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实用10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一

学会制作不倒翁，了解其制作原理。

制作不倒翁的过程。

在乒乓球上画动物或人物的`样子。

剪刀、胶水、乒乓球、绘图纸、铁块、胶纸。

1课时

一、学学做做

（一）猜谜导入

（二）做底部

1、剪破损的乒乓球。

2、配重。

（三）做上部

先用绘图纸剪一张扇形纸样，再把扇形纸样粘贴成一个圆锥。

（四）组装



二、想想练练

不倒翁的底部为什么要用圆形的东西来制作？可以用方形的
东西来制作吗？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

三、改进与创新

怎样将不倒翁做得更精致、美观。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二

知道要爱护图书的道理，学会修补图书，养成爱护图书的良
好习惯。

使学生知道如何爱护图书。

教会学生根据图书破损状况进行修补的方法。

准备一批要修补的图书，以及修补图书时用的剪刀，胶水、
纸等用具。

1课时

一、谈话揭题：

二、明理

1、我们为什么要爱护图书？

2、我们怎么来爱护图书？

3、练习：评一评，谁对谁错



三、修补图书

1、教师示范：找出几种破损状况不同的图书边讲边修补

2、分四人小组：拿出准备好的`破损的图书，进行修补。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三

学会沉着、冷静、及时、有效地处理紧急情况，保证人身安
全。

流鼻血的自救与护理。

学会沉着、冷静、及时、有效地处理紧急情况。

《手指被铁门压破》的'故事。

1课时

一、谈话导入

谈谈注意安全的必要性。

二、学学做做

1、防灾的安全：地震、玩火、雷雨、煤气泄露、电起火时的
安全。

2、外出的安全

3、门户的安全

4、受伤后的自救：手指破了、被烧伤、流鼻血的自救、护理。



三、想想练练

1、讨论图中小朋友的做法是否正确。

2、同学们一起讨论，还有哪些方面应注意安全，怎样才安全？

3、进行安全知识游戏。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四

学会用纸制作手提袋，变废为美，美化生活。

制作手提袋的式样。

在年历反面折线、贴好手提。

剪刀、胶水、年历纸

1课时

一、学学做做

（一）展示老师自制的'手提袋，向学生介绍。

（二）准备材料。

（三）画折线。

按书中规定的尺寸，在年历纸反面用铅笔、直尺画好折线、
贴面，并定好提绳孔位，然后按各折线将纸折叠一次。

（四）做纸袋。



（五）上提绳。

注意要用打孔器打孔。

二、想想练练

如果没有打孔器该怎样打孔？请你动动脑筋，定能想出很多
办法来。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五

学会整理自己的床铺，逐步养成每天整理自己床铺的良好习
惯。

教会学生整理床铺的方法。

掌握折叠被子的方法。

教师：小被子、小枕头和小床单各一。

学生：每人带一块手帕、一块大橡皮或沙包、一块布

1课时

一、谈话揭题

小朋友，你们每天起床穿好衣服后第一件事情应做什么？

出示课题：今天我们一起学《整理床铺》，齐读课题。

二、看图说话，激发情趣

2、小明的床铺整理得怎么样？



3、你的`床铺是谁整理的？你是怎么整理自己的床铺的？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六

学习纸条编织的方法，学会用纸条编小动物等。

学习纸条编织的方法。

介绍用纸条编织小狗的方法。

绘图纸（或年历纸），剪刀等。

1课时

一、谈话导入

编织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工艺，编织工艺品种繁多，
材料各异。

二、学学做做

教师边讲解，边演示，学生仿照做。

介绍用纸条编织小狗的方法：

1、从绘图纸上裁三张宽1厘米的纸条。

2、按下图进行编织。编织时，纸条一前一后纵横穿插。

3、编织完后，再折头，并在头部剪出耳朵，最后把四条腿和
尾巴过长的纸条剪去。一只可爱的小狗就编织好了。

三、想想练练



按今天学到的方法，用纸条编织一头毛驴。

图片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七

1、大家先听一遍课文，注意听清生字的音。

2、你也想来读读书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遇到生字
画下来，借助拼音朋友多读几遍。难读的句子画下来，再读
一读。

3、每个四人小组都有一套生字卡片，现在请组长领着小伙伴
学生字，读一读，说说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

4、刚才同学们在小组里学的真好，现在我们请5位小朋友来
把课文分段读一读。咱们听听他们音读准了没有，课文读通
顺了吗？（读一段就相机正音）难读的长句子相机指导停顿，
使之正确，多指名读，变花样读。

a、天安门在（读的'不好，就再请个学生读，全班读）

b、立交桥（注意停顿）需要练读，再全班读。

c、北京有许多（范读）如果读得好，表扬他，让该生领着男、
女生分别读。注意在和字前面停顿。

6、（拿小黑板）这几个字你有好办法记住吗？

阔 碑 雄 迹 川 相机写 碑 左边是石字旁，注意右边的写法，
拿出手，跟老师一起边说笔顺边写字。先写一个白字，再写
一撇，最后再写这个十字。一横，一竖。注意这个左右结构



的字要写的左窄右宽，结构紧凑，这个字就写好看了。练习
写一写，注意写字姿势。同位互相帮助，相互欣赏一下。

生字学好了，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一、二自然段。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你读懂了什么？

指2人读。齐读。

2、学习第二自然段

我们赶快到美丽的北京城去看看。（出示挂图1 ）

a、看看图，再默读第2自然段，看这个自然段有几句话，每句
话分别写了什么？可以划下来。

哪位同学来说一说。指名说。（老师引导出三种建筑，相机
出示三种建筑物的图片。如果学生问便相机讲解人民英雄纪
念碑）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八

1、认识14个字，会写“上、下、六、文、不”5个字；认识
笔画“、”，认识偏旁“氵、扌、火、日”。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教学重点：认字和写字；

教学难点：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1、谈话导入：同学们，放学后，你在家里都会做些什么？

学生交流，引出课题——在家里2、板书课题，生齐读。

1、课件出示文中插图，生观图。



师问：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家里有哪些东西？（师相机出
示文中词语）

2、读词语。

（1）带拼音读：自由读，师或小老师教读，齐读。（

2）去掉拼音读：指名读，齐读，开火车读

3、交流识字方法。（课件出示全部词语）

师问：同学们，在学习这些词语之前，你认识了其中的哪些
生字，你是怎样认识的？（学生回答，在商店、读书认识
的……或者说出加一加的方法，师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树
立榜样）教师可适时补充认记生字的方法，比如，换一换，
减一减的方法。

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可随机认识部首：沙——氵，报——
扌，灯——火，晚——日。

1、课件出示文中插图，师设问，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画。

师问：图上画的是什么时候？（引出“晚上”）

图中有哪些人？（爸爸，妈妈，“我”）

他们在做什么？

2、朗读短文。课件出示短文内容。

（1）借助拼音自由读

（2）指名读

（3）师范读。引导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过渡：同学们，我们不光会认字，还要学会写字，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田字格中的生字。（课件出示生字）

1、认识新笔画“、”。认识四个带“、”的生字：下、六、
文、不

2、指导书写：下：生观察，师范写，强调“点”的.写法
（起笔轻，落笔重，与竖相连，居横中线上。）引导学生随
着教师书空笔顺。

3、学生描红，练习书写。师巡视，个别指导。

第二课时

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2、理解短文，使学生懂得要尊敬长辈的道理。教学重点：正
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理解短文，使学生懂得要尊敬长辈的道理。

1、认读生字卡片：指名读，开火车读，比赛读……

2、组词练习：说一个字，与“上、六、文、不、下”都能组
成词。

3、猜一猜，连一连：

天天演戏报纸

每日阅读点灯

千里传声电视

送来光明电话



1、指导读好长句子。短文中的三句话较长。朗读时要提示学
生按照标点读好句子的停顿。

2、指导朗读：

“爸爸妈妈笑了，我也笑了。”结合图画让学生感悟爸爸妈
妈和“我”当时的心情：爸爸妈妈当时看到“我”这样懂事，
心里很高兴；“我”觉得自己能为爸爸妈妈做点儿事，心里
也很高兴。

3、教师范读、指导朗读。

4、小组合作学习：你觉得自己在家里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说说你在家里做了哪些事情？引导学生做一个尊敬长辈的好
孩子。

１、要求学生回顾书写生字的笔顺：书空笔顺

２、练习每个生字的笔画。

３、学生练习写字四、开展写字比赛

１、在田字格中写五个自己人认为写得最棒的字。

２、全班交流。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九

1、同学们，今天老师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幽静、美丽的地方。
出示书中插图：

能猜出是什么地方吗?(小山村)

2、引导观察，练习说话：



图上画着谁？（两个小朋友）这两个小朋友在路上看到了什
么？（指导学生从远处往近处看）。

这幅图上画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先看最
远处。（引导学生说完整话）

这幅图的远处你看到了什么景物？

这幅图的近处你看到了什么景物？

3、同学们说得太好了，小山村的景色真美，书上有一首小诗，
把图上的小山村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板书
课题：一去二三里)

（1）请小朋友自己来读读这首小诗。

（2）学生自读课文，教师巡视指导

过渡：这些字你们都会读了吗?现在，老师可要检查了。

（1）出示“三”、“十”

谁会读这两个字?(指名读)

大家都来读一读，你发现它们在读音上有什么不同吗?

(学生说，教师一一出
示“村”、“四”、“座”、“二”、“枝”)看看谁的小舌
头最灵活，能把这几个字都读准。(指名读，教师伺机正音)

（2）出示“台”、“六”、“花”

这3个字谁会读?(指名读，齐读)

“小小火车开起来，快快开到——”(随机抽字卡，学生开火



车读生字)

（3）出示“烟村”、“亭台”谁能当小老师教大家读这两个
词?(指名带读，提醒学生读准后鼻音)

（4）(把去掉拼音的生字词写在花朵形的卡片上，贴在黑板
上)在花儿的反面，藏着一个字词宝宝，如果你能正确大声地
读出它的名字，这朵花就属于你了。(请学生上台随意翻卡片
认读)读对了，大家鼓鼓掌；没读准，大家摆摆手。请读对了
的同学带着大家读一读。

（5）字音都读准了，谁能把古诗连起来给大家读一读。(指
名读古诗)其他同学当小评委，看他读得准不准，通不
通。(师生评议，在评价中渗透朗读方法)

（6）请全班同学一起朗读古诗。(齐读)

过渡：想去郊游吗?今天我们就到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去游玩吧。

1、瞧，在这座小山村里，稀稀落落地坐落着几户人家，烟囱
里偶尔飘出缕缕青烟。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在葱绿的树
木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座古色古香的亭子。村子周围，到
处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2、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游玩，你有什么感受?(学生自由发言，
表达自己的体会。)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出示画面)一眼望去，二三里路远的地方，你看到了什
么?(几座房子)小山村的烟囱里有时会飘出袅袅炊烟，这就
是“烟村”。（板书：烟村）

谁愿意把第一、二句读给大家听听?(指名读)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美丽的小山村，多轻松啊。村子不大，
只有几户人家。谁再来读读第一、二句?(指名读，齐读)

理解品读第三、四句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出示画面)快看，远处的小山上有什么?(亭子)

这就是“亭子，也叫亭台”。（板书：亭台）你在哪儿看到
过亭子吗？它有什么用？

近处，有什么?(开得正艳的花朵)（板书：花）

请把你看到的美丽景色介绍给大家。(自由读，指名读，分男
女生读)村子四周的景色这么美，我们一起美美地读读
吧。(齐读)

4、同桌合作，一个读第一、二句，一个读第三、四句，看谁
读得最有感情。

5、谁能有感情地朗读整首诗?大家闭上眼睛认真听，看他能
把你带到那美丽的地方吗?(指名读全诗，在评议中进一步感
悟山村的秀美，激发学生的情感。)

6、炊烟袅绕的村庄，古朴美丽的亭台，艳丽芬芳的鲜花，组
成了一个多么幽静美丽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再放眼去看—看
吧．（出示全诗，配乐齐读注意指导学生学会短句朗读）如
截图：

过渡：现在，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给每个小组发一个卡片盒，在盒子里有这首古诗的每个字)
每组四个人，共同将卡片摆成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古诗。然
后，第一个人朗读古诗的第一句，第二个人接着朗读第二句，



依次类推，看哪组摆得快，读得好。(学生练习)

请你当个小小宣传员，介绍一下小山村的美景。(学生自由背
诵，用击鼓传花的方式指名配乐、配画背诵)小结：听了你们
的诵读和介绍，老师也喜欢上了小山村、我们一起有感情地
背诵古诗，让更多的人也喜欢它，好吗？(师生共同背诵)

谈话：清代画家郑板桥有一首《咏雪诗》也用上了十个数字，
请大家读一读。咏雪郑板桥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芦花总不见。

注：（强调“不”的读音）

我们的祖国真大

一、出示中国地图引起孩子兴趣。

二、会议天气预报，感知在同一天祖国各地气温和气候的不
同。

(1)教师播放“天气预报”录象。

(2)提问：为什么北方(如哈尔滨)和南方(如海口)的气候、气
温不一样？重点引导孩子了解北方是个冬天来的较早，并且
比较冷的地方，南方是个温暖的地方，一年四季都盛开鲜花。

(3)小结：我们的国家很大很大。南方和北方在同一时间里气
候不一样，北方很冷，南方很温暖。

三、学习诗歌《我们的祖国真大》。

(1)欣赏教师朗诵诗歌。跟着老师朗诵3~4遍后，提醒孩子要



注意感情，声音有高有低

(2)提问：你觉得诗歌有趣吗？什么地方有趣？引导孩子了解
世界上人在同一时间在过着四季的生活。

(3)孩子回忆诗歌内容，教师将有关图片逐一贴在地图相应的
位置上，如雪花、鲜花、滑雪、游泳及吃西瓜的孩子。

诗歌：

我们的祖国真大

我们的祖国真大，我们的祖国真大

北方，有冬爷爷的家，十月就飘大雪花。

我们的祖国真大。

南方，有春姑娘的家，一年四季开鲜花。

啊！伟大的祖国妈妈，

东南西北中的'孩子，

在同一个时候，

有的滑雪，有的游泳，

有的围着火炉吃西瓜。

1、阅读教材，听老师朗诵欣赏《小池》《江南》，跟读、模
仿读诗文。

2、看诗文画面欣赏理解诗文内容：



（1）《小池》写了什么？泉水、树荫、小荷、蜻蜓、一幅水
上的景致画面。

（2）《江南》是怎么写莲花和水中的鲁的？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塘的东、南、西、北、中，用方位角度
的变化生动传神地描摹出鱼戏莲戏水的动态。

根据偏旁给字归类：蜻蜓、荷、荫、莲

（5）教师小结“蜻蜓”是“虫”字边的字，“虫”字旁字都
与昆虫有关，请孩子说说还认识哪些“虫”字旁的字。教师
将孩子说出的字写出在黑板上，引导孩子认读。

（6）“荫”和“荷”是“艹”字头的字，“艹”字头的字都
与植物有关，孩子说说还有哪些字是有“艹”字头。教师将
孩子说出的字写在黑板上，引导孩子认读。

小学一年级劳动教案篇十

学会整理花园，爱护花草树木，维护小花园。

学会整理花园。

清除杂草。

铁铲、簸箕、锄头、铁锹、扫帚等。

1课时

一、谈话导入

学校美丽的小花园，将校园装饰得绚丽多姿。爱护校园的花
草树木，整理、维护小花园，是我们每一个小学和责任和义



务。

二、学学做做

1、修理小路：需要将小路修整成中间高、两边低的龟背形。

2、清除杂物和杂草。

3、摆放花木：

把开花的盆栽花卉摆放到供大家观赏的适宜地方；没有开花
的盆栽花卉，应摆放在适宜它们生长的'环境中。

三、想想练练

1、为什么要把花园里的小路整修成中间高、两边低的龟背形？

2、了解花园里植物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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