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电子版 一
年级语文四季知识点(优质9篇)

知识点总结要根据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总结
方式和工具。在写总结时，要注意言之有物、层次清楚，避
免语言空洞和内容重复。在下面的知识点总结案例中，你可
以找到针对不同知识点的写作方法。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电子版篇一

本课重点：

1、认识13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一、会认字写字组词

尖、说、春、青、蛙、夏、弯、地、就、冬、天、四、是

二、多音字

地慢慢地(de)天地(di)

三、近义词

挺—直顽皮—淘气

四、反义词

圆—方挺—弯

五、重点句



1、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

(“谷穗弯弯”说明秋天来了，谷穗成熟了。写出谷穗谦虚、
可爱的品质。)

2、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就是冬天。”

(“大肚子一挺”是作者想象的雪人的动作，写出雪人顽皮可
爱的样子。)

一年级语文四季教案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四季的特征，感受各个季节的美丽。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认识11个生字，会写“七、八、九、无”4个字。认识两种
笔画“乚、乙”和4个偏旁“月、雨、口、禾”。

教学重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认字和练习朗读。要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朗
读，感知四季的不同特征，激发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课文中的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做到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四季的特征，感受各个季节的美丽。

教学教法应用：

小组讨论法，质疑问难。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课件、图画、胶水(或磁石)

教学设计：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幅美丽的图画，你
们想看吗?你觉得这几幅图怎么样?(播放四季景物的课件，然
后定格四幅图。)

3、指名回答问题。(教师板书春、夏、秋、冬)春、夏、秋、
冬就构成了一年的--“四季”(学生答后板书课题、生读课题。
)

(设计意图：从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图片入手，引导学生从图中
感受四季的美，使学生在课堂开始就有浓厚的兴趣，产生好
奇心和求知欲。)

二、配乐诗朗诵

那么，这么美的图画，要是配上一首儿童诗，一定会更
棒!(配乐儿童诗朗诵)这首儿童诗就在我们的课本上，你想不
想也像他们一样朗诵出来?(课件配乐朗读，按喇叭键)

(设计意图：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激发读课文的欲望)

三、初读课文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边读边圈出生字，多读几遍。

2、再数一数课文中有几句话，把它读通顺。

(设计意图：读中识字，让学生通过读，掌握字音，把课文读
通顺、流利，为理解课文内容做准备。)

四、检查反馈：

1、这篇课文中有不少生字，你认为哪些字的读音应该注意，
能给大家提个醒吗?

(课件按学生的提醒显示生字，字上面红色显示4个偏旁“月、
雨、口、禾”)

如：“叶”、“圆”的音节是整体认读音节。

“秋”、“就”的韵母是iu，不是iou。

2、比赛读：

(1)课文有几个小节?交代比赛规则：你最喜欢读哪一小节，
最有把握读好它，就选哪一小节参加比赛。

(3)指名参赛。(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每段请2—3个
学生

(4)点评：你认为哪位选手读得最棒，能说出他好在哪儿吗?

(意图：激起学生的兴趣，通过各种形式的读，促使学生读通
读顺课文，为课文的学习打下基础。)

五、质疑问难随机学文(课件返回上一图随机点击图显示课



文)

1、在课文中，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2、交流反馈根据学生质疑随机重点引导学习一句，扶一放三，
使其能举一反三

如句1：

学这一句就得引导解决以下问题：

(1)“草芽”指什么?

草芽不会说话，课文中为什么写他对小鸟说他是春天?再有感
情读课文

草芽为什么对小鸟说他就是春天?你认为还有什么可以说自己
是春天?

(2)用“是——”练习说话(课件点击“是”，“是——”字
闪烁)

而其他3句略学：只解决什么是“谷穗”、“鞠着躬”、“一
挺”、“顽皮”?

(设计意图：解学生所疑，急学生所需。以探究学生的疑问为
教学目标，展开学习，并随机引导学习课文，既激起学生的
学习欲望，使其主动学习;又能在帮助解决重难点的同时，根
据课文四个段落相似的特点，采取举一反三的教学的方法，
使课堂教学受到高效。)

课间操。

六、欣赏、背诵



结合图，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好朋友
背、加动作背)背出热爱四季、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七、尝试创作

课文用四个小节，短短的几行就把四季的景色描绘得那么生
动。小朋友也很了不起的，让我们也来学学课文的样子，来
描绘一下这些美丽的图画，好吗?画一画自己喜欢的季节(播
放音乐)，并仿照书上的句式向你小组的同学说说你的画。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以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合
作地参与学习活动。把学生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获取。以读
带讲，体现以读为主，读中感悟的教学原则。注意体现读书
的层次性，读熟课文，读懂课文，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不
但可以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也可以让学生尽情表达对四季、
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八、总结

学了这一课，你懂得了什么?(保护自然，使四季更美)

(设计意图：通过总结，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
热情。)

板书设计：

四季

春夏秋冬

一年级语文四季教学反思

一、激发学习兴趣，是提高语文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本课
采用生动、形象的画面导入课题的方法，美丽的秋景动画，
加上教师充满激情，诗情画意的配乐朗诵，把学生带进了硕



果累累的秋天，吸引了所有的学生。学习本课时，正值秋季，
所以安排秋季图片导入，自然、亲切。通过自然的导入，揭
示了课题，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上课伊始，孩子的学习积
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为下一步学习课文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在阅读课文的教学中，我应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口语
训练，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注重学生词汇的积累、说
话的训练、语感的培养，体现以读为主，读中感悟的教学原
则。注意体现读书的层次性，读熟课文，读懂课文，达到熟
读成诵的目的。赞可夫认为，教学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感，
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因此，
让学生在读通全文的基础上自由选读便是“触及精神需要”
的方式。学生的读必定是从内心体验出发，结合生活经验，
展开丰富想象，从而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教师的点拨，旨在
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促使学生对语言有细腻的'感悟。
另外，课中春、夏、秋、冬几幅动画的插入，不仅再现了当
时不同季节不同景色的特点，而且充分利用了多媒体这一资
源，突破了难点，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使孩子了
解到四季景色的不同特征。

三、写字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一项不忽视的内容。针对低年级
学生年龄小的特点，每节课上让学生动手写一写，即使是
写1-2个字。既体现了读写结合的教学原则，又将课外作业在
课内完成，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真是一举两得。

四、课前安排的收集资料，以及课中安排的画一画、唱一唱、
背一背、说一说这些环节，不仅帮助学生积累了知识，而且
活跃了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读美了课文，
读懂了课文，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电子版篇二

了、子、人、大、月、儿、头、里、可、东、西、天、四、
是、女、开



二、会认字

秋、气、了、树、叶、片、大、飞、会、个、的、船、两、
头、在、里、看、见、闪

星、江、南、可、采、莲、鱼、东、西、北、尖、说、春、
青、蛙、夏、弯、地、就、冬

男、女、开、关、正、反

三、反义词

凉——暖落——升小——大东——西

南——北是——否弯——直冬——夏

顽皮——安静

四、词语搭配

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尖尖的草芽圆圆的荷叶

弯弯的谷穗顽皮的雪人

五、好句积累

1、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
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2、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
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4、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5、树上的小鸟，叫呀叫呀，地上的嫩草，钻哪钻哪，迎春的
花儿，开啦开啦，柳树的枝条，摇啊摇啊。

6、春天到，春天到，花儿朵朵开口笑。草儿绿，鸟儿叫，蝴
蝶蜜蜂齐舞蹈。

7、小鱼儿，蹦蹦跳，要把春天找。柳姑娘，笑了笑：“小鱼
小鱼你别找，春天就在我辫梢。”

8、秋风吹，树枝摇，红叶黄叶往下掉。红树叶，黄树叶，片
片飞来像蝴蝶。

9、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大雁成群往南行。葡萄紫、柿子红，
一串一串像灯笼。菊花黄，稻花香，天高云淡天气爽。

小学语文的学习方法

1.围绕中心，及时复习。复习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加深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首先，要根据教材的知识体系确定好
一个中心内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材的中心重点和难点上。
其次要及时巩固、防止遗忘。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
说：“与其借助复习去恢复记忆，不如借助复习去防止遗忘。
”复习最好在遗忘之前，倘在遗忘之后，效率就低了。语文
学习中的背诵尤其如此。

2.查缺补漏，保证知识的完整性。复习中一旦发现知识的缺
漏及薄弱环节，要及时弥补，不可欠“债”。

3.先回忆，后看书，增强复习效果。

4,看参考书，适当拓宽知识面。语文课后还可看一看参考书，
看一下原著，拓展一下知识面，加深理解。如学习《范进中



举》后，可在课外读《儒林外史》;学习《背影》，不妨读一下
《朱自清全集》。当然，原著参考书要精选，不宜多。参考
书中的精彩部分，可取其精华，随手摘记。

小学语文的学习技巧

整理笔记，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语文学习如能将厚书读
薄，则善莫大矣。而读薄的办法则是将知识条理化，重点明
晰化。如学习文学常识，可用列表的形式将各作家作品放在
一起，这样显得条理，避免了混淆，加深了记忆。捷克教育
家夸美纽斯说：“假如同一件事情常常得到重述，到了最后，
哪怕智力最低的学生也能领会了……”愿同学们在语文学习
中重视复习，循环往复，牢固地掌握知识。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电子版篇三

1、易错生字：

海：竖折露头。 桥：第五笔是撇。 念：上面是人字头。

边、这、进、道等走之底的字要注意走之底的写法。

贝：最后一笔是点。

跑：右半部分的写法要注意。 快：最后一笔是捺。

2 、加一笔成新字：

日—— 白 田 目 电 旦 旧 由 甲 申

加两笔成新字

口：只 古 石 另 右 可 加 叶 号 句 兄



3、重点词语

想念 快乐 老师 沙发 海水 竹林 军队 禾苗 井水

木桥 乡村 忘记 里面 从来 这里 进行 人行

宝贝 平原 男孩 关爱 大虾 跑步 吹风 地方

4 、数量词

一头牛，两匹马， 三条金鱼，四只鸭，

五棵树，六朵花，七只彩笔，八幅画，

九双筷子，十把叉，量词用的顶呱呱。

引导学生自己到生活中收集有关的数量词：

如：一把伞 一只猫 一面旗 一棵树

5、 形近字、同音字

鸟(小鸟 ) 令(命令) 广(广大) 想(想法)

乌(乌鸦 ) 今(今天) 厂(工厂) 相(相机)

这( 这里 ) 到(到处) 原(草原) 吓(吓人)

着( 看着 ) 道(道路) 园(公园) 虾(大虾)

6、搭配合适的词语

宽宽的街道 金黄的稻

美丽的衣裳 碧绿的草原



雪白的棉花 高高的楼房

又高又大的树 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地

鲜艳的红旗 欢快地长大

美丽的家乡 勇敢地飞翔

快乐的时光 自由地流淌

亲爱的祖国 轻轻地抚摸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电子版篇四

生字表：

霜、吹、落、降、飘、游、池、入、阴、雷、电、阵

姓、氏、李、张、古、吴、赵、钱、孙、周、王、官

清、晴、眼、睛、保、护、害、事、情、请、让、病

相、遇、喜、欢、怕、言、互、令、动、万、纯、净

吃、忘、井、村、叫、毛、主、席、乡、亲、战、士

想、告、诉、路、京、安、门、广、非、常、壮、观

接、觉、再、做、各、种、梦、伙、伴、却、趣、这

太、阳、道、送、忙、尝、香、甜、温、暖、该、颜

辆、匹、册、支、铅、棵、架、冰、冻、夹、面、因

块、捉、急、直、河、行、死、信、跟、忽、喊、身



只、窝、孤、单、种、都、邻、居、招、呼、静、乐

怎、独、跳、绳、讲、得、羽、球、戏、排、篮、连

夜、思、床、光、疑、举、望、低、故、运、念、义

胆、敢、往、外、勇、窗、乱、偏、散、原、像、微

端、粽、节、总、米、间、分、豆、肉、带、知、据

虹、座、浇、提、洒、挑、兴、镜、拿、照、千、裙

眉、鼻、嘴、脖、臂、肚、腿、脚 、泡、轻、鞭、炮

蜻、蜓、迷、藏、造、蚂、蚁、食、粮、蜘、蛛、网

圆、严、寒、酷、暑、凉、晨、细、朝、霞、夕、杨

操、场、拔、拍、跑、踢、铃、热、闹、锻、炼、体

之、初、性、善、习、教、迁、贵、专、幼、玉、器

首、踪、迹、浮、萍、泉、流、爱、柔、荷、露、角、

珠、摇、躺、晶、停、机、展、透、翅、膀、唱、朵、

腰、坡、沉、伸、潮、湿、呢、空、闷、消、息、搬

棍、汤、扇、椅、萤、火、牵、织、斗、饭、能、饱

具、次、丢、哪、新、每、平、她、些、仔、检、查

钟、元、迟、洗、背、刚、叹、共、汽、决、定、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