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 大象的耳朵
第一课时说课稿(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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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3.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

1.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一．导入

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回顾下上节课学习的生字（集体读，领
读）。

这节课让我们继续学习《大象的耳朵》，看一看它的耳朵有
什么特殊之处。（板书课题）

二．品读语段

1.读第一段

知道了什么!(耳朵的特点)



课件展示大象耳朵和扇子,引导学生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解
释比喻句。

谁能用比喻句描述大象身上其他的地方，

这一天呢，我们可爱的大象去森林玩，它会遇到谁?会发

生什么呢?

2.自读上2一8自然段

（1）带问题阐读:这段出现了哪些动物?讲了什么事?

（2）小组过论:用一画出动物说的，看它们对大象耳朵有什
么看法。

用~~画出大象的想法自学生汇报

a:小动物怎么说的?(指导问句，抓任"?").

兔子说的话(指名读、齐读)

那试想下小老鼠会对大象说什么!(清学生回答)

b.这些小动物它们说的没有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大象耳朵
有毛病)

c.第一次大象是怎么回答?!后来呢?(出示上2一8大象的话)

d.学生读，并体会前后表达了象什么想法?解释”自言自语”，
并造句

e、大象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3.学习9一13自然段

（1）自读课文，想一想后来大象发生了什么变化？

（2）它怎么将耳朵竖起来？

（3）竖起耳朵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习惯的？

（4）耳朵竖起来不舒服，它又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

（5）读完之后我们也知道了大象耷拉耳朵有什么作用？

（7）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请学生回答

三．拓展

四．作业布置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二

【知识与技能】

1、会写8个生字，认识本课的9个生字，读准多音
字“扇”“似”。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角色朗读，读好问句。

2、联系上下文，说出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重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结合生活实际，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难点）

第一课时

（一）猜谜导入，读题提问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谁愿意为大家读读这个谜语？

脸上长鼻子，

头上挂扇子，

四根粗柱子，

一条小辫子。

谜底是什么？大象。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说说看。你真懂猜
谜语。

2、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大象的故事——《大象的耳朵》

请看老师书写课题，同学们也可以举起金手指和老师一起书
写。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板书：大象的耳朵）读了课题，
你想知道什么？（大象的耳朵是怎样的？大象的耳朵怎么
了？）

（二）听故事，认生字

1、带着问题，听老师讲故事。师范读，一边读，一边出示关
键词（课文的生字）或图片。



2、谁来回答刚才同学的提问。大象的耳朵是怎样的？你从哪
里知道的？出示第一自然段。

找找课文里还出现扇字的地方，读一读，注意读准多音
字“扇”，并做动作牢记“扇子与扇风。通过图片理解扇字
的户字头。一扇（门）（师范写）

找出另一个多音字“似”，读准翘舌音，想想以前学过的课
文里哪里出现过这个字，读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

理解耷拉的意思，结合耷的字形来理解大象耳朵大。并让学
生做做耷拉着脑袋、耷拉着眼皮来理解耷拉就是垂下来的意
思。找出和它意思相反的词：竖着（立起来的意思）

（三）指导阅读，读好问句

1、想想大象耷拉着的耳朵怎么了？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标
好自然段，并画出课文中的问句。

请学生回答。同桌互相复述故事。读好三句问句。

2、出示小兔子和大象的对话，同桌扮演读。

请同学出来戴头饰读。

全班起立读。

3、检查朗读，开火车整段读

4、画出课文中大象的话，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四）写字指导

半包围结构的字：扇、遇、痛



（五）布置作业

回家把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验收课：验收课：19、大象的耳朵

验收课：验收课：扇 耷拉

验收课：验收课：兔 竖着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3.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

1.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一．导入

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回顾下上节课学习的生字（集体读，领
读）。

这节课让我们继续学习《大象的耳朵》，看一看它的耳朵有
什么特殊之处。（板书课题）

二．品读语段

1.读第一段

知道了什么！(耳朵的特点)



课件展示大象耳朵和扇子，引导学生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解释比喻句。

谁能用比喻句描述大象身上其他的地方，

这一天呢，我们可爱的大象去森林玩，它会遇到谁？会发

生什么呢？

2.自读上2一8自然段

（1）带问题阐读：这段出现了哪些动物？讲了什么事？

（2）小组过论：用一画出动物说的，看它们对大象耳朵有什
么看法。

用~~画出大象的想法自学生汇报

a:小动物怎么说的？(指导问句，抓任"?").

兔子说的话(指名读、齐读)

那试想下小老鼠会对大象说什么！(清学生回答)

b.这些小动物它们说的没有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大象耳朵
有毛病)

c.第一次大象是怎么回答？!后来呢？(出示上2一8大象的话)

d.学生读，并体会前后表达了象什么想法？解释”自言自
语”，并造句

e、大象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3.学习9一13自然段

（1）自读课文，想一想后来大象发生了什么变化？

（2）它怎么将耳朵竖起来？

（3）竖起耳朵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习惯的？

（7）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请学生回答

三．拓展

四．作业布置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篇四

1、认识“似、耷”等9个生字，会写“扇、慢”等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注意读好文中的问句。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4、通过学习课文，懂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生字词卡片、图片。

2、课件。

2课时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一、复习巩固生字词。

1、课件出示生字，检查朗读。

2、听写生字，并组词。

二、朗读感悟。

（一）学习第1自然段。（课件）

师：大象的耳朵有什么特点？请朗读第1自然段。

1、出示第1自然段，指名读。

2、读懂了什么？

交流：耳朵大，像扇子，耷拉着。

3、作者把大象的耳朵比作扇子，说明大象的耳朵很大。

4、说话练习。

_______________像_______________。

过渡：正是由于大象的耳朵大并耷拉着，所以引起了许多小
动物们的好奇和关爱，请阅读第2～7自然段，画出小动物们
是怎样说大象的耳朵的。（课件）

（二）学习第2～7自然段。

1、学生自主学习，画出有关的句子。



2、交流。

小兔子：耳朵竖着。

小羊、小鹿、小马、小老鼠都在说大象的耳朵，大象听了是
怎么想的？

3、指导朗读。

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

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

（三）学习第8～13自然段。（课件）

过渡：是呀，这个说，那个说，让大象不安起来，那大象是
怎么做的？又遇到哪些问题？画出有关的句子。

1、学生边读边画。

2、同桌交流。

3、全班展示。

（1）不安——得让耳朵竖起来——用竹竿撑起来

（2）当大象把耳朵撑起来时发生了什么？

出示课件“可是，大象的耳朵眼儿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
还在里面跳舞，吵得他又头痛，又心烦。”

（3）练习说话。

又_______________，又_______________。



（5）出示课件：最后，大象还是把他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
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他的大耳朵一
扇，就能把他们赶跑。

你读懂了什么？

大象的耳朵有挡蚊虫的作用。

4、指导朗读。

5、最后，大象得出这样的想法。（出示课件）

6、理解最后一句话。

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
我。”

三、拓展延伸。（课件）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结合生活实际，说说你是怎样理
解这句话的。

大象的耳朵

不安——得让耳朵竖起来——用竹竿撑起来——有虫子进
入——耷拉下来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并积极
投入其中。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猜谜语、多媒体课件让学生



进入课文学习。通过当小老师、比赛等形式，让课堂自始至
终都充满了情趣，学生兴趣盎然，积极投入其中。

二、在自主合作探究中，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新课标积极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
于是，我努力将这一理念体现在识字和阅读教学中。

我是通过下面两个方面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

（一）我先鼓励学生自主识字，再引导他们合作识字，交流
方法。我通常会说“你觉得哪个字比较难记啊？”“谁有好
办法记住这个字？”通过循序渐进的识字过程，学生在自主、
合作、游戏中，识字能力有所提高。

（二）在阅读教学中，我大胆把时间放给学生，鼓励进行小
组合作朗读，然后再进行小组展示读，评读，赛读。这样，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真正成为学生更好学习的引导者。

三、朗读想象，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积累语言，感
悟道理。

朗读是低年级的训练重点。在学生读得正确、流利的基础上
指导他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他们读出不同角色的特点，
读出不同的情感体验。在这节课上，通过自由读、指名读、
表演读、交流读、比赛读、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有重点地
指导学生读好问句，使学生充分地在读中感悟，培养语感，
积累语言，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大象的耳朵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3、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

1、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一、导入

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回顾下上节课学习的生字（集体读，领
读）。

这节课让我们继续学习《大象的耳朵》，看一看它的耳朵有
什么特殊之处。（板书课题）

二、品读语段

1、读第一段

知道了什么！（耳朵的特点）

课件展示大象耳朵和扇子，引导学生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解释比喻句。

谁能用比喻句描述大象身上其他的地方，

这一天呢，我们可爱的大象去森林玩，它会遇到谁？会发

生什么呢？

2、自读上2一8自然段

（1）带问题阐读：这段出现了哪些动物？讲了什么事？



（2）小组过论：用一画出动物说的，看它们对大象耳朵有什
么看法。

用~~画出大象的想法自学生汇报

a：小动物怎么说的？（指导问句，抓任"？"）

兔子说的话（指名读、齐读）

那试想下小老鼠会对大象说什么！（清学生回答）

b、这些小动物它们说的没有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大象耳
朵有毛病）

c、第一次大象是怎么回答？！后来呢？（出示上2一8大象的
话）

d、学生读，并体会前后表达了象什么想法？解释”自言自
语”，并造句

e、大象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3、学习9一13自然段

（1）自读课文，想一想后来大象发生了什么变化？

（2）它怎么将耳朵竖起来？

（3）竖起耳朵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习惯的？

（4）耳朵竖起来不舒服，它又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

（5）读完之后我们也知道了大象耷拉耳朵有什么作用？



（7）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请学生回答

三、拓展

四、作业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