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教案语文(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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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教案语文篇一

1、引导幼儿体验音乐所表现的情绪，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2、鼓励幼儿用多种形式创造性的表现音乐；

3、引导幼儿熟悉乐曲的旋律，简单了解abca的曲式。

1、《春天来了》、《春之歌》音带、春天的大背景图，剪出
好多小图片（太阳、云朵、小燕子、布谷鸟、小草、各色花、
柳树叶、迎春花、蜜蜂、蝴蝶）春天仙子的服装及装饰物
（柳叶、花）

2、彩纸、色卡纸、亮光纸、塑料纸、硬纸板、木棒、各种瓶
（饮料瓶、玻璃瓶等）

3、胶水、双面胶、透明胶带、水彩笔、剪刀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春天来了》做动作进教室

2、启发谈话，激发兴趣：（1）小朋友，你们知道现在是什
么季节吗？（春天）（2）你喜欢春天吗？为什么？小结：刚
才小朋友们都说得很棒。春天来了，万物苏醒，桃红柳绿，
百花盛开……多美啊！（课件）



今天，春姑娘送给小朋友一个礼物，你们猜猜是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播放音乐，请小朋友轻轻的闭上眼睛欣赏，体会一下
有什么感觉？

欣赏后回答：

a、你有什么感觉？（优美、明朗）

b、听这首曲子使你想到了什么？（春姑娘、花仙子、蝴蝶、
小鸟等春天的花草树木小动物）

c、你想一想怎样表现出来？

d、请小朋友给这首优美的曲子取个好听的名字。

2、教师介绍曲子：

老师也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春之歌》，这是一首无词
歌，作者是门德尔松。

结合观看课件（abca），再欣赏一遍乐曲，听一听可以分为几
部分？（四部分abca）

3、逐段分析乐曲的结构以及所表达的美好情感，启发幼儿说
出这首乐曲组成，鼓励幼儿大胆尝演来分析，表达乐曲的结
构性质、情感内容。

(1)欣赏第一段音乐。

师：听了这段音乐后，你感觉如何，你好像看到了什么?请用
动作表演出来。



小结：这段音乐欢快活泼，好像看到了春姑娘和小朋友手拉
手来到草地上。

请小朋友们一起来表演，听音乐表演第一段

(2)欣赏第二段音乐。

师：你觉得这段音乐与第一段音乐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好像
发生了什么事?

小结：这段音乐掀起了高潮，来了一群小动物，他们一起在
花丛里绕着花飞舞。

请小朋友们学一学，听音乐一起表演第二段

(3)欣赏第三段音乐。

师:你觉得这一段音乐有什么不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小结：这一段音乐比较婉转，原来是蜜蜂和蝴蝶出来了，大
家都去追它们。

请小朋友们一起表演，听音乐表演第三段

（4）欣赏第四段音乐。

师：这一段音乐熟悉吗?它又回到了第一段，大家都一起在草
地上、花丛里快乐的跳舞、游戏真快乐。

请小朋友们一起表演，听音乐表演第四段

4、请幼儿完整欣赏乐曲，随画面出现配乐解说词。

（1）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春风轻轻地吹着。绿油油的小
草从泥土里钻出来，野花到处都是，漂亮极了！春姑娘和小



朋友们手拉手一起来到草地上。

（2）一群小动物也出来玩了，他们一起绕着花飞舞。

（3）美丽的蝴蝶也飞来了，它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看！那
只红蝴蝶真漂亮，春姑娘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追蝴蝶。

（4）大家玩的

越来越高兴了，一起在草地上、在花从中快乐的跳舞、游戏。

5、教师与幼儿一起听音乐解说表演乐曲

6、这么美的`春天多让人陶醉啊！小朋友，你还想用什么样
的方式表达对春天的喜爱呢？

a用漂亮的画笔把春天画出来；

b用彩纸把春天贴出来c用橡皮泥捏出来；

d用拼插插出春天的花；

e用废旧物品制作f制作春姑娘的衣服。

让我们一起来布置美丽的春天吧！小朋友们可以自由选择画、
贴、捏等方法创作春天景象的作品。（一边聆听音乐）

三、结束部分：

1、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找春天，说春天，唱春天，画春天，大
家多开心。啊！在老师眼里你们就像是一群春天的小天使，
可爱极了！让我们一起听着春天的音乐，跳起来吧！

2、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玩好不好？听音乐出教室，自然结束。



一年级教案语文篇二

教学目的：

1、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规则。

2、使学生平安上学和放学。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我们已经上一年级了，有的同学能够独自一个人或者和小伙
伴上学、回家了，但是从家到学校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危险，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做一个让爸爸妈妈放心的好孩子。

二、教授新课

1、要遵守交通规则

（1）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哪些交通规则？

（2）看来同学们知道的还不少，老师总结一些交通规则。

（3）齐背“红灯停、绿灯行”的安全儿歌。同学们一定要记
住，千万不要抢红灯。

2、坐车时不要抢座位

（2）师生共同总结坐车时应该注意的安全。

（3）分组表演“坐车上学的路上”

3、不要在街上打闹或者游玩



（1）我们中午或者晚上排队回家，在路上除了遵守交通规则，
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为了减少发生危险的可能，放学后一定要早早回家，不
要在街上游玩。

（4）如果家里没有人，也要在家的附近等爸爸妈妈回来，不
要离家太远。

4、要远离高空危险物行走

（2）为了防止砸伤，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高空危险物，尤其
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最好能绕行。

三、师生共同总结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一些交通标志。

2、了解这些交通标志的作用，遵守交通规则。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平平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一天，他在爸爸的陪同
下来到学校，爸爸教了一首儿歌给平平。

2、一起背儿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要看清；过马路，
左右看，交通规则记心中。”

二、教授新课

1、交通信号灯



（1）同学们，过马路的时候你们注意过交通信号灯吗？

（2）谁说说交通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

（3）你们知道这三种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4）老师给大家讲解三种颜色信号灯表示的不同意思：红灯
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通行，黄灯表示警告。

（5）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根据各种颜色的信号灯安
全的过马路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这个问题，互相
补充，然后各组选出代表汇报。

2、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1）出示几种交通安全标志让学生辨认。（直行、向左转弯、
向右转弯、人行横道、步行）

（2）人行横道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行人走路要走
人行横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靠路边行走，一定要注
意前后左右的车辆，否则容易发生意外。

（3）机动车车道是道路中间的车道，供汽车等机动车行驶。
（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4）非机动车车道是两边的车道，供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
（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三、扩展练习

1、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几种交通安全标志，你还知道哪些
交通安全标志？

2、画一画你知道的交通安全标志，让大家猜。



第三课认识简单的危险标志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一些简单的危险标志。

2、了解这些危险标志所表示的意义，避免危险的发生。

教学过程：

一、导入

2、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像它那样的标志，它们都属于危险标
志一类，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吧！

二、教授新课

1、禁止标志

这类标志用红色来表示，形状呈圆形，里面有图案或者表
示“禁止”“强制”意思的文字。用圆形来表示，是因为圆
形给人的感觉比较直接，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1）圆形里面有一根燃着的火柴，再打一斜杠，你们知道这
表示什么吗？

（2）圆形里面有一支点燃的烟，再打一斜杠，你们知道这表
示什么吗？

（3）圆形里面有一个人，外面画了一个斜杠，你们知道这表
示什么吗？

（4）圆形里面有一个手掌，外面画了一个斜杠，你们知道这
表示什么吗？



（5）你还看到过类似的标志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认识警告标志

（1）这类标志用黄色三角形来表示，意思是有危险，要注意
安全。

（2）出示同学们都比较熟悉的交通警告标志：三角形里面有
一个感叹号，表示要注意安全。

（3）再向学生介绍几种常见的警告标志：当心火灾、当心爆
炸、当心有毒、当心触电等。

3、生活中的危险标志

你们见过生活中有哪些危险标志吗？

三、做游戏认标志

选出十人，分为五组，每组两人。第一组的一个同学站在讲
台上，手里拿一张画有危险标志的图片，第一组的另一个同
学来表演。第一组表演完，第二组表演，比一比哪个组表演
的好。

第四课社区和室内活动安全

教学目的：

1、使学生了解社区和室内存在的安全隐患。

2、在社区和室内做正当的游戏，注意安全。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有一个和你们一样大的小男孩，名叫欢欢。他聪明活泼，
总是活蹦乱跳的，即使回到家里还是跳个不停，他从凳子上
跳到沙发上，又从沙发上跳到床上，爸爸妈妈怎么哄他都不
听。结果当他正准备从床上跳下来时，不小心碰到柜子脚上，
头上撞了一个大包，疼的他哇哇大哭。

2、你们喜欢他吗？为什么？

二、教授新课

1、在社区做安全的游戏

（1）小朋友们休息的时候，在社区玩耍，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同学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余的同学可以根
据发言同学所说的发表自己的'见解。

（3）师生总结社区做游戏的安全（不要打弹弓、投掷小刀；
不要爬屋顶、爬树、跨横沟、从高处往下跳；捉迷藏不要躲
在汽车底下，不要故意躲在隐蔽的地方去吓唬别人等）

2、在家里玩也要注意安全

（1）家是小朋友们的乐园，那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2）为什么不能和小朋友们在房间里追跑打闹？

（3）如果在床上蹦蹦跳跳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为什么
呢？

三、扩展训练

2、我们在家里，还可以做哪些有益又安全的游戏？

第五课用电安全



教学目的：

1、使学生了解一些用电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学会正确、安全的用电。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教授新课

1、安全用电标志

（1）你们了解安全用电标志吗？

（2）安全用电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
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
全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
所。

（3）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你们知道都是用来标
志什么的吗？

（4）老师结合图片向学生讲解不同颜色标志代表的不同含义。

2、预防触电

（1）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存在电。你们知道怎样
预防触电吗？

（2）师生共同总结用电尝试：家电停止使用时，要拔掉电源
插头；手、脚和身体湿的时候不要触摸电器；不要把手伸进
运转的电风扇、搅拌机和水果榨汁机里等等。



3、触电后怎么办

（1）触电后应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

（2）迅速拨打电话，你们知道应该拨打什么电话号码吗？

（3）如果无法及时找到或者断开电源，应该怎么办？

三、总结

1、我们经常看到电池，你们说摸电池会触电吗？你们知道这
是为什么吗？

2、今天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用电安全知识

教学内容：学习一些食品安全等知识6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在购买食品时要
进行选择和鉴别，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教学重点：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事
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成事
故。下面就谈谈食品安全要注意什么：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鱼；
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头
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
包裹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二、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
有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
易腐败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
物时应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
及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三、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国
毒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四、 小结：

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却忘记要
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
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预
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衣服、
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保持教
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暴
食的良好习惯。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
瓜果、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
生水、不吃零食。再就是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
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住;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食品安全知识7

1、认识食物中毒特征。

潜伏期短：一般食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发病

胃肠道症状：腹泻、腹痛，有的伴随呕吐、发热

2、提高自我救护意识

出现上述症状，应怀疑是否食物中毒，并及时到医院就诊，
同时报告老师。

3、预防发生食物中毒

不吃变质剩饭菜



一年级教案语文篇三

1、教学本课，激发学生制作手工的兴趣和创作欲望，进一步
增强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

2、鼓励学生大胆思维、想象，在做中积极探究制作方法，培
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提高综合实践能力。教育学
生注意劳动安全。

将叶片和花瓣折卷。

粘花瓣、花蕊。

准备有颜色的纸张、剪刀、胶水。

1课时

一、出示制作好的'“盛开的花”，激发学生兴趣。

二、讲述制作过程：

（1）、剪下底板、花、花蕊和叶片，将叶片和花瓣折卷。

（2）、将叶片粘到底板上。

（3）、再将花瓣和花蕊粘上。

（4）、一幅鲜花盛开的立体图便完成了。

三、学生自由剪切，教师行间指导。

四、讲评优秀作品。

五、下课。



图片

一年级教案语文篇四

小黑板。

1、分角色读课文。

2、指名读词语。

1、出示要写的字：作业昨桌画玉兰让

2、齐读生字。

3、学生分析结构、笔顺。

4、示范写“昨、作”。学生分析为什么它们的偏旁不同?这
两个字都是左边偏旁占格少，右边占格多。再描红。

5、“画”学生观察“田”字在田字格的什么位置，并说怎样
才好看?然后描红。

6、学生在田字格里练写。

7、评比。

这节课我们学习写了8个生字，同学们写得很认真。

板书设计：特别的作业

作业昨桌画玉兰让

教学回顾：

第三课时珍贵的纪念



教学目的：1。熟读课文，知道什么是最珍贵的纪念，树立爱
护公物、爱护建筑的良好习惯。

2、识字15个。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识字。

教学难点：理解为什么“这才是最珍贵的.纪念”?

教具准备：课件、挂图。

一、导入新课。

小动物们自己盖了一件小亭子，大家都想在上面留下纪念，
它们都留下什么纪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听录音，听清生字的读音。

2、自读课文，圈出生字、生词。

3、自学生字：互教互学。

4、指名读生字词。

5、对图读课文。出示四幅图，边读课文，边找出与课文相对
应的文字。

6、标出自然段落。

四、再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指名读第一、而自然段。



2、讨论(1)小动物们都留下了什么样的“纪念”?

(2)刺猬为什么不动。

3、汇报、总结。

4、学习三、四自然段。

5、指名读课文。

6、讨论：小刺猬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纪念?为什么这是最珍贵
的纪念?

7、讨论汇报。

8、师总结：最珍贵的纪念不是不是刻什么字，而应像小刺猬
那样在亭子周围种上花草，爱护它，美化它。

9、学生自由读课文，喜欢读哪段，就读哪短。

珍贵的纪念

小熊

小猴子刻名字

小刺猬种花

珍贵纪念亭留刻名

台阶刺猬站旁甜

一年级教案语文篇五

1、通过读课文，知道手和脑是人的两件宝，体会动手、动脑



的乐趣，激发创造热情。

2、认识14个生字。认识新笔画竖提及新偏旁部首宝盖头。

卡片、录音机、小红花

师：同学们，你们想猜谜语吗？老师出个谜语给你们猜好吗？

师：十个小伙伴，分成两个班。大家团结紧，倒海又移山。
（谜底是一双手）

学生猜出后，教师板书：双手

师：双手、大脑，可是我们的两件宝。我们可以用双手和大
脑干什么？

（生自由回答）

1、听录音机读并进行评价。指名读

2、师：这首儿歌就是我们书上的一篇课文发，你们愿意比比
看谁读得最好吗？（愿意）要想读得好，首先要把字音读准。
在读时，你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打算怎么办呢？（学生自由
回答：有看拼音、请同学教、请老师教、看课本的保底线等）

师：你们的办法真多，那就自己选个你喜欢的办法学习吧！

3、出示生字卡

（1）师：谁敢起来试一试把字音读一下？（学生踊跃举手）

师：谁愿意当小老师带读，你会拼读哪个就带读哪个？（生
按照模式：大家跟我这样读。我就跟你这样读。）

（2）学生轮流读。



（3）去掉拼音认读。

（4）师：看来大家都学得挺认真的，老师很高兴。想让大家
做个游戏，要吗？（要）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捞月亮。

（把月亮形状的生字卡片贴在黑板上，点学生上台选择各种
不同形状的月亮，然后读月亮后面的生字。如果读对了，全
班就跟着读3遍，读错了或不懂的，可以请同学帮忙。）

4、出示词语：两件宝、双手、创造、劳动、大脑、一切、会
做

（学生认读词语，先请同学读，再同学带读，最后小老师指
名读）

5、再试着读课文

师：同学们，你们会读字、词，如果把它们放到课文中，你
还会读吗？

（分小组读课文-各组推荐最好的、最有进步的同学起来读。）

师：为什么说手和脑是两件宝？

学生带者问题读课文，在课文中找出答案。

师：什么叫思考？（就是动脑筋想问题）

1、师生接龙背课文，师读前半句，生读后半句。

2、生生互动，三个人一组背诵。

3、指名起来读，读好的奖给五角星。

师：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了双手，而想问题就要用到大



脑，所以说人的双手和大脑是两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