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模板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篇一

（一）

学生的研究兴趣往往是不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在课堂上只能
获得对一类动物的研究结果，对其他动物的了解要依赖于与
同学的'交流，而交流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只有让同学们对动
物研究的兴趣延续到课外，热情保持下来，在生活中观察，在
“玩”中形成感悟，同学们的研究才是全面的、深入的，我
们的教学才能说是成功了。

（二）

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篇二

《动物过冬》是s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课文。
是一个关于动物过冬的童话故事。这篇童话故事通过写小蚂
蚁找朋友的经过，告诉我们喜鹊、燕子、杜鹃、黄鹂和青蛙、
小蚂蚁过冬的方法，从而让学生了解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过
冬方式，激发学生探究大自然奥秘。我的教学设计理念是：1、
选择学生感兴趣的生活场景入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注重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
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2、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学生的阅读实践应代替教师的分析。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享
受审美乐趣。我对这堂课进行了总结反思：



一、激趣引入

出示课题后，我让学生自己质疑，“冬天到了，人们怎么过
冬？那可爱的小动物又如何过冬呢？”从儿童有兴趣的话题
导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学生非常积极地投入课堂。”接
下去，我引导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边读边找答案，使
学生做到有目的地去读书。

二、以读代讲

在教学中，我注重以读为本，以读代讲，让学生用各种方式
朗读，通过充分地默读、小声朗读自主获得情感体验。这样
学生有了自由朗读的空间，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广阔
的平台。学生通过读第二自然段小蚂蚁和喜鹊的对话了解到
燕子、杜鹃、黄鹂到南方过冬，到第二年春天再飞回来；喜
鹊在当地搭窝过冬。通过指导学生读好第三自然段的语句，
学生体会到了青蛙冬眠过冬的方式。三、在表演中体验、感
悟喜欢表演是孩子们的天性，表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想象
力、表现力与创造力。教师实实在在地把课堂还给学生。比
如在教学“冬眠”时，我请小朋友上来扮演青蛙，表演青蛙
和小蚂蚁的对话。通过小朋友的表演、评价，知道了青蛙冬
眠时应该是不动的，因为青蛙冬眠是不吃不动的。如果能让
学生表演一下青蛙冬眠的动作就更加深了对“冬眠”这个词
的`理解。

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篇三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我精心设计了用
于上课的课件，尽力使平时不敢举手的孩子都积极参与到朗
读学习中来。事实证明，这节课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习
效果都非常不错。下面就本节课的教学做一下总结：

一、识字教学



导入时先让孩子回忆与父母在一起最开心的事，体会家的温
暖和快乐，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初读课文之后，我先从
检查学生读课文情况入手，看看学生字音读得是否准确，再
从句子中脱离出生词，让学生认读，先让独立练习，再指名
带读。在这里面我重点处理了一类字“云”
和“子”。“云”在读完词后，让学生尝试组词，学生的思
路还是比较开阔的，有的组“云朵”、“彩云”，还有的想
到了“乌云”。“子”我重点是通过“种子”和“孩子”来
认识“子”在独立念时读三声，而在这两个词中读轻声，老
师指导读词，轻声读得短而轻。紧接着让学生说说知道哪些
植物的种子，而种子是如何生长发芽的，学生没有太多的亲
身经历，所以老师通过讲授，让学生理解“泥土是种子的
家”这句话，学生练习朗读这句话，为学习课文奠定基础。
最后再将词语打乱顺序进行开火车练习。

低年级词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学习不能脱离句子，脱离
语境，只有在语境中学习才能理解和学会运用。

二、品读文本

本课全文共6句，1至4句按从上到下分别指出“蓝天、树林、
小河、泥土”是“白云、小鸟、鱼儿、种子”的家。第5句指
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家。第6句是总结，又是升华，告诉我
们世界上万物虽然都有自己的家，但都生活在地球的怀抱里，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我的设计思路是按照“引学第1行——
自学2—4行——共同体会第5、6行”为主线，以读为主，配
以精美的课件把课文内容变得更直观，边读边展开想象，让
学生有所感，有所悟。

在学习第一句时，先引导学生想象白云在家里时的自由自、
快乐的心情，再通过指导朗读。有了第一句的朗读基础，在
学第二句时学生就能够读出自己的感受了，老师再适时地评
价，学生朗读水平就会上一个层次，第三句不用老师指导，
也能后边想象边读出感情了，这样，也体现了教学的教、引、



放的过程。最后，让学生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表演、朗读
前四句话，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为背诵奠定基础，
而且还让学生有个简短的休息，一举多得。在处理课文的难句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这句话时，我是先让学生欣赏地球
上的事物的图片，有大山、海洋、草原、各种动物以及人类。
在出示“地球是（**）的家”，让学生看图填空，之后让学
生想一想，地球既是植物的家，也是动物的家，更是我们人
类的家，那我们用一句话说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学生
很容易填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也解决了难点。

三、句式练习

在落实句式练习这一重点目标时，我主要是分几步进行递进
式的渗透，最后让学生达到了灵活运用的目的。第一次练习，
在学习第三句“小河是鱼儿的家”之后，让学生想一想，小
鱼在小河里会有哪些朋友，由此引出“小河是（**）的家”，
在插图帮助下，学生很快就能填出答案。第二次，是在表演
朗读前四句话后，让学生观察这四句的特点，这四句说的都
是谁是谁的家，再出示“大山是（**）的家”和“（**）是
（**）的家”，有了前面的基础，第一句学生填的很快，后
面进一步的发散思维，并进行运用。第三次练习是“地球是
（**）的家”，这句话的目的，主要是巩固句式，再有就是
为突破难点奠定基础。总的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篇四

(1)一般始于青春期：人格障碍的特征往往从儿童期初露端倪，
但由于这时人格的可塑性较大，一般到青春期才变得显著。

(2)他们都有紊乱不定的心理特点和难以相处的人际关系：这
是各类人格障碍最主要的行为特征。他们多表现为偏执、怀
疑他人、被动或主动地侵犯他人等，给他人造成极大的麻烦
甚至带来祸害。



(3)他们把遇到的任何困难都归咎于命运或别人的过错：因此，
多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或需要改正什么。他们常将社会
或外界的一切看成是荒谬的，不该如此.

(5)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猜疑、仇视和固有的看法带到
哪里：任何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际关系都不能改变
其行为特点。

(6)他们的行为后果常伤及别人，危害社会，而他们自己却泰
然自若。

(7)总是由别人的埋怨或先发使他们的不良行为得以暴露，而
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什么病痛，心情不安。

人格障碍的行为问题表现程度不同，最轻者可以完全正常地
生活，只有与他们接触较多的人才会发现他的怪僻，觉得他
们无事生非，难以相处。严重者事事都违反社会习俗，难以
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动物的共同特点教案科学篇五

在本文的教学设计中，为了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我精心设
计了用于上课的课件，尽力使每个孩子都积极参与到阅读学
习中来。教学后作如下思考：

一、识字教学

导入时先让孩子交流和父母在一起最开心的事，体会家的温
暖和快乐，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初读课文之后，我先从
检查学生读课文情况入手，看看学生字音读得是否准确，再
从句子中脱离出生词，让学生认读，先让独立练习，再指名
带读。在这里面我重点处理了会写字“云”
和“禾”。“云”在读完词后，让学生尝试组词，学生的思
路还是比较开阔的，有的组“云朵”、“彩云”，还有的想



到了“乌云”。最后再将词语打乱顺序进行开火车练习。低
年级词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学习不能脱离句子，脱离语
境，只有在语境中学习才能理解和学会运用。

二、品读文本

本课全文共5句，1至4句按从上到下分别指出“蓝天、土地、
树林、大海”是“白云、禾苗、小鸟、鱼儿”的家。第5句指
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这一句是总结，又是升华，告诉我
们世界上万物虽然都有自己的家，但都生活在地球的怀抱里，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我的设计思路是按照“引学第1句——
自学2-4句——共同体会第5句”为主线，以读为主，配以精
美的课件把课文内容变得更直观，边读边展开想象，让学生
有所感，有所悟。

在学习第一句时，先引导学生想象白云在家里时的自由自、
快乐的心情，再通过指导朗读。有了第一句的朗读基础，在
学第二句时学生就能够读出自己的感受了，老师再适时地评
价，学生朗读水平就会上一个层次，第三句不用老师指导，
也能后边想象边读出感情了，这样，也体现了教学的教、引、
放的过程。最后，让学生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表演、朗读
前四句话，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为背诵奠定基础，
而且还让学生有个简短的休息，一举多得。在处理课文的难点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这句话时，我是先让学生欣赏地球
上的事物的图片，有大山、海洋、草原、各种动物以及人类。
在出示“地球是（）的家”，让学生看图填空，之后让学生
想一想，地球既是植物的家，也是动物的家，更是我们人类
的家，那我们用一句话说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学生很
容易填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也解决了难点。

三、句式练习

在落实句式练习这一目标时，我主要是分几步进行递进式的
渗透，最后让学生达到了灵活运用的目的。第一次练习，在



学习课文时在插图帮助下，学生很快就能填出答案。第二次，
是在直观图画的引导下“草原是（羊群）的家”和“（花朵）
是（蝴蝶）的家”……有了前面的基础，学生填的很快，后
面进一步的发散思维，并进行运用。第三次练习是通过联想，
自由发挥，主要是巩固句式，张扬个性，总的来说效果还是
非常好的。

当然这堂课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第一，学生的朗读层次性还
是体现的不是很到位，这主要是老师的指导语需要进一步的
加强，真正起到引领的作用，更够使学生的朗读上一个高度。
第二，对低年级学生的课堂调控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提
高，在平时还有长抓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