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优秀5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篇一

一、创设情境，自编童谣

咱们在农家小院玩得都很开心，现在该回家了，让我们跟它
们一一说再见吧。

先跟水果宝宝再见吧。

学生：苹果，再见……

再跟动物朋友说再见吧。

学生：黄牛，再见……

出示情境图及小羊的叫声。

你能帮帮它们吗？小组合作编童谣。

二、小组合作，说说演演

1、我们小组跟小羊、小猫、小鸟一起玩比大小的游戏，请
看……

2、我们小组跟小羊、黄牛、鸭子一起玩比多少的'游戏，请



看……

3、我们小组还邀请了小马、小狗一起玩比高矮的游戏……

三、指导书写，巩固字形

动物朋友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我们要带“牛、羊、少、
小”四个字宝宝回家做客，大家可要记住它们的样子。

课件展示动态笔顺书写，学生书空。

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篇二

《比一比》是一篇识字课，课文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一幅农
家小院的情景图，第二部分是词语，第三部分是一则韵文。
主要通过对农家小院具体事物的比较，提供识字的生活环境
和语言环境。课题为比一比，充分说明了这课教材的特点，
提示了学法，要求学生在比较中达到学习要求。在教学中，
我以比为主线来安排教学的各个环节。

一、比一比，营造氛围

课的伊始，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比一比这一课。我们也要
比一比哪一小组上课认真，哪一小组会动脑筋，哪一小组学
到的本领多。（出示小组评价栏比一比）评价栏为九个花瓣
围成的一朵花，代表九个小组。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入学不久，
活泼好动，用评比竞赛的方式比较容易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也能让孩子联系实际理解比一比在生活中的具体含义。

二、比一比，学习韵文

师：图上有这么多东西，我们今天就来比一比，黄牛和花猫
比，怎么比？（一个大，一个小）（相机出示韵文课件，指
名读）



师：用上比，还可以怎么说。

生：黄牛比花猫大，花猫比黄牛小。

师：鸭子和小鸟怎么比？

生；一边多一边少。

（出示韵文，指名读）

师：用上比，还可以怎么说。

生：鸭子比小鸟多，小鸟比鸭子少。

比大小，比多少是韵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不仅让孩子通
过看图、读韵文对黄牛和花猫、小鸟和鸭子进行比较，之后，
设计了用上比来改变句式说，加深了对大小、多少的认识，
在语言文字中进行思维的训练。

三、比一比，训练朗读

本课韵文朗朗上口，节奏感强，很适合朗读训练。根据本课
的特点，在朗读课文这一环节中，主要采用挑战读来调动孩
子们的积极性，教师提示你还想怎么读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小朋友们有的说，我想挑战同桌。我想挑战好朋友。还有的
说，我想挑战小组。最后小朋友还把韵文编成课中操，边读
边做，使课堂充满学习的乐趣。

四、比一比，学习生字

本课的学习目标之一学习群、颗、堆三个生字。群和堆作为
量词用法的不同也是本课的难点。我是这样安排的：

1、图上的鸭子和小鸟有多少？（课件出示一群鸭子一只鸟）
群、只就叫量词。



2、看图，理解好多聚在一起，才能叫群。

3、用一群说话，一群人，一群大雁，一群海鸥，一群小鸡。

4、图上的水果有多少？（一堆杏子和一个桃子）

5、看图，一堆怎么理解？数量多，叠在一起，才能叫堆

6、用一堆说话，一堆桔子，一堆花生，一堆树叶。

7、如果老师把堆换成群可以吗？为什么？

通过这样的比较，让学生懂得语文知识来源于生活，又为生
活服务，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而让他们感到学习的乐
趣，激发他们主动识字的愿望。

五、比一比，指导写字

〖识字片段

师出示要写的字小、少。

师：怎么记住它？

生：我发现少字比小字多一笔。

师：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

师指导书写，少第二笔点要往上移，要会让，就向小朋友相
处一样，互相谦让，团结友爱。生书空、描红、仿写、评议。

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12个二类字,读准字音,会组词。重点学习“堆、群、
颗”，通过创设语言环境让学生明白它们的意义，并能在具
体的语言环境中运用，从而达到积累语言的作用。

2、培养孩子正确使用量词的意识，体会运用语言要准确。

3、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从而实现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化。

4、学习写“小、少”，通过比较知道它们的相同和不同处，
在培养孩子观察能力的同时进行准确美观的书写。

【课堂实录】

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比一比》这一课,回家预习了吗?

生：预习了。

师：那老师要考一考你预习得怎么样。

师：请大家看大屏幕,这是一座农家小院,漂亮吗?

生：漂亮。

师：请你仔细观察,你都看到了什么?

生：图上有一头黄牛

生：还有一座漂亮的小房子。

师：你真了不起,能用上恰当的量词。请大家一起重复一遍。

生：一只花猫。

生：老师，你错了，书上的花猫是趴着的，可是你画的猫却
是立着的。



师：老师把这只猫的姿势变换了一下，这就是创造。

生：一群鸭子,一个桃子,一堆杏子。

生：一只小鸟,一棵苹果树,一棵红枣树。

师：树上结着红红的苹果和红红的'枣。

生：还有栅栏。

师：你观察得真仔细,栅栏把牛、猫和树围了起来。（明白栅
栏的作用。）

（生边回答，教师边出示词语：黄牛、花猫、鸭子、小鸟、

师：老师要变魔术（去掉图片），只剩下生字词了，谁会读
这些词语？

师：（去掉拼音）拼音没了，谁还会读？

师：老师接着变魔术，（去掉熟字）这回谁会读？

师：老师打乱顺序，谁还会读？

（有层次认读生字词）

师：（出示动物和水果的图片）请你看图说一说图上都有哪
些事物，不过老师有一个要求，你在说的时候要用上合适的
量词。

（学生一边说，教师一边出示相关的数量词组。）

生：这是一头黄牛。

师：（出示一头黄牛）你真了不起，说话真完整，就这样说。



生：这是一只猫。

师：请你再仔细观察，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猫？

生：这是一只花猫。

师：对了，用上花字就更具体了。

生：这是一只鸟。

生：这是一群鸭。

师：（指群字）请你读一读这个字。

生：老师，你写错了，群应该是二声，你却写成了一声。

师：对不起，老师昨天检查又检查，还是出现了错误，看来
还得再认真些。

（指群上的拼音）我们赶紧把错误的音节擦掉，别让它停留
在这儿。

师：（在黑板上出示qun，把群字的生字卡片放在下面）请你
借助拼音再读一读这个字。（指读、齐读，强化记忆。）

生：这是一个桃子。

生：这是几颗杏子。

生：这是一些杏子。

师：你们说得都对，真了不起。还可以怎么说？

生：一堆杏子。



师：说对了，请你看这个字（指堆），借助拼音读一读，认
一认。

生：这是一个苹果。

生：这是一粒红枣。

生：这是一个红枣。

生：念颗。

师：现在老师把他们搬家了，搬到哪了呢？

生：搬到卡片上了。

师：对了，看把他们搬家后你还认识不认识。（出示群、堆、
颗）

师：（出示群字）这个字有的同学还不太熟悉，请你再认一

认。

师：现在老师把所有的字放在一起，看你还认识吗？（出示
所有的字开火车认读。）

师：打开书，找到生字表，两个小组的同学互相考一考，看
看有没有困难。

（师巡视，发现两个同学“颗、堆、群”还有困难）老师发
现有两个同学这三个字还有困难，我们再教一教他们。

师：生字我们学会了，看看下面的内容你能不能学好。

师：仔细观察，一头黄牛，一只花猫比，应该比什么？



生：比大小。

师：出示大小一词。

师：生活中还有什么可以用大小来比？

生：人和地球。

生：大人和小孩。

生：地球和宇宙。

生：地球和星球。

师：应该是地球和月球或地球和太阳比，因为有的星球比地
球大，有的星球比地球小，这样就具体、准确了。

师：杏子和桃比，苹果和枣比，他们是比什么？

生：他们是比多少。

师：比多少比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用一个词语概括出来？

生：它们比的是数量。

师：你真了不起，这么难的词语你都能概括出来。

师：请你们看颗字，生活中我们还可以说一颗什么？

生：一颗种子。

生：一颗沙粒。

生：一颗石头。



师：石头还有大有小呢。应该说是一颗石子。

师：想一想天上闪闪的是什么？

生：是一颗颗星星。

师：我们每个人心中跳动的是？

生：一颗心。

师：是一颗火热的心。

师：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些物体的形状、形状，你发现没
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生：它们都很小，圆圆的。

师：是呀，圆圆的、小小的、粒状的东西都可以。

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篇四

一、创设情境，自编童谣

咱们在农家小院玩得都很开心，现在该回家了，让我们跟它
们一一说再见吧。

先跟水果宝宝再见吧。

学生：苹果，再见

再跟动物朋友说再见吧。

学生：黄牛，再见

出示情境图及小羊的叫声。



你能帮帮它们吗?小组合作编童谣。

二、小组合作，说说演演

1、我们小组跟小羊、小猫、小鸟一起玩比大小的游戏，请看：

2、我们小组跟小羊、黄牛、鸭子一起玩比多少的游戏，请看：

3、我们小组还邀请了小马、小狗一起玩比高矮的游戏

三、指导书写，巩固字形

动物朋友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我们要带“牛、羊、少、
小”四个字宝宝回家做客，大家可要记住它们的样子。

课件展示动态笔顺书写，学生书空。

这一课要求书写的字中出现了课文中没有的“羊”字，因而
我在学课文和指导书写中创设了这样一个编童谣的情境，使
学生整节课在童话般的世界里畅游，在编童谣时，我让他们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创造性，没有让他们浅尝即止，学生表
现出的创新让我惊叹折服。

比一比大班语言教案识字篇五

《识字2》这篇课文主要描写了建国xx周年大典的欢庆场面，
生动形象。但是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距离，学生
无法明确的感受课文中的词语，所以在讲授的时候我就需要
借助直观的图片和语言描绘来帮助学生加深体会和理解。并
且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想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
上我主要通过学生自己体会来使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发挥，
整堂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我在课上尊重了孩子阅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有一



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们可以也一定会有自己
的独特感受。他们的朗读就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理解、体会
和感受。让孩子“我口表我意”，在实践中自己发现建构，
在互助中研究，在合作中探索，在竞争中求进步，充分地肯
定孩子在阅读中的主体性以及独立性。这篇词串是通过对国
庆阅兵大典的描写让孩子感受祖国的繁荣与强大的，从而增
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感情。这篇课文生字多，而
且前后鼻音也很多,所以生字的读音是教学的一个重点。

其次，我抓住对重点词语的理解进而理解韵文。特别是“大
典、检阅”这类词语，学生很难明白。我在教学时，通过检
查学生的生字读音来强调音准。对于“大典、检阅”这个词
语，我通过让学生看图，说图，让学生了解国庆大阅兵，中
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的海陆空三军，来感受
他们的威武雄壮。学生通过观看后说：解放军非常神气，很
威风。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朗读第
二行词语“大典、检阅、海陆空”，读出海陆空三路解放军
的英雄气概。对于生字的教学，我主要是穿插于韵文中，比
较随机。

总之，对于该篇词串的教学中图片和视频以及语言的讲解使
孩子们积极性、参与度很高，教学效果较好，日后我会在教
学语言上更下一些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