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 小壁
虎借尾巴教案(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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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篇一

这篇童话故事讲的是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
姨借尾巴，因为他们各自尾巴都有用处所以没有借到。通过
这个故事，学生认识到小鱼、黄牛、燕子尾巴的作用，了解
小壁虎的尾巴有再生的功能，课文浅显易懂，线索明了，其
中三四五自然段结构相似，人物对话角色鲜明，是进行朗读
训练的最佳范例。

课文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文中没有注音，上学期学生接触
过这样的文章，另外学生在《比尾巴》一课又初步了解了一
些动物尾巴的特点，所以教师可指导学生借助图画或其他手
段自主识字和阅读，培养学生自主合作的意识。

1、会认“壁、虎”等9个字，会写“和、姐”等6个字。

2、运用猜读等方法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一些动物尾巴的作用。

读好对话的不同语气，了解动物尾巴的作用。

1、课件、生字卡片、动物头饰。



2、学生搜集有关动物尾巴的资料。

课时：两课时

切入举偶

1、猜谜语。出示谜语：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
尾断无碍会再生，医学名称是守宫。

2、复习导入。你还记得《比尾巴》这篇课文吗？指名拍手背
诵。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有关动物尾巴的童话故事。

对话平台

自学（学生自己想办法扫除字音障碍，利于培养自主阅读的
能力）

1、课文没有注音，怎样才能读懂这个故事呢？学生联系以前
的经验自己想办法。（看图、查生字表、猜读或请教别人）

2、同桌互相检查读文，重点看字音是否读准确，句子是否读
通顺。

识字（有创意的识字方式，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指名当小老师领读读得准的词语，并提醒大家应注意的地

方：蛇是翘舌音。虎的声母是“h”，不是f。

（师生角色互换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和成功体验中释放出巨大
的学习潜能，为今后自主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文（举一反三，让学生感悟对话的不同语气，提高朗读水
平）



1、图文对照读课文，思考：小壁虎向谁借尾巴了？借到了吗？

2、重点指导第三自然段，读好小壁虎和小鱼对话的语气。

（1）出示句子：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把尾巴借给我。

通过比较朗读，学生体会出小壁虎说话很有礼貌，语气略带
请求。

（2）小鱼为什么不把尾巴借给小壁虎？学生做动作理解“拨
水”，体会小鱼的心情。练习有感情的朗读对话。

3、方法迁移，学生练习分角色读好小壁虎和黄牛、燕子的对
话。

评价（自评和互评结合，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和评价能力）

学生带头饰分角色表演对话，先自评然后请大家评价。

写字（有针对性的指导，利于提高学生的书写质量）

1、重点指导“有、在、什、么”四个字。

2、学生书写，教师及时展示写得好的字。

对话平台

导入（读说结合，再次感知读文）

回忆：小壁虎向谁借尾巴了？为什么没借到？先指名概括的
说说，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

读文（感悟读文利于培养学生理解和感受能力）



1、学习6、7自然段，自读讨论：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只好爬回家里找妈妈，结
果怎么样？为什么？

2、指导朗读：小壁虎这时的心情可高兴了，它的话该怎么读？
（学生自由读、指名读、全班评读、齐读）

表演（童话表演不仅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还有助于培养
他们的合作精神）

1、分角色朗读全文。

2、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分配角色，学生进行创造性表演。
（熟悉角色，加上表情动作练习排练。）

3、分组表演，全班评议改进。

（评议标准：表演的连贯性;角色的表情语气是否恰当。）

拓展（多种形式的练习设计，激发学生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1、书后练习“读读说说”。

2、小壁虎还会向谁去借尾巴呢？模仿文中的说法结合查找的
资料，再续说一两个自然段。

3、回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写字（延时评价写字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学写“变、条”两个字，学生互相评价打等级，如果不满意
可重新申请。

一年级学生排演课本剧有一定的难度，教师要求不要太高，



必要时可示范引导。另外，教师可在学生搜集动物尾巴资料
的基础上，开展“动物尾巴介绍会”。

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篇二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
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哪！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花园里，看见蜜蜂立着尾巴在花园里飞
来飞去。小壁虎说：“蜜蜂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蜜
蜂说：“不行呀，我要用尾巴保护自己，去攻击敌人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白鹅在水里游来游去。
小壁虎说：“白鹅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白鹅
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保持站立的姿势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松鼠摆着尾巴。小壁虎
说：“松鼠弟弟，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松鼠说：“不行
啊，我要用尾巴当被子，天冷的时候，我就暖和了。”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找妈妈。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过身一看，高兴得叫起
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篇三

1.抓重点词句，结合看图，读懂每个自然段，理解内容；

2.掌握十个生字及有关词语，能用指定的字口头组词；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分角色朗读。

理解讲鱼、黄牛、燕子尾巴作用的词句，认识各种动物尾巴
的.特点和用途。

教学挂图或投影片，生字生词卡片。

3课时

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篇四

1、会认“壁、虎”等9个字，还有重点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一些动物尾巴的作用。

读好对话的不同语气，了解动物尾巴的作用。

1、课件、生字卡片、动物头饰。

2、学生搜集有关动物尾巴的资料。

1、猜谜语。出示谜语：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
尾断无碍会再生，医学名称是守宫。

2、复习导入。你还记得《比尾巴》这篇课文吗?指名拍手背
诵。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有关动物尾巴的童话故事。

自学(学生自己想办法扫除字音障碍，利于培养自主阅读的能
力)

1、课文没有注音，怎样才能读懂这个故事呢?学生联系以前
的经验自己想办法。(看图、查生字表、猜读或请教别人)



2、同桌互相检查读文，重点看字音是否读准确，句子是否读
通顺。

指名当小老师领读读得准的词语，并提醒大家应注意的地方：
蛇是翘舌音。虎的声母是“h”，不是“f”.

(师生角色互换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和成功体验中释放出巨大的
学习潜能，为今后自主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1、图文对照读课文，思考：小壁虎向谁借尾巴了?借到了吗?

2、重点指导第三自然段，读好小壁虎和小鱼对话的语气。

(1)出示句子：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把尾巴借给我。

通过比较朗读，学生体会出小壁虎说话很有礼貌，语气略带
请求。

(2)小鱼为什么不把尾巴借给小壁虎?学生做动作理解“拨
水”，体会小鱼的心情。练习有感情的朗读对话。

3、方法迁移，学生练习分角色读好小壁虎和黄牛、燕子的对
话。

评价(自评和互评结合，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和评价能力)

学生带头饰分角色表演对话，先自评然后请大家评价。

1、重点指导“有、在、什、么”四个字。

2、学生书写，教师及时展示写得好的字。

导入(读说结合，再次感知读文)



回忆：小壁虎向谁借尾巴了?为什么没借到?先指名概括的说
说，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读一读。

1、学习6、7自然段，自读讨论：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只好爬回家里找妈妈，结
果怎么样?为什么?

2、指导朗读：小壁虎这时的心情可高兴了，它的话该怎么
读?(学生自由读、指名读、全班评读、齐读)

1、分角色朗读全文。

2、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分配角色，学生进行创造性表
演。(熟悉角色，加上表情动作练习排练。)

3、分组表演，全班评议改进。

(评议标准：表演的连贯性;角色的表情语气是否恰当。)

1、书后练习“读读说说”。

2、小壁虎还会向谁去借尾巴呢?模仿文中的说法结合查找的
资料，再续说一两个自然段。

3、回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学写“变、条”两个字，学生互相评价打等级，如果不满意
可重新申请。

小壁借尾巴的故事睡前故事篇五

1、学会本课9个生字，理解新词意思，会写6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一些动物尾巴的作用，激发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

一、谈话揭题

出示小壁虎（贴画或简笔画）借尾巴？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小壁虎吗？

二、根据问题自读课文

思考1、小壁虎向哪些动物借尾巴？

2、结果怎么样？

3、划出不认识的字

三、检查自学情况

1、生字：你记住了哪些字，怎么记住的？

2、小组交流（不认识的字向同学请教）

3、分段指明读课文

四、小结

学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板书

小鱼

拨水

牛伯伯



用尾巴

赶绳子

燕子

掌握方向

小壁虎

脱身

五、朗读练习

1、同桌分角色朗读

2、小组内分角色朗读

3、自由选择伙伴读

六、延伸

你还知道别的动物尾巴有什么用处吗？

七、交流资料

八、写字指导

九、课后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