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 对韵歌教学
设计(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篇一

知识与技能

1.会认“对”“云”等7个生字，会写“虫”“云”等3个生
字。

2.朗读课文，并练习背诵。

3.读准字音，认清字形，并能正确、规范地书写。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学习《对韵歌》的兴趣，能自己对对子。

1.朗读《对韵歌》，并练习背诵。

2.读准字音，认清字形，并能正确、规范地书写。

1课时

教学过程教师批注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我们生活在美丽的地球上，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这个家园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美丽的景象，（如：把地
球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花草树木）说说你看到了哪些美丽
的景象。

那课文中又介绍了哪些美丽的`景象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课
文吧，这是一首《对韵歌》。（板书课题，齐读）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示范读课文，学生认真听，注意听清字音，没听清楚
（明白）的标上记号。

2.教师领读，学生一句一句地跟读。重点教读以下生字词：

3.学生小组内合作，互相帮助，准确、熟练地朗读课文。

4.学生自由读。（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小手指着，
眼睛看着，小嘴读着。）

5.指名读生字，集体正音。（如：这个小朋友读得正确吗？
我们应该怎么读？）

强调：“云、雨、鱼”是整体认读音节；“风、虫”是后鼻
音。

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篇二

《对韵歌》是以对对子的小韵文出现的，句式整齐，合辙押
韵，琅琅上口，背诵自如，通俗易懂，文道结合，便于儿童
理解，易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本课中的生字大部分学生都
会认读，因此，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放在教会学生利用生活进
行识字，激发学生生活识字的兴趣。



一、巩固象形字，前后巧连结

在本课需要认读的生字中，云、雨、鸟，这三个生字都是象
形字。老师充分考虑本单元识字认读之间的关连，对这三个
字的认读上，让学生利用象形字的识字方法进行识字，让学
生能够学以致用，达到利用象形字进行识字的巩固。

二、生活巧识字，认读带阅读

生活中在看电视，看书，广告等经常会在孩子身边出现，学
生利用生活中常见字达到识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途径。那么
激发学生利用生活进行识字的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
本课的重点。本课中，有意引导学生通过生活中认识的字，
利用学生非常喜欢读绘本的特点，老师出示：《天生一对》、
《风到哪里去了》、《花婆婆》、《法布尔昆虫记》这四本
绘本书名，让学生大声读出来，并圈画出本课需用认读并且
书名里有的：对、风、花、虫这四个生字。这样的活动，让
学生充分感受到，其实生字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多认多读，
就会掌握更多的生字。这个活动的设计，除了考虑识字，还
有引导学生看书阅读的作用，这是为后面语文园地里的“亲
子阅读”“快乐读书吧”做准备。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要重视识字方法的总结。教人学会
不如教人会学，在一年级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自学能
力，并给孩子们创设良好的语文学习情境。在时间划分上一
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两节课要完成的任务，就要两节课完成。

今天上课忽视了强调常规问题，纪律表现还算不错，但是还
是要不停的强调不停的改正，为了给孩子们形成一个良好的
学习生活的习惯。

《对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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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7个汉字，能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初步
建立汉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

3、掌握3个基本笔画，能准确说出名称，练习正确书写。学
习在田字格中按笔顺书写“虫、云、山”3个生字。

3、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韵文的节奏，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新课

1、导入读题。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自然景物
有关的《对韵歌》。请读课题——对韵歌。（齐读课题）

2、认识“对”字。对左边是“又”，右边是“寸”，你们知
道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吗？（指名说），再次认读。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过渡：音乐课上，老师听孩子们唱歌非常好听，其实，韵文
读好了，也像你们唱歌一样好听。不信，你听———播放课
文音频。

1、想自己试试看吗？请小朋友们打开语文书，自己试着读一
遍。

2、检查读文。谁来试着读给大家听？指名读。

3、齐读。

三、图文对照，随文识字。

1、过渡：孩子们，看！动听的读书声把谁吸引来了？（出示：
乌云图片）

2、出示字卡“云”，指导认读。

3、谁来给“云”字找个好朋友？学生组词。

4、你们知道云是怎么形成的呢？老师告诉你们：云是水蒸汽
在空中遇到冷气形成的。这个小知识，我也是从书上看到的，
希望孩子们多多看课外书。看到黑压压的乌云，那就说明天
气将要下雨了。

5、出示“雨”的甲骨文，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字？你是怎
么猜到的？（引导学生观察甲骨文的“雨”像小雨点。）认读
“雨”

6、说话：你都见过什么样的雨呢？（引导学生说“大
雨”、“雷雨”、“小雨”……）

7、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我们再看到天空中有这样的乌云，我



们就可以告诉身边的人，天气马上要下雨了。所以，出示：
云对雨（指导读句子）

8、（出示雪花图片，）乌云跑了，看，谁来了？这是什么样
的雪花？（从颜色、形状引导孩子去观察）

10、课件出示风字。（出示：风）。认读生字———风。风
是一个后鼻韵母，学生容易读错，重点指导读准字音。

11、只有风的帮助，雪花才能飞舞起来。所以，我们
说—————课件出示（雪对风）。开火车读。

过渡：孩子们学得用心，听得认真，老师真为你们高兴。奖
励你们欣赏几张美丽的图片。

12、（出示花的图片）你们看到了什么？认读“花”字。你
们见过那些花？你们还见过那些像花的东西？（引导学生说
烟花、火花……）

13、刚刚老师给大家看到的花都是长在哪里的？出示字
卡“树”，指导认读。

你喜欢树吗？为什么？大树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师：花的美丽，树的高大，都是大自然中美丽的风景，是大
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说——出示“花对树”，指
名读，齐读。

14、瞧，我们的大树上来了一位小客人，它是谁？（出示小
鸟图片）你们认识鸟字吗？出示字卡，指导认读。

比较“鸟”和“乌”：有些小朋友容易把鸟和乌混淆，你有
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引导学生说出“鸟”字里面有一点，
像鸟的小眼睛。



15、有谁指导小鸟喜欢吃什么？认读“虫”。鸟和虫是一对
天敌，所以我们常说“鸟对虫”。指名读句子。

四、巩固延伸

过渡：刚刚我们学习的对韵都是一个字的对韵，让我们再来
读一读。（根据黑板上的字卡齐读课文前两句。）

1、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自己试一试对对子呀？

2、出示填空：天对日对（）红对（）大对（）

3、指名对对子。

五、学习生字

过渡：小朋友对对子可真厉害！美丽的大自然给我们送来了
两个生字宝宝，还认识他们吗？

1、出示：云、虫

2、观察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说一说写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3、师范写生字，生描红临写。

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篇四

《对韵歌》是部编本教材一年级上册识字第五课的内容，是
根据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编写而成的韵文。
课文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以“对对子”为表现形式，音韵和
谐，朗朗上口。全文共3句，第一、二两句以单字对的形式，
包罗自然现象“云、雨、雪、风”和动植物“花、树、鸟、
虫”。第三句以双字对的形式，呈现山清水秀和柳绿桃红的
美丽景色。



（一）知识目标

认识7个生字，会写“山”字，认识竖折。

（二）能力目标

正确、流利地朗读、背诵课文，提高学生识字能力。

（三）情感目标

激发学生学习汉字、学习“对对子”的兴趣，激发学生对汉
字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学生准备：生字卡片

（一）视频导入

1、播放《笠翁对韵》视频。

小朋友，喜欢听歌吗？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特别的歌――
《笠翁对韵》。

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每句话中都有“对”字）板书：
对

2、试说对子。

会对对子吗？我们来对一对。天对（？？）大对（？？）胖对
（？？）远对（？？）

看来大家很喜欢对对子，今天，我们就来学一首关于对对子
的儿歌――《对韵歌》。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文。

小朋友们自由地读读课文，不会的字可以举手问老师，也可
以问问边上的同学。

2、检查读文。

3、师生合作读。

（1）老师读上一句，学生读下一句。

（2）老师读前面的，学生对后面的。

（三）学习字词

1、认读生字，巩固字音

生字宝宝觉得小朋友读得太棒了，他们跑来和大家见面了，
小朋友叫叫他们好吗？

逐个出示“云、雨、风、花、鸟、虫”六个生字。

哪个生字宝宝最难叫？（风？虫）

2、图文对应，了解字义

风常常和它一起来，它是？――雨，听听这是什么雨？（大
雨、暴雨、倾盆大雨、暴风雨、狂风暴雨）

相反的细细雨是什么雨？（小雨、细雨、毛毛雨、春雨）

春雨来了。什么开了？――花，给花找个朋友（不仅可以说
什么花，还可以把花放前面）



美丽的花把它给引来了――鸟，你会学鸟叫吗？（麻雀叽叽、
喜鹊喳喳、布谷鸟布谷布谷、乌鸦呱呱）

游戏：老师说喜鹊怎么叫，学生说喜鹊这样叫，喳喳，喳喳

3、追根溯源，明白字理

在小鸟的叫声中，有一个年纪很大很大的字爷爷来了，你认
识它吗？

（1）出示甲骨文的“鸟”，猜一猜，这是什么字？

你是怎么想的？（跟鸟长得很像）

听上去很有道理，看看猜得对不对。演示“鸟”字的演变

小结：古人真聪明，他们把一样东西简单地画下来，就变成
字了。

（2）认一认“云、雨、虫”的象形字。

这些字有趣吗？

4、生字配对。

（1）出示“树、云、雪、雨、鸟、风、花、虫”的生字卡。

现在这些生字宝宝跑乱了，忘记自己跟谁对了，你能把他们
配对回去吗？

（2）为什么这么对？

云为什么不对雨点儿？（一个字对一个字）

5、学习最后一句。



（1）一个字对一个字，那两个字呢？

出示：山清水秀？柳绿桃红

三个字对几个字？五个字呢？二十个字呢？据说，最长的对
子有两百多个字呢。

（2）去掉“对”字朗读。

教师变个魔术：出示山清水秀、柳绿桃红。

读一读

（3）理解“山清水秀”和“柳绿桃红”。

看图选成语？读出美

学生交流感受。

教师启发：当你看到这样的.山水时就可以说“山清水秀”，
当你看到这样的春色时就可以说是“柳绿桃红”。

（五）练写“山字”

1、山字的笔顺，学习竖折。书空竖折和整个字。

2、怎样才能写好这个字？中间竖长两边短，笔画之间要均等。

3、我们的手上就有山字。写一写。

4、接下来我们就要写字，一二三四，摆好姿势。

5、学生书写、评价、再写一个。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表现很棒。下课。



《对韵歌》是以对对子的小韵文出现的，读来琅琅上口。教
学这首诗歌前我先带领学生复习音节，因为学生已有前面几
课的拼音储备，所以我采用各用形式，放手给学生充分的时
间练习拼读音节。例如：采用“识字带拼音”的方法拼读音
节，以更好的帮助学生通过熟字认识字母和音节，学习拼读。

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为了培养学
生良好的语感能力，再次学习《对韵歌》时，通过初步渗透
《对韵歌》“意思相对，字数相同”的基本特点，让学生逐
渐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教学《对韵歌》时，我采用多种形
式让学生在反复地朗读中识字，并在读中感悟，同时借助多
媒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和自然现
象。

遗憾的是本次教学设计的内容过多，时间把握不到位，生字
教学不够详细。

对韵歌教学设计理念篇五

1、通过听读、诵读等方法认识“对、云”等7个生字。

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通过看古文字、想象等方法，识记生字，初步了解汉字文化。

激发学生识字兴趣，初步培养识字能力。

2、激发学生对对子这种文学形式的喜爱之情。

通过看、听、读、诵、想象等方法，识记生字。

1、读课题：小朋友们，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对韵歌》，一起
来读课题-------（生齐读课题）



2、认识“对”：看老师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字卡）神秘地
出示“又”，再出示“寸”，演示两字合成“对”。这个字
宝宝念“对”，你来读，你来读，这一组齐读。

3、“对”组词：如果你不下心碰到了别人，应该跟小朋友
说-------对不起，齐读三遍（对不起）。如果你的作业写得
既正确又工整，老师会给你打个红勾勾，这就是------（生
答：对号），齐读三遍。

过渡：这个“对”，也是《对韵歌》的“对”。这首《对韵
歌》读好了，和像你们唱歌一样好听。

1、师范读，生听读。请坐好，静静地听老师来读。

2、师领读，学生跟读。下面，老师读一句，你们跟着学一句，
尤其要学学老师的语调。

一次领读：全部跟读

二次领读：男生跟读

三次领读：女生跟读

3、师生齐读。接下咱们一起来读，老师呢大点声，你们小点
声轻轻地读，做好准备！

4、同桌一起读：相互正音。

5、指名读：找五六名同学。

6、全班齐读。

7、开火车读7个生字。（出示生字卡，贴于黑板）瞧！生字
宝宝们从课文中跑出来啦，现在，我们开火车来读读！注意：
如果读对了，请大家跟读三遍，如果错了，马上举手。



8、趣味强化识字：分别写出“雨”“鸟”“虫”的古体字，
让学生猜猜对应黑板上哪个字卡的字。再找学生领读相对应
的字卡。

（指示云、雨、风、鸟、虫）请你选择一个组词。

过渡：欣赏图片（山清水秀图和柳绿桃红图）

1、配乐读文，感受韵律美。让我们慢慢地，轻柔地将这种美
读出来吧。（配慢速音乐）

《对韵歌》还可以这样读（配中速音乐）

继续来读（配快速音乐）

（音乐停止）我们也可以拍着手来读。

2、看屏幕熟读，试着背诵：（课件出示课文，渐次去掉词语，
直到屏幕无字）

刚刚学完，就会背诵了，真了不起！你想背诵给妈妈听吗？

分别扮作妈妈和奶奶检验背诵。

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玩一个对对子游戏，我说一个找同学
对一个。试着对对。

比如“我说天”（加上动作）……你们就说“我对地”

操作逐一引导，最后连成一首新的对韵歌

师：我说天，生：我对地（板贴）

小对大。



男对女，

爸对妈，

蜜蜂对蝴蝶，

绿树对红花。

让学生齐读自编的《对韵歌》

今天回到家可以像这样你说一个，让爸爸对一个，考考爸爸！
也可以主动地把背会的《对韵歌》背给奶奶或者妈妈他听。
好，下课！

对韵歌教学设计7

1．学会3个生字，认识3种笔画。

2．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识字能力。

3．正确地读儿歌，结合插图了解句子的意思。

正确掌握3个生字的音、形、义，能正确书写3个字。

正确书写3个字。

一、对子导入，激发兴趣

1．游戏规则：教师说一个词语，学生边拍手边说出它的反义
词。如：老师说“天”，学生说“地”。

2．教师在几组反义词中间分别加上“对”字，让学生再次朗
读。

3．教师导入新课，板书课文题目。



二、初读韵文，整体感知

1．教师播放课文朗读动漫。学生认真聆听，感知对韵歌独特
的语言形式。

2．教师鼓励学生借助拼音自己读一读这首对韵歌。学生借助
拼音采用同桌互读、小组轮流读等多种方式自由读对韵歌。

3．学生朗读展示。教师检查并指导学生朗读。

三、创设情境，集中识字

1．课件出示带有音节的生字，请学生试读。

提示：哪个字最容易读错？哪个字最难读？

2．指导学生同桌间把难读的'字读一读。

3．教师指导学生，通过课件，逐字读生字。

4．屏幕出示所有生字。指导小组学习。

5．教师分组检查自学情况。

四、重点指导，强化识字

1．学习“云”和“山”。

(2)提问：你能说出几个带有“云”的词吗？

(3)出示“绿意浓浓的柳树”和“桃花盛开”的图片。指导学
生欣赏、组词并进行简单说话练习。

2．学习“清”和“秀”字。



(2)出示成语。指导朗读。

3．学习“山”字。

(1)课件播放“山”的字理图。

(2)出示“山”字。

(3)扩词练习。

五、回文朗读，巩固识字

1．指导学生齐读课文，读准字音。

2．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

六、生字游戏，指导书写

1．课件出示“巧摘苹果”游戏。要求：读准每个苹果上的生
字并组词。

2．指导书写“云”“虫”“山”。

(1)指导学生识记字形。(重点指导“云”字的第三
笔、“虫”字的第五笔和“山”字的第二笔)

(2)指导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