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篇一

多形式读课文，读好重点句子，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1．随文理解重点词：“筋疲力尽”“恼羞成怒”等，并从中
体会狮子和兔子的表现。

2．学习顿号的用法。

3、学习动词的用法，并进行仿写。

理解兔子最后说的话，懂得遇到问题，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
不行的，应该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1．多形式读课文，读好重点句子，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随文理解重点词语，并从中体会狮子和兔子的表现。

3、随文说话、仿写。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已经到童话王国认识了一只狮子，
那谁能来说说这是一只怎样的狮子？（力气很大，脾气也很
大）

2、师：在这只狮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谁能来说说这篇课



文主要讲了什么事？（一只狮子身上爬上了红蚂蚁，在一只
兔子提醒下，跳进了水里，让水把红蚂蚁冲走的事。）

3、师：对，这只狮子很凶猛，却没法对付小小的红蚂蚁，兔
子是怎样帮助它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狮子和兔子》这
篇课文。出示课题。

二、读懂课文，随文读写

师：这只狮子遇到了什么麻烦？（一群红蚂蚁爬到他身上，
咬得他又疼又痒。）

师：狮子是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的？谁能找出课文中的句子来
读读？（狮子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想把红蚂蚁赶
走，可是累得筋疲力尽，还是赶不走身上的蚂蚁。）

课件出示第三自然段。

师：请你们默读第三自然段，然后找出狮子的动作，标上小
三角号。

生默读，找动词，指名反馈。

师：你们发现在这一段话，有一个标点符号是我们以前不经
常用的？

生：顿号。

师：你们的眼睛真尖！那你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有用
到这个符号的吗？

让生尝试说说。

师：我们一般在词语并列时可以用。比如“吼着”“蹦
着”“翻滚着”这三个词字数差不多，它们都是狮子做的动



作，前后的位置可以交换，你也可以说“狮子蹦着、吼着、
翻滚着”

师：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句子，试着填一填。（出示课件）

春天来了，园林里的果树上的花开放了：桃花梨花苹果
花……争奇斗艳，美丽极了！

超市里文具区的货架上摆满了货物，有xx、xx、xx和xx，让人看
得眼花缭乱。

师：你们能不能自己再说一句呢？

“蹦着”又是为了什么？（希望红蚂蚁从身上掉下来。）

“翻滚着”是希望什么？（希望压死红蚂蚁。）

师：此时，你们就是这只被红蚂蚁叮得又疼又痒的狮子，你
们难受地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你们用尽全力想把
这群红蚂蚁赶走。

生全体起立，根据老师的朗读扮演狮子。

师：狮子们，这一番折腾，你们累吗？

生齐：累了。

师：现在我们把这段话再读一遍，注意读出狮子的难受。

生再读第三自然段。

师：我们写话或者写作文的时候，如果懂得运用动词，会让
你的作文更生动。现在我们也来试试用上动作写一段话。

1、我们班胜利了，大家欢呼起来，xx着、xx着、xx着，别提



有多高兴了！

2、今天，我自己洗红领巾。我先把红领巾放在水里x湿，再x
起来在搓衣板上，x上洗衣粉，然后用双手，把水x掉，换上清
水漂洗两遍，最后x干，xx在绳子上。

3、请你自己写一句话或一段话，用上两个以上动词。

生写，交流反馈。

师：我们接着来学习课文。狮子的这些表现被谁看在眼里？
（兔子）它有什么表现？（蹲在一边“哧哧”地笑。）“哧
哧”地笑是指忍不住笑出声来。兔子在笑什么？生答。

2、角色朗读，体会应多动脑筋。

师：兔子是在嘲笑狮子吗？咱们接着往下读。

生分角色读4—8自然段。

师：读了课文你认为兔子是在嘲笑狮子吗？

生：不是，是在帮助狮子。

师：你从那句话知道的？

师：哦！原来这是兔子在教给狮子赶走红蚂蚁的办法，帮助
狮子解决问题。

师：为什么兔子不直接告诉狮子应该怎么做，而是笑嘻嘻地
提醒狮子？（这样说是启发狮子动脑筋：为什么兔子要跳进
水里去？是因为水可以冲走红蚂蚁。）

师：这是一只怎样的兔子？老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生1：聪明的兔子。

生2：爱帮助人的兔子。

生3：会动脑筋的兔子。

师：是啊，高大的狮子遇到困难只知道发脾气，而矮小的兔
子却知道动脑筋，并且友好地帮助狮子。（板书动脑筋）

师：红蚂蚁被水冲走了之后，狮子会怎么想？请同学来补充
句子。（出示课件）

狮子xxx地想：“遇到问题时，应该xxxxxxxxx呀！”

师：是呀，兔子想让狮子明白的就是这个道理，（出示课件）
请同学们把兔子的话补充完整。

兔子在岸上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要想xxxxxxx，必须xxxxxxx。”

三、总结全文，明理升华

师：红蚂蚁被水冲走了之后，狮子会怎么想？请同学来补充
句子。（出示课件）

狮子xxx地想：“遇到问题时，xxxxxx应该呀！”

师：是呀，兔子想让狮子明白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就是
那只聪明的兔子，你会对狮子说什么呢？（出示课件）

兔子在岸上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要想xxxxxxx_，必须xxxxxxxxx。”

1、请同学们齐读这个句子。



2、自由小声地补充句子。

3、交流。

4、全班读这段话。

师：希望同学们以后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也能多动脑筋，
去解决问题。

四、布置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尽量用上“又疼又痒”“筋疲力
尽”“恼羞成怒”这些词。

语文课，老师还要借课文为例子，教学生说话，教学生写话。
我们的语文课经常只是教孩子品读课文，注重信息的输入，
并没有重视教孩子说话，写话，教会他们怎样输出信息，怎
样合理、生动地表达。于是，我这样设计《狮子和兔子》的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读书方法，导入新课。

二、创设目标，尝试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借助文本，拓展延伸，练习写话。

四、复述课文。

五、总结。

因为这篇课文较为简单，所以在引导孩子有感情地朗读这方
面，我主要是采用边读边评，在对话中揣摩怎样读好课文的
方法。因为我们班的孩子平时有养成对话的好习惯，所以这
个环节还是比较轻松地达到。



所以我把重心转移到以表达为中心来，自我感觉“筋疲力
尽”这个词语教得比较饱满：孩子们想象的空间比较大，他
们自由的发挥，让课堂充满了活力，听课老师都说孩子的说
话能力强，想象力丰富。在最后的十几分钟，我特意安排了
让学生写话。我知道学生写话有些困难，先让学生自由的说
狮子对兔子说了什么，再让学生同桌互相说，然后全班交流。
最后让学生动手来写话，这样孩子就觉得比较轻松，写出来
的话，也变地生动活泼，孩子在宽松的氛围中写话激发了他
们写作的兴趣，这也是老师所期望的。

文档为doc格式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篇二

1、愿意当众表达，表达时自然、从容、自信。

2、能理解故事画面的连续性、大胆想像，用较完整的语言讲
述画面内容。

重点：能理解故事画面的连续性、大胆想像，用较完整的语
言讲述画面内容。

难点：能根据图标提示较完整的讲述故事情节，尝试讲出角
色间的心理活动。

经验准备：有看图讲述的经验，知道狮子是食肉动物。

1、自制看图讲述《狮子和兔子》 ppt课件

2、幼儿人手一份阅读材料，多媒体设备。

一、开始部分——谜语导入故事

师：今天辛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故事，不过我想请小朋



友通过一个谜语来猜一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谜语：此
物老家在非洲，力大气壮赛过牛，血盆大口吼一声，吓得百
兽都发抖（打一动物）

二、基本部分——讲述故事

（一）讲述图1，引导幼儿分析图1情节，引导幼儿讲出故事
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角色的心理活动。初步积累讲清楚故
事情节的经验。

1、引导幼儿集体阅读并讨论情节与角色间的心理活动。

师：（出示图1）

（1）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

（2）你看到谁？它正在哪，做什么？

（3）狮子心里可能在想什么？

2、结合图标，引导幼儿完整讲述一个情节的方法。

（1）出示ppt，结合图标介绍讲述方法

师：我们已经看明白发生在狮子和兔子之间的故事，我们试
试把它们的故事连起来说一说。只要我们按照这张图把狮子
和兔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就能变成一段好听的故事。

（二）讲述图片2，引导幼儿在图标的提示下获得完整讲述的
能力。

1、引导幼儿集体阅读并讨论，帮助幼儿看懂故事情节。

2、引导幼儿迁移运用图1的讲述经验。



（1）将图标中的发现兔子换成鹿，并提示讲述方法。

师：正在狮子打算美餐一顿的时候，狮子发现了谁？兔子怎
么样？狮子心里可能会怎么想？

（2）幼儿自主尝试讲述。

（三）讲述图片3、4、5、6，引导幼儿在巩固完整讲述一个
情节的基础上连续讲述三到四个情节。

1、教师出示图标，提出讲述任务，提示讲述方法。

2、幼儿尝试按照图标独立讲述，教师巡回指导。

3。师幼间、幼儿间相互讲述。

4。教师鼓励个别幼儿为小朋友讲述。

三、结束部分

1、教师示范完整讲述故事，提高幼儿讲述水平。

2、请幼儿给故事起个名字。

活动的开始环节，我以猜谜语的形式引出此次故事里的主人
公，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看图讲述、看着图去说。图是静止的，但事情的发生是动态
的。幼儿通过看图，开始往往只能讲出表面、简单的情节。
在开展叙事性讲述活动时，幼儿首先要理解讲述的主题与内
容，为语言表达做好经验准备。

通常幼儿观察图片都比较零散，在一幅画的讲述时，我通过
连贯提问的方式，根据图标和事件发生的顺序引导幼儿观察
理解图片，引导幼儿对语言进行构思，连贯的串联起来。



通过此次活动，幼儿能够借助凭借物，在看图讲述的活动中
用完整的语言将事件发展的顺序讲述出来，获得初步的讲述
经验。在一日生活中，我也会通过多种活动引导幼儿将看图
讲述的方法内化，用在今后更多的语言活动中。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学习课文，认识解决问题不能光凭力气和发脾气,要
动脑筋的道理。

3、理解重点词语：“吼、蹦、翻滚”“筋疲力尽”、“恼羞
成怒”等，体会人物对话时的心理活动。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学习课文，认识解决问题不能光凭力气和发脾气,要
动脑筋的道理。

认识解决问题不能光凭力气和发脾气,要动脑筋的道理。

多媒体课件

（一）猜谜导入，词语复习

t:上课

s:老师好

t:同学们好，请坐！

t:上课之前老师想先出两个谜语给你们猜，有信心猜出来吗？



s:有！

t:好。请看。

s:狮子。

t:第二个

s:兔子

t:太棒了，给自己一个掌声。

s:棒棒我真棒！

t:今天我们就继续学习（狮子和兔子）：板书课题：狮子和兔
子。（齐读两遍）

t:同学们，这么两只动物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得到，你想得到谁？
好，停下来。不管你想得到哪只，只要你能闯过他们设的陷
阱，你就能得到它们。想先闯谁的窝？我们情歌同学来探探
路。

t:**你来，你想闯谁的？（两次）

t:我看大家都等不及了，算了，我们就直接冲进去吧，把两只
都逮了。

t:（出示全部的）眼看就要攻下来了，只差一步，我们再努力
一下？请你们拿出听写纸。我们来听写几个。祝贺你们，你
们闯关成功了。

t:观察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s:我看到了狮子和兔子。



t:嗯，那你觉得这只狮子怎么样？（学生自由想象。）

t:课文里的狮子又是什么样的？请全班一起齐读一下这一个自
然段。狮子是什么样的？自以为是，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对
了。

t:这里的自认为你还可以把它改成哪个词？所以认为和以为是
一对。

s:近义词，

s:近义词。

s:很痛。很痒。

t:很痛很痒说明了狮子这时候感觉怎么样？哇好开心，好舒服？
是吗？

s:不是，

t:那是什么？

s:不高兴，难受。

t:对了就是难受，我们能不能读一读难受的感觉出来？

s：能。

t：狮子这么难受，他用了几个方法来赶蚂蚁？成功了吗？

四个方法，哪四个？

s: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



t:嗯。同学们全体起立，我们也来试着跳一跳，感受一下狮子
跳完的感觉。但是在跳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了会吵到下面的同
学。我喊开始在在原地轻轻地跳十下。感觉怎么样？（个别
提问）

t:很累。

t:很累，狮子最后成功了吗？

s:没有。

t:反而累得

s:筋疲力尽

t:什么是筋疲力尽？

s:很累的意思，

t:对是很累，累得怎么样？（出示课件）

t:一点力气也没有。

t:很好，那你能不能根据这张图片用筋疲力尽说个句子呢？

（生举例）

t:也就在狮子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谁笑嘻嘻地出场了？

s:兔子

t:一起读一下。

t:刚才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从你们脸上我看到了一个词。就在



幻灯片上。

s:笑嘻嘻。

t:兔子不是蹦着，也不是跳着吼着，而是蹲着。

t:对了，我们和兔子一样都是笑嘻嘻的。但是却有一个不开心
的，谁？

s:狮子？

t:你从哪里看出来？

s:恼羞成怒。

t:什么是恼羞成怒？

s:生气。

t: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够具体，只解释出怒的意思。那恼羞
是什么意思？

s:害羞

t:不对，

t:好吧，大家既然都猜不出了，那我就偷偷地告诉你们把。

s:恼羞的意思是气恼和羞愧。

t:你们觉得狮子在羞什么恼什么？

......



t:我堂堂一只百兽之王力气那么大竟然赶不走小小的蚂蚁。所
以很惭愧。在我赶不走的时候兔子还在旁边笑，我当然会生
气。

t:可是热心的兔子并没有生气，它是怎么做的？它说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提醒狮子、告诉狮子方法）

t:就在兔子说完后。狮子马上反应过来，按照兔子的提醒，立
即把红蚂蚁赶走了。

t:刚开始狮子又吼、又蹦，累得筋疲力尽都赶不走红蚂蚁，说
明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没有用的；后来在狮子的提醒下，跳
进河里，红蚂蚁被立即冲走了，这说明遇到问题要动脑筋，
想出有效的办法才能真正把问题解决。

t:提醒是什么意思？立即呢？

t:可见兔子的方法确实好用。

t:马上奏效。最后兔子说了什么？全班齐读。

t:兔子说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出示道
理填空）

学生试填（出示答案）

t:请翻到语文天地把这个答案写在第三题。

t:写好的举起手来。

t:嗯很好，接下来。课堂积累，吧这几个好词用三角号画出来。
画好的同学，试着用要想什么必须什么说句子。

t:同学们的想象力真丰富。非常好，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出示道理）

t:那你能不能根据下列的提示，试着讲讲这个故事？一起来。

出示问题，再来出示答案。

t:回去的话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积累一下自己容易写
错的词语。

t:这节课上到这边，下课。

s:谢谢老师。

狮子和兔子

吼 蹦 翻滚——赶不走

（发 脾 气）

狮子

跳到水里去 ——立即冲走

（兔子提醒）

《狮子和兔子》是第十单元《动脑筋》中的第二篇主体课文。
通过兔子提醒狮子开动脑筋摆脱蚂蚁叮咬的故事，说明做事、
解决问题不能光凭力气和发脾气，而应动脑筋想办法。

根据儿童模仿性强的特点，和新课标中对低段阅读的要求，
我把“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认识到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这个
道理”作为本课的教学难点。通过理解“又疼又痒”、“筋
疲力尽”、“恼羞成怒”等词语，想象人物对话时的心理活
动，从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有感情朗读需在理解词语“又疼又
痒”的基础上进行。为此，我充分地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谈
“又疼又痒”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让学生体会狮子被红蚂蚁
叮咬的难受，从而读好这段话。第三自然段讲了狮子被蚂蚁
咬得筋疲力尽却没有办法赶走红蚂蚁，与后面四到八自然段
兔子教狮子动脑筋后解决了问题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
自然段的学习主要从抓住描写狮子动作的词语来感受狮子的
难受。这一环节中，我先让学生表演“跳”的动作，明
白“跳”、“吼”、“蹦”、“翻滚”这四个动作是力量的
象征，也是狮子想赶走红蚂蚁的办法。由于用尽了力气，所
以筋疲力尽。对“筋疲力尽”的理解也就变得不再困难。作
为百兽之王的狮子，此时烦躁的举动被一只不起眼的兔子看
见，昔日的八面威风到现在只能变成“恼羞成怒”。因为气
恼，因为羞愧，所以愤怒。让学生再带着对“恼羞成怒”的
理解来读出狮子此时的愤怒。最后引出兔子想出的办法，明
白用力气和发脾气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动脑筋才能想出好
办法的道理。

这节课我努力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强调了阅读是学生的
个性化行为，让学生在主动积极地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的教学特点。可是由于经验不足、临时紧张等因素，在教
学中的过渡语显得不够自然，对学生的评价也缺乏一定的引
导性。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篇四

多形式读课文，读好重点句子，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1．随文理解重点词：“筋疲力尽”“恼羞成怒”等，并从中
体会狮子和兔子的表现。

2．学习顿号的用法。



3、学习动词的用法，并进行仿写。

理解兔子最后说的话，懂得遇到问题，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
不行的，应该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1．多形式读课文，读好重点句子，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随文理解重点词语，并从中体会狮子和兔子的表现。

3、随文说话、仿写。

一、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已经到童话王国认识了一只狮子，
那谁能来说说这是一只怎样的狮子？（力气很大，脾气也很
大）

2、师：在这只狮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谁能来说说这篇课
文主要讲了什么事？（一只狮子身上爬上了红蚂蚁，在一只
兔子提醒下，跳进了水里，让水把红蚂蚁冲走的事。）

3、师：对，这只狮子很凶猛，却没法对付小小的红蚂蚁，兔
子是怎样帮助它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狮子和兔子》这
篇课文。出示课题。

二、读懂课文，随文读写

师：这只狮子遇到了什么麻烦？（一群红蚂蚁爬到他身上，
咬得他又疼又痒。）

师：狮子是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的？谁能找出课文中的句子来
读读？（狮子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想把红蚂蚁赶
走，可是累得筋疲力尽，还是赶不走身上的蚂蚁。）

课件出示第三自然段。



师：请你们默读第三自然段，然后找出狮子的动作，标上小
三角号。

生默读，找动词，指名反馈。

师：你们发现在这一段话，有一个标点符号是我们以前不经
常用的？

生：顿号。

师：你们的眼睛真尖！那你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有用
到这个符号的吗？

让生尝试说说。

师：我们一般在词语并列时可以用。比如“吼着”“蹦
着”“翻滚着”这三个词字数差不多，它们都是狮子做的动
作，前后的位置可以交换，你也可以说“狮子蹦着、吼着、
翻滚着”

师：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句子，试着填一填。（出示课件）

春天来了，园林里的果树上的花开放了：桃花梨花苹果
花……争奇斗艳，美丽极了！

超市里文具区的货架上摆满了货物，有xx、xx、xx和xx，让人看
得眼花缭乱。

师：你们能不能自己再说一句呢？

“蹦着”又是为了什么？（希望红蚂蚁从身上掉下来。）

“翻滚着”是希望什么？（希望压死红蚂蚁。）

师：此时，你们就是这只被红蚂蚁叮得又疼又痒的狮子，你



们难受地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你们用尽全力想把
这群红蚂蚁赶走。

生全体起立，根据老师的朗读扮演狮子。

师：狮子们，这一番折腾，你们累吗？

生齐：累了。

师：现在我们把这段话再读一遍，注意读出狮子的难受。

生再读第三自然段。

师：我们写话或者写作文的时候，如果懂得运用动词，会让
你的作文更生动。现在我们也来试试用上动作写一段话。

1、我们班胜利了，大家欢呼起来，xx着、xx着、xx着，别提
有多高兴了！

2、今天，我自己洗红领巾。我先把红领巾放在水里x湿，再x
起来在搓衣板上，x上洗衣粉，然后用双手，把水x掉，换上清
水漂洗两遍，最后x干，xx在绳子上。

3、请你自己写一句话或一段话，用上两个以上动词。

生写，交流反馈。

师：我们接着来学习课文。狮子的这些表现被谁看在眼里？
（兔子）它有什么表现？（蹲在一边“哧哧”地笑。）“哧
哧”地笑是指忍不住笑出声来。兔子在笑什么？生答。

2、角色朗读，体会应多动脑筋。

师：兔子是在嘲笑狮子吗？咱们接着往下读。



生分角色读4——8自然段。

师：读了课文你认为兔子是在嘲笑狮子吗？

生：不是，是在帮助狮子。

师：你从那句话知道的？

师：哦！原来这是兔子在教给狮子赶走红蚂蚁的办法，帮助
狮子解决问题。

师：为什么兔子不直接告诉狮子应该怎么做，而是笑嘻嘻地
提醒狮子？（这样说是启发狮子动脑筋：为什么兔子要跳进
水里去？是因为水可以冲走红蚂蚁。）

师：这是一只怎样的兔子？老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生1：聪明的兔子。

生2：爱帮助人的兔子。

生3：会动脑筋的兔子。

师：是啊，高大的狮子遇到困难只知道发脾气，而矮小的兔
子却知道动脑筋，并且友好地帮助狮子。（板书动脑筋）

师：红蚂蚁被水冲走了之后，狮子会怎么想？请同学来补充
句子。（出示课件）

狮子xxx地想：“遇到问题时，应该xxxxxxxxx呀！”

师：是呀，兔子想让狮子明白的就是这个道理，（出示课件）
请同学们把兔子的话补充完整。

兔子在岸上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要想xxxxxxx，必须xxxxxxx。”

三、总结全文，明理升华

师：红蚂蚁被水冲走了之后，狮子会怎么想？请同学来补充
句子。（出示课件）

狮子xxx地想：“遇到问题时，xxxxxx应该呀！”

师：是呀，兔子想让狮子明白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就是
那只聪明的兔子，你会对狮子说什么呢？（出示课件）

兔子在岸上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要想xxxxxxx_，必须xxxxxxxxx。”

1、请同学们齐读这个句子。

2、自由小声地补充句子。

3、交流。

4、全班读这段话。

师：希望同学们以后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也能多动脑筋，
去解决问题。

四、布置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尽量用上“又疼又痒”“筋疲力
尽”“恼羞成怒”这些词。

教学反思：

语文课，老师还要借课文为例子，教学生说话，教学生写话。



我们的语文课经常只是教孩子品读课文，注重信息的输入，
并没有重视教孩子说话，写话，教会他们怎样输出信息，怎
样合理、生动地表达。于是，我这样设计《狮子和兔子》的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读书方法，导入新课。

二、创设目标，尝试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借助文本，拓展延伸，练习写话。

四、复述课文。

五、总结。

因为这篇课文较为简单，所以在引导孩子有感情地朗读这方
面，我主要是采用边读边评，在对话中揣摩怎样读好课文的
方法。因为我们班的孩子平时有养成对话的好习惯，所以这
个环节还是比较轻松地达到。

所以我把重心转移到以表达为中心来，自我感觉“筋疲力
尽”这个词语教得比较饱满：孩子们想象的空间比较大，他
们自由的发挥，让课堂充满了活力，听课老师都说孩子的说
话能力强，想象力丰富。在最后的十几分钟，我特意安排了
让学生写话。我知道学生写话有些困难，先让学生自由的说
狮子对兔子说了什么，再让学生同桌互相说，然后全班交流。
最后让学生动手来写话，这样孩子就觉得比较轻松，写出来
的话，也变地生动活泼，孩子在宽松的氛围中写话激发了他
们写作的兴趣，这也是老师所期望的。

狮子和兔子教案设计篇五

1、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再次走进动脑筋单元学习《狮子和兔
子》，伸出小手和老师一起写课题。（狮是左右结构，写时



左窄右宽。兔，两只耳朵在上面，前腿短，后腿长，小点尾
巴不能忘。）齐读课题。

2、孩子们，瞧！调皮的词语宝宝从课文中跳出来了，你们认
识吗？出示温故而知新

温故而知新

百兽之王 又疼又痒 筋疲力尽 恼羞成怒

a、谁来读？（两生读）

b、读词语，不仅要读准字音，还要读出词语的感情。来，我
们一起叫一遍词语宝宝的名字，把他们送回课文中。

3、请看这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出示学习目标

目标定方向：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想一想：兔子笑什么？他想让狮子明白什么？

明确了目标，就有了学习方向，我们一起朝着目标出发好吗？
孩子们把语文书轻轻翻到68页。

交流显智慧

这是一只 的狮子。你是从哪些词语或句子体会到的？ 用“
” 画出来，读一读。

（6分钟）

（1）集体是力量的源泉，众人是智慧的摇篮。哪个小队来展
示？



生：这是一只力气大，脾气也很大的狮子。

生：我们从第一段看出来的——“从前有一只狮子，他力气
很大，脾气也很大。他自认为是百兽之王，根本不把别的动
物放在眼里。”

师：其他小队同意吗？（生：同意）谁来读？

（1、老师听出来了，他在读“也”和“根本”时加强了语气，
非常好。神气十足的狮子。2、骄傲自大的狮子。3、捧起课
本，我们像x那样骄傲的读。）

（2 ）这是一只又疼又痒的狮子。

师：骄傲的狮子，但是当一群红蚂蚁爬到它身上时，咬得
他——

生：接“又疼又痒”。

师：你有过“又疼又痒”的感觉吗？

生1：有过，夏天文字叮的时候又疼又痒。

生2：伤疤快好的时候也会又疼又痒。

师：又疼又痒的滋味儿真不好受！男孩们带着这种体会齐读
第二段。

（3）这是一只筋疲力尽的狮子。

师：狮子为什么会筋疲力尽呢 ？出示第三段

狮子跳起来，吼着、蹦着、翻滚着，想把红蚂蚁赶走，可是
累得筋疲力尽，还是赶不走身上的蚂蚁。



a、 师：又疼又痒的狮子大王会怎样吼的？学一学。

师：狮子在那儿吼，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生1：快走开，可恶的蚂蚁！

生2：求求你了，别再咬我了。

生3：真讨厌，烦人的蚂蚁！

师：狮子一吼，地动山摇，可是还是赶不走身上的小蚂蚁。
男孩一起读

师：狮子翻滚是为了什么？

生1：为了把身上的蚂蚁压死。

生2：为了赶走身上的蚂蚁。

师：孩子们说的都对。此时，你们就是浑身爬满红蚂蚁的狮
子，跳起来，吼起来，蹦起来，翻滚着把红蚂蚁赶走。狮子
们，这一番折腾，你们累吗？用一个词语形容你的感受。
（生：筋疲力尽，有气无力）来带着这种感受齐读第三段。

b、试着用“筋疲力尽”说一句话。

（4）这是一只恼羞成怒的狮子。

师：联系上下文想想狮子苦恼什么呢？生：自己力气那么大，
想尽办法也没有赶走身上的蚂蚁。他又是因为什么而羞？生：
兔子在笑他，让他没面子。学学兔子“哧哧地笑”。

师：小兔子为什么笑呢？

生：



1、狮子的表现可笑。

2、兔子有办法帮助狮子赶走红蚂蚁。

师：狮子又恼又羞，于是他彻底地——愤怒了，这就
是——“恼羞成怒”。

师：恼羞成怒的狮子，你想说什么呢？

生1：读句子“笑什么？这讨厌的东西没叮你是不是？”

师：你评评他读得好吗？你来试试？一生读。

师：恼羞成怒的狮子。全班一起来读。

师：狮子大王，别生气，小兔子的笑声是友善的。

出示： 兔子笑嘻嘻地说：“如果红蚂蚁叮在我身上，我就跳
到水里去。”

师：1、这只可爱的小兔子，请你读——2、聪明的小兔子，
你来读——聪明灵气的小兔子，原来他是想告诉狮子——快
跳进河里，让河水冲走红蚂蚁。

师：一句话提醒了狮子，狮子纵身跳进河里。我们来看68页
的插图，你都看到了什么？学生自由谈发现。

师：河水立即把狮子身上的红蚂蚁冲走了。看到这种情形，
兔子怎么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

出示：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

师：自由读这句话，同桌说说兔子想让狮子明白什么？板书：



【动脑筋 想办法】

生：自由说。

师：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冬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了。赶快
拿起笔，把你们说的话写在70页。

兔子在岸上说：“这回你明白了吧，光凭力气和发脾气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要想 。

设计流程：

1、自由填写。

2、小组交流。

3、推荐优秀组员集体交流。

总结：孩子们，兔子让狮子明白了不能光凭力气和发脾气，
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动脑筋想办法。当我们在学习、生
活中，遇到烦恼时，必须——动脑筋想办法； 当我们遇到困
难时——动脑筋想办法。

3、二（5）班的孩子真会动脑筋，老师想和你们合作读读这
个有趣的童话故事好吗。男孩读旁白，壮小伙子读狮子的话，
女孩读兔子的话。老师给你们配上优美的音乐。捧起课本，
亮开你们的金嗓子。

设计流程：

1、同桌互相复述故事。

2、指名讲故事。（两生）

1、我们再来阅读一个小故事——《司马光砸缸》。



师：你觉得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

2、孩子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爱动脑筋的小兔子、司马光。
老师希望你们也能开动脑筋，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