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
思 小学公开课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

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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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一

读好长句子是本课的教学重点。长句子主要在本文的第2、3
自然段中出现，这两个自然段时要加强对长句子朗读的指导，
引导学生掌握读好长句子的方法。

教学目标：

1、多种形式巩固生字和词语，会写“真、节”2个生字。

2、通过图文结合，联系生活实际，了解“箬竹叶，糯米，掀
开，剥开，裹着”等词语的意思;积累“青青的箬竹叶，自白
的糯米、红红的枣，又黏又甜、美滋滋”等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学习读好长句子;通过想象画面、
体会心情朗读好课文。

4、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粽子的样子、味道等，初步了解端午
节包粽子、吃粽子的习俗、来历。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会写“真、节”2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好长句子。能用自己的话说
一说粽子的样子、味道等。

难点：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学习读好长句子。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用中国传统节日导入新课。

农历八月十五、正月十五、腊月初八、五月初五分别是什么
节?有什么习俗?

板书课题：《端午粽》

【设计意图：通过这个活动拓展孩子的知识面，让孩子对我
国的传统节日进一步的了解。】

二、复习字词。

1、复习词语。

孩子们你们坐得直，听得认真，我可喜欢你们了，那让我们
一起玩个“赛龙舟”的游戏

出示词语：中间分给带回知道纪念据说端午节

粽子

2、句子中复习字词。



端午节我们总会吃粽子，粽子里面有糯米、红豆、红枣。还
有大肉，据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

3、欣赏赛龙舟图片，感受端午节热闹的场面。

三、学习第二自然段。

1、出示粽子图片。

你看到了什么?并说一说。(粽子、糯米、红枣)

2、文中是如何描写粽子的?让我们赶快读读课文的第二段，
在第二段中找一找吧。

多种形式读文。

(1)全班齐读，要求读准字音，不能添字少字。

(2)师范读，学生评价。

(3)学生齐读正音。

3、请在文中把描写颜色的意思用横线画出来，你能照样子再
说一些这样的词语吗?

(白白的、红红的、青青的、绿绿的、黄黄的、黑黑的)

4、看到有青青的、白白的、红红的这些颜色，你猜一下这个
粽子味道怎么样?(好吃、香、想吃)心情如何?那请你带着这
种心情，读一读这一句话。

5、外婆包的粽子味道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生读课文，学生评价。



(2)师范读课文。学生做动作，说一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想
到了什么?

6、请你说一说又什么又什么的词语。

【设计意图：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
让孩子感受独处也是一种快乐】。

四、学习第三自然段

外婆包了哪些花样的粽子?你喜欢吃哪种味道?吃了粽子心情
如何?

用“美滋滋”说一句话，体会美滋滋地意思。

外婆把粽子让我们带回家分给邻居吃。你觉得外婆是怎样的
一个人?

【设计意图：减少无效的讲解，增加有效阅读，使学生在大
量的阅读实践中培养语感。】

五、学习第四小节。

读第四自然段，从中你知道了什么?

你知道屈原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纪念他?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积极主张楚国联合齐国
抗击秦国，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罢了官发配到边远
的地方。楚国快要灭亡时，农历5月5日这天，屈原投汨罗江
自杀。屈原投江后，楚国人民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鳖蟹吃屈
原的尸体，就往江里投食物。年复一年，人们为了纪念屈原，
每逢端午节那天便用竹叶把糯米饭包起来，做成菱角形的尖
角粽子，划着龙船到汨罗江，投到江里祭祀屈原，这就是端
午节吃粽子划龙船的来历。



六、书写汉字“真、节”

1、观察这几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注意这两个字的笔画顺序。

3、教师范写，学生书空。

4、学生在书中描红，然后写一写。

5、展示书写，讲评。

【设计意图：认识汉字书写的规律与变化。感受汉字的结构
美。】

七、作业：

1、推荐阅读课外书《一朵花的童话》中《婆婆路》的片段。

2、给家人讲一讲关于端午节或粽子的故事。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二

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四季的特征，感受四季的美丽、激发
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教学流程：

一、从图导入。

1、情景激趣。



师：今天老师在来学校的路上，遇见了一位白头发、白胡须
的老爷爷。他是时间老人。时间老人托付我给小朋友们带来
了几件礼物。下面我将第一件礼物转交给大家——会说话的
图画。

2、出示图画。

(1)师：大家看(出示第一幅春景图)，这幅图画了什么呀?(生：
草芽、小鸟)你们听见草芽对小鸟说了什么吗?(板书：我是春
天)

(2)接下来逐个出示夏、秋、冬等图及句子。

(3)师：春、夏、秋、冬是时间老人的四个孩子。今天时间老
人将美丽的四幅图片送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他
的孩子们。

3、出示课题：四季

二、读课文。

1、小朋友自己轻声读课文，要求读准音。

2、男女比赛读，是及时予以表扬。

3、出示时间老人的第二件礼物：词语卡。

(1)师：时间老人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知识丰富的孩子，所以他
送给我们的第二件礼物是一些词语卡。等我们将这些词语都
认识了我们的知识就能更加丰富了。

(2)用词语卡片认读文中词语，在认读后粘贴词卡于图上。

(3)看图和词卡，师范读课文后生试着读出课文。



三、演课文。

1、师指导编创“谷穗弯弯，它鞠着躬说：我是秋天。”的动
作，学生带动作读课文。

2、分小组指定编创春、夏、冬的动作。

3、各小组交流所编动作，老师相机指导“顽皮”的意思。

4、全班学生各自带动作齐读课文。

四、编课文。

1、小组内练习说话：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

2、指名阐述自己的想法，师相机出示各季节的不同景物粘贴
于黑板上。

3、师范例：你们看，草芽在对睡说话呢?它在说些什么呀?你
们听到了么?对呀，它在对小鸟说：“我是春天。”它还可以
对谁说话呢?(生：桃花、春雨……)那如果是这些景物聚在一
起，它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例：桃花红红，它对春雨说：我
是春天。)

4、小组合作编创儿歌，师相机指导。

5、小组派代表展示编创的成果，老师及时肯定表扬。

五、拓展活动。

课后搜集景物素材，绘制一幅自己喜欢的季节的景物画，回
赠时间老人。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三

学习目标

1、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借助拼音读准“脚、印、跑、留、对、
竹、梅、齐、全”9个生字的字音。能在语言环境中认读这9
个生字。

2、能借助拼音读通短文，做到不添字、不漏字，能基本按标
点停顿。

3、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了解内容：3个小动物在雪地上留下不
同的脚印;知道在雪地上可以留下各种动物的脚印，并能感受
小动物们快乐的心情。

4、认识“木”字旁，能在老提示的指导下描摹“梅、村”。

学习重点和难点

1、重点了解“梅”的字形，能正确描写。

2、了解课文内容，并能模仿课文，展开想像，编故事。

学习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媒体出示：雪地上出现了一串串脚印

2、揭示课题：60脚印(生字上标注拼音)

(1)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记住字形。



(3)了解“印”的笔顺。

(4)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课文，学习生字

1、借助拼音读准生字的字音，记记字形。

2、借助拼音读通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与生字相关的词语，要求读准字音

脚印、跑、留下、对、竹叶、梅花、齐声、全是(生字上标注
拼音)

(2)交流识字的方法。

(3)读课文。(个别读)

4、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雪地上的脚印是谁留下的?除了
这些你还了解什么?

说明：

从整体入手，让学生迅速感知课文的内容，边读边思。在学
生交流前，应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准备，交流时，教提示要
注意学生表达的规范，尽可能地让学生把话说清楚，说连贯。

三、学习课文，朗读感受

1、读课文。

(1)出示课文1-3节内容(其中第3节内容改编成和1、2节的写



法一样)再读课文，看看课文，谈谈想法。

出示内容(1、2节和改编后的第3节)：

(1、2节略)

第3节小鸭在雪地里跑，雪上留下了小鸭的脚印。小鸭对小鸡、
小狗说：“你看，你看，我会画枫叶。”

(2)感情朗读。试着用朗读的方式来表达小动物的情感。

(3)提供开头，用一小节说说课文的内容。

小鸡、小狗和小鸭在雪地上跑，雪地上留下了……

(3)提供开头，用一小节说说课文的内容。

小鸡、小狗和小鸭在雪地上跑，雪地上留下了……

2、拓展说话：

(1)媒体出示小猫、小猪的脚印，说说它们的脚印像什么?学
着课文的样子编编故事。

(2)想想小动物除了在雪地上留下脚印外，还可以在其他什么
地方也能留下脚印?学着课文的内容说一说。

说明：

让学生进行比较的目的是：初步了解课文前2节的写法基本相
同，而第3节的表述和前两节不同，原因是说话的对象不同，
而且，这样能使文章读来更显生动活泼，不重复。

提供开头，引导学生能比较概括地表述，学生能将意思表达
清楚即可，教提示无需苛求。



拓展说话设计了两种说话内容，教提示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选用。

四、复习巩固，拓展阅读。

1、媒体游戏：脚印大搜索(复习生字)

2、读一读，连起来说一说。

(1)鸡的脚印像竹叶，小狗的脚印像梅花，小鸭脚印像枫叶。

(2)雪地上的小动物，个个像小画家，他们的画儿真有趣

五、学习“木”字旁。

1、出示“木”和木字旁，说说它们的区别。

2、还有哪些字有木字旁，你觉得这些字都与什么有关?

3、示范“木”的写法，指导“梅”右半部分的笔顺。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四

教学目的：

1、能在感情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学习“爸爸”的好学精神。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读读生字卡片。



2、说说“业”的笔顺，用“完、业”扩词。

3、指名朗读课文。

二、学习第1自然段。

1、爸爸的好学体现在什么地方?自读第1自然段。

2、读了第1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

3、能把爸爸要学习的那种迫切的心情读出来吗?

三、学习第2至6自然段。

1、同学们，课文的第1自然段中有一个词语叫“充电”，是
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

2、请你们仔细读读第2自然段，看看“充电”到底是什么意
思?

3、大家往下看，爸爸在学习什么呀?

4、你还知道电脑能帮我们什么忙吗?

5、指导父女对话。(同座位互读对话)

四、教学第7自然段。

1、在“我”的心中，爸爸怎样呢?齐读第7自然段。

2、从哪儿可以看出爸爸是个电脑高手?

3、现在你能说说“高手”的意思吗?

5、指导有感情朗读第7自然段。



五、总结课文。

1、学了课文，你有什么想法?

2、齐声有感情朗读课文。

六、教学后记：对上网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错别还是有
部分学生不能改正。

湘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公开课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胖、喜”等13个生字，会写“看、着”等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养成尊敬长辈的美德，有帮助长辈做事的愿望和举动。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认字和朗读课文，让那个学生自读、自悟，懂
得文中蕴含的道理。

2、教学难点：养成尊敬长辈的美德，有帮助长辈做事的愿望
和举动。

【教学方法】

1、猜谜语

2、角色表演

3、板书示范



【课前准备】

1、生字卡片

2、《游子吟》配乐朗诵

3、课件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猜谜

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谜语，比一比，哪位同
学最先猜出谜底。(幻灯片出示谜语，教师把谜语读一
遍)“两棵小树十个杈，不长叶子不开花。能写会算还会画，
天天干活不说话”(提示：谜底——手;板书“手”)

同学们真能干，一下子就猜中了老师出的谜语。请大家把小
手伸出来看看，老师想找一双胖乎乎的小手，把它画在黑板
上。(找一双学生的小手，把手印画在黑板上)

2、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胖乎乎的小手》(把课题补
充完整)，请同学把课题齐读一遍。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

(二)认读生字

1、出示带拼音的生字卡片，让学生认读



2、幻灯片出示带拼音的生字，让学生齐读

3、幻灯片出示不带拼音的生字并组词，让学生齐读，小组读

4、把生字放到课文有关句子中去，让学生齐读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悟

1、生字学完之后，请同学再把课文读一遍，要求比之前读得
更流利。

2、听课文录音朗读，学生可以小声跟读。

3、学生根据听过的录音，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思考问题：

(1)黑板上面的小手是的，课文中的小手是谁的呢?(生答，提
示：兰兰的)全家人为什么都喜欢这双胖乎乎的小手?(请个别
同学回答，教师小结并出示句子“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
张画”)引导学生用“喜欢”造句。

(2)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的小手，你能用最快的速度在课文中找
出爸爸、妈妈和

姥姥表扬兰兰的话吗?请永直线将它划出来。(学生划句子)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导入

幻灯片出示不带拼音的生字，全班齐读

二、课文分析



(一)朗读

全班齐读课文

(二)解读课文

1、第一段

(1)幻灯片出示“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

(2)全班齐读

(3)为什么全家都都喜欢这张画呢?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课文

2、第二段

(1)幻灯片出示“爸爸刚下班回来，拿起画，看了又看，把画
贴在墙上。兰兰不明白，问：‘我只是画了自己的小手啊!我
有那么多画，您为什么只贴这一张呢?’”

(2)全班齐读

(3)思考：你知道爸爸为什么只贴这一张画吗?(提示：因
为“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那，为什么说全家人都
喜欢兰兰的这张画啊?全家人都包括了哪些人啊?我们继续来
看看后面的内容。

3、第三段

(1)幻灯片出示“爸爸说：‘这胖乎乎的小手替我拿过拖鞋
呀!’”

(2)全班齐读

(3)思考：这段话是谁说的?(提示：爸爸)爸爸说了什么



啊?(提示：这胖乎乎的小手替我拿过拖鞋呀)爸爸说的话中有
一个“替”字，能不能换一个词来说说啊?想一想，爸爸在说
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呢?(提示：高兴)

(4)请同学们用高兴的口气读这段话

(5)爸爸说出了喜欢这张画的理由，那妈妈呢?妈妈有没有说
呢?请看第四段

4、第四段

(1)幻灯片出示“妈妈下班回来，看见画，笑着说：‘这胖乎
乎的小手给我洗过手绢啊!’”

(2)全班齐读

(3)思考：妈妈看见了画，是什么表情?(提示：笑着)说了什
么话?(提示：这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洗过手绢啊)很好，兰兰帮
妈妈做了事情，那妈妈的手能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
来欣赏一首古诗朗诵《游子吟》，识字二里面我们知道
了“母爱”这个词，那老师也要求我们的同学回家后为妈妈
做一件事情来感谢妈妈对我们的爱。

(4)请同学们模仿妈妈的表情，读一读这一段话

(5)爸爸、妈妈都喜欢这胖乎乎的小手，那还有没有人也夸奖
兰兰的小手呢?

5、第五段

(1)幻灯片出示“姥姥从厨房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画上红润润
的小手，说：‘这胖乎乎的小手帮我挠过痒痒啊!’”

(2)学生齐读



(3)思考：兰兰的小手帮姥姥做过什么事情啊?(提示：这胖乎
乎的小手帮我挠过痒痒啊)

(4)兰兰的小手也帮姥姥做过事情，那兰兰现在知不知道为什
么大家都喜欢这张画啊?

6、第六段

(1)幻灯片出示“兰兰明白了全家人为什么都喜欢这张画。她
高兴地说：‘等我长大了，小手变成大手，它会帮你们做更
多的事情!’”

(2)全班齐读

(3)思考：全家人，包括了哪些人?(提示：爸爸、妈妈、姥
姥)他们为什么喜欢这张画?(提示：用“说：‘因为，所
以。’”)大家都很喜欢兰兰胖乎乎的小手，兰兰高不高
兴?(提示：高兴)那兰兰还说了什么?(提示：等我长大了，小
手变成大手，它会帮你们做跟多的事情!)

7、总结

兰兰的小手为全家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也给全家人带去了
那么多的欢乐。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要向兰兰学习，也要为
家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写字教学

1、认读：

幻灯片出示“看、着、会、笑、画、兴”，学生认读。

2、写字

小朋友们在家里可以用小手做很多的事情，那在学校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要用手来完成的，那就是写字，
写一手漂亮的字。

3、教师范写、讲解笔顺，抓住关键笔画指导写字，学生一笔
一划地跟写

4、学生在书里练习写字，教师巡视检查指导

5、总结学生写字情况：同学们的小手真能干，从刚才大家认
真书写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大家都是有志气的孩子，你们
长大一定会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老师希望大家能像兰兰一
样从小事做起，从关心身边的人做起，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
人见人爱的好学生。

四、板书设计

胖乎乎的小手

替爸爸拿拖鞋

给妈妈洗手绢

帮姥姥挠痒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