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
时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2、过程与方法：用讲故事的方法了解课文内容，讨论、查找
关于骆驼的资料；

学会字词，理解课文内容；

认清生字、词，辨别形近字；

光碟、关于骆驼的资料；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见过骆驼吗？（见过）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骆驼是什么样的？

2、今天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只可爱的小骆驼吧！

二、初读课文

1、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想想，主要讲了个什么故事？

三、自学生字、词

1、自由读一读全文中的字、词；



2、圈出不理解的.字词，利用工具书弄清楚意思；

3、分清字音，注意辨别字形；

4、指名读词语，帮助正音

镜子委屈疼爱一趟多亏陷进足够铺天盖地闭上

四、课后作业

1、读通课文，要求正确、流利、有感情；

2、师指导钢笔描红。

2、程与方法：用讲故事的方法了解课文内容，讨论、查找关
于骆驼的资料；

光碟、cia；

一、激趣导入

2、师：看来同学们对骆驼的了解还真不少，这是老师带来的
一些资料，请看：（出示资料略读）而且还给同学们带来了
几只小骆驼，今天就由它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生齐答：想听）

二、整体感知

2、师出示课文录音，生听这个故事；

3、师：同学们听得多仔细啊，现在就请你们赶快用自己的话
把这个故事讲给合作伙伴听，一定要讲得有趣啊！

4、生分组讲故事，师巡视指导；



5、师：谁能勇敢地讲听；（指名上台讲故事，师生）

6、师：听了故事，也讲了故事，我们知道故事中的小骆驼在
小溪边照镜子，无意中遇到了小红马，小红马却嘲笑它长得
太难看，小骆驼心里委屈极了，妈妈知道后决定带小骆驼到
沙漠里走一趟（出示图）让我们来看看小骆驼眼中的沙漠都
是什么样子的？（指名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小骆驼遇
到了什么？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自由读课文的3、4自然段，
看谁最会读书，能从中找到答案（师出示段落）

7、生读3、4自然段，师巡视；

8、师：谁能说说看（指名说）

9、师：有了这次难忘的沙漠之旅，却让小骆驼由委屈变得自
豪，这又是为什么？（指名说）

11、生分组交流，师巡视；

12、师：谁能说说看。（指名说，师相机板书）

三、讨论探究

2、分组讨论；

3、哪个小组来汇报？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4、师：听了同学们的汇报，大家清楚地知道看待事物不应该
只看外表，而要看它有没有作用，小骆驼正是凭着难看的外
表，并被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

四、角色表演

1、师：（出示表演题）假如你就是那只外表丑陋的小骆驼，
有一天，恰巧又又碰到了小红马，如果小红马再嘲笑你，你



该怎么说？（指名说）

2、师：听了同学们自信的回答，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从这节
课中得到许多收获，谁能说说看。

五、质疑

1、师指名谈收获；

2、师：在你们得到收获的同时还想知道些什么？（指名质疑，
共同解决）

六、作业设计

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外表看似难看但却非常有用的事物，请
你再收集几个听；或以《小红马，别再嘲笑我》为题写一个
片段。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渗透正确的审美观教
育。

2、读懂课文内容，能有条理地讲述这个故事。

3、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
组成的词语。

4、默读课文第3、4自然段，能简要口述骆驼的驼峰、脚掌、
眼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

两课时

1、谈话：小朋友见过骆驼吗？在哪里见过？它是什么样的？



（指名学生说一说）

2、今天我们学习的一篇课文就是讲骆驼的，题目是：我应该
感到自豪才对。（板书）

1、出示自学题

（1）自由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读通句子，想一想课
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读读下面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它们的意思，注意带
点的字。

疙瘩自豪骆驼委屈足够沙漠小溪陷进养料

风沙茫茫贮存俯下身子铺天盖地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及时辅导后进生

1、指名读课文，帮助纠正字音和读得不通顺的地方，引导学
生把课文读正确。

2、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说一说课文哪一部分是讲小骆驼跟着妈妈到沙漠旅行的。
（第3、4自然段）

4、指名读自学题（2）的词语，注意3个带点字都读轻声，教
师领读这3个词语。

5、说一说“自豪、委屈、足够、小溪、陷进、养料、风沙”
等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学生说出意思后，教师要进一步追
问是怎么学会的。学生说不出来要引导他们反复读课文、看
课文插图来加以理解。



6、小结自学情况，表扬学得好的，鼓励学得不够好的

1、指名读第1、2自然段，思考第1、2自然段写什么。

2、引导学生归纳。

3、指导朗读这一部分课文。

(1)教师范读。

(2)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读。

(3)指名读，引导学生说一说读得怎么样，提醒学生注意通过
读体会小骆驼照镜子时候的心情，读准小红马批评小骆驼难
看时的语气，并通过读进一步理解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4)分组齐读这一部分课文。

1．用钢笔描红。

（1）引导学生观察哪些字容易写错，教师提醒学生注
意“鼻”和“陷”的.写法。

（2）学生当堂描红，教师注意学生写字习惯的养成，还可以
适当播放一些轻音乐，以减轻学生课堂疲劳。

（3）及时反馈，指出优缺点，进行强化练习。

（4）欣赏佳作。

2．抄写课后第三题的词语，每个词语四遍

3．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第二教时

1．听写词语。



2．说一说妈妈为什么要带小骆驼到沙漠里走一趟。

1．默读课文，完成课文后第四题。

2．教师巡视，相机辅导后进生。

3．讨论课文后第四题的答案并板书。学生根据板书检查自己
做的答案。

4．指导朗读课文。

（1）学生琢磨这一部分改怎么读。

（2）指名读，引导评判是否读得有感情，提醒学生：通过读
突出沙漠的广大和环境恶劣，体会妈妈的良苦用心，体会文
章用词造句的精妙。妈妈的话耐人寻味，要反复读，读准妈
妈说话时的语气、感情。

（3）学生再练读、齐读。

5、小结。

（1）这一部分课文写了什么？请同学说一说。

（2）指名同学复述这一部分课文。

1、过渡：妈妈的亲切教导，自己的亲身体验，使小骆驼明白
了什么呢？

2、自由朗读第5自然段。

3、指名读课文，引导评判学生是否带了自豪的感情读这一部
分课文。指导学生读好这一段。

（1）思考：小骆驼想到了什么才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呀”？

（2）讨论。

（3）教师范读，学生练读。齐读、

4、教师小结。

1．分组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说话训练：同学们，小骆驼以后再听到小红马说它难看会
怎么说呢？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回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附板书：

9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驼峰——贮存着养料——足够路上用

委屈『脚掌——又大又厚——不会陷进松散的沙子里』自豪

眼睛——双层眼毛——风沙过去了，没进一点沙子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而语言的发展
惟有通过语言实践活动。本次教学活动就是通过创设一定情
境，以读代讲，引导学生运用课文中的语言进行表达，从而
实现课文语言向学生自身语言的内化。本课的教学就是在丰
富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质量。



本文是一篇童话。通过讲述小骆驼因为小红马嘲笑而感到委
屈，后来跟妈妈到沙漠旅行，明白了驼峰、脚掌、眼毛在沙
漠里的特殊用处的故事。告诉学生判断事物的美丑，不能只
看外表，要看实质，看其有没有用处。全文共有5个自然段。
课文层次清楚，语言简洁，富有情趣，寓动物常识于生动形
象的童话故事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有利于调动
学生的情感参与认知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渗透正确的审美观教
育。

2、读懂课文内容，能有条理地讲述这个故事。

3、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
组成的词语。

4、默读课文第3、4自然段，能简要口述骆驼的驼峰、脚掌、
眼毛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

多媒体课件小红马、小骆驼、和骆驼妈妈头饰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见过骆驼吗？谁能说一说你见到的骆驼是什么样子
的？（指名说）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有关骆驼的课文。根据自己的理解
读课题。

3、看到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些什么呢？（引导学生质疑：我
是谁？我为什么应该感到自豪？是什么让我自豪？）

二、指导学生预习

（1）自由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读通句子，想一想课



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读读下面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它们的意思，注意带
点的字。

疙瘩

自豪

骆驼

委屈

足够

沙漠

小溪

陷进

养料

风沙

茫茫

贮存

俯下身子

铺天盖地

三、检查自学



1、这些生词朋友你都认识了吗？（指名读预习题（2）的词
语，注意3个带点字都读轻声，教师领读这3个词语。）

2、开火车读课文，帮助纠正字音和读得不通顺的地方，引导
学生把课文读正确。

3、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四、精读课文语言感悟

（一）精读第一、二小节

1、（出示课文插图1）问小红马觉得小骆驼哪些地方长得挺
难看的？

板书：驼峰肉疙瘩脚掌又大又厚眼睛双层眼毛

2、你见过喷着响鼻的马吗？小红马的话应该怎样来读？指导
学生读小红马说的话，读出嘲笑的语气。

3、如果你是小骆驼，别人这么嘲笑你，你会感觉怎么样呢？
引导学生体会小骆驼很委屈的心情。

板书：委屈

小骆驼心里很委屈，它会怎样跟妈妈说呢？（指名表演小骆
驼对妈妈说出自己受到的委屈。）

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委屈，骆驼妈妈可心疼了！你能来扮
演骆驼妈妈表达出你对小骆驼的疼爱吗？（请学生带上头饰，
同位扮演小骆驼和骆驼妈妈来读课文第二小节，指导学生读
出骆驼妈妈疼爱的语气。）

（二）了解沙漠



过渡：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委屈，骆驼妈妈决定要带小
骆驼去沙漠里走一趟。

1、同学们对沙漠了解多少，能说给大家听听吗（指名交流）

2、{出示沙漠图片}，让我们来看看，沙漠到底是什么样的？
自由说

3、在课文的3、4自然段中，也有好多描写沙漠的句子和词语，
你能快速地把它们找出来呢？（学生找出后交流）

4、[出示沙漠词语]

茫茫的大沙漠

无边无际的沙漠

松散的沙子风沙铺天盖地

5、你能来读好这些词语吗。（大、无边无际、风沙铺天盖地）
说说读了这些词语想到了什么？（沙漠广大无边，气候干燥，
绿色植物很少，风沙很大，而且水几乎没有，还有沙丘、沙
谷，如果人在沙漠里行走，随时有生命危险。）

6、教师适量引导谈话：同学们，沙漠里的气候和环境太可怕
了，小骆驼和它的妈妈会不会遇到危险呢？下面就让我们陪
伴着小骆驼和它的妈妈也到大沙漠里去看看吧！

（设计意图：通过各种途径加深学生对沙漠的了解，是为下
文体会小骆驼的自豪心情作好铺垫。）

（三）精读3、4小节，读中感悟

1、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后讨论：小骆驼和妈妈是靠什
么走过大沙漠的？



2、学生交流，随机出示相关句子：

驼峰：

（2）同桌分角色读，男女生读（读出小骆驼的担心、和妈妈
的自豪）

脚掌：

（2）板书：陷不进沙子

（3）如果把小问号去掉，换个说法，你会说吗？

（4）比较一下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好呢？

（5）谁能把这种语气读出来。

（6）指名读评评他读得怎么样读都来读读。

眼毛：

（1）放录音呼呼的风声，感受风沙铺天盖地。师问：这么大
的风沙，能前进吗？

（2）{出示}说话间，一阵风铺天盖地刮过来。妈妈让小骆驼
俯下身子，闭上鼻孔和眼睛。一会儿，风沙过去了，小骆驼
的鼻孔和眼睛里没进一点沙子。

（２）想象当时的样子，读好这句话。

（３）板书：挡住风沙

4、师小结：原来看似难看的驼峰、脚掌、眼毛都有这么大的
作用啊！如果你是小红马，你还会嘲笑小骆驼吗？在茫茫的
大沙漠里，骆驼给了人们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人越过沙漠



必不可少的好朋友呀，人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称
为沙漠之舟。

5、让我们齐读3、4小节，再次体会骆驼驼峰、脚掌、眼毛的
作用。

（四）精读最后一节

，深化理解

1、过渡：妈妈的亲切教导，自己的亲身体验，使小骆驼明白
了什么呢？

2、自由朗读第5自然段。

3、指名读课文，引导评判学生是否带了自豪的感情读这一部
分课文。指导学生读好这一段。

（1）思考：小骆驼想到了什么才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呀？

（2）讨论。

（3）教师范读，学生练读。齐读、

4、如果你是小骆驼，能跟别人说说你是怎样穿过环境恶劣的
大沙漠吗？学生戴好头饰，同位表演。然后指名台前表演。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的用意是让学生以自述的方式，具体
说出小骆驼的驼峰、脚掌、和眼毛的作用，以说促读，训练
思维和说话能力。）

五、续编故事生活感悟

{出示书上插图}



1、同桌讨论讨论。

2、抽同学表演。

六、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判断事物的美丑，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实质，看看有没有
什么用处）

2、我们身边，你还发现有哪些外表看似难看，却很有用的事
物？

附板书：

15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驼峰肉疙瘩贮存养料

脚掌又大又厚陷不进沙子

眼睛双层眼毛挡住风沙

（委屈）（自豪）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1、学习课文第3——5自然段，懂得骆驼的驼峰、脚掌、睫毛
在沙漠的特殊用处，能口述驼峰、脚掌、睫毛在沙漠里的特
殊用处。

2、读懂课文内容，懂得判断事物的美丑不能只看外表，要看
实质，看其有没有用处的审美观。



挂图、练习题等教学手段

一、复习

1、齐读课题。“我”指谁?

2、小红马觉得小骆驼哪些地方难看?(板书)

3、过度，正因为小红马说它难看，所以小骆驼觉得挺委屈的。
(板书：委屈)于是，骆驼妈妈决定带小骆驼到沙漠中去旅行
一次。

二、感受沙漠。

1、说到沙漠你对沙漠了解多少呢?

2、出示挂图，一起看看沙漠。

3、在课文三、四自然段中找出描写沙漠的句子和词语。

4、交流沙漠词语，并读好这些词语。

5、我们说了沙漠，看了沙漠，读了描写沙漠的词语，此时，
沙漠给你一个什么印象?

过度：沙漠的环境很恶劣，可小骆驼和它的妈妈还是愉快地
在沙漠里旅行，真令人惊讶，那到底是什么帮助它俩愉快旅
行呢?请在文中找出有关句子来说明。

三、精读三、四小节，读中感悟。

(一)默读三、四小节，边读边画出描写脚掌、驼峰、睫毛的
句子。

1、脚掌



“多亏我们的脚掌长得又大又厚，如果我们的脚也像小红马
那样，陷进沙子里怎么拔得出来呢?”

a谁会把问号去掉，换个意思不变的说法?

b出示陈述句。(板书：陷不进沙子。)

c指导朗读该句。(抽读、评读、齐读)

2、驼峰

a驼峰有什么用处?(板书：贮存养料)

b男女分角色读。(读出小骆驼担心、妈妈的.自豪)

3、睫毛

a齐读句子，想象画面。

b睫毛有什么用处?(板书：挡住风沙)

小结：

学会了这段，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帮助小骆驼和它妈妈愉快旅
行吗?谁能说说?

(二)齐读第五自然段

1、旅行结束后，小骆驼心情有什么变化?(板书：自豪)

3、我们身边有没有外表难看，可很有用的东西呢?

四、续讲故事。



(同桌讨论，指名交流)

五、生生评价

1、自评。

2、评价别人。

板书设计：

14、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难看有用有用

脚掌(又大又厚)陷不进沙子

睫毛(两层)挡住风沙

驼峰(肉疙瘩)贮存养料

委屈—————————自豪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2、 过程与方法：用讲故事的方法了解课文内容，讨论、查
找关于骆驼的资料；

学会字词，理解课文内容；

认清生字、词，辨别形近字；

光碟、关于骆驼的资料；

一、 导入新课



1、 同学们，你们见过骆驼吗？（见过）那你能不能介绍一
下骆驼是什么样的？

2、 今天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只可爱的小骆驼吧！

二、 初读课文

1、 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想想，主要讲了个什么故事？

三、 自学生字、词

1、 自由读一读全文中的字、词；

2、 圈出不理解的字词，利用工具书弄清楚意思；

3、 分清字音，注意辨别字形；

4、 指名读词语，帮助正音

镜子 委屈 疼爱 一趟 多亏 陷进 足够 铺天盖地 闭上

四、 课后作业

1、 读通课文，要求正确、流利、有感情；

2、 师指导钢笔描红。

2、 程与方法：用讲故事的方法了解课文内容，讨论、查找
关于骆驼的资料；

光碟、cia；

一、激趣导入

2、 师：看来同学们对骆驼的了解还真不少，这是老师带来



的一些资料，请看：（出示资料略读）而且还给同学们带来
了几只小骆驼，今天就由它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你们想听
吗？（生齐答：想听）

二、整体感知

2、 师出示课文录音，生听这个故事；

3、 师：同学们听得多仔细啊，现在就请你们赶快用自己的
话把这个故事讲给合作伙伴听，一定要讲得有趣啊！

4、 生分组讲故事，师巡视指导；

5、 师：谁能勇敢地讲听；（指名上台讲故事，师生）

6、 师：听了故事，也讲了故事，我们知道故事中的小骆驼
在小溪边照镜子，无意中遇到了小红马，小红马却嘲笑它长
得太难看，小骆驼心里委屈极了，妈妈知道后决定带小骆驼
到沙漠里走一趟（出示图）让我们来看看小骆驼眼中的沙漠
都是什么样子的？（指名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小骆驼
遇到了什么？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自由读课文的3、4自然
段，看谁最会读书，能从中找到答案（师出示段落）

7、 生读3、4自然段，师巡视；

8、 师：谁能说说看（指名说）

9、 师：有了这次难忘的沙漠之旅，却让小骆驼由委屈变得
自豪，这又是为什么？（指名说）

11、 生分组交流，师巡视；

12、 师：谁能说说看。（指名说，师相机板书）

三、讨论探究



2、 分组讨论；

3、 哪个小组来汇报？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4、 师：听了同学们的汇报，大家清楚地知道看待事物不应
该只看外表，而要看它有没有作用，小骆驼正是凭着难看的
外表，并被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

四、角色表演

1、 师：（出示表演题）假如你就是那只外表丑陋的小骆驼，
有一天，恰巧又又碰到了小红马，如果小红马再嘲笑你，你
该怎么说？（指名说）

2、 师：听了同学们自信的回答，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从这
节课中得到许多收获，谁能说说看。

五、质疑

1、 师指名谈收获；

2、 师：在你们得到收获的同时还想知道些什么？（指名质
疑，共同解决）

六、作业设计

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外表看似难看但却非常有用的事物，请
你再收集几个听；或以《小红马，别再嘲笑我》为题写一个
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