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画猴子 猴子种果树教案(实用8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画猴子篇一

下面，我将学生们流光溢彩的思维花絮例举一二：

（一）

【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您可以搜索课题关键字查找更多资
料！】

《猴子种果树》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四册中的一篇课文，课
文内容浅显易懂，童趣盎然。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一个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总
是在猴子的果树成活的时候，就有鸟儿飞来跟它说，这种果
树结果子慢呢？怎么这么巧呢？我一愣，一时之间真不知该
如何向她解释这种“无巧不成书”的现象，这时其他学生也
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把这个问题又丢回去：
“是啊，怎么会这么巧呢？”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故事
是编的，假的，所以这么巧。”他的回答，有人认同，有人
反对，教室里声音更大。又一个学生说：“猴子急着吃果子，
种树很认真，果树一种下去就能活，所以当鸟儿来时，果树
总是活着的。”学生们大多露出了赞同的表情。我又追问了
一句：“猴子辛辛苦苦种活了果树，可又因为别人一句话，
就拔了果树，你怎么看待它这种行为？”学生纷纷举



手，“它太没有耐心了。”“它没有主见，就象《抬驴》中
的老头。”“它只想早点吃果子，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劳动
成果。”瞧，脱轨的思维又回来了。所以，相信学生吧，他
们解决问题可能比你更圆满。

（二）

多聪明的孩子啊！我们还要怀疑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吗？所
以，相信学生吧，他们的智慧火花远比你以为的要炫目得多！

宁化县实验小学

大班画猴子篇二

一只小猴子下山来了，一路上，它看见山下有又大又多的玉
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可爱的小兔子，感
到非常高兴。可是当它回家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这是怎
么一回事呢？让我们跟着这只小猴子来看看吧。

1、教师范读课文，重点指导“一块”“非常”“往前”“西
瓜”“蹦蹦跳跳”等生词的读音。

2、学生自读课文，圈画生字词，借助字典解决生字词。

3、检查自学情况，理解词语的意思。

（1）教读生字并组词造句。学习“猴、瓜”这些生字时，可
以结合图片理解；学习“掰、扛、扔、摘、捧、抱、蹦、
追”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动作表演的方法；学习“块、常、
往”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形近字比较的方法。

形近字示例：

块（石块）--快（快乐）--诀（口诀）



常（经常）--赏（欣赏）--裳（衣裳）

往（来往）--驻（驻足）--炷（一炷香）

（2）对要求会写的字进行书写指导。

书写指导：

“地”“土”作部首时，末横变提。

“非”横间距均匀，两边最下横稍长。

“常”上宽下窄，“巾”的竖在竖中线上。

“往”“主”的三横长短不一。

“瓜”第一画是短撇，要写得平一些。

“进”写“辶”的捺时，要写成平捺，托住被包部分。

“空”““稍扁一些，”工“的上横短、下横长。

易错提示：

“往”左部是“彳”，不要写成“亻”。

“瓜”不要漏写点，不要写成“爪”。

“空”上部是““，不要写成”宀“。

（3）归类识字。

部首归类示例：

土：地（土地）--场（场面）--坏（坏人）



扌：扛（扛起）--扔（扔掉）--摘（采摘）--捧（吹捧）--抱
（拥抱）

彳：往（向往）--行（行走）--街（街道）

量词归类示例：

块：一块玉米地一块糖一块石头

棵：一棵桃树一棵青松一棵白菜

片：一片瓜地一片树叶一片月光

只：一只兔子一只袜子一只小船

（4）书写练习：巡视指导，并纠正握笔姿势、笔顺和坐姿。

1、小猴子下山，先后去了哪些地方？

明确：玉米地里、桃树下、西瓜地里。

2、小猴子这一路上看见了哪些东西？

明确：玉米、桃子、西瓜、兔子。

又大又多的玉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蹦蹦
跳跳的小兔子，这可都是好东西！可是，小猴子不仅没有满
载而归，反而一无所获。同学们，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下节课再来寻找答案。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大班画猴子篇三



1、积极参与活动，体验并初步学习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风格。

2、在倾听及参与游戏的过程中逐步学唱歌曲前三段，并感受
第四段歌曲的氛围。

3、培养初步的安全意识，懂得不能在床上乱跳。

1、手偶表演（小床一张；玩偶小猴三只）、粉色小包包三个

2、表现歌曲内容的图卡十二张、字卡：三只猴子

3、猴妈妈头饰五个、小猴胸饰十二个

一、韵律活动《猴子爬树》

老师带上胸饰，做猴妈妈与孩子一起表演。

师：小猴子们，跟着妈妈一起去爬树吧。小猴子们可真乖，
爬树的时候都会注意安全。可是，还有三只猴子可调皮了，
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玩的吗？那就请你们看个节目，节目的名
字叫《三只猴子》（出示字卡）

二、观看表演，组织讨论。

1、教师操作小猴玩具，通过表演演绎歌词内容。并念最后一
句：赶快下来别再跳。

2、通过提问理解歌词内容。

1）谁来说说三只猴子是怎样玩的？（教师根据孩子的回答，
进行简单归纳，并分别出示相应的'图谱）分段练习说歌词。

2）教师示范念歌词。

师：我把小猴子玩得事情连起来说一说，就变成一手好听的



儿歌了，想不想听？如果你会的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念。

3）引导幼儿学念歌词。

师：好听吗？你们要不要试一试？（跟着老师念一遍）

师：好听的儿歌如果配上好听的节奏，会怎样呢？听你们听
一听。（跟着钢琴节奏念一遍）

三、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示范清唱歌曲。

师：好听的儿歌还可以用好听的歌声唱出来呢。仔细听好
了……

2、幼儿随乐学唱歌曲，重点练习第二句。

师：你们想试试吗？你觉得那一句话唱起来有点困难？（重
点练习）

3、学习有表情的演唱。

1）师：你们觉得小猴子在床上跳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开
心）一起用开心的样子唱一唱。摔了一跤后感觉怎样？谁来
学一学？妈妈在喊得时候，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分句学唱）

2）那我们唱的时候，把猴子开心、摔了一跤很痛和妈妈生气
的样子表现出来是不是会更好听呢？一起试试看。

四、 歌曲表演。

1、教师邀请三位幼儿合作示范表演。

2、分组表演。



幼儿每四人一组，自由分配角色表演。

五、感受第四段歌曲的氛围，并渗透安全教育。

那我们也要来让小猴子知道以后不在床上乱跳，应该说什么
呢？（幼儿讨论）老师也想用歌声告诉他们，让我来试试看。
唱“以后不要再高的地方跳，头上就不会有包包，保护自己
很重要，做个开心的乖宝宝。”

大班画猴子篇四

师：同学们，这一单元的生字，上一节课我们已经集中学完
了。

现在，我们复习几个生字(老师先拿出一课中的生字卡片进行
演示，让学生集中读、个别读、再对比较难的字进行分析。)

同学们，谁会分析“掰”字的字形结构?

生：(一个学生发言说)“掰”字是左中右结构，两手中间一
分开，就是“掰”字。(这个学生还用两只小手做了一
个“掰”的动作。)

〔分析准确，比画得当，动作示义，一目了然。〕

师：好!(老师接着问)蹦蹦跳跳的“蹦”字的字形结构谁会分
析?

生：(一个男孩举手，大声说)“蹦”字是左右结构，山下有
个小朋友，正在踢足球，就是“蹦”字。(老师表扬同学们把
生字记得牢固)

师：现在，老师给同学们讲一个的故事，好不好?



生：(学生齐声回答)好!

(教师板书课题)

(老师一边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一边演示幻灯片，彩色的小
猴子动来动去，同学们仔细地看着画片、聚精会神地听老师
讲故事。)

(学生打开课本，先小声预读课文，然后集体大声朗读了一遍
课文。)

师：同学们读得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这篇课文。

大家看，这只小猴子从山上下来后，先到哪里?

生：(学生齐声回答)走到一块玉米地里。

(老师把彩色玉米图片挂在黑板的第一条线绳上)

师：玉米结得怎么样?

生：(齐答)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老师指导学生看课文中第一幅图画，再把词语卡片“又大又
多”也挂在第一条线绳上。)

师：小猴子看见又大又多的玉米，它是怎样想的?又是怎么做
的?

生：小猴子心里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玉米，扛着往前走。

(老师把“非常高兴”的.词语卡片竖挂在黑板上的线绳上，把
“就”字的卡片挂在“非常高兴”的右面的中间线绳上。接
着在第一条线绳的右端挂上“掰”、“扛”的卡片。)



师：小猴子走到玉米地里后，又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按小黑板
上提出的几个问题，边看图、边思考，自学下面几段课
文。(老师同时挂上小黑板后，请一名学生念一遍问题。)

生：(念题)小猴子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怎么想的?怎么
做的?

(学生念完后，同学们小声读起课文，同桌互相讨论，气氛比
较热烈。)

师：谁先回答?

生：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看到又大又红的桃子，
心里非常高兴。小猴子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

生：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又走到一片瓜地里。看到又大又
圆的西瓜，心里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

生：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非常高兴，就扔了西瓜去追兔子。

师：结果，小猴子得到什么?

生：小猴子没有追上兔子，结果一样东西也没有得到，所以
只好空着手回去了。

黑板的板书如下：

师：同学们，我们学完了课文，知道了小猴子下山后，做了
四件事。

(老师让学生看着黑板上的图片、字卡，复述课文。几个同学
都很流利地复述课文。这时，老师便趁热打铁，及时向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



师：同学们，这只小猴子下山后看见了许多可爱的东西。它
扔了这个抓那个，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一件事也没做好。

现在大家想一想，你们平时做事情时，有没有像小猴子一样
的做法呢?

(小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小声嘀咕，互相议论，小手都举起
来了。)

生：我预习生字时，拿字典查字，有时第一个字没查出，就
去查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没记住，又急着学第三个字，结果
没有预习好。

生：我打扫卫生也和小猴子一样，地没扫完，就去抢着擦桌
子，桌子没擦完，又去扫院子，结果人家把教室打扫干净了，
自己一件事也没做好。

师：同学们联系小猴子的做法，检查自己，这很好。今后我
们小朋友做事可不能像小猴子那样，扔了这个去抓那个，结
果什么也没做好。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认
认真真地去做，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这样才能有收获。

师：同学们，我们再看看黑板上这些图画，画的是什么?(老
师用教杆反映着四张图画)

生：画的是玉米、桃子、西瓜、兔子。

师：这些词属于什么词呢?(教师以前曾初步讲过识别几种常
用实词的方法。)

生：是名词。

师：对这些表示事物名称的词叫名词。

生：是形容词。



师：对!这些说明事物、描写事物样子、好坏的词叫形容词。
谁能用这些词造句呢?(学生争着发言)

生：冬于，王奶奶买的萝卜又大又多。

生：农民伯伯种的玉米又大又多。

生：学校里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多。

生：我家有个又大又红的气球。

生：正月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

师：同学们这些句子造得都比较好。

(老师用教杆指着卡片的“扛、捧、抱、掰、摘、扔、追”等
词，让学生读。有的学生还边读边做动作。“扛”，两手举
起往肩上一放；“捧”，两手在胸前做捧的动作；“抱”两
手抱成一个大圆形……)

师：这些词的名字叫什么呢?

生：动词。

师：对!同学们再想一想，表示动作的动词，哪些部首最多?

生：因为手脚和“动”最有关系，所以提手旁、走字旁、足
字旁的部首最多。

(老师表扬了这个同学会想问题。接着又引导学生回忆以前学
过的“才”、“辶”、“足”偏旁部首的动词。学生议论。
老师用幻灯片打出学过的带“扌”、“辶”、“足”部首的
动词进行复习)

师：(老师小结)形容词和动词都能用在名词的前面，表示事



物的样子、动作，可以把事物说得更具体、更形象、更生动。
现在我们做一个填空练习，老师用幻灯片打出来，看谁能填
上适当的形容词或动词。

(同学们举手发言，填词)

(又酸又甜)的桃子(又大又白)的兔子

(又红又沙)的西瓜(又大又黄)的桔子

(为了加深对形容词的理解，教师用幻灯又打出一组题来。同
学们争着填词。)

(火红的)太阳(红红的)果子(勇敢的)战士

(绿色的)森林(粉红的)桃花(亲密的)朋友

(温暖的)春天(又大又圆的)西瓜(天真活泼的)孩子

大班画猴子篇五

《小猴子下山》

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小学米金梅

实录

(上课铃响了，老师走进教室，师生互相问好后，学生坐下)

师：同学们，这一单元的生字，上一节课我们已经集中学完
了。

现在，我们复习几个生字(老师先拿出《小猴子下山》一课中
的生字卡片进行演示，让学生集中读、个别读、再对比较难
的字进行分析。)



同学们，谁会分析“掰”字的字形结构?

生：(一个学生发言说)“掰”字是左中右结构，两手中间一
分开，就是“掰”字。(这个学生还用两只小手做了一
个“掰”的动作。)

〔分析准确，比画得当，动作示义，一目了然。〕

师：好!(老师接着问)蹦蹦跳跳的“蹦”字的字形结构谁会分
析?

生：(一个男孩举手，大声说)“蹦”字是左右结构，山下有
个小朋友，正在踢足球，就是“蹦”字。(老师表扬同学们把
生字记得牢固)

师：现在，老师给同学们讲一个《小猴子下山》的故事，好
不好?

生：(学生齐声回答)好!

(教师板书课题)

(老师一边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一边演示幻灯片，彩色的小
猴子动来动去，同学们仔细地看着画片、聚精会神地听老师
讲故事。)

(学生打开课本，先小声预读课文，然后集体大声朗读了一遍
课文。)

师：同学们读得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分析这篇课文。

大家看，这只小猴子从山上下来后，先到哪里?

生：(学生齐声回答)走到一块玉米地里。



(老师把彩色玉米图片挂在黑板的第一条线绳上)

师：玉米结得怎么样?

生：(齐答)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老师指导学生看课文中第一幅图画，再把词语卡片“又大又
多”也挂在第一条线绳上。)

师：小猴子看见又大又多的玉米，它是怎样想的?又是怎么做
的?

生：小猴子心里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玉米，扛着往前走。

(老师把“非常高兴”的词语卡片竖挂在黑板上的线绳上，
把“就”字的卡片挂在“非常高兴”的右面的中间线绳上。
接着在第一条线绳的右端挂上“掰”、“扛”的卡片。)

师：小猴子走到玉米地里后，又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按小黑板
上提出的几个问题，边看图、边思考，自学下面几段课
文。(老师同时挂上小黑板后，请一名学生念一遍问题。)

生：(念题)小猴子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怎么想的`?怎
么做的?

(学生念完后，同学们小声读起课文，同桌互相讨论，气氛比
较热烈。)

师：谁先回答?

生：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看到又大又红的桃子，
心里非常高兴。小猴子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

生：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又走到一片瓜地里。看到又大又
圆的西瓜，心里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



生：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非常高兴，就扔了西瓜去追兔子。

师：结果，小猴子得到什么?

生：小猴子没有追上兔子，结果一样东西也没有得到，所以
只好空着手回去了。

黑板的板书如下：

师：同学们，我们学完了课文，知道了小猴子下山后，做了
四件事。

(老师让学生看着黑板上的图片、字卡，复述课文。几个同学
都很流利地复述课文。这时，老师便趁热打铁，及时向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

师：同学们，这只小猴子下山后看见了许多可爱的东西。它
扔了这个抓那个，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一件事也没做好。

---------------------------

现在大家想一想，你们平时做事情时，有没有像小猴子一样
的做法呢?

(小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小声嘀咕，互相议论，小手都举起
来了。)

生：我预习生字时，拿字典查字，有时第一个字没查出，就
去查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没记住，又急着学第三个字，结果
没有预习好。

生：我打扫卫生也和小猴子一样，地没扫完，就去抢着擦桌
子，桌子没擦完，又去扫院子，结果人家把教室打扫干净了，



自己一件事也没做好。

师：同学们联系小猴子的做法，检查自己，这很好。今后我
们小朋友做事可不能像小猴子那样，扔了这个去抓那个，结
果什么也没做好。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认
认真真地去做，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这样才能有收获。

师：同学们，我们再看看黑板上这些图画，画的是什么?(老
师用教杆反映着四张图画)

生：画的是玉米、桃子、西瓜、兔子。

师：这些词属于什么词呢?

大班画猴子篇六

一只小猴子下山来了，一路上，它看见山下有又大又多的玉
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可爱的小兔子，感
到非常高兴。可是当它回家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这是怎
么一回事呢？让我们跟着这只小猴子来看看吧。

二、字词学习，基础积累

1．教师范读课文，重点指导“一块”“非常”“往前”“西
瓜”“蹦蹦跳跳”等生词的读音。

2．学生自读课文，圈画生字词，借助字典解决生字词。

3．检查自学情况，理解词语的意思。

(1)教读生字并组词造句。学习“猴、瓜”这些生字时，可以
结合图片理解；学习“掰、扛、扔、摘、捧、抱、蹦、追”
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动作表演的方法；学习“块、常、
往”这些生字时，可以采用形近字比较的方法。



形近字示例：

块(石块)--快(快乐)--诀(口诀)

常(经常)--赏(欣赏)--裳(衣裳)

往(来往)--驻(驻足)--炷(一炷香)

(2)对要求会写的字进行书写指导。

书写指导：

“地”“土”作部首时，末横变提。

“非”横间距均匀，两边最下横稍长。

“常”上宽下窄，“巾”的竖在竖中线上。

“往”“主”的三横长短不一。

“瓜”第一画是短撇，要写得平一些。

“进”写“辶”的捺时，要写成平捺，托住被包部分。

“空”““稍扁一些，”工“的上横短、下横长。

易错提示：

“往”左部是“彳”，不要写成“亻”。

“瓜”不要漏写点，不要写成“爪”。

“空”上部是““，不要写成”宀“。

(3)归类识字。



部首归类示例：

土：地(土地)--场(场面)--坏(坏人)

扌：扛(扛起)--扔(扔掉)--摘(采摘)--捧(吹捧)--抱(拥抱)

彳：往(向往)--行(行走)--街(街道)

量词归类示例：

块：一块玉米地一块糖一块石头

棵：一棵桃树一棵青松一棵白菜

片：一片瓜地一片树叶一片月光

只：一只兔子一只袜子一只小船

(4)书写练习：巡视指导，并纠正握笔姿势、笔顺和坐姿。

三、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小猴子下山，先后去了哪些地方？

明确：玉米地里、桃树下、西瓜地里。

2．小猴子这一路上看见了哪些东西？

明确：玉米、桃子、西瓜、兔子。

四、课堂小结，效果强化

又大又多的玉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蹦蹦
跳跳的小兔子，这可都是好东西！可是，小猴子不仅没有满
载而归，反而一无所获。同学们，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下节课再来寻找答案。

五、练习设计，巩固提升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大班画猴子篇七

今天中午，我和妈妈来到班上，一起阅读了“小猴子下山”。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感触很深，受益匪浅。

故事的大概情节是：小猴子下山去采集食物，在摘到玉米后
经过桃子园就把玉米丢了去摘桃子；来到西瓜田又把桃子丢
了去摘西瓜；最后在路上看到小兔子后把西瓜也丢了就去追
小兔子。结果，到后来小猴子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空着手
回家了。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我们平时不能也像小猴子一样！一件事
没做好，就丢下去做另外一件事，结果是每一件事情都没做
好。

我想对小猴子和自己说，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要朝着一个
目标努力奋斗，才会有所收获！

大班画猴子篇八

1、知识与能力: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
内容。

2、过程与方法：通过合作学习，提问等方式一步一步引导学
生深入感悟课文内容，明白故事所蕴含的道理。

1、师：同学们，今天老师请来了两位动物朋友。它们是谁呢？
（出示猴子和大象的图片）



2、你知道猴子和大象分别有什么本领吗？（指名说）

3、猴子和大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继续
来品读《猴子和大象》这个有趣的故事。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5、听课文录音。

6、听完录音，你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指名答）

师相机总结；大象和猴子比本领，请小鸟当评判，小鸟让它
们去河那边采果子，猴子和大象互相帮助，满载而归。

（一）学习第

1、2自然段

1、课文哪个自然段告诉了我们猴子和大象要比本领呢？请打
开书127页，快速找到。（第一自然段）

2、齐读第1自然段。（出示课件）

3、猴子和大象为什么争论？指名答。（板书：比本领）

4、它们确实是争论了很久，它们会争论些什么呢？请同桌之
间演一演。

5、现在，老师请两个同学上台表演猴子和大象是怎样争论的。

6、你瞧，它们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它们请来了小鸟
做裁判，小鸟说了什么呢？请大家齐读第2自然段。（出示课
件）

4、小鸟让它们做什么呢？（板书：摘果子）



（二）学习3~8自然段

1、猴子和大象会怎么比呢？比赛结果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学
习3~8自然段。请看学习提示。（课件出示学习提示）

2、课件出示学习提示：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3~8自然段。

（2）同桌之间交流：猴子和大象谁的本领大？为什么？请找
出课文中的句子读一读。

3、汇报、交流。

生甲:我觉得大象的本领大。因为大象会游泳。（1）请你读
一读课文中的句子。

（2）评议:你觉得他读得怎么样？应该怎样读？

（3）猴子过不了河，心情怎样？（失望，着急，难过）谁来
扮演猴子，读读它的话。

（4）这时，大象是什么心情？(骄傲，神气)谁能读出大象的
神气十足。

生乙：我觉得猴子的本领大。因为猴子会爬树。（1）请你读
一读课文中的句子。

（2）评议:你觉得他读得怎么样？应该怎样读？

（3）大象摘不到果子时，会是什么心情？（犯愁）请你读出
大象发愁的语气

（4）这时，猴子是什么心情？(骄傲，神气)谁能读出猴子
的'骄傲。生丙:我觉得它们各有各的本领。因为猴子会爬树，



大象会游泳。

4、后来，猴子和大象摘到果子了吗?你从课文的哪一个自然
段中知道的?(第7自然段)

5、（课件出示第7自然段）它们是怎样摘果子的？请你边读
边加上动作。

6、谁能说出这段话中的动词？指名说。学生圈出动词。齐读，
要求动词读重音。

（三）学习第9自然段

1、理解“满载而归”

师:现在，大象驮着猴子，过了河，回到小鸟身边。你们瞧，
它们摘的果子多吗？（多）可以用课文中的哪个词语来形容
（板书：满载而归）

2、猴子和大象为什么能满载而归呢？指名答。（板书：团结
合作）

3、小鸟看到大象驮着小猴满载而归，高兴地说：“你们还需
要我评判谁胜谁败吗？”请看这句话。

4、课件出示句子。

你们还需要我评判谁胜谁败吗？

师：齐读句话。你们觉得还需要小鸟评判吗？（不需要）如
果不用问的语气，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说？（指名说）你们不
需要我评判谁胜谁败。

师：比较这两句话，第一句是反问句，第二句是陈述句，反
问的语气更强，更肯定。男女生比赛读这两句话。



5、出示练习：

你不知道我是爬树冠军吗？你知道我是爬树冠军。

（指名读，你能说出它的意思吗？）

6、最后，为什么大象和猴子听了小鸟的话，互相看了看，笑
了？（课件出示）

7、师总结：现在，猴子和大象已经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只有团结合作，取长补短，才能
把事情办好。

8、这时，大象和小猴会对小鸟说些什么？（指名说）

1、提问：学了课文，你有什么收获？（指名说）师：是的，
就像这些名言警句所说。

3、出示有关团结合作的名言警句。齐读。（课件出示）团结
就是力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

说一说：回家把《猴子和大象》这个故事以及你从这个故事
中懂得的道理说给爸爸妈妈听。

板书设计：

24、猴子和大象

小鸟：摘果子

猴子＿＿＿＿＿＿＿＿＿＿＿＿＿＿＿＿＿＿＿

大象

＼



比本领

/

＼/

＼

过河

/

＼

爬树

/

＼

满载而归

/

（团结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