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 有趣的动
物共栖现象教学设计(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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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篇一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是一篇科普文章，向我们介绍了自然界的一种有趣
现象——共栖。课文讲述了生物的三种共栖现象（犀牛鸟和
犀牛、燕千鸟和鳄鱼、百舌鸟和金黄鼠）。

教学目标：

2、正确、流利朗读有趣的句子，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生物共
栖现象，弄清共栖的原因，激发学生阅读科普文章的兴趣。

3、通过字里行间的体会，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有探索
自然中奇妙现象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生物共栖现象，弄清共栖的原因；

教学过程：

课前教师引导：同学们，精彩的动物世界开始了——

一、播放影片，揭题导入：



1、看了刚才的影片，你觉得动物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2、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个有趣的世界，了解它们的共栖现
象。

齐读课题：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

3、读课题，正音：共栖

聪明的同学，读了课题脑海中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问题，你
们有吗？

教师整理问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带这问题，自主读文。

师：课前我们已经进行了预习。请同学们再认认真真地把课
文读一遍，注意：把字词读准了，把句子读顺了，不明白的
地方可以查字典，读不通的地方可以反复读。

2、检查字词：

师：读通课文是深入学习课文的第一步。

第一组词语：

沼泽  虻  蛆  残渣  剔牙  育雏  寝食不安

第二组词语：

皱褶缝  皮肤薄  吸血  着地  照看

3、出示句子：



原来，犀牛的皮肤很厚，有很多皱褶。皱褶缝里面的皮肤很
薄，常常钻进一些吸血的蝇、虻等昆虫。这些昆虫在里面产
卵生蛆，搅得它寝食不安。

三、围绕问题，自主研读：

师：听着我们班同学的热情朗读，就知道我们404班有一群爱
学习的孩子。

板书：朝夕与共  和睦相处

理解词义，师：朝是什么意思？夕是什么意思？朝夕与共又
是什么意思？说起和睦相处，我们404班就是一个和睦相处的
大家庭。

2、课文中列举了哪些有趣的动物共栖呢？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让我们叫一叫这些动物的名字吧。

3、这些有趣的动物分别有什么特征呢？

板书：凶猛强大  瘦弱无比

师：课文中讲这些动物“水火不相容”，但是现在却成
为——

生答；朝夕与共，和睦相处的好朋友，你又产生了什么问题
呢？

学生质疑，教师引导：古人说的好：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我们404班的同学不但爱学习，而且还会学习。
不简单。

2、带着问题，自主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师：请同学们明确研读问题，（教师读问题）自由默读课文
第二自然段，划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并在句子旁边写上
批注。

3、学生自由默读。

4、汇报：

（1）出示学生汇报的相关句子。

师：你也是找到这句吗？请你也读一读，读得很准确，很流
利。

（2）抓住成语“寝食不安”体会犀牛需要帮助？

师：这段话中有一个成语谁找到?了寝食不安是什么意思？课
文写谁寝食不安？为什么寝食不安？此时犀牛需要的是什么？
当犀牛需要帮助的时候，小黑鸟就出现了。小黑鸟为犀牛做
了什么？它还能为犀牛做什么？（出示句子。）

用你的朗读，把这只机灵的犀牛鸟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生
读）

（3）练习句式说话。

出示：因为小黑鸟为犀牛（           ），还能
为犀牛（            ），所以它们成了好朋友。

师：你能用因果关系的句式来说说它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吗？
先自己说一说。汇报说。

（4）出示图片，体会有趣

师：你瞧，这就是友好相处的犀牛和犀牛鸟，作者为什么感
到有趣？



出示句子，是啊，这么巨大的犀牛，课文中是怎样介绍的，
连豹、狮和打响都不敢惹的犀牛，却能让小鸟在它的身上蹦
来跳去，这里啄啄，那里啄啄。齐读。你觉得有趣吗？那你
就把你感受到的有趣用你的朗读表现出来。

5、带着问题，自主学习3、4自然段。

（1）出示问题，学生自主研读。

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好朋友？哪些句子也让你感到很有趣？
划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并在句子旁边写上批注。并独立
完成作业纸作业。

b、春夏之季，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百舌鸟到金黄鼠的洞穴里
（        ），（        ），金黄鼠不但
（      ），而且（       ），所以它们也是
一对好朋友。

（2）学生充分自学。

（3）进行汇报：

教师引导抓点：

a、理解“剔牙”的“剔”的意思。出示字典上的两种解释，
让学生选择。所以叫燕千鸟的这种小鸟，也被人们叫做“牙
签鸟”，因为它可以为鳄鱼剔牙。

b、对比“又痛又痒”到后来的“不痛不痒”。

c、体会“有谁想到”奇趣，换一种说法。

d、抓住“不但…而且…”并非有利可图，只是喜欢歌声。



e、关注“闲暇时”的动作描写，划出动作描写的词语，你看
到了一对怎样的好朋友？

四、总结拓展，完成作业

1、教师指导看板书，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2、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又何止这三对动物，你还知道其他有
共栖现象的动物吗？不知道没有关系，老师已经给查阅了相
关的资料，课后，你们可以看一看，感兴趣的地方可以找老
师或同学讨论讨论。

3、布置作业，完成作业。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篇二

读《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有感一是值得一看的一篇好文章，
由597教育超市为您精心整理，如果您觉得读《有趣的动物共
栖现象》有感一不错，给你的工作和学习带来帮助的话，请
把读《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有感一告诉你的朋友或添加到
您的收藏夹内。本文地址：

动物世界总是那么神奇。有些动物凶猛强大，有的动物弱小
无比，但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它们居然能朝夕与共，和睦相
处。我有了疑惑：为什么强大的动物不去弱肉强食呢？让我
们看下面的例子就明白了。

百舌鸟和金黄鼠。金共鼠收留百舌鸟，让它在洞里孵卵育雏，
在此期间，金黄鼠不伤害百舌鸟的卵。金黄鼠收留百舌鸟，
喜欢听百舌鸟的歌。闲暇时，金黄鼠就听百舌鸟歌唱。我感
到动物只有互相依赖，才能生存。

猫头鹰和猴子。猴子吃东西很浪费，没吃完的果皮果仁都往
地下扔，引来了许多老鼠，这为猫头鹰提供了食物。虽然猴



子有时候偷吃猫头鹰的蛋，但猫头鹰依然喜欢和猴子一块住。
我体会到期了，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必须学会付出。

还有郊狼和狗獾。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共栖，其实不然，它
们是“假性共栖”。狗獾是捕捉兔子的高手，它把兔子洞穴
挖开，撵出兔子，郊狼就在外面追杀。它们一同狩猎，但总
想吃对方的肉，所以它们可能随时随地吃掉对方。我体会到，
表面上是动物共栖，但它们本性难移，总会露出凶恶一面目。

大自然真神奇啊！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读后感

经过查资料，掌握不少知识，也让对科学更感兴趣.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篇三

这篇文章是人教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八册后面
的一篇选读课文，与第三组课文“大自然的启示”相配套。
它也是一篇科普文章，这样的文章既承载着知识的传递，又
担当着语言表达示范的任务。作为语文教材，课堂中除了让
学生了解自然界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会
如何将这样的科普知识介绍得生动有趣。而这两点也就成了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在本课得以整合的落脚点。

1.(第一自然段)总说动物的共栖：表面看“水火不相容”，
实际上“朝夕与共、和睦相处”。

解释“共栖”。

2.(第二自然段)“犀牛鸟与犀牛的共栖现象”

豹、狮、大象“不敢惹”——犀牛凶猛



小黑鸟“蹦来跳去”啄、机灵放哨、惊飞报警——犀牛摆
脱“寝食难安”

(吃饱)(安全舒适)

3.(第三自然段)“燕千鸟与鳄鱼的共栖现象”

鳄鱼的凶猛：吃大野牛、尾扫羚羊

燕千鸟飞入血盆大口，为鳄鱼剔牙——鳄鱼“牙也不痛不痒
了”

(吃饱、毫发无损)(享受)

4.(第四自然段)“百舌鸟与金黄鼠的共栖现象”(动物界的伯
牙子期)

金黄鼠“不但不……还……”“喜欢听百舌鸟的歌声”

百舌鸟“为金黄鼠唱歌”

1.谋局布篇的特色

总分结构

具体内容见“课文内容把握”

2.构段方式

第2和第3自然段的构段方式：先“凶猛”，后“两种动物的
互利互惠过程”

第4自然段：总分结构

3.说明方法



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打比方

4.语言现象

*拟人修辞手法在科普文中适当的运用，介绍更富情趣

如“这里啄啄，那里啄啄”

如“搞得它寝食难安”

如“朝夕与共、和睦相处”、“收留”等

*词语的准确运用，使科普介绍更具科学性

如“居然”，如“经常”

1.巩固用“串连段意”的方法把握主要内容。

2.感受科普文形象生动、准确传神的语言特色，并能模仿迁
移。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篇四

这次通过教学《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我明白了一节课，首
先要摆正教师的位置，营造民主、平等的氛围。教师就好似
一个主持人，等待客人有话要说，以对话的方式与学生一起
学习，使学生有所成长。这堂课使我再次去体会教师需要做
到的“四会”：

在平日的课堂上，我们许多老师都在“教学”，“教学教
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可是这样一来，老师就会显
得很强大，学生处在被接受的状态，他们的表达欲望就会被
阻拦。教学本堂课，我努力以一名主持人或朋友的角度进入
课堂，抛出话题，引发学生的思考。课堂伊始，学生



对“栖”的字音读不准，从“栖”的正音切入，根据课题，
学生自己质疑，再读文解疑，我就在一旁一步步地肯定他们
与文本对话后所得到的答案。课堂就是一个舞台，一次次地
把话语权交给孩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想说，越来越愿意与大
家分享自己所思考的，相互传递着信息。在这堂课结束时，
学生的小手还高高地举起呢。

老师会倾听，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情怀，是“以学定教”
的起点。这一点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修炼的，往常上公开课，
作为老师的我们喜欢拿着教案背，背这个问题过了又是那个
问题，背这段评价后又是下一段，我也不例外。可这无形中
阻拦了教师无条件积极关怀学生的情怀，老师想的是自己怎
么教，忽视了课堂的主角——学生，其实他们才是课堂真正
的主人。师生之间的关系放正了，才能让教者的心态平和下
来，收集来自学生的信息，迅速梳理推进课堂的问题。这堂
课上学生自主学习三、四自然段，并以小组交流的形式汇报
学习结果，因为我没想到学生的学习能力比较强，课堂非常
活跃，一时间我还没做出反应，造成心中的急躁，想把孩子
的思维拉着走，这时老师的强势开始显现。其实，我还是应
该回到倾听，稳定情绪，平和心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引导孩子共同分享学习成果。

一堂精彩的课是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有成长的课，教师
应像主持人似的`创设出情景，引导孩子进入情景学习。在课
前，我就不断地假设，如果我是孩子，读了课文，我需要的
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呢？这样的思考使我对孩子多一些理解，
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些耐心和等待。课堂上，我也期待学生
和自己多一份快乐。要做到课堂上“会引”，需要教师根据
课堂生成及时做出判断。在三、四自然段的学习汇报，有的
孩子出现了倾听不认真，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我打断了汇
报的孩子，提醒其他学生对汇报学生给予尊重，但是老师的
处理比较严肃，学生一下子就显得紧张，这时我的处理还应
幽默、睿智，就不会破坏师生一起的融洽学习气氛。可到底
怎么去引导全体学生全息、有效地投入、参与这种形式的分



享汇报，我也挺困惑，这是需要长期修炼的。

一句适当的评价语，有时可以激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有
时可以给予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有时可以提供、创设更好
的学习情境，每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有着这样的心理需
求，渴望被认可、被肯定，在课堂上使用恰当的评价语，多
给学生一些正确的信息，会引导学生往着正面去发展。在学
生谈到犀牛和犀牛鸟共栖有趣时，结合上下文理解，犀牛庞
大、笨重，豹、狮和大象都不敢惹，而犀牛鸟却在犀牛背上
啄来啄去。我给的评价是：用抓重点句，联系上下文在自主
学习，是很棒的学习方法。这样的评价传递给学生一个信息，
用已有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这是能力的提高、知识的迁移。
可有时也对学生的评价也不恰当，如指导学生利用板书归纳
主要内容时，学生说得不够简洁，我只是请下一位同学再谈，
评价语却很苍白。

上完这堂课，我深感要做到这“四会”，对一位老师来讲，
真的很不容易，教师必须有平和的心态，不断地学习、不断
地修炼、不断地实践，才能有所获，恰当处理课堂生成的各
种现象。加油！

有趣的动物共栖现象原文篇五

本课教学目的及重点是让学生了解生物界这一有趣的现象及
生物共栖的原因，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兴趣。

由于这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且内容浅显，因此设计教学时
以自学为主，让学生利用学过的方法进行自学，有困难的同
学可合作学习达到学习的目的。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我首先
抓住题目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如谁与谁共栖，有那些有
趣的现象，共栖的原因等，然后让学生通过已掌握的学习方
法进行自学，从文中找到答案。当所有的问题解决以
后，“什么是共栖”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拓展学生的
知识视野，我鼓励学生查阅书籍或上网搜集其它生物共栖的



现象的资料，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和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
最后一个环节进行人文教育，让学生通过学文后说说你最想
说的一句话，引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

这一课的设计力求体现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思想以及激发
积极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探索中获得
知识和情感体验。

教学目标

1、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生物共栖现象，弄清生物共栖的原因，

2、激发学生阅读科普文章的兴趣。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共栖现象，弄清它们共栖的原因。

教学难点

理解什么是共栖。

课前准备

熟读课文，搜集其他生物共栖的资料。

教学过程

教师引导 学生活动 设计说明

一. 激趣导入

1. 导入新课

2. 板书质疑



3. 激发自主探究的兴趣，学生根据课题提出问题

二. 自主学习.

1. 自读课文解决问题

（1） 运用学过的方法读懂课文

（2） 以表格式进行摘录

（3） 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小组内讨论

2.交流学习情况

3.回答什么是共栖

学生自学，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并按要求做笔记 。

引导学生通过所填表格总结并发言。

生物共栖指不同物种间互惠共生的现象。

了解学习情况，并做适时指导

达到自读自悟

三.知识拓展

四.人文教育

1. 学习了课文，同学们一定深有感触，现在，你最想说的一
句话是什么，说给大家听。

2. 把你最想说的那句话写在表格的旁边，并表格贴在读书笔
记本上。



学生做笔记

意在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树立人与动物和平共处的观念。

提醒学生要注重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