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模板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篇一

概述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主要特征。三、教学难点

1、导课：播放青蛙和乌龟的图片，让同学回答它们各自的生
活环境。

2，带着以上问题观察青蛙的结构特征，阅读课本（25页-26
页第二自然段），并回答以下问题：

（1）青蛙的身体表面是什么颜色的？这与它的生活环境有什
么关系？答：绿色，与其生活环境颜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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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教案

（2）当你把青蛙握在手中时，你有什么感觉？答：湿润光滑
的。

（3）比较青蛙前肢和后肢形态上的差别，想一想，这与前后
肢的功能有什么关系？答：前肢短小，可支撑身体；后肢发
达，趾间有蹼，既能跳跃也能划水。

3、我们了解青蛙的身体特征以后再来阅读课本内容回答青蛙
适应陆地生活的特征：（1）体色：草绿色，与环境颜色相似，
有利于觅食和躲避敌害。（2）体表：皮肤裸露有粘液（湿润）



适应陆地干燥环境。

（3）感觉：头部前端有一对眼睛，可形成一定视角；眼睛后
面有鼓膜，可感知声波。（4）运动：前肢短小，可支撑身体；
后肢发达，趾间有蹼，适于跳跃和划水。（5）呼吸：空气通
过鼻孔进入结构简单的肺，进行气体交换；湿润的皮肤里密
布毛细血管辅助呼吸。

4、提醒同学注意:青蛙的皮肤裸露且能分泌粘液，湿润的皮
肤里密布毛细血管也可进行气体交换，以辅助肺呼吸。

5、出题：青蛙只靠肺呼吸，请问对吗？6、重点：两栖动物
的主要特征

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成体大多生活在陆地上，也可
在水中游泳，用肺呼吸，皮肤可辅助呼吸。

7、出示图片：蟾蜍、大鲵（娃娃鱼）、蝾螈属不属于两栖动
物？答：属于，具备两栖动物的特征。

8、给同学介绍两栖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1）很多两栖动物是农田害虫的天敌，能减轻农作物的虫害，
以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还可用于食用、药用和科研实验
材料等。

2/4

1.爬行动物对陆地环境的适应

颈

四肢短小



蜥皮肤干燥，表面覆盖角质的鳞片肺发达陆地产卵有卵壳保
护

10、重点：爬行动物的主要特征

（1）有益方面：它们不仅是人类食品、药品及工业、工艺生
产的原料，还在消灭农业害虫、天气和地震灾害预报方面有
不可磨灭的功劳。

头能灵活转动，便于觅食和

能贴地面迅速爬行

保护身体，减少体内蜴

能满足在陆地上对氧气

生殖和发育过程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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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害方面：主要表现为毒蛇对于人、畜的伤害。12、总
结：本节课的重点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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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

描述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描述青蛙的变态发育过程。
能力目标：

通过观察分析青蛙的发育过程，并归纳出青蛙的发育也需要



经过变态过程，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情
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关注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认同生物与
环境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培养学生保护环境、
关注环境变化意识。

学情分析评论

学生的任何学习都是在学生的前概念基础上发生的。八年级
学生学习生物有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物学基
本技能和基础知识，也学习过生物类群中的两栖动物。但对
于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来说，很多孩子们没有观察过两栖动
物的生殖和发育的亲身经历，对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这个事实
他们很熟悉，但仅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需要他们认同生物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有些困难。

重点难点评论

教学重点：描述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进一步理
解“两栖”的含义。教学难点：关注生物的生殖和发育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

教学活动

活动1【导入】创设情境

引发思考评论

观看动画创设情境，以资料分析为背景提出问题———什么
原因诱发青蛙的集群迁移呢？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命现象，还能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问题的能力。



活动2【讲授】环节

2、引领点拨

新知探究评论

一、青蛙的生殖和发育通过资料分析一，展示了环境会影响
青蛙的繁殖行为，分析诱发蛙的行为变化的原因。再引入小
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进一步引导学生产生疑问：蝌蚪是怎么
变成青蛙的？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通过观看青蛙的生
殖和发育录像，知道了青蛙的生殖和幼体发育必须在水中；
引导学生讨论蛙卵受精的方式和环境条件，蝌蚪与幼蛙的形
态结构特点，蝌蚪的形态结构特点对其适于水中生活的意义，
使其逐步认同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突出两栖动物的生
殖发育对水环境的依赖，并归纳出青蛙的发育也经过变态发
育，更进一步理解“两栖”的含义。

二、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与环境条件通过对其他两栖动物的
介绍，由点到面让学生理解所有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幼体发育
的过程相似，都离不开水域环境。资料二的展示追溯了两栖
动物的盛衰历程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而资料三是环境污染
导致蛙畸形的实例，说明了影响生物的环境因素中生物因素
与非生物因素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资料分析二和资料
分析三让学生依据客观事实，从不同的角度对种群数量变化
和形态结构变化的原因分析出两栖动物的繁衍与环境的关系，
逐步认同生物与环境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活动3【活动】环节

3、拓展延伸

提升素养评论

本节末尾提出“怎样才能让两栖动物拥有良好的栖息环境”



的问题，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命现象，引起学生的思考，
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教育。

活动4【讲授】环节

4、梳理知识

建构框架评论

梳理知识脉络，强调重点，检测反馈落实目标。

活动5【练习】课后调查评论

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篇三

通过这次科学活动《会爬的动物》让幼儿来认识动物世界中
各种各样会爬的动物。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出发，通过图片的
观察、模仿、讨论让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爬行类动物有基本的
了解。

活动目标：

1、认识爬行动物，了解动物的各种爬行方式。

2、模仿动物爬行，体验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蛇爬行的视频。会爬的动物的贴纸。

3、挂图《会爬的动物》。

活动内容：



一、观看动画片，幼儿的兴趣。

1.你们喜欢小动物吗?想不想看小动物的动画片?

2.播放动画片：我真幸运

教师：你们在动画片里看到了哪些小动物，它们是怎样行走
的?

谁是会爬的动物?

二、动物是怎样爬行的。

1、说一说“谁会爬”。

教师：小朋友，你们知道除了人会爬，还有谁也会爬吗?

2、观察挂图卡片，了解挂图上动物的名字。

教师：你认识这些动物吗?

教师：它是用什么来爬行的?怎样爬的?

三、讨论：认识爬行动物

课件：会爬的动物

引导幼儿看图感知爬行动物，丰富幼儿对爬行类动物的认识。

1.观察认识蜥蜴。

(1)你认识这些蜥蜴吗?他们身上有什么?他是怎样爬行的?

你还知道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小结：壁虎、变色龙都是蜥蜴。壁虎有两只大大的眼睛，
但是没有眼皮，

所以他的眼睛一直睁着的。壁虎有四条腿，脚趾上长着洗盘，
能在光滑的玻璃上爬行。

壁虎受了惊吓，尾巴会掉下来。不过，她还会再长出一条尾
巴来。

壁虎捉蚊子、苍蝇吃，他是有益的。

2.蛇的爬行。

1、幼儿观看蛇爬行的视频。

2、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蛇是怎么爬行的?它有脚吗?是用什么来爬行的?(学一
学)

教师：蛇经常在什么地方穿行?(可以对蛇的生活习性稍加探
讨。)

教师：你们感觉它爬起来哪个地方在用力气?

教师小结：蛇种类很多，蛇没有脚，它依靠身体向前爬行游
动，蛇分有毒和无毒的两种类型。大多数无毒蛇的头是椭圆
形的，绝大多数有毒蛇的头是三角形的。毒蛇有毒囊和毒牙。
蛇肉可以吃，毒蛇可以做药。

3.观察认识鳄鱼。

(1)鳄鱼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鳄鱼是怎么爬的?请你学一学。

(2)小结：鳄鱼有扁扁的脑袋和扁扁的身体，鳄鱼背朝天，肚



皮贴着地，粗壮的尾巴像钢鞭。

他的皮肤很厚，皮肤里还埋着一块块排列整齐的骨块。

如果他张开血红的大嘴巴，会露出74颗牙齿，看了真叫人害
怕。

4.观察认识乌龟

(1)乌龟是什么样子的?在水里和陆地上他是怎样行走的?

你还知道乌龟有哪些奇特的本领?

(2)小结：乌龟有一个坚硬的壳，当其他动物伤害他的时候，
乌龟的头和四肢马上会缩进壳里去。

乌龟四肢的脚趾间都有蹼，所以，乌龟也能在水里游动。

乌龟的行动很慢，小花也比较慢，很长时间不吃不喝也能活
下去。

四、爬行动物的特征

1.身体表面覆有鳞片或角质板;

2.运动时采用的爬行方式，四肢向外侧延伸，腹部着地，匍
匐前进。

3.都用肺呼吸，体温不恒定，会随外界的温度变化而变化，

所以在严寒的冬季要冬眠，在炎热的夏季要夏眠。

4.爬行动物为有脊椎的冷血动物，它们的身体表面覆盖着鳞
片。



5.爬行动物的心脏只有三个心室，不象其他动物有四个。

6.绝大多数爬行动物为卵生，但也有的种类卵在母体中先孵
化再出生。

五、学一学动物的爬行。

1.教师指挂图中的动物，请幼儿模仿它爬行的动作。

教师：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图片中这些动物是怎样爬行的，好
吗?

教师：看一看这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学一学。

2.幼儿在垫子上模仿动物爬行，体验活动的快乐。

四、游戏“爬一爬”

1.扮演自己喜欢的爬行动物，其他幼儿猜一猜是什么动物。

2.怎样爬更像动物爬，找空地方爬一爬。(学习模仿爬行的动
作。鼓励幼儿用不同方法爬)

幼儿园爬行动物的认识教案范文三：爬行动物表演

教学意图：

幼儿由于动作和语言在发展，生活范围扩大，独立性增长，
他们有渴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游戏是孩子的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活动。为此设计了此次活动《爬行动物表演》。
通过体育游戏活动能够有效地培养幼儿身体的适应能力、初
步的独立生活能力、控制和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以及对幼
儿园生活的向往心情。

教学目标：



1.尝试边爬边顶球前进。

2.调节肢体协调活动的能力。

教学准备：

垫子，气球，球门若干。

教学过程：

一、热身活动

教师与幼儿边念儿歌边做动作：小乌龟地上爬，毛毛虫叶上
爬，小猴子树上爬，小蛇本领大，树上地上都能爬。

二、情景导入

提问：今天小动物们要开表演会了，小乌龟来了，毛毛虫也
来了，他们是怎么爬的呢?

师小结：小乌龟和毛毛虫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
他们爬行的方法。

三、学爬行

1、提问：小乌龟是怎么爬的?毛毛虫是怎么爬的呢?(教师请
个别幼儿师范)

师小结：小乌龟的爬行方法是手膝着地，慢慢地往前爬，毛
毛虫的爬行方法是手部和腹部着地，向前蠕动。

2、幼儿自由学小乌龟和毛毛虫爬，教师指导能力弱的幼儿学
小乌龟和毛毛虫爬行。

3、提醒运动量大的幼儿及时休息。



四、爬行动物表演会

1、师：小动物们表演会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教师讲解玩法和规则：幼儿分成8组，在四条路的两端分别排
队站好，从起点出发，沿着路边爬边顶球前进，顶球又快又
稳的小组获胜。

2、教师请个别幼儿示范，讲解注意事项，提醒幼儿注意速度
太快皮球滚跑。

3、重复游戏。

五、放松部分

1、提问：今天哪组小朋友获得了第一名?

师小结：请大家下次玩的时候注意顶球的方法和力度要控制
好，其他小朋友要加油哦!

2、整理器材回教室。

教学反思：

幼儿体育运动游戏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追、跑、跳、丢及攀爬，
任何一种教学都有其目的，幼儿体育游戏是以幼儿为对象施
于运动、游戏，并引导其达到教育的目的。在自然的游戏活
动中，启发儿童内在潜能，促进儿童身体、社会、认知等层
面的发展。让幼儿能有体力应付日常生活之所需。在生活、
学习、游戏中能自觉地遵守各项规则，会学着互相合作，有
一定的责任感。大班儿童，往往能连续做一种游戏达40-50分
钟，对于有爱好的竞赛性游戏，有时甚至还可能更长。

总之，教师做个有心人，充分发挥体育活动相对自由、自主、
轻松愉快等优势，孩子就能在积极主动的活动中，得到全面



发展。

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篇四

教学意图：

幼儿由于动作和语言在发展，生活范围扩大，独立性增长，
他们有渴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游戏是孩子的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活动。为此设计了此次活动《爬行动物表演》。
通过体育游戏活动能够有效地培养幼儿身体的适应能力、初
步的独立生活能力、控制和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以及对幼
儿园生活的向往心情。

教学目标：

1、尝试边爬边顶球前进。

2、调节肢体协调活动的能力。

教学准备：

垫子，气球，球门若干。

教学过程：

一、热身活动教师与幼儿边念儿歌边做动作：小乌龟地上爬，
毛毛虫叶上爬，小猴子树上爬，小蛇本领大，树上地上都能
爬。

二、情景导入

提问：今天小动物们要开表演会了，小乌龟来了，毛毛虫也
来了，他们是怎么爬的呢？



师小结：小乌龟和毛毛虫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
他们爬行的方法。

三、学爬行

1、提问：小乌龟是怎么爬的？毛毛虫是怎么爬的呢？（教师
请个别幼儿师范）师小结：小乌龟的爬行方法是手膝着地，
慢慢地往前爬，毛毛虫的爬行方法是手部和腹部着地，向前
蠕动。

2、幼儿自由学小乌龟和毛毛虫爬，教师指导能力弱的幼儿学
小乌龟和毛毛虫爬行。

3、提醒运动量大的幼儿及时休息。

四、爬行动物表演会

1、师：小动物们表演会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教师讲解玩法和规则：幼儿分成8组，在四条路的两端分别排
队站好，从起点出发，沿着路边爬边顶球前进，顶球又快又
稳的小组获胜。

2、教师请个别幼儿示范，讲解注意事项，提醒幼儿注意速度
太快皮球滚跑。

3、重复游戏。

五、放松部分

1、提问：今天哪组小朋友获得了第一名？

师小结：请大家下次玩的时候注意顶球的方法和力度要控制
好，其他小朋友要加油哦！



2、整理器材回教室。

教学反思：

幼儿体育运动游戏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追、跑、跳、丢及攀爬，
任何一种教学都有其目的，幼儿体育游戏是以幼儿为对象施
于运动、游戏，并引导其达到教育的目的。在自然的游戏活
动中，启发儿童内在潜能，促进儿童身体、社会、认知等层
面的发展。让幼儿能有体力应付日常生活之所需。在生活、
学习、游戏中能自觉地遵守各项规则，会学着互相合作，有
一定的责任感。大班儿童，往往能连续做一种游戏达40－50
分钟，对于有爱好的竞赛性游戏，有时甚至还可能更长。

总之，教师做个有心人，充分发挥体育活动相对自由、自主、
轻松愉快等优势，孩子就能在积极主动的活动中，得到全面
发展。

小说教案教学目标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描述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及特点。

2、理解变态发育的含义。

3、培养学生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

4、关注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与环境的关系，增强学生的环保
意识。

重点难点：

1、描述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及特点。



2、理解变态发育的含义法

板书设计：

一、两栖动物的生殖

1、雄蛙的鸣叫及其意义

2、雌雄蛙的抱对及其意义：

3、青蛙的生殖特点：雌雄异体，体外受精，生殖活动离不开
水。

二、两栖动物的发育过程

蛙的发育的四个阶段：受精卵———蝌蚪———幼蛙—成蛙

蝌蚪与成蛙在形态结构、生活环境、内部结构等方面的区别。

4、变态发育：在发育过程中，幼体和成体不仅在形态结构上
有很多差异，而且内部结构和生活习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发育过程就叫变态发育。

5、两栖动物：象青蛙这样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成体
可以生活在水中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主要用肺呼吸，兼用
皮肤辅助呼吸，这样的动物叫两栖动物。

6、代表动物：青蛙、蟾蜍、大鲵、蝾螈等

7、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特点：体外受精，变态发育

8、关注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和水环境的关系

教学过程：



一、集体完成学案任务一

二、自学教材合作探究

1大家思考一下一般在什么季节可以听到蛙叫？青蛙一般生活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2雌雄蛙都会鸣叫吗？他们的鸣叫有区别吗？其意义是什么？

3除了鸣叫之外，青蛙在繁殖季节还有那些现象呢？其意义是
什么？

4青蛙的生殖发育特点是什么？

5青蛙的发育过程与家蚕有什么异同？

学习任务三：两栖动物的生殖发育与环境条件

1思考两栖动物分布范围较小、种类较少的原因。

2我们应该怎么做？

练案玩成学案上的练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