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咕咚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一年级咕咚教案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趣味性。

2、懂得遇到事情不惊慌，要问清楚、弄明白再行动。

3、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4帮助幼儿体验和理解故事内容，尝试讲清简单的事情。

教学重点、难点鼓励孩子们大胆探索问题，解决问题，遇到
事情要冷静思考。

故事《咕咚来了》动画视频，小白兔、狐狸、猴子、狮子等
动物的图片。

活动过程(兴趣导入--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就故事内容提问）
--观看故事视频（加深故事理解）--角色表演）活动过程：

一、兴趣引入

1、教师：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个小客人，大家看看他是谁呀？
（小白兔）

2、教师：大家看看这只小白兔它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它为什
么跑呀？



1、讲完故事后，通过提问帮助幼儿故事内容。

2、提问：小白兔为什么跑呀？"咕咚"原来是什么声音？

3、提问：小白兔听到"咕咚"的声音时，心里有什么感觉？它
是怎么样做的？

三、幼儿观看故事视频1、教师播放故事《咕咚来了》的视频，
幼儿欣赏，加深对故事内容的理解。

2、提问：

(1)小白兔一路上碰见了哪些小动物？它们是怎么想的？又是
怎么做的`？

(2)长毛狮子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小结:遇到事情不惊慌，
要问清楚、弄明白再行动。

三、讨论

2、教师总结:小白兔它们不知道咕咚是什么,没弄清楚,就吓
得慌慌张张的逃跑,后来在狮子的帮助下,知道咕咚原是熟透
的木瓜掉入水中发出的声音,所以他们就不害怕了。很多疑问
只要我们弄清楚了，就会变得更勇敢,也能想出办法来。

四、角色表演

）2、请幼儿扮演故事里的动物，表演故事。

走进胆小国每个人都有过胆怯的经历，在幼儿身上表现地更
明显，请幼儿说说自己胆小的经历，怎样克服这样的心里障
碍。

在这次游戏活动《咕咚来了》中，幼儿们都很积极的回答问
题，故事内容也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大部分幼儿较大胆、



较完整地回答问题。本次集体活动具有明确的活动目标，幼
儿在教师的引导下“说完整”、“说对”，爱说是孩子的天
性，于是，欣赏完视频之后，幼儿模仿动作而进行角色表演，
在这样过程中，孩子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又可以培养积
极地动脑和动手的能力，还有表述的机会。不足之处在于教
学过程中，没有对故事做详细的如何克服胆怯的总结。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将会更努力的钻研教学方法和技巧，争取完
善优质的教学效果。

一年级咕咚教案篇二

1、认识本课的12个生字，会写本课的7个生字。

2、通过图画、形声字或联系上下文的`方式猜字、认字。借
助连环画课文特点，读懂故事内容。

3、能根据课后问题找出相关信息进行推断。

4、通过课文学习，教育学生听到任何事都要多动脑筋想一想，
不要盲目跟从。

借助图画、形声字特点、联系上下文等方式猜字、认字；能
根据课文内容作简单推断。

正确认识生字,书写生字，能根据课文内容作简单推断。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图画导入

1、设疑：你们知道“咕咚”是什么吗？



3、认读生字“咕、咚”，师相机讲解：这两个字可以组
成“咕咚”一词，像这样表示声音的词叫象声词。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引导自由读课文，提出要求：

（1）读准字音，不会读的想办法解决。

（2）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要多读几遍。

（3）标出自然段序号。

2、组织同桌互读，互相帮助。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并评价。

4、组织采用多种形式认读生字。

5、检查生字学习情况。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引导齐读课文，启发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组织同桌互相说一说。

3、组织全班交流。

四、指导写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引导学生观察：这几个字有什么特
点？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边范写边强调书写要点。



3、组织学生描红、临写。

4、组织全班展示。

一年级咕咚教案篇三

1、认识本课的12个生字，会写本课的'7个生字。

2、通过图画、形声字或联系上下文的方式猜字、认字。借助
连环画课文特点，读懂故事内容。

3、能根据课后问题找出相关信息进行推断。

4、通过课文学习，教育学生听到任何事都要多动脑筋想一想，
不要盲目跟从。

借助图画、形声字特点、联系上下文等方式猜字、认字；能
根据课文内容作简单推断。

正确认识生字,书写生字，能根据课文内容作简单推断。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图画导入

1、设疑：你们知道“咕咚”是什么吗？

3、认读生字“咕、咚”，师相机讲解：这两个字可以组
成“咕咚”一词，像这样表示声音的词叫象声词。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引导自由读课文，提出要求：



（1）读准字音，不会读的想办法解决。

（2）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要多读几遍。

（3）标出自然段序号。

2、组织同桌互读，互相帮助。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并评价。

4、组织采用多种形式认读生字。

5、检查生字学习情况。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引导齐读课文，启发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组织同桌互相说一说。

3、组织全班交流。

四、指导写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引导学生观察：这几个字有什么特
点？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边范写边强调书写要点。

3、组织学生描红、临写。

4、组织全班展示。



一年级咕咚教案篇四

1.凭借汉语拼音和插图读懂课文内容，懂得做什么事，不应
该盲目地跟别人跑，而要问个为什么，弄清事实真相。

2.朗读课文，并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教学时间2课时。

1.读懂课文，并能悟出寓意。

2.朗读课文，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4幅插图。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设疑。

今天我们学习第17课咕咚，这是一篇阅读课。随后板书课题。
咕咚是什么东西？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你们想不想知
道？请同学们打开书，读一读课文就会知道了。

二、指导朗读课文，可按整体部分整体三步来指导。

（一）从整体指导读课文。

1.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一遍课文，标出自然段。

2.对照插图读一遍课文，找出课文共讲了几种小动物，能按
出场顺序说出来。

3.同桌共读一遍课文，读后互相讨论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二）分段指导读课文。可带着课后问题读，读后再回答。

1.指名读第1～2段。

（1）师问：咕咚指的是什么？

生答：咕咚是木瓜掉进湖里发出的声音。

（2）师问：木瓜掉进湖里的声音怎样？从哪可以看出来？生
答：这声音很大很重。因为木瓜熟了，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
里的。

（3）师问：兔子为什么跑？（课后第1题）

生答：兔子听见这又大又响的咕咚声很害怕，吓跑了。

（4）指导看第一幅插图。说说图意。

举例：木瓜从树上掉进湖里还没有沉到湖底，溅起的水花还
没有落下来，兔子已经撒腿跑了。它很害怕，一边跑还一边
喊：不好了，咕咚可怕极了。

2.指名读3～4段。

（1）师问：小猴子为什么也跟着跑？他还说了什么？（课后
第2题）

生答：小猴子听了兔子的话也跟着跑起来。他说：不好了，
不好了，咕咚来了，大家快跑呀！

（2）师问：还有谁都跟着跑起来？（课后第3题）他们又喊
叫什么？

生答：听了猴子的话，狐狸、山羊、小鹿都跟着跑起来。他
们一边跑一边叫：快逃命啊，咕咚来了！



（3）请三个同学分别把兔子、小猴子和大伙喊叫的话读一读，
并说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最后一问比较难，老师可
做提示。

生答：有很多话都是越传越走样。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
解去说的，而他们的理解不一定对。他们不是有意造谣来吓
唬人的。

（4）指导看插图（二）。说出图意。

举例：很多野兽都跟着跑起来，它们全张着嘴喊叫，面带惊
慌的表情。

3.指名读第5段。

（1）师问：大象跑没跑？他是怎样跑的？

生答：大象也跟着跑起来。他是看见其他的动物跑，他也跟
着跑起来。

（2）师问：野牛为什么没有跑？他是怎样做的.？结果怎样？
（课后第4题）

生答：因为野牛不知道咕咚是什么，它在哪里，所以它没有
跑。

野牛拦住大象和其他动物，追问谁看见咕咚了。结果谁都没
看见咕咚是什么，兔子只是说它听见的，咕咚在那边的湖里。

（3）指导看插图（三），并说说图意。

举例：野牛在前面，非常沉着冷静地拦住大家，追问谁看见
咕咚了。

4.指导朗读6～7段。



（1）师问：他们来到湖边看见什么？听到什么？生答：他们
来到湖边看见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听
见咕咚的声音。

（2）师问：最后大伙儿为什么都笑了？（课后第5题。）生
答：因为大伙都明白咕咚是木瓜从树上掉进湖里发出的声音，
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真相大白了，它们感到自己的行动十
分的可笑。

（3）指导看插图（四），并说说图意。

举例：大家的表情各不相同。野牛在严肃地讲道理，兔子看
清咕咚是什么了，不再惊慌；老山羊一边听野牛讲话，一边
思考；狐狸、小猴子和小鹿已经感到可笑了。

（三）让学生读全篇课文，并回答问题。

1.大家齐读一遍课文。

2.师问：你读了这篇童话，懂得了什么？

生答：我懂得做什么事，不应该盲目的跟别人跑，听信谣传，
而要问个为什么，弄清事实真相。

板书设计：

一年级咕咚教案篇五

1.认读生字，组织学生分自然段读课文。

2.指导读好这些词语或短语：咕咚、木瓜、逃命、野牛、大
象、拦住、拔腿就跑、可怕极了。

1.第1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思考：这一自然段讲了什么？

（2）课件出示木瓜图，认识木瓜。

2.读2~4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2~4自然段，想一想：兔子、狐狸、猴子、
小鹿、松鼠为什么跑？

（2）引导想象：在兔子、狐狸、猴子、小鹿、松鼠的眼中，
咕咚是什么样的东西？

（3）小结：是呀，在他们的心中咕咚一定是很可怕，所以它
们才会一边跑，一边喊：“咕咚来啦！咕咚来啦！”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1~4自然段。

4.教师：其实，这些动物见过咕咚吗？

5.讨论：为什么兔子、狐狸、猴子、小鹿都吓得跑起来？

6.全班齐读5~7自然段。

（1）指名反馈：野牛为什么没跟着跑？

（2）教师：对，野牛想弄清这咕咚到底是什么，结果真相大
白了，那么这咕咚是什么呀？

（3）理解“拦住”。

7.分角色读课文。

8.谈收获：你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9.教师小结。你看，兔子没弄清什么是咕咚就乱跑，猴子、



小鹿自己没看见，只是听见别人喊也跟着跑起来，结果呢？
唉，虚惊一场。

1.学生分小组试讲故事。

2.小组推选代表上台讲故事。

3.以八个同学为一组,戴好“木瓜”和“兔子”等七种动物的.
头饰,在音乐声中进行表演。

20.咕咚

木瓜

害怕、逃跑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