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
了教案 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案(大全5

篇)
教案的使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适应。在下面，
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小班教案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的教
案编写提供一些借鉴。

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了教案篇一

1、板书课题“借生日”。

1、自由借助拼音读课文，要求画出生字，读准字音，读通课
文。

2、同桌互读互帮，识记生字。

3、小组合作读，读读想想刚才提出的问题。

4、全班交流，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指导朗读课文中的人物对话。

课件展示课文的插图，启发学生想象：

（1）妈妈真的忘了自己的生日吗？

（2）小云把生日借给妈妈前，心里会想些什么？

（3）妈妈听到小云要把生日借给她，会对小云说什么？

学生自由练读，指名读。



2、练习分角色朗读。

3、播放乐曲，配乐朗读全文。

1、用读词读句的方法，检查生字读音。

2、完成课后“读读说说”。

1、阅读古诗《游子吟》。

2、建议学生动手制作一件小礼物送给家长。

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了教案篇二

1、我会认。

变序抽取字卡，学生开火车读，全班齐读。

2、我会记。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字的?全班交流。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
法识记。

3、我会用。摘果子说词语或句子。

二、指导背诵课文

1.全班齐读课文两遍。

2.限时背诵课文：给5分钟时间，学生各自试着把课文背诵下
来。

3.自由配上动作背诵课文：指名背诵，小组齐背，全班齐背。

三、指导书写一二三四五上下。



1、观察课本中田字格里的范字。

2、说一说：通过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引导学生从横的长短
变化及其在田字格里位置变化这两方面来说)

3、教师范写一二三四五上下，边写边讲述书写要领。

4、学生分别描一个、写一个，写完后与范字对比。教师巡视，
个别指导。

5、讲评：讲评后，学生继续练写。

四、课堂小结

五、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课后反思：

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了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估一估、量一量，进一步培养学生[此文转于斐斐课
件园 ]的空间观念，学会测量一些物体的长度，培养估测意
识和动手操作能力。

2、通过练习、讨论，使学生会使用一定的长度单位表示物体
的长度，在头脑中建立较为准确的长度概念。

3、为学生营造一个探究学习的环境，使学生在合作、探究中
受到锻炼，增强合作意识和探究意识。

4、在各种游戏中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进一步激发他们



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通过练习、讨论，使学生会使用一定的长度单位表示物体的
长度，在头脑中建立较为准确的长度概念。

教学准备：

尺

教学过程：

（一）活动一：创设情境，实际测量教室的物品

师：今天，我们到学校新建的这个多媒体教室来上课，你感
觉怎么样呀？

师：那我们就来量一量吧！我们以小组为单位，你们可以测
量这个教室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先在小组内讨论决定你们组
要测量什么，再估计一下有多长，然后说说准备怎么测量，
最后把测量的结果记录下来。

（学生分头测量。）

师：现在，到了交流汇报的时间了，哪个小组的代表先说？

师：有没有哪个组测量的也是黑板？和他们组测量的结果一
样吗？

师：能告诉我，这个一米三应该怎么写吗？能让我看看你们
是怎么记录的吗？

（投影仪展示学生练习本上记录的结果：1 m 3 cm，1 m 30
cm，1.3 m。）



师：还有没有哪个组测量的也是课桌的长？

师：来，把你们组记录的结果也展示出来好吗？

（用投影仪展示与上组不同的记录方法：130 cm，1米3。）

师：有这么多种记录的方法，谁能简单评价一下吗？

师：其实，在这几种表示方法中，除了1 m 3 cm是不正确的，
其他的几种表示方法都是可以的，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根据
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选择。

（师生一起测量。）

师：你真善于观察，连我刚才测量的动作你都没有放过。

师：比较是估测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你以妈妈的身高为标准
来判断老师的身高，也是一种好办法。

师：刚才，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大家使用了米尺、软尺、小
尺子等测量工具，它们能帮助我们迅速知道一个物体的长度。

（二）活动二：寻找并使用自身的测量工具

师：当你需要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的时候，你的身边没有现
成的测量工具，你准备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在你的身上也
藏有许多这样的工具呢？它们虽然没有尺子测量得准确，但
是在很多时候也能帮我们的忙呢！

师：现在我来布置任务，请你量出自己的身高、步长和双手
平伸时两指尖的距离，可以自己量，也可以找同学合作。

（学生自己量或互相合作，并将量的结果填在书上。）



师：测量好了吗？下面我们就来试验一下看你们的尺子管不
管用。我请我们班的2位同学到前面来，请你估计他们的身高。

（2名学生同时上台。）

师：再估计一下这2位同学的腰围、头围是多少。知道什么是
腰围、头围吗？

（学生测量。）

师：你们测量的结果和你们刚才估计的结果比较一下，你能
发现什么？

师：看来，我们身上的这些尺子还真管用。我们再来试一次。
你知道了自己的步长，请你以这条线为起点，估计一下10米
大约到哪里，自己做一个记号。

师：通过这些活动，使你想到了什么？你会对物体的长度进
行正确的估计吗？

师：你们说得真是太好了，知识和能力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练习积累起来的。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多做
练习，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三）活动三：练习

师：那就自己完成吧！

（学生独立完成。）

（四）活动四：总结

师：这节课，你们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简单的估测和测量

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了教案篇四

有几辆车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动手操作，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加法交换律的含
义。

2、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看图能列出两个
不同的算式。

3、正确、熟练地口算5以内的加法。

教学重点

通过仔细观察，动手操作，进一步理解加法交换律的含义。

教学难点

使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激趣导入

二、进入情境，探求知识

（一）出示图片：主题图1

1、教师：他们首先来到停车场，猜猜看，小兰和小明会发现
什么加法问题呢？



学生1：他们会发现一边有2辆车，一边有3辆车，一共有5辆
车，2+3=5.

学生2：他们会发现一边有3辆车，一边有2辆车，一共有5辆
车，3+2=5.

2、教师：他们说的都对吗？

学生1：他们说的都对，因为小兰是先数左边的3辆，再数右
边的2辆，小明是先数左边的2辆，再数右边的3辆，不管怎么
数，都是5辆。

学生2：他们说的都对，因为他们站的位置不同，数的就不一
样，列式也不一样，但是得数是相同的。

3、小结：因为他们站的位置不同，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列出了不同的算式，但得数是相同的，即3+2=5，2+3=5（板
书：3+2=5，2+3=5）

4、观察这两个算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学生：两个算式中3和2的位置变了，得数是相同的。

教师：两个算式中交换3和2的位置，得数不变，也就
是3+2=2+3.

（教师板书：3+2=2+3）

（二）出示图片：摆一摆1

1、他们乘车来到了公园，看到一些美丽的鲜花，你们知道他
们又发现什么问题吗？

2、我们先用小圆片代表花来摆一摆。同桌2人，一人摆，一
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说出2个不同的算式。



3、反馈。

（三）出示图片：小鸟图

1、他们来到了大树下，发现了几只可爱的小鸟，你能写出两
个不同的加法算式吗？

学生1：树上有2只小鸟，树下有3只小鸟，一共有5只小鸟，
算式是2+3=5.

学生2：地上有3只小鸟，树上有2只小鸟，一共有5只小鸟，
算式是3+2=5.

（四）出示图片：小兔子拔萝卜

学生1：1只小兔加4只小兔等于几只小兔？

学生2：1个萝卜加2个萝卜等于几个萝卜？

学生3：上面有4只小兔，下面有1只小兔，一共有几只小兔？

学生4：上面有1个大萝卜，下面有2小个萝卜，一共有几个萝
卜？

2、教师：你们提的问题真好，现在我们在小组内继续提问，
并讨论解决所提的问题，一会儿汇报给大家。

3、小组活动并汇报。

（五）出示图片：蜡笔图

小兰的盒子里有5支蜡笔，小明的盒子里一支也没有。

2、教师：小明被难住了，要列出两个加法算式，该怎么列呢？



学生：小兰借给小明1支，就可以列出1+4=5，4+1=5.生：从
上往下看可以列出0+5=5，从下往上看可以列出5+0=5.

（五）出示图片：排队图

学生1：一共有10个小朋友。

学生2：小兰排第7

学生3：从右边数，小兰排第4.

学生4：从左边数，小兰排第7，从右边数，小兰排第4.

三、游戏：我摆你说。

学生2人一组，用1—5个小圆片，一个人摆，另一个人说出两
个不同的加法算式。

人教版一年级美术教案第四课下雨了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会写一、二、三三个字;认识一种笔画一。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观察图画，图文结合，初步感受课文的意境。

教学重点、难点：教学重点是认字写字，难点是辨认金木水
火土。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插图的课件，与本课数字有关的图片
若干。

教 法：培优辅差



学 法：小组合作

教学课时：2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