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猫和狗幼儿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猫和狗幼儿教案篇一

教材分析：

根据教育学中，教师要整体把握教科书的原则，我对教材做
了如下分析：《海水》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一册第六单元
第二篇课文，是一首富有海边鱼村生活气息的诗歌。通过朗
读感悟大海的美丽和渔民生活的愉悦。培养学生宽广、无私
的胸怀。本篇课文的学习分2个课时进行，这里单说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目标

认识8个字，会写6个字，认识笔画“撇折”能够正确，流利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合作、讨论、探究，使学生意识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
会相互学习，合作学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感受大海的美丽富饶，体会打鱼人的辛苦，激发学生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原则：

1.识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坚持自主学习的原则。

2.识字方法上的读与思相结合，坚持整体提高的原则。

3.学生能力上的读与说相结合，坚持合作探究的原则。

4.课程整合上的语文与科学，语文与艺术，语文与信息技术
相结合，坚持学科整合的原则.

教法与学法：

教无定法，但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可以使教学事半功倍，使
教与学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本篇课文教学中，我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

1.动画激趣法。低年级的学生都比较喜欢直观形象的内容，
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文中插图的作用，以帮助学生
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2.情境演读法。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学最基本的方法就
是读。我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范读，自由读，表演读，分角
色读等力求达到以读代讲，以读悟情的教学效果。突破教学
难点。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二、新授。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
特点，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
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后，让孩子们带着问题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去自由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之后再由老师范读
学生跟读，点名读学生评议等方式学习朗读课文。

三、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一节课要认识6个生字，这对于刚刚入学才几个月的孩子来说，
识字量是很大的。为了让孩子们学得轻松，我采取多种方式
进行识字教学。第一，渗透多种识字方法识字，例
如：“回”可以用部件组合法，也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再如：
“因”“么”“问”用加偏旁或利用形声字构成规律来识记。
第二：游戏中识字，我设计了“开火车”“摘苹果”“找朋
友”这些趣味性很强的游戏，使学生在活动中认识汉字。第
三，探究汉字构成规律的识字方法，在认识了“什”生字后，
回忆上节课所学生字“住、位”。总结带“ィ”的字都与人
有关，再将知识延伸，让学生想想还认识哪些字也带“ィ”，
为学生提供了语文实践的机会，并安排作业：继续认识
带“ィ”的字。积极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识字，激发了学生主
动识字的兴趣，并适机指导写字。

四、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首先指读课文用—画出作者向海水提出的问题，请学生朗读
这几句问答并谈谈想法初步体会所要表达感情。老师示范读，
读出疑问的语气。再抛出提问：那么海水都是怎么回答的，
找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学生在有所体会后请学生有感情的
朗读课文之后由教师小结。

五、积累运用拓展延伸。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在这个环节我让孩子们在课
堂上交流“说说大海里还有什么?”“面对美丽、富饶的大海
你想说什么?”旨在给学生提供说话的机会，提高学生的口语



交际能力，抒发热爱大海的思想感情。这看似简单的话题，
既能让学生乐于接受，又把学生导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去思考，去探索。让学生逐步养成勤学、好问、多思、善疑
的良好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板书设计：

海水

蓝抱天

海水

咸渔人汗

猫和狗幼儿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蜻、蜓、蝴、蚯”等11个带有虫字旁的生字和“展、
运、网” 3个生字，《识字4》教案。引发学生识字的兴趣，
使学生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2、正确、整齐、规范书写”蚂、蚁、前、空、房、网“6个
字。

3、正确、流利朗读儿歌。

4、认识并了解夏天一些小动物的生活，体会小动物给夏天带
来的情趣， 使使学生产生好奇，愿意观察、了解大自然。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夏天就要到了。夏天里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呢？我们先一起
看看 小小动物们在干什么吧？

二、认识动物，看图说话，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案《《识字4》
教案》。

1、出示动物园（课件或挂图）。说说图上有什么动物？生活
中看到过这 些些动物吗？

2、动物们在干什么？

三、学习字词。

1、自由读儿歌，用”——“划出藏在儿歌里的这些小动物，
并大声多读 几几遍。

要求：读准字音。

自由读儿歌 开火车读儿歌 读词

重点指导：蜻（q ng） 蜓（t ng）

（1）借助拼音认读词语。

（2）去掉拼音再认一认。

3、游戏：找朋友”（图与词配对）

4、观察特点，认记生字。

（1）观察生字，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2）小组合作，识记这些虫字旁的生字。

（3）检查。

四、读儿歌，继续识字。

1、自由读儿歌。

2、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的一行读一读，读出自己的感情
和小动物的 快快乐。

3、齐读儿歌。

4、继续识记“网、运、展”。

（1）（出示3个生字所在的句子）指名朗读。

（2）指名认生字。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认记生字（画一画、猜一猜、做一做
等）。

五、指导书写“蚂、蚁、网“。

猫和狗幼儿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能够想象出集市上热闹的情景。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认识11个生字，会写2个生字、

教学重点、难点：



熟读课文，识字。

教学准备：

可以准备一些实物，如镰刀、姜、蜡等距离学生生活较远的
物品。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读韵文，识字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上节课大家到农贸市场走了走，这节课我们就和小妞妞一起
去赶集，到集市上看一看。（板书课题）

读文、识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指名读课文，画出你叫不准的字。

3、随机识记二类生字。

做一下猜字游戏或是拍字游戏，加强二类字的识记。



4、同桌之间配合读课文。

5、拍手读课文。

6、在课文中学习一类生字。

吓：使人害怕，威胁扩词：吓唬

（he）恫吓、恐吓

跳：左右结构形声字字义：

1、蹦，跃，两脚离地全身向上或向前，引申为越过，通路。

2、一起一伏地动。

扩词：跳跃、跳绳、跳板、心跳

三、指导书写：

让学生观察虚宫格中字的整体结构再书写。

四、游戏巩固生字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完成课后习题

教学过程：

1、巩固生字，朗读课文。

2、课后习题。



（1）读一读，连一连。

（2）读课文比赛

（3）采蘑菇，涂色。

（4）买卖游戏。

猫和狗幼儿教案篇四

教材分析：

根据教育学中，教师要整体把握教科书的原则，我对教材做
了如下分析：《海水》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一册第六单元
第二篇课文，是一首富有海边鱼村生活气息的诗歌。通过朗
读感悟大海的美丽和渔民生活的愉悦。培养学生宽广、无私
的胸怀。本篇课文的学习分2个课时进行，这里单说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目标

认识8个字，会写6个字，认识笔画“撇折”能够正确，流利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合作、讨论、探究，使学生意识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
会相互学习，合作学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感受大海的美丽富饶，体会打鱼人的辛苦，激发学生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原则：

1.识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坚持自主学习的原则。

2.识字方法上的读与思相结合，坚持整体提高的原则。

3.学生能力上的读与说相结合，坚持合作探究的原则。

4.课程整合上的语文与科学，语文与艺术，语文与信息技术
相结合，坚持学科整合的原则.

教法与学法：

教无定法，但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可以使教学事半功倍，使
教与学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本篇课文教学中，我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

1.动画激趣法。低年级的学生都比较喜欢直观形象的内容，
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文中插图的作用，以帮助学生
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2.情境演读法。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学最基本的方法就
是读。我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范读，自由读，表演读，分角
色读等力求达到以读代讲，以读悟情的教学效果。突破教学
难点。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二、新授。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
特点，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
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后，让孩子们带着问题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去自由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之后再由老师范读
学生跟读，点名读学生评议等方式学习朗读课文。

三、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一节课要认识6个生字，这对于刚刚入学才几个月的孩子来说，
识字量是很大的。为了让孩子们学得轻松，我采取多种方式
进行识字教学。第一，渗透多种识字方法识字，例
如：“回”可以用部件组合法，也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再如：
“因”“么”“问”用加偏旁或利用形声字构成规律来识记。
第二：游戏中识字，我设计了 “开火车”“摘苹果”“找朋
友”这些趣味性很强的游戏，使学生在活动中认识汉字。第
三，探究汉字构成规律的识字方法，在认识了“什”生字后，
回忆上节课所学生字“住、位”。总结带“ィ”的字都与人
有关，再将知识延伸，让学生想想还认识哪些字也带“ィ”，
为学生提供了语文实践的机会，并安排作业：继续认识带
“ィ”的字。积极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识字，激发了学生主动
识字的兴趣，并适机指导写字。

四、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首先指读课文用—画出作者向海水提出的问题，请学生朗读
这几句问答并谈谈想法初步体会所要表达感情。老师示范读，
读出疑问的语气。再抛出提问：那么海水都是怎么回答的，
找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学生在有所体会后请学生有感情的
朗读课文之后由教师小结。

五、积累运用 拓展延伸。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在这个环节我让孩子们在课
堂上交流“说说大海里还有什么?”“面对美丽、富饶的大海
你想说什么?”旨在给学生提供说话的机会，提高学生的口语



交际能力，抒发热爱大海的思想感情。这看似简单的话题，
既能让学生乐于接受，又把学生导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去思考，去探索。让学生逐步养成勤学、好问、多思、善疑
的良好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板书设计：

海 水

蓝 抱 天

海水

咸 渔人 汗

猫和狗幼儿教案篇五

1．让学生动脑、动手、动口，在生活实践中学语文。

2．学写铅笔字，认识“走之底”的写法。

投影片。

1．你们喜欢体育比赛吗？是什么？你们喜欢哪些体育明星呢？

2．带来照片吗？我们班今天就来搞个“小小体育窗”的展览，
把你们带来的照片贴在展览板上，再介绍一下。

3．谁来当当这次展览的主持人呢？

4．自己在下面可以准备一下，同座位可以相互说说，补充一
下。

5．请班上能力强的一位学生上来当主持人，在他的穿针引线
下，学生依次上来介绍，师生共同评议。



6．师总结。

1．指名读题。

2．这三个字有什么相同之处？

3．那么怎么写好走之儿呢？可发认真观察一下。

4．师讲解“走之儿”怎么写好。

5．师范写生字，生描红、仿写。

6．反馈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