学科联
系起来，让学生搭一搭、动一动、演一演、说一说，将使学
生觉得学习语文也是容易的事。在语文教学中，我一方面利
用生活中的实际事例进行讲解，化难为易。另一方面大胆的
运用肢体语言，形象而又夸张的进行表演，从而让学生既觉
得活泼，又变得生动。学生不仅兴致盎然，而且也容易掌握。

2、爱因斯坦认为 “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问题的发现和提出，经常意味着一个新领域的开辟 ” 。
在语文教学中，老师可以提些问题，如：学了这篇课文，你
有什么收获？懂得了什么？你会怎么做？让学生联系自身回
答问题，同时让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智力得到了培养。

3、“以人为本”，这是新课程教育思想的体现。教师应根据
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学
前，进行教学设计反思，提高教学预测能力和设计能力。教
学中，进行教学行为反思，提高教学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
教学后，针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总结反思，提高教学评价能
力和总结能力。我在备课时认真钻研教材，熟悉课程标准后，
再换个角度想，如果我是学生我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
新内容。想出几个方案，在课堂上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来选
择不同的教法。把宝贵的课堂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在自主
学习的广阔天地里，享受阳光，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在
不知不觉中完成教学目标。

4有人说语文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语文老师，要
想在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效果，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也是很
重要的。如把语文教学与各学科融合起来，如在音乐课中，
让学生记一记自己是怎样学习歌曲、舞蹈以及当时的心情。



在美术课中写一写自己是怎样画出一幅幅优美的图画的，及
看到自己画的感受。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教学工作苦乐相伴，将本着“勤学、
善思、实干”的准则，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工作搞好。
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位教师“润物细无声”的内涵，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品质，张扬他们的个性，和他们
一起茁壮成长。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篇三

优化的语文课堂教学，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活”。语文
课堂教学的“活”，需要灵活的教师引导，鲜活的学生思维，
活跃的课堂气氛。 可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
我觉得要使课堂气氛”活”起来,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
方面是我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十分欠缺的地方。

首先，教师的教学活，带动的必然结果是学生学法活。教师
教的不只是把结论告诉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探究结论。给
学生多点拨，多直观，多启发，多鼓励；让学生多思考，多
动手，多动口，老师在课堂中应引导学生创新学习，鼓励他
们的批判精神，允许他们标新立异。

其次运用灵活、恰当的教学手段将教材所设置的情境生动、
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在教学中经常利用多媒
体,化静为动，化无声为有声的，调动学生各种感官，把学生
自然而然地带入特定情境。充分利用多媒体上课，给学生耳
目一新的感觉的，学生能很快全面熟悉文章内容，并且能顺
利解决课文有关问题，准确把握知识要点。

语文课堂教学必须注重发挥学生的思维功能的，鲜活的思维
是优化语文课的核心。在教学操作中，有经验的教师在灵活
引导的同时，十分注重鼓励学生的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发
散思维、聚合思维、直觉思维、想象思维的并用，并力求异



新，自觉地让学生尝试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去解决问题，培养
思维的灵活性。鲜活的学生思维是智慧激荡的摇篮。我在教
学中从不随意打断学生的提问和回答，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望。

当然，在实施活化课堂教学活动中，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二是
要对学生的活动多加肯定，表扬。希望我能在以后的教学中
有所改进，查漏补缺，师生互动，使课堂气氛活起来，努力
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篇四

一次考试结束了，又一次考试迎来了。在忐忑不安与紧张中
写完了试卷。拿到试卷，看到了那通红的分数。我什么也说
不出来，只明白，这一次真的很差劲!

翻开试卷，一个个刺眼的红叉叉，红圈圈映入眼帘，再看看
错了的题目，“山岛竦峙”睁着大眼却写成了“山‘鸟’竦
峙”，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最终一个阅读题下有一个“6分”
的题目居然没看见!除了沉默，我不明白还能做些什么!

考试之前还装了满满一肚子的自信，此刻却被这刺眼的分数
打到海底，很深，很深……看到这分数，我的眼泪就这么不
争气的落下来;哭过之后，我沉默了，之后陷入沉思：每次都
是这样，每次考得不好时都是哭哭啼啼，哭的一塌糊涂之后
再怨天尤人，其实这种后果不都是自我造成的。一份耕耘就
有一份收获没有辛勤的耕耘哪来的收获平常只是囫囵吞枣的
学，之后对自我期望这么高，还不是自我造成的!

只是说想赶上这个，想赶上那个，别人都在提高，仅有我在
不断后退，只能说自我不求上进罢了——可是，我何尝不想
考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啊!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一教案篇五

《送行》是李叔同先生20多岁时在日本留学时所作。全词紧
扣主题，营造了让人迷醉的意境，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

首先想到了创设情境，不过在诗词教学中尽可能从诗词的角
度去营造氛围，于是想到了李白送别孟浩然，留下孤帆远影；
王维送别好友，劝君更尽一杯酒；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试图通过这些诗词句的调用引导学生进
入一种诗词的境界，顺其自然进入到本词的教学中。个人认
为比较好的引导了学生，不过由于本人在朗诵表演等方面才
能欠缺，未能通过声情并茂的述说达到预设的效果。

接下来疏通词句，整体感知词的大意。引导学生去读，读准
确、读通顺，注意诗歌的停顿、大致了解诗歌的内容。因为
字面意思并不复杂，因此在此处我主要设置了几个问题：诗
人在什么地方送别了自己的亲友？长亭是什么地方？什么是
古道？诗人站在长亭古道，想着亲友就要离家万里，他的心
情如何？其实此处一方面在疏通字句，一方面通过朗读、理
解字句，来领悟心情。至于学生能够领悟多少，那得看学生
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说体验，所以此处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的
想自己生活中的经历，以引起共鸣。

相较而言，第二节更直接，因此引导学生抓住直接抒发情感
的句子，来诵读来理解来感悟。抓住句子“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抓住词语
“尽”、“浊”，“寒”来细读词。

第一小节主要引导学生抓住景物来感受别情，进而领会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