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1、语文《四季》教学设计一等奖  

  作为一名辛苦耕耘的教育工作者，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如何把教案做到重点突出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四季》教案_

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上册_语文教案，欢迎大家分享。 

  【教学目标】 

  1.认识“尖、说”等 9 个生字和言字旁、虫字旁、折文 3 个偏旁，读准多音字“地” 

的字音；会写“天、四、是”3 个字。 

  2.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初步了解四季的特征，感受四季的美丽。 

  3.模仿课文，说说自己喜欢的季节。 

  【教学重点】 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感受四季景色的不同，热爱神奇自然。 

  【教学难点】 1.模仿课文说话。2.看图背诵课文。 

  【教学课时】2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 10 个生字，会写 3 个字。（重点）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重点） 

  3.知道一年有四季及四季的特征。（难点） 

  【教具准备】 课件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导入类型：出示有关四季的图片。 

  教师口述： 

  1.教师引导：猜猜下面几幅图都是什么季节？（春、夏、秋、冬） 

  2.仔细观察图片，说说这四个季节各有什么特点？ 

  春天：百花齐放 夏天：绿树成荫 秋天：硕果累累 冬天：白雪皑皑 

  3.导入：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四季，领略不同的风光吧！（板书课题：4 四季）指名读

课题，齐读课题。 

  4.出示本课时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设计意图：多媒体课件播放四季风光图片，调动学生的感官，引领学生直观地感受四

季的景色变化，使学生初步感受到四季的美丽，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二、初读感知 

  1.听范读。听范读，边听边画出文中的生字，注意生字的读音。 

  2.学生初读。要求：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努力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检查初读情况 

  （1）认读生字 

  练 读生字，识记生字。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①注意读准前鼻音“尖、弯”，后鼻音“青、冬”翘舌音“说、春”等。 

  ②识记生字 

  用加一加的方法识记：尖（小 大 = 尖） 蛙（虫 土 土 = 蛙） 

  图文结合识记:弯（提供弯弯的谷穗图片） 

  熟字组成新词识记：春天、尖头、青蛙、冬天、夏天、就是 

  偏旁表义识记：说的偏旁是“讠”，与说话有关。 

  （2）出示带生字的新词，让学生认读。 

  尖尖 笔尖 说话 别说 春天 春季 青青 青草 青蛙 牛蛙 夏天 立夏 弯弯 弯曲 顽皮

地说 就是 成就 冬天 冬季 

  认识三个偏旁。 

  教师引言：同学们不但读得好，而且记得好、问得好。有三个新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课

堂上，它就是“讠、虫、夊”。 

  “讠”言字旁，这个偏旁由“言”字演变而来，表示说话的意思。 

  “夊”折文旁，“冬、夏”都含有这个偏旁。 

  “虫”虫字旁，“蛙”含有这个偏旁。 

  你认为哪些词语易读错或难读，再反复读。 

  （3）学习多音字：地（de dì） 

  练 ①读一读下面的句子，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他顽皮地说：“我就是冬天。” 

  这里的加点字“地”读轻声“de”，意思是“结构助词，”，还有一个读音是“dì”

意思是“人类生长活动的地方；地球的一部分”，组词如下： 

  地 dì（天地）（大地） 

  de（顽皮地）（高兴地） 

  ②读一读： 

  爷爷慢慢地（de）走到了田地（dì）里。 

  （4）摘苹果游戏。 

  每读对一个字，就得一个苹果，看谁摘得多。 

  （5）理解词语 

  练 试着把词语和意思连起来！ 

  草芽 两栖动物，生活在水中或近水的地方，善跳跃，会游泳，雄的叫声响亮。吃田间

害虫。 

  青蛙 指谷类作物簇生在一起的花或果实。 

  谷穗 春天刚刚发芽的小草。 

  （6）检查自读情况：指名读课文，同学互评：字音是否正确，句子是否通顺。 

  【设计意图：初读课文，自主学习生字新词，为学习课文扫清阅读的障碍。】 

  四、学习“会写字”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天 四 是 

  1.学生字 

  认读含有会写字的词语，读会写字，观察笔顺，掌握结构、音序、部首，组词，造句。 

  2.指导书写 

  （1）观察生字书写特点，交流。 

  （2）老师范写,学生练写。 

  天：长横在横中线位置起笔。撇捺舒展，比长横略宽。 

  四：第一笔竖起笔靠左，稍往右斜；第二笔横折，横要长，折稍稍左斜；第四笔为竖弯，

没有钩。 

  是：“日”在横中线上方，要写成倒梯形，略细长；撇起笔在左下格，与横折 的起笔

处对齐；最后一笔捺从撇的上半部分起笔，要舒展修长。“日”写得扁一点。 

  练 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字词，相互借鉴。和课本对

照，及时改正。 

  【设计意图：出示会写字，了解生字的笔顺，掌握结构、音序、部首，组词，造句，指

导书写，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 

  五、课堂小结 

  初读课文后，你感受到了什么？ 

  初读课文后，认识了很多生字新词，读通了课文，我感受到了春、夏、秋、冬这四个季

节的景色都不一样。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六、当堂检测 

  七、课后作业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重点） 

  2.知道一年有四季及四季的特征，产生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难点）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导入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四季的景色真美！让我们走进课文，看看四季都有哪些

代表性的景物？ 

  2.出示本课学习目标和重难点。 

  【设计意图：谈话导入，运用提出核心问题的方法来导入本课，明确本课教学目标，使

学生明确了本课时的学习任务。】 

  二、品读释疑 

  1.自由读文。 

  看拼音，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品读第一小节。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出示：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1）这一小节介绍了什么季节的景物？代表性的景物是什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板

书：春：草芽尖尖） 

  （2）理解“尖尖”的意思。 

  “尖尖”是小草的形态，写出了小草的生机与活力。 

  （3）指导朗读：“草芽尖尖”要读得轻细些，才能表现出草芽的柔嫩！ 

  3.品读第二小节。 

  出示：荷叶圆圆， 他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1）这一小节介绍了什么季节的景物？代表性的景物是什么？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板书：夏：荷叶圆圆） 

  （1）你从“圆圆”读出了什么？ 

  “圆圆”是荷叶的形态，抓住了荷叶与青蛙这两种密不可分的事物来描写，写出了夏天

已来临。 

  （3）指导朗读：“荷叶圆圆”要读得荷叶的可爱，“我”要重读。 

  4.品读第三小节。 

  出示：“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 

  （1）这一小节介绍了什么季节的景物？代表性的景物是什么？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板书：秋：谷穗弯弯）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2 你从“弯弯”读出了什么？“鞠着躬”是什么修辞手法？ 

  “弯弯”是说谷穗成熟时的形态，“鞠着躬”形象地赋予了谷穗人的动作，是拟人的修

辞手法。 

  （3）阅读方法解密 

  师：拟人 

  概念：拟人就是根据想象把物当人来叙述或描写，使“无”具有人一样的言行、神态、

思想和感情。 

  运用：文中把谷穗、荷叶、雪人都拟人化，形象生动。 

  （4）指导朗读：“鞠着躬说”要读出谷穗谦虚的感觉，“我”要重读！ 

  5.品读第四小节。 

  出示：雪人大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就是冬天。” 

  （1）这一小节介绍了什么季节的景物？代表性的景物是什么？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板书：冬：雪人 挺肚子） 

  (2)你从“挺”读出了什么？ 

  “挺”是雪人的动作，这是作者大胆的想象，把雪人当成人来写。 

  （3）指导表演朗读：“挺”要重读，可以做挺肚子的动作以表现雪人顽皮的样子。 

  【设计意图：找出代表性景物，抓住关键词语，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朗读训练，教会了

学生学习课文的方法。】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四、读说运用，积累拓展。 

  1.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小朋友，学完课文，你能试着把课文背下来吗？ 

  根据课件提示，试背课文。 

  根据提示：什么代表性事物-----事物的特点-----他对谁说-----他怎么说的-----“我

是……”的顺序背课文。 

  2.背诵课文后，你有什么发现？课文的语言有什么特点？（课文的语言特点：“草芽尖

尖、荷叶圆圆、谷穗弯弯”都运用叠词，表现事物的特点。） 

  课文第一、二小节与三、四小节的不同了吗？（课文前两个小结和后两个小结在句式上

的不同：第一二小节是什么对什么说，第三四小节是什么怎么样说。） 

  3.你喜欢哪个季节？仿照课文说一说。 

  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________，他对____说：“我是____。” 

  预设： 

  柳枝青青，他对黄鹂说：“我是春天。” 

  荷花盛开，他对小鱼说：“我是夏天。” 

  菊花金黄，他对蜜蜂说：“我是秋天。” 

  北风呼呼，他对麻雀说：“我是冬天。”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4.推荐阅读：《四季儿歌》 

  听读《四季儿歌》，了解四季的特点，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并试着把儿歌背下来。 

  【设计意图：背诵课文，在此基础拓展训练，学习课文表达方法，仿写训练，很好地训

练了学生说话、写话的能力。】 

  五、总结课文主旨 

  本文写了什么？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歌通过对春天的草芽、夏天的荷叶、秋天的谷穗和冬天的雪人等有代表性的景物

的描述，表现了四季的特征，激发了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板书：喜爱、赞美） 

  五、学习写法 

  学一法：拟人（把物当成人来写） 

  拟人，就是把物当成人来写，让它们像人一样会说、会动，有感情，能够让描绘的物更

加生动形象。课文中就把“草芽、荷叶、谷穗、雪人”当成人来写，让它们会说话，会“鞠

躬、挺肚子”，非常生动有趣。 

  举一例：柳树甩着自己的长辫子。 

  练一练：练习写一个拟人句。 

  ( ) 

  示例：小鸟在枝头上唱歌。 

  六、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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