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拼音教案(大全8篇)
教案是教师进行教学管理和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教师教学
能力的体现。通过阅读这些优秀的教案模板范文，大家可以
了解到不同学科和不同年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

语文拼音教案篇一

1、指导学生看懂图意。

2、游戏“组词大王”。用“大、土、地、马”口头组词，看
谁组的词最多。

3、创设情境进行表演。

1、它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同桌两人相互说一说。
也可以扮演马和兔，想象它们的对话并进行表演。

2、指名表演。

语文拼音教案篇二

1、学会d、t、n、l四个声母，读准音，记清形，正确书写。

2、学会d、t、n、l与单韵母拼读音节及带调拼读音节。

3、初步学会朗读音节句，懂得词语连读，能有感情地朗读儿
歌。

4、认识“大、米、土、地、马”5个生字，并能在一定的语
境中使用。

教学重难点



声母d、t、n、l的发音及d、t、n、l与韵母拼读音节。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复习导入。

1、复习6个单韵母及y、w、b、p、m、f6个声母。

(1)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一起到果园里去摘苹果，好吗?(出示一
棵苹果树，

树上结着6只单韵母苹果和6只声母苹果。)请小朋友仔细看看，
这些苹果分别叫什么?自己轻声读一读。

(2)请小朋友上来，把这些苹果摘下来，分成两盆(出示两只
有编号的空果盆图)，再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分。

(3)开小火车读1号果盆里的单韵母苹果。

(4)2号果盆里是声母苹果，想一想，读声母时要注意什么?指
名读声母。

2、揭示新课

声母是个大家庭，它们共有23个兄弟呢!这节课，我们学习汉
语拼音第4课中的2个声母dt。

(二)借助插图，学习新知

1、教学声母d

(1)出示课文d的插图：图上画着什么?

(2)出示实物鼓和鼓锤，请小朋友上来敲鼓。你听到了什么声



音?

(3)这个“得”的声音读得轻、短一些，就是声母d。(板书d)

(4)教师示范发d音，学生看老师舌尖位置。

(5)学生自己模仿读。多种形式正确认读声母d。

(6)你看看，d像什么?还像什么?(引导学生自编顺口溜)

(此设计不局限于“统一”，引导学生编出多种顺口溜，注重
鼓励适合每位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重视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渗透。)

(7)d的家住在哪里?引导学生看书上四线格d的位置，当堂指
导正确书写

2、教学声母t

(1)出示课文t的插图：图上画着什么?

(2)(板书t)，这个跟这条跳起的鱼儿很像的声母读什么呢?

(3)教师示范读t(注意区别t和d的发音)。

(4)学生模仿读t，多种形式读准声母t。

(5)你还看到过什么东西很像t?(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编顺口
溜)

(6)t的家在哪里?学生自己看书找准位置，正确书写。教师为
有困难的学生服务。

3、拼拼音节



(1)教师在1号果盆里取出e贴在d的旁边d—e—de。请小朋友试
着拼拼。教师提示拼读音节时要注意：前音轻短后音重，两
音相连猛一碰。

(2)教师又取出a、i、u，贴在d的下面，生生合作，自由拼读，
然后交流。

(3)用同样的方法拼读t与单韵母相拼的音节。

4、课中操(师生一起拍拍手，加动作，念拼音儿歌。儿歌见
《教师教学用书》)

(三)合作拼读，自主识字

1、同桌或小组合作，看课文插图，编小故事，拼读图旁的音
节。

2、反馈。

(1)指名看图讲小故事。

(2)随机出示：马、兔、大米、土地。这些生字中，你会读哪
个?怎么学会的?

(以上设计充分发挥教材把意境优美的情景图与学习本课生字
有效整合的特点，让学生在语言环境中学拼音、识字，渗透
识字方法，而且也是学生早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
获得初学语文的成就感。)

3、拓展训练

游戏：摘苹果

(出示苹果树，树上结了生字苹果：弟、读、塔、提、不、他、



图等。)

苹果树上又结了许多又红又大的生字苹果，小朋友自己拼拼
音节认认字，然后上来把你认识的生字苹果摘下来。比一比
谁摘的苹果最最多。

三、小结。

小朋友的本领真大，这节课，不但学会了2个声母，还自己拼
拼音节认识了5个生字呢!学习拼音用处真大呀!

语文拼音教案篇三

知识与能力目标

1、学习gkh三个声母，读准音，认清形，正确书写。

2、学习gkh与单韵母组成的音节，能正确拼读。

方法与过程目标

创设情境，采用学生喜欢的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在动眼、
动口、动手、动脑的实践参与中学好拼音。

情感态度目标

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他们感受到学拼音的乐
趣，培养积极思考、勇于发现、善于表达的品质。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1、声母宝宝可想念小朋友了，让我们开着小火车把它们接过
来吧！学生开火车读已学的10个声母。



2、声母宝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美丽的照片，我们一起来欣
赏吧。（课件出示课文插图）

3、仔细看图，说说你看见了什么。随机引导学生把话说完整。

4、照片中藏着我们的3个新朋友，你找到了吗？课件出示卡
通g、k、h和小朋友打招呼。

二、学习g、k、h

1、过渡：小朋友们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吗？那就要记住新朋友
的名字和样子呀！2、学习g

（1）我们的第一个朋友是鸽子带来的，发音时把鸽子的鸽读
得又轻又短就是声母g的音，请小朋友跟我读。

（2）齐读？，开火车读

（3）我们怎么才能记住g的样子呢？（鼓励学生从音、形等
不同角度来记忆）

（4）师教读顺口溜：鸽子鸽子ggg,9字翘脚就是g。

（5）书写指导

g玩累了，让我们把它送进休息室吧！

a.生观察g在四线格中位置及笔顺，生说笔顺，师板书示范

b.生书空训练

c.指名一名学生上台写，其他写在书上，评价

3、学习k?



（1）出示蝌蚪水草图，我们的第二位是谁带来的？该怎么发
音？

（2）抽生读，小组读

（3）交流记形

（4）师生共编顺口溜：蝌蚪蝌蚪k?k?？k?？，一挺机枪就是？k?。

（5）书写指导

4、学习？h（同上）

三、课中操

小朋友学得真棒，g、k、h要送我们一份礼物呢！出示顺口溜：

鸽子鸽子ggg,9字翘脚就是g。

蝌蚪蝌蚪kk?k，一挺机枪就是？k?。

喝水喝水hhh，靠背椅子就是h。

1、跟读

2、自配动作读

四、学习g、k、h与单韵母的拼读

声母宝宝请来了韵母宝宝，他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
来读一读，猜一猜模仿的是什么声音。（依次出示g、k、h
与aeu组成的音节）

指名读、齐读



五、回顾总结

1、这节课学会了什么？

2、下节课我们再和声母宝宝一起玩吧！

语文拼音教案篇四

本课是识字单元的开篇，图文结合展现“春、夏、秋、冬”
这四季美景，全课以词组，三字句，节凑感强，易于学生朗
读、记忆。通过精美插图画引导学生认识美丽的四季，了解
大自然的景物特征：青草，红花，游鱼，飞鸟，一景一物结
合层层学习，表现出大自然之美，表达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
感情。

【教学目标】

2. 正确朗读课文，注意“入”与“人“的不同，背诵课文。

3. 结合插图了解春夏秋冬的特征，知道春夏秋冬是个美丽的
季节。

【教学重点】

1、 认识四季特征。

2、 掌握生字词写法。

3、 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1、流利地，有节凑感地朗读课文,学会用重点词进行口语训
练。



2、按顺序(远近、左右)观察图画的方法。

3、利用愉快教学法让学生更好有兴趣掌握课文中心思想。

【课前准备】

要准备好春夏秋冬四季的精美彩图，课文词句条，剪纸，彩
色粉笔，生字卡片、

【教学课时】 二课时

【教学建议】

本课共有4组词语，8 个三字句，分成四组，第一组、第三组，
揭示了四季的代表性天气以及四季的景物，第二组、第四组
则告诉了我们这些景物的特点。课文浅显易懂，插图优美，
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因此学生对于本课内容的理解难度并不
大。本课识字课建立在“趣味”的基础上，借助插图，采用
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经历 识字过程，获得识字体验，最终准
确识字。同时，本课词串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感，因此教师
还要放手让学生多读，反复接触文本语言，感受文本的韵律
美。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愉快导入

2.出示精美四季彩图。猜猜出示的彩图分别是哪个季节?

设计意图：低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声音、图画、颜色等都
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令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顺应儿童的心
理，开课伊始，创设新奇有趣的情景，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使他们兴趣盎然地投入到学习中。



二、多种方法，识记生字

1.认真观察四季图，认识“春风”“夏雨”“秋霜”“冬
雪”。

(1) 仔细观察插图，说说看到了什么。先跟同桌说一说，然
后告诉老师。

(2)根据交流出示词语： 春风 夏雨 秋霜 冬雪

(3)借助拼音自由朗读词语。

(4)指名读、小老师领读、开火车读。 其中重点指导读好后
鼻音：风 冬 翘舌音：霜

2.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个景物，说出这些景物的特点。

3.出示：霜和雪

(1) 交流：你们生活中见到过“霜、雪”这两种自然现象吗?

(2) 教师讲解有关霜的小知识。 雨字头的字大都是一种天气
现象。大家看，借助字的偏旁，我们还能认识这些字。

(3) 相机识记生字。认识部首“雨字头”。

(4) 仔细观察，说说“雨”作部首时，在写法上有什么变化。

(5) 教师范写生字“雪”，学生书空，并口头说出笔顺。

4.教学词串：春风吹 夏雨落 秋霜降 冬雪飘

(1) 出示短语。学生借助拼音自读。

(2) 说说春风吹过来的感觉。



(3) 比较被夏天的风、秋天的风、冬天的风吹有什么不同的
感受。

(4) 说说夏天下雨的情景，读出雨下得大的感觉，读
好“落”。

(5) 了解“霜降” 。认识部首左耳旁。交流自己积累的带有
这个部首的其他字。

(6) 指名说说下雪时的情景，感受雪花的轻盈。

(7) 有感情地齐读第二组词串。

5.教学词串：青草 红花 游鱼 飞鸟

(1)出示课文插图， 引导学生按照一定顺序观察图上画了哪
些景物。

(2)指导学生用自己的话交流。

(3)反复朗读。

语文拼音教案篇五

今天，我带领孩子们学习汉语拼音第4课《dtnl》，对于拼音孩
子们并不陌生，学起来也就有点兴味索然。于是，我就简化
拼音的学习，把时间停留在看图说话上，让孩子们尽情地发
挥自己的想像力，说出不同的情境。而孩子们的表现也确实
非常出色，编出的故事生动、有趣，各不相同，教室里不时
地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我利用投影仪出示图，让孩子们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这使
你想到了什么？铭铭说：“我发现他手里拿的小棒很像我们
今天要学的声母l。”“你真会观察。”我连忙说，“还看到了什



么？”马上有学生举手说：“我看到他的背上背着一
个……”他说不下去了，我忙接口说：“这个叫竹篓。你们
看里面放着什么呀？”“青草！”孩子们喊了起来。“是啊，
再仔细看看还发现了什么？”“有一只小猪。”一个孩子叫
了起来。图的内容有了，接下来该让他们发挥想像编故事了。

第一个孩子说：“一天早晨，小明家的小猪饿了，小明把它
赶到野地里吃青草。”第二个孩子说：“小明的妈妈看见家
里的猪饿了，就叫小明去割草给猪吃。小明割好草，看见别
人家的猪在吃地里的东西，他就把猪赶到别人家去。”第三
个孩子说：“小明家的猪饿了，可是小明过了很久还没有回
来，猪太饿了就撞破了围栏，跑到了外面。小明就把它赶回
家去。”第四个孩子说：“小明家的大猪把栅栏撞了个洞，
一只小猪就从这个洞里逃了出来。”

也许是受第一个孩子的影响，主人公就成了“小明”，但是
对于小明为何要赶小猪，孩子们还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从回答来看，孩子们还是结合了一些生活常识在里面，想像
很合理，语言的表达也较为规范。虽然在词语的运用上很一
般，但情节是完整的，意思表达是清楚的，相信以后会越说
越棒。

有了上一节课的收获，第二节课上识字时，我对孩子们的说
话有了很大的信心。于是，复习导入后便出示了小马和小兔
图，让孩子们看图编一个有趣的故事。孩子们没有被局限，
而是大胆地进行想像，使得故事摆脱了固有的思维模式。

故事1：有一天，小马的'妈妈叫小马把一袋大米送给牛伯伯，
因为牛伯伯的大米快吃完了。小马就去给牛伯伯送大米了。
可是，有一条小河出现了，小马不知道怎么过去。后来小兔
告诉它，可以在小河上放一根木头就可以走过去了。小马听
了小兔的话，就走过了小河。

故事2：一天，小马背着大米回家，小兔从后面追上来



说：“小马，小马，你别过去！前面有一条小河，你会淹死
的。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牛伯伯走过来说：“你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小马走到河里，发现水只到它腿的地
方，小马就过了河。

故事3：一天，小马的妈妈叫小马到超市里去买米。小马买好
米回家的时候跑得很快。一只小兔在后面大声喊：“小马，
小马，快停下！你的米袋漏了。”小马回头一看，米袋真的
漏了。

故事4：有一天，小兔家里的米吃光了，它就到店里买了一袋
米，可是小兔的力气太小了，背不动，所以小马就来帮忙。
可是，米袋的口子没有扎好，小马又跑得太快，米漏出来。
小兔连忙叫小马停下来，把米袋扎好，然后再回家。

故事5：有一天，小马和小兔比赛跑步，可是小马跑起来太快，
所以它对小兔说：“我背一袋米再和你比。”可是还是小马
跑得快，小兔就在后面说：“你赖皮，你赖皮！”

孩子们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故事是雷同的，
有些是模仿来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小马过河》、《龟兔
赛跑》，但是孩子们还是能加入自己的想法，在原有的基础
上进行了修改。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把故事编到这样
的程度，真的很不容易，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特别是故事3，
这个孩子还能关注图上小马和小兔的表情，真不简单！

想像力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在《全新思维》一书中，有
这么一句话：“未来属于那些拥有与众不同思维的人。”而
在该书所描绘的六感中提到了故事感和共情能力，我以为首
先我们的孩子就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那么，他才能产生共
情能力。贝鲁泰斯说过：“想像是人生的肉，若没有想像，
人生只不过是一堆骸骨。”卡尔·威特也说：“世界上最不
幸的人就是不善于想像的人。”让我们的孩子都成为善于想
像的人吧！



语文拼音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一) 学会复韵母ai ei ui 及它们的四声;达到读准音;认清形，
正确书写。

(二) 练习拼读音节，提高拼读音节的能力。正确书写规定的
音节。

(三)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勤于动脑的习惯，乐于运用所学知
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读准复韵母ai ei ui 的音，认清复韵母的形。教学难点是拼读
音节。

三、教学准备

拼音卡片

四、教学过程及意图

一、激趣导入，温故知新

师：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学过的这些字母朋友吗?(师一
一出示字母卡片，生读。将 单韵母、声母分别列出来。)

师：今天这节课，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三位新朋友，你们想不
想认识他们?

a) 学习复韵母ai



师：小朋友互相看一看，你前后左右都挨着谁?自己先说一说，
然后告诉我。

(生说略)

师：老师听见了。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小朋友挨在一起学
习，多好哇!

哪个韵母发“挨着”的“挨”这个音呢?我们现在就来学习。

师：先看黑板。

(贴上单韵母“a”的卡片，让学生认读，离“a”卡片远一点贴单
韵母i 的卡片，让学生认读。)

师：单韵母的本事可大呢，你知道它有哪些本事吗?

(学生回答略)

师：单韵母有的可以自成音节，都能跟声母组成音节。还能
自己单独作韵母，还可以组成新的韵母，叫复韵母。

(教师挪动“i”的卡片紧挨在卡片“a”的右边，就组成了复韵
母ai。)

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汉语拼音第9课，学习三个复韵母ai
ei ui 。

1、 师范读ai。教发音方法：先发 a 的音，声音响亮，中间气
不断，逐渐向i滑动，一口气读成ai。

2、 学生练习发音。

师：请同学们看书，你从图上发现了什么?



(小朋友比高矮的矮的音是复韵母 ai的三声。)

3、语言环境中学ai的四声练习。

4、说话或组词，其中要有 ai 的音。

5、学生尝试拼读音节。

6、教师检查纠正。

b) 学习复韵母ei

师：你们同桌谁的力气大?咱们来个扳手腕比赛，好不好?

(学生扳手腕比赛)

师：(喊加油)刚才听到小朋友憋足了劲，拉长声音都发“ ei ”
的音。声音短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二个韵母ei 的发音。

1、 教师写ei 。

师：比赛时，嘴里喊着“ei ”，是不是能给自己加点油，增加一
点力气?

刚才谁胜了?咱们再来一次，这回看谁能赢?可别忘了喊“ei ”
给自己加油。

2、 看图，谁说说怎么利用图来记ei 的音和形?

3、 教发音方法。

师：与ai 的发音方法相同，先发e ,再滑向i 。学生练发音。

4、 在语言环境中进行四声练习。



5、 拼读右面的音节，说含有这些音节的词或句。]

c) 学习复韵母ui

1、打电话的小游戏。

师：小朋友都会打电话吧?下面开展打电话的游戏。

(伸出大拇指和小指作电话状放在耳朵上。)

师：丁呤呤，电话铃响了，小朋友接电话。

生：喂，你好，请问您是谁?

师：我是妈妈。

生：您有事吗?

师：没什么事，想问你学了哪几个复韵母?]

生：我们学了ai ei。

师：还有一个吧?

师：对，还有一个，你们已经会了，就是喂，板书 ui 。

1、利用图来记住复韵母ui 的音和形?

2、发音方法：先发u 的音，接着发ei 的音，中间气不断。

3、四声练习。

5、说话或组词，其中有ui 的音。



6、快打电话告诉妈妈，一共学了三个复韵母ai ei ui 。

7、拼读音节。

a) 课中休息。

b) 巩固练习.

指导书写ai ei ui

(四)小结

师：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三个复韵母(学生接答：ai ei ui )
会拼读了很多音节，还会写三个音节(学生接答： kai gei hui )。
小朋友又学了好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