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可
爱的小动物教学设计(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教材分析：《小动物过冬》这篇课文极富童趣，贴近儿童的
生活。这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学生喜欢学，爱读书。这课
的重点在于了解小动物不同的过冬方式。

学生分析我们班的小学生对朗读都非常有兴趣，并能在朗读
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感受。喜欢模仿各种语气、
神态、动作进行朗读和表演。低年级的学生对新奇的事物有
很大的好奇心，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本课的内容很适合学
生。

设计理念

1、《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所以本课以读为
主，引导学生在读中学，“演”中悟。

2、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表现欲，发展学生的个
性特长，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积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充分肯定
每一个学生的进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十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八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动物过冬的有关知识，懂得对好朋友要
关心.

教学重难点：重点学习课文三至七自然段，了解小动物的不
同过冬方式，体会小动物之间的互相关心。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1、小朋友们，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三个小动物，
它们是-----（出示三个小动物）

知道了青蛙、小燕子和小蜜蜂是（好朋友）。它们常常在一起
（唱歌跳舞），日子过得（很快乐）。

二、感知体验

1、学生自主探究。

师：那这几种小动物是怎样过冬的呢？下面请大家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读课文的三至七自然段，然后告诉大家你喜欢的
小动物是怎样过冬的。（学生自由读）

2、组织交流。教师适当点评。

(可爱的小燕子、勤劳的小蜜蜂、会学习的孩子。)

三、对话探究



1、学习燕子的过冬方式。

〔1〕我们先来看看小燕子的过冬方式吧！板书：飞到南方去

〔2〕小燕子为什么要飞到南方去？“暖和”读准音。

〔3〕小燕子是怎么说的？谁来读？【出示第三自然段内容】

（指多名学生读，多角度，有个性的读。每读一个人教师都
要适时的评价，“这是一只（可爱、聪明、勇敢、自信）的
小燕子。”）

可爱的小燕子，你是不是就呆在南方了呢？你还会来吗？

师述。（看燕子南飞图）

2、学习青蛙的过冬方式。

过渡：就要南飞的燕子，还牵挂着和它常常在一起玩耍青蛙
呢！

【出示第四自然段】

〔2〕是呀，一只多么乖巧、讨人喜爱的小燕子呀。朋友之间
就应该像它们一样学会关心、学会帮助。你再读读。

〔3〕那青蛙又是怎么说的？指名读。【出示第五自然段】

听了小青蛙说的话，你知道了什么？

（就在这儿过冬；钻到泥土里，睡上一大觉；要睡很长时间。
）

点出：吃得饱饱的谁能读好吃得饱饱的是什么样子？做动作
理解。哦，原来，青蛙的大肚皮就是这样来的。再读这个词。



钻到：学习“钻”。指名读。钻就是青蛙进入到泥土里去占
了一小块地方，在哪儿“睡大觉”。

指导读好“好好睡上一大觉”指名读好这句话。

“来年春天”历时5到6个月，再读。解释“来年”。

师：我们识字5中学过的冬眠的动物还有--------

〔4〕读对话。师评价。

3、学习小蜜蜂的过冬方式。

过渡：小燕子和小青蛙的友情是快乐的，那它和小蜜蜂的友
情更是甜蜜的，为什么呢？

〔2〕师引读第六自然段。师指一名学生对读。

师：（第六段）生：（第七段）

师：哦，小蜜蜂原来是在蜂巢里储藏蜂蜜。板书：蜂巢藏蜜

〔3〕师：再读读小蜜蜂说的话，你在读时重点突出了哪些词
语？学生再读。

指名说，师点出“早就很多够。”

板书：储粮

4、师小结：小动物们可真聪明，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过冬方
式。

〔1〕读读这三个小动物说的话（第一遍），你再选择一个你
喜欢的小动物说的话再读读（第二遍），谁来读给大家听听
（第三遍）。



【出示三个小动物说的话。】

〔2〕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就是小燕子、或是小青蛙、或是
小蜜蜂，用你自己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过冬方式，好
吗？你可以自己说，也可以用老师给你的句式练习说一说。
试试看。

【出示：嗨，大家好，我是（），（）。】

5、拓展延伸。

〔1〕过渡：你们说的真好，我们都记住了，那你还知道其他
小动物是怎么过冬的吗？指名说。

6、建构生成

过渡：秋风又呼呼地刮起来了，三个好朋友要赶紧忙着准备
过冬了，它们最后商量决定，生读：第二年春天还在这里相
见。

师：第二年春天来了，谁会用书上给我们的词，接着、又。
老师再加两个首先、也填空。看一遍。

几个月不见的好朋友又聚到了一起，一定有说不完的话，道
不玩完的情。相聚时，它们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让我
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吧，今天中午我们开个小小茶话会，展示
你的想象吧。

四、学习生字

〔1〕暖读准音。指导“暖”在田子格中位置，让学生自己说。

〔2〕钻读准音，分析字形：左右结构，指导书写。

〔3〕学生描红，在练字本上书写，师巡视，并作指导。



附板书：19、小动物过冬

小燕子飞到南方去迁徙

青蛙钻到泥土里冬眠

小蜜蜂蜂巢藏蜜储粮

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1.发展学生对动物的喜爱情感和对生命的热爱。

2.发展观察能力，积累一定的关于动物的知识。

（一）学情分析

课前调查了解到学生都非常喜欢小动物，但班上多数学生家
没有饲养小动物，所以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条件与动物接触，
并与家长联系，争取家长的帮助、理解，选择一些适合家庭
饲养的小动物来饲养。

（二）物质资料准备

森林图画。

1课时。

（一）活动导入

师：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位新朋友，想不想认识它？

生：你长得很漂亮，身上毛茸茸的，看上去很可爱。

师：一会儿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要和大家一起玩呢，愿意
吗？



出示“可爱的小动物”字样。

（二）介绍自己喜欢的动物

师：我很想知道你们都喜欢什么动物？

学生自由发言。

师：没想到大家喜欢的动物这么多。现在让我们乘上快乐巴
士，一起到大森林里看一看吧。

师：(出示大森林图)美丽的森林是动物的家，可爱的动物藏
在哪儿呢？让我们把自己喜爱的小动物请出来，到大森林里
来做客。

生1：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小蜻蜓，你们看它的身体多像一架小
飞机（指手中的画），我知道它是捕蚊的小能手。我还会唱
《小蜻蜓》这首歌呢，我给大家唱一唱吧！

学生唱，把图片贴在森林图上。

生2：大家看，这就是我喜欢的动物（手指头饰）。熊猫的样
子很可爱：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走起路来也很好玩
（学走路样）；它最喜欢吃新鲜的竹叶，它还被称作我们的
国宝，是一级保护动物。

学生纷纷上台介绍自己喜欢的动物，把图片贴满了森林图。

师：再来看这幅森林图，这次你有什么感受？

生1：这么多动物在一起，一定很热闹，大森林看上去更美了。

生2：我觉得森林里有了这么多动物，变得更神奇了。

（三）和小动物一起玩



师：刚才在大森林里玩得真高兴。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动物
园逛逛吧。

教师出示课件――动物活动片段，有大象、熊猫、长颈鹿、
羊、老虎等。

师：动物园好玩吗？

生：动物们给我们大家带来欢乐和笑声，要是小动物真的来
到我们身边那该多好哇！

师：那太容易啦，我去请它们。

教师把小动物带进教室，有小兔、小狗、小猫、小鹦鹉、小
金鱼。

师：请其中两位小主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家的小动物，大家
可要认真听。

学生介绍自己的小动物。

师：听了小主人的介绍，看着这些小动物，想不想和它们一
起玩？不过在玩之前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你们看。

教师出示课件――注意事项。

1.轻手轻脚，不要吓着小动物。

2.注意安全，不要让小动物抓伤。

3.仔细观察小动物，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师：小朋友们，我的任务完成了，祝你们和小动物们玩得愉
快。



师：我还给小动物准备了一些食物，请你们选择动物喜欢的
食物，然后和你喜欢的小动物开心地玩一会儿吧！

学生和小动物一起玩，教师巡视辅导，与学生交流。

师：同学们和小动物们玩得很开心，谁能说说和小动物玩时
有什么发现？

生1：我发现鹦鹉的羽毛很漂亮，它的嘴很特别，向里弯着，
不像其他小鸟的嘴朝前伸着。

生2：鹦鹉吃米的时候一啄一啄的。

生3：小猫吃东西的时候是用舌头舔的，舔到手上痒痒的，我
还发现小猫的爪子下面有小肉垫。

生4：小鱼吃东西是这样的，（模仿动作）嘴一张一张的，还
往外吐小泡泡。

学生争相发言，教师投以赞许目光。

师：你们观察得可真仔细，饲养小动物的同学还写了观察日
记呢。展示学生的观察日记。

师：通过饲养，你们对动物有哪些了解？

生1：我家的小狗是狗妈妈三个月前生的，小狗刚生下来还吃
奶呢，妈妈说狗是哺乳动物。

师：还有哪些动物是哺乳动物？

生1：小猫、小羊、小猪、小鱼。

生2：（马上站起来）小鱼不是，小鱼是产卵的，卵长大变成
小鱼。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2：我是买金鱼时问卖金鱼的叔叔才知道的。

师：你真是善于学习的孩子。

（四）关爱动物，热爱生命

生1：我要好好照顾小动物，勤给它喂食，不让它饿着。

生2：我会给小动物打扫窝里的卫生，带它散步，不让它生病。

生3：我也想饲养小动物，像对待小宝宝那样照顾它。

师：希望大家都能饲养小动物，精心照顾好它们，不要让它
们生病和丢失，让小动物快乐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希望
大家能坚持写观察日记，了解更多的动物知识。

这节课的形式比较新颖，但我们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否则就会削弱活动的效果。

1.课前教师应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多收集一些关于动物的生
活、生理方面的资料，调查学生对动物的了解情况，以便有
的放矢地引导学生。还要了解学生饲养小动物的情况，积极
与家长取得联系，更好地配合活动的开展。

2.注意课堂内外延伸及活动的持续性。在课堂上激发学生对
动物的喜爱和了解有关动物的知识，课后仍然要去关心动物，
继续探究动物知识。让学生写观察日记要持续检查、反馈，
不局限于课堂上的简单一提。

3.教师在新课程的实施中要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当初设计
这次活动时，我还顾虑重重：把小动物带进课堂合适吗？学
生在活动时会不会乱成一团？但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真正
实施起来才发现先前的担心只会束缚自己。因为学生特别喜



欢这样的活动，所以活动效果特别好。

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1、练习走跑动作，提高走跑动作的协调性。

2、学会在走跑活动中保护自己。

【活动准备】

小羊、小兔、小猫头饰各5个，红、绿萝卜各8个，小房子三
座，小桶两个，筐子两个，萝卜地两块，小河一条，弓形门
三个，费旧报纸做的台阶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教师和幼儿谈话导入，引出今天的活动主题“运冬粮”。

运粮前，教师提出了大家互相帮助一块来运粮的要求，激发
幼儿帮助他人的意识。

二、热身运动

教师指导语“我们学小羊跑一跑，我们学小兔跳一跳，我们
学小猫走走猫步。”（把小动物的运动特征通过热身活动体
现出来）

三、基本部分

（一）运粮

游戏一：帮小猫运鱼。



和幼儿一起踩石头过小河帮小猫运鱼，由儿歌引导幼儿有节
奏的、协调的走，教师提出了游戏规则：每人运一条大鱼和
一条小鱼，在游戏规则中渗透了数学领域的按大小归类。

游戏二：帮小兔拔萝卜。

为了提高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在运萝卜的过程中设计了躲
大灰狼的情节，从而提高幼儿跑的技能。在拔萝卜的过程中，
渗透了1和许多及颜色的归类。

游戏三：帮小山羊背山草。

师幼帮小山羊运山草，路上下雨跑回自己家里避雨，训练幼
儿跑的动作，并让幼儿在跑中学会保护自己。在运山草的过
程中设计了按食性对应钻山洞的情节（小猫钻贴有小鱼的山
洞，小兔钻贴有萝卜的山洞，山羊钻贴有青草的山洞），提
高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小小庆祝活动

运完粮食后让幼儿进行庆祝，在庆祝中让幼儿体验相互帮助
的快乐和成功感。（在庆祝中引导幼儿进行简单的放松运动）

四、结束

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学习观察画面内容，培养观察能力。

2、能用几句话说出自己喜欢哪种小动物，为什么喜欢它。

3、培养喜爱小动物的感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

能用几句话说出自己喜欢哪种小动物，为什么喜欢它。

三、教学准备：

相关课件，布置学生回家观察小动物。带来喜欢的小动物的
照片或者图片。

四、教学时间：

一课时

五、教学设计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

这节课老师给小朋友带了小礼物呢，大家看：小影集

小影集里都有谁的照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展示页面：小猫、小狗、金鱼、乌龟、蝴蝶、蜗牛

边出示边提问：这是谁？这是什么？

展示完小结：这些个子小小的动物就叫小动物，你们喜欢这
些可爱的小动物吗？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说说这些可爱的小
动物。板书课题。

（三）看图说话：

有三位小朋友也和你们一样可喜欢小动物啦！你们看，他们
在干嘛？展示书中三张插图。



提问引导，指名说第一幅。

分组同桌互相说，然后指名说。

（四）延伸指导：

老师也养过小动物呢，老师可喜欢小狗了，以前老师家里就
养过这样一只小狗……讲述一段例话。

那么，现在老师想听小朋友来讲一讲了，展示“讲一讲”页
面。

你们养过小动物吗？

你喜欢哪种小动物呢？

为什么喜欢它呢？

谁愿意把喜欢的小动物介绍给大家呢？

学生讲到什么动物尽量展示哪种动物的形象，师生补充评价。

（五）游戏指导：

猜一猜

大家都对小动物这么熟悉，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1、你说我猜，小朋友说动物的形象大家猜他说的是什么小动
物。

2、你演我猜，小朋友学小动物的叫声或者模仿小动物的样子
大家来猜是学的谁。

3、猜谜语。



胡子不多两边翘，开口总是喵喵喵。

黑夜巡逻眼似灯，粮仓厨房它放哨。

学生答对马上出示猫的图片，讲述图上猫的样子。

长相俊俏，爱舞爱跳。

飞舞花丛，快乐逍遥。

猜出即出示蝴蝶图片。

（六）总结谈话。布置回家对父母说说喜欢的小动物或者今
天这堂课。

[《可爱的小动物》教案教学设计]

可爱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1、学习观察画面内容，培养观察能力。

2、能用几句话说出自己喜欢哪种小动物，为什么喜欢它。

3、培养喜爱小动物的感情。

能用几句话说出自己喜欢哪种小动物，为什么喜欢它。

相关课件，布置学生回家观察小动物。带来喜欢的小动物的
照片或者图片。

一课时

（一）组织教学。

（二）导入：



这节课老师给小朋友带了小礼物呢，大家看：小影集

小影集里都有谁的照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展示页面：小猫、小狗、金鱼、乌龟、蝴蝶、蜗牛

边出示边提问：这是谁？这是什么？

展示完小结：这些个子小小的动物就叫小动物，你们喜欢这
些可爱的小动物吗？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说说这些可爱的小
动物。板书课题。

（三）看图说话：

有三位小朋友也和你们一样可喜欢小动物啦！你们看，他们
在干嘛？展示书中三张插图。

提问引导，指名说第一幅。

分组同桌互相说，然后指名说。

（四）延伸指导：

老师也养过小动物呢，老师可喜欢小狗了，以前老师家里就
养过这样一只小狗……讲述一段例话。

那么，现在老师想听小朋友来讲一讲了，展示“讲一讲”页
面。

你们养过小动物吗？

你喜欢哪种小动物呢？

为什么喜欢它呢？



谁愿意把喜欢的小动物介绍给大家呢？

学生讲到什么动物尽量展示哪种动物的形象，师生补充评价。

（五）游戏指导：

猜一猜

大家都对小动物这么熟悉，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1、你说我猜，小朋友说动物的形象大家猜他说的是什么小动
物。

2、你演我猜，小朋友学小动物的'叫声或者模仿小动物的样
子大家来猜是学的谁。

3、猜谜语。

胡子不多两边翘，开口总是喵喵喵。

黑夜巡逻眼似灯，粮仓厨房它放哨。

学生答对马上出示猫的图片，讲述图上猫的样子。

长相俊俏，爱舞爱跳。

飞舞花丛，快乐逍遥。

猜出即出示蝴蝶图片。

（六）总结谈话。布置回家对父母说说喜欢的小动物或者今
天这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