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生小书包教案 小书包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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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写生小书包教案篇一

《小书包》是一年级新教材中第二组识字课，是在学生学完
拼音后安排的一组识字课、本课重点是认识11个生字。因为
新教材对识字有特殊要求，即分类识字，重视学生识字方法
和能力的培养，所以这节课的设计上我注重了识字方法教学
和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结合一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我主
要采取游戏中识字的方法，采用自主学习和教师重点引导相
结合的方式：

例如：在导课环节，我设计了猜谜语，引出课题，小书包，
激发学习兴趣；在识字环节，我安排学生自主读儿歌，读词
语，圈生字，同桌互读、互考、互教，逐步渗透“先学后
教“的教学理念，在识记字形这一环节，我引导孩子大胆地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识字好方法，给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交
流课外识字的、途径与成果，发展学生的思维和想象能力；
学习新偏旁时，引导孩子归类识字，帮助学生拓展新知，增
加课外识字量；在写字环节，我严格按照新教材的要求，遵循
“写字贵在精，而不在多，要严格指导”的原则，重点指导
字的笔画、笔顺，要求学生写字时先讲求正确，再写得整洁
美观。

除此之外，在教学中我还注重了引导学生去“发现学习”，
比如：生字认完后，组词环节，我让学生去发现，11个生字
中还有哪两个字可以组成一个词？这样把认字和学词联系起



来，引导孩子联系生活识字，提高学生表达能力，降低识字
难度。

写生小书包教案篇二

《小书包》这首儿歌节奏明快，浅显易懂，不仅展示了 “小
书包”里的各种文具，还告诉学生这些学习用品是他们读书
写字的好伙伴，陪伴着他 们的学习。从而引导学生要好好爱
护这些“小伙伴”，养成整理、爱惜文具的好习惯。

一年级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还具有一定的识字能力，
很愿意自主识字。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紧紧抓住低年段的识字教学特点，以
多元的识字方法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进行记忆。

课堂上我顺学而导，特别关注课堂的生成。如一位学生说看
到妈妈在工作就想想“作”字时，我马上进行感恩教育。

本课词语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教学中我设计
了“找朋友”及布置超市的实践活动，在动手操作中巩固生
字词。

由于各环节的时间安排不够紧凑，指导书写生字环节来不及
安排。动手实践环节由于事先没说明清楚，有些孩子不知所
措。

写生小书包教案篇三

《小书包》是部编人教版一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的第三篇
课文，本课主要通过对学习用品的认识和了解加强学生对文
具的爱护意识。回顾本节课，主要有以下较以前的课堂有所
进步的地方：



1、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本活动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捕捉
到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小学生的书包，并以此为出发点，
让学生了解小学生书包内的物品，从而为小学生活做好准备。

2、问题提出有效性实施：本次活动环节，将每个问题设计更
加严谨，开课时直接点题进入主题，复习生字以后进而引入
课文的学习，听课文朗读，找出课文共有几句话。从而自然
过渡过第二个环节对课文内容的讲解剖析，在儿歌的学习中
紧扣活动内容的问题，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学习，避免了一
问一答的单调提问。将枯燥的问题穿插在内容的学习环节上，
有趣又显得比较自然。

3、活动动静搭配，调动积极性与主动性：活动中，老师提供
给每个学生相应的操作机会，从谈话（表达对学习用品的认
识）——学习儿歌——表演儿歌——交流如何整理书包，整
理课桌——韵律操巩固学习用品的学习，让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能够与儿歌进行完整全方位的接触。

4、本课教学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练习
说话，在说话的同时认识到：我们的学习离不开这些文具，
它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还要求学生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但由于一年级的学生说话时用词不够
准确，语言表达不完整，针对这点，今后还要加强口语交际
训练，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在组织学生学习朗诵儿歌时，能够注重提醒学生对儿歌
的情感处理，但是对于儿歌、诗歌类的朗诵方式还需提高，
完整但过于平淡。

指导书写时对于笔顺笔画和占格的讲解语言还不够清晰，学
生在理解上略显困难，在书写的环节时间不够，教师没有在
学生范围内进行巡视指导和个别学困生的辅导。

教师在课堂上的语言不够规范，口头禅比较多，容易造成跟



学生聊天的状态，课堂调控不到位，教师缺乏激情。

对于诗歌朗诵的情感处理，应在日后的每个语言教学中，首
先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老师有了朗诵的激情，才能
更好地带动参与到活动中。

在整个课堂环节上进行调整，压缩讲授的时间，给学生书写
留出足够的书写时间，并在学生书写的过程中进行巡视指导，
对于学困生的书写着重下功夫。

教师应加强语文课堂规范化用语的训练，课堂要有规矩，不
能出现口头禅，提高课堂调控能力，做到每一节课都充满激
情去上。

写生小书包教案篇四

儿歌《小书包》，是学前语言教材最后一单元“我快要上小
学啦”的最后一课。学前班的孩子已经快完成学前教育了，
孩子们对小学的生活即向往又陌生，为了帮助幼儿更好适应
小学的活动。减少对小学的陌生感，为入小学做好心理准备。

1、从幼儿的兴趣出发：本活动从幼儿的实际需要出发，捕捉
到了幼儿感兴趣的话题——小学生的书包，并以此为出发点，
让幼儿了解小学生书包内的物品，从而为即将进入小学做好
准备。

2、问题提出有效性实施：本次活动环节，将每个问题设计更
加严谨，先让幼儿猜谜语导入活动的主题，进而引入：“小
学生要背书包上学？书包里应该装些什么呢？”从而自然过
渡过第二个环节（对各种学习用品经验交流分享），在儿歌
的学习中紧扣活动内容的问题，让幼儿更有效地进行学习，
避免了一问一答的单调提问。

3、活动动静搭配，调动积极性与主动性：活动中，老师提供



给每个幼儿相应的操作机会，从谈话（表达对学习用品的认
识）——与同伴分享自己所带来的学习用品——学习儿
歌——表演儿歌——画书包，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能够与儿
歌进行完整全方位的接触。

教师在组织幼儿学习朗诵儿歌时，能够注重提醒幼儿对儿歌
的情感处理，但是幼儿对于儿歌、诗歌类的朗诵方式还需提
高，完整但过于平淡。

对于诗歌朗诵的情感处理，应在日后的每个语言教学中，首
先给幼儿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老师有了朗诵的激情，才能
更好地带动参与到活动中。

写生小书包教案篇五

1、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本活动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捕捉
到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小学生的书包，并以此为出发点，
让学生了解小学生书包内的物品，从而为小学生活做好准备。

2、问题提出有效性实施：本次活动环节，将每个问题设计更
加严谨，先让幼儿猜谜语导入活动的主题，进而引入：“小
学生要背书包上学？书包里应该装些什么呢？”从而自然过
渡过第二个环节（对各种学习用品经验交流分享），在儿歌
的学习中紧扣活动内容的问题，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学习，
避免了一问一答的单调提问。

3、活动动静搭配，调动积极性与主动性：活动中，老师提供
给每个学生相应的操作机会，从谈话（表达对学习用品的认
识）——与同伴分享自己所带来的学习用品——学习儿
歌——表演儿歌——画书包，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能够与儿
歌进行完整全方位的接触。

教师在组织学生学习朗诵儿歌时，能够注重提醒学生对儿歌
的情感处理，但是对于儿歌、诗歌类的朗诵方式还需提高，



完整但过于平淡。

对于诗歌朗诵的情感处理，应在日后的每个语言教学中，首
先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老师有了朗诵的激情，才能
更好地带动参与到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