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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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本课是一首简短的小诗，全文共有四节，每一节都配有一幅
插图，按春、夏、秋、冬的顺序依次展开。诗句的`语言浅显
而流畅，孩子们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只要你用心
去听，一定会听见“丁冬、丁冬”，那是春天的溪水在歌唱；
“知了、知了”，那是夏天的金蝉在唱歌；“沙沙、沙沙”，
那是秋天的红叶在歌唱；“呼啦、呼啦”，那是冬天的北风
在歌唱。啊，大自然的音乐是那么美妙！快看，春天，人们
春耕春种忙；夏天，园里瓜果香；秋天，粮食堆满仓；冬天，
瑞雪兆丰年，新年好风光。啊！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小
语课标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学习本课
时，我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把生活看到的情景说出
来，再结合小诗来读，让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教学
中，如何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
主动地获取知识。

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二

一年级下册语文书经改版之后，增添了很多有意思的课文，
如这篇《特别好吃的饺子》。课文讲述了春节期间，小主人
公邀请了两名外国小朋友到家里做客，一起动手包饺子，一
起品尝，快乐分享的故事。

首先，小主人公邀请的这两个外国小朋友很有特点。一个是
白皮肤的欧洲人，一个是黑皮肤的非洲人，与我们平时所接



触的小朋友很不一样。通过对这两个外国小朋友不同外貌的
认识，同学对人种，对世界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然后，三个小朋友跟着小主人公学包饺子的过程也非常有趣。
女孩子艾丽心灵手巧，跟着妈妈一会就学会了包饺子，男孩
子尼雷尔虽然平时力气大，但是可能动手能力欠缺，弄得满
脸都是面粉。小朋友在这样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动手劳动带来
的欢乐。

等到吃饺子的时候，小朋友们品尝着这些热腾腾的饺子，都
觉得“特别好吃”。这时老师再问同学们“为什么小朋友都
觉得今天的饺子特别好吃呢？”小朋友都七嘴八舌回答起起
来：因为他们包饺子特别好玩，因为是在过年的时候，因为
是他们自己亲手包的，因为这两个外国小朋友没吃过饺
子……各种答案的背后，是学生对于这篇课文的各种不同角
度的理解。

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来，我们身边的外国朋友也越来越
多。一年级孩子也能像课文主人公一样，接触到很多外国小
朋友。如何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相处，如何在与外国友人
接触中正确传扬中国传统文化。我想本文的小主人公已经做
出了相当好的示范。

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三

1、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常见的自然现象，感受美丽的景色。

3、在诵读和学习中体会汉语的对称和音韵之美，提升学生的
语感。

教学过程



一、朗读课文、检查导入

1、师生利用课文内容对对子。如：师说“古”，生对“今”，
师说“严寒”，生对“酷暑”等。

2、师随机出示词语卡片，指名生认读。

3、师谈话：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初步感受到了这课
文的有趣之处。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课文，相信大家一
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二、理解内容，体会对称之美

1、学习第1小节。

（1）指名学生朗读第1小节。

（2）鼓励学生找出这一小节中对称的词语，指名生交流，师
适时板书：古—今，圆—方，严寒—酷暑，春暖—秋凉。

（3）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这几组词语的意思，根据学
生的交流教师适时出示图片（冰天雪地、烈日当空、春暖花
开、秋高气爽的图片），以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的意思。

师适当补充资料，向学生解释在古人的眼中，天是圆的，地
是方的，天像一口倒扣的大锅扣在地上，从而理解“圆对
方”指的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

（4）引导学生发现相对词语的特点：“古、今”都是表示时
间的；“圆、方”表示的都是形状；“严寒、酷暑、春暖、
秋凉”都是描写春夏秋冬季节特点的。从字数上来说，一个
字对一个字，两个字对两个字。

（5）在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说说这一小节主要写的是什么
（主要写的是四季特点）。



（6）生有节奏地朗读第1小节。

2、学习第2小节。

（1）生自由朗读第2小节，交流第2小节中描写了哪些景物，
根据省的交流师板书：晨—暮；雪—霜；和风—细雨；朝
霞—夕阳。

（2）鼓励学生在学习第1小节对称词语的基础上，说说这些
词语是如何对称的。

（3）指名生交流，师适当：“晨、暮”指的是早晨和傍晚，
描写的是时间；“雪、霜”是同一类的自然现象；“和风、
细雨”描写的是天气现象，“朝霞”和“夕阳”分别是早晨
和傍晚的自然景观，都是一类事物。

（4）在交流的过程中，师相机出示“雪、霜、和风、细雨、
朝霞、夕阳”的图片，给予学生直观感受，使其进一步体会
同类词语的相关性。

（5）生齐读第2小节，说说这一小节描写的是什么（主要描
写的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3、学习第3小节。

（1）生自主朗读第3小节，与同位轻声交流哪些词语是对称
的。

（2）指名生交流汇报，师出示“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图
片，使学生可以直观感受美丽的景色，体会词语的对称性。

（3）指名生朗读第3小节，读出句式的对称节奏。引导学生
说说这一小节主要描写的是什么（主要描写的是美丽的自然
景色）。



4、回顾全文，游戏巩固。

（1）生再次自由朗读全文，并与同位合作练习朗读，读出句
式的对称和节奏的变化。

（2）指名生朗读，师生共同点评。

（3）游戏巩固：找朋友。教师
把“古”“今”“圆”“方”“严寒”“酷暑”等文本中出
现的24个词语卡片分发到学生手中，一生手持词语卡片
说：“我是‘古’，我的朋友在哪里？”拿到卡片“今”的
同学站起来回答：“我是‘今’，你的朋友在这里。”以此
类推。

5、全班有节奏地齐读儿歌、练习背诵。

三、自主创编，拓展提升

1、师过渡：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内容，无论是词语
的意思还是字数都具有对称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有
趣。其实汉语中这样的词语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也来学着课
文的样子，自己编一段儿歌吧！

2、出示创编要求：

（1）第一句是一字词对一字词，第二句是二字词语对二字词
语。

（2）所编的这段小儿歌是围绕同一类事物的。

3、生自主创编，轻声朗读，并与同位交流自己的作品。师巡
视了解创编情况。

4、指名生交流自己创编的小儿歌，师生共同，引导学生进一
步完善。对于学生创编的作品，要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只要能体会到对偶的手法即可，不宜要求过高。

5、师：同学们，其实古代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也要学习对
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到四、五、六、七字对，
越对越长，而且对子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涉及生活的方方
面面。有一位叫李渔的大学问家，还编了一本专门对对子的
书，叫《笠翁对韵》（出示《笠翁对韵》书本图片），大家
课后阅读。

四、课堂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体会到了对对子不仅好玩有
趣，而且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语文学
习中，能更多地关注到这种对称的词语和句子，在朗读中感
受语文学习的神奇和有趣。

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四

在过去的一学期里，我担任一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回顾这半
年的艰辛历程，深深感受到新课改给我们常来的新的教学理
念及模式。它让我们在教材钻研，课堂教学，学生评价等领
域都有很大的收获。

首先，表现在关注学生，重视创设联系生活实际问题情境和
其它活动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激发学生的
发展思维，让“生活”走进课堂，让课堂走进“生活”把课
堂教学具有的教学空间和拓展世界交给学生。

其次，是多样的学习方式能吸引学生自觉的学习，在低年级
教学中，学生对学习内容真正感兴趣并不多，所以我在教学
中想出了一些方法，就是把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渗合到有趣
味的游戏中，从而让他们在娱乐中获得学习的动力，尝到学
习的甜头。



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他们对于这一点，是最难
办的。我班有五十多个学生，每个学生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
的程度都不同。在讲授语句中教师要做到抑扬顿挫，诙谐幽
默，声情并茂的，优美的语言能产生好的效果，在低年级教
学中，很多课文都是由儿歌改编而成的，我就充分利用这一
点，大胆尝试边唱边演的形式，因为小朋友最喜欢表演了。
例如在教“影子”的时候，为了搞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在前，
什么时候在后，什么时候在左，什么时候在右，我采用让学
生到阳光下去体验的方法让学生自己从中理解。

再有就是有效的肯定是课堂延续的动力，它的吸引力无可比
拟，小学生的心灵是纯洁的，他们比较容易满足，当他们回
答问题正确时，教师的一个简单的表扬动作会让他们久久的
不会忘记，这一切都是在对孩子们的表现肯定，得到肯定的
孩子会渐渐变得懂事起来。

所以我认为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会更加的用心去关心了解
孩子们的心思和想法，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各种教学方法去
引导他们，在教会学生的同时，我自己也会在教材的解读，
教案的设计，课堂的调控，各方面好好的学习，本着为学生
负责的态度，时时认真钻研，时时总结自己的不足，常常反
思，认真积极的授课，让学生们在好的学习氛围中不知不觉
的学到新的知识。

一年级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五

整堂课中，我看到孩子们始终情绪高昂，学习的兴趣很高，
学得主动，因此学习的效率较高，本课的识字重点完成得较
快。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做的比较好。一、创设情境，激活
学生识定的欲望“知之者，中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六七岁的孩子，特别活泼好动，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
奇。如果在课堂上创设一定的情境，总能激发出他们的热情，
使他们尽快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误用字教学过程中。如我在
开始时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今天，蔬菜宝宝来到了我们教



室里，它们是来考我们的，你们接受挑战吗？看看哪些小朋
友能战胜他们？识字的兴趣就在无形之中被激发出来，还有
谁不去认的呢。反馈时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