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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园地一

学案

学习目标

1.在读小诗的过程中，准确识记“六、七、八、九、十”，正确书写“八”和

“十”。

2.正确、美观地书写“二、三、十、禾”四个字，掌握汉字笔顺“从上到下”

“先横后竖”的书写规则，培养学生正确的写字姿势。

3.和大人一起朗读儿歌，明白儿歌主要描述的是什么故事，并受到一个人在

家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的安全教育。

4.感受中国语言的趣味和魅力，培养学生积极主动识字的兴趣。

学习重难点

【重点】在区别比较三组形近字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找准字形特点，提高识

字、用字的准确性。

【难点】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古诗，借助图画大致了解古诗描述的内

容，背诵古诗。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 把识字加油站里的小诗多读几遍，圈出数

字，读一读。

二、制作生字卡片。

三、多读几遍《咏鹅》，试着背诵。

三、和爸爸妈妈一起读《小白兔和小灰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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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

1.读《小白兔和小灰兔》，圈出生字词，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日积月累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语文王国趣味多！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语文王国去做客。

共学

【识字加油站】

1.引导学生诵读小诗。你从这首小诗中读懂了什么？

2.汇报交流，教师相机指导。

我发现这首小诗中有很多数字，“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交流识字：

(1)你认识哪些数字，到前面指一指，再领大家读一读。

(2)还有哪些数字不认识，指给你的同桌或者小组同学看，请他们教教你。

(3)你认为哪些数字的读音需要特别注意，请你到前面指给大家看，并领读。

(4)开火车读数字，并组词语，或者说一句话。

4.学生观察教材中的书写内容，交流写字：

(1)你会写哪一个生字？它的笔顺是怎样的？每一个笔画占田字格的什么位

置？把你观察到的和小组同伴说一说。

(2)学生先描红，再练习书写。

【词句段运用】

这六个汉字手拉手成了三对好朋友，请你再来读一读。

“人”和“天”——一个“人”伸直胳膊，头上顶着一块木板就是“天”。

一“人”不变，二人为“天”。

“口”和“田”——张开“口”，里面没有东西。

“田”地中间有交叉的小路。

“日”和“目”——太阳有一个中心，所以“日”里有一横。

“目”是人的眼睛，眼睛里有两滴眼泪，所以“目”里面有两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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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写】

“二、三”这两个汉字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你发现规律了吗？

“十、禾”这两个汉字是分别按照什么顺序写的？

【日积月累】

咏鹅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自由朗读，积累背诵。

【和大人一起读】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童话故事《小白兔和小灰兔》。读这个童话故事和读

其他课文不同，我们要“和大人一起读”。课堂上，老师先和大家一起读。

随堂练习

【书写字母，相机指导】

1.照样子，连一连。

2.照样子，按要求组新字。

3.按笔顺规则写字。

4.读读背背，排一排。（填序号）

鹅，鹅，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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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毛浮绿水， 曲项向天歌。 红掌拨清波。

（ ） （ ） （ ）

5.汉字宝宝——火。

图画 甲骨文 小篆 楷体

火 火

“火”字，就像一团火的样子，古人勾画出火苗的样子表示“火”字。

所以“火”就像一团燃烧的火苗。

“火”可以组词为大火、火山、火苗、___________等。

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1.

2.示例：田 目

3.示例：下 三 十 禾

4.1 3 2 4

5.示例：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