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说明 

本单元设计遵循部编版教材双线组织单元结构的特点，形成以单元为

基本的教学单位，以整合为基本的教学理念，以探究式学习为基本的学习

方式。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促进学生思维、语言与情感的

整体发展。 

为扎实落实本单元的人文主题“相处”和两个语文要素提出几点构想：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识字、自主阅读”是本单元教学的重点。本册安

排了《纸船和风筝》、《风娃娃》两篇全文不注音的课文，旨在引导学生

把之前学习的方法以及本学期学习的部首查字法等识字方法综合运用到

课文的学习中来。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二年级下册课文不再全文注音的学习

作铺垫。 

“借助提示，复述课文”是本单元教学的另一个教学重点。《风娃娃》

课后题要求学生根据提示讲故事。教学时需引导学生在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风娃娃来到了哪些地方，做了什么事”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借助提示讲

故事。《狐假虎威》课后习题要求先给词语分类，再分角色表演故事，表

现词语的意思。表演童话故事，要以熟读为基础。教学时，给词语分类后，

还需引导学生根据两类词语感知它们是怎么做怎么说的，并借助对话中的

提示语帮助学生体会角色的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将分角色表演落实到位。 

继第七单元第一次提出“学生默读”的要求后，本单元在《纸船和风

筝》一课再次提出“学习默读”的要求，旨在巩固默读的方法，并能将这

一方法运用到日常阅读中，促进阅读理解。 

单元内各课时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层层递进，通过板块式教学，

师生互动交流，层层落实，让学生真正得法、得能，最终指向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养。 

本单元在“相处”的单元主题下，安排了四篇童话故事，分别是：《狐

假虎威》《狐狸分奶酪》《纸船和风筝》《风娃娃》。 

《狐假虎威》本文根据《战国策·楚策一》改写。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

老虎的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故事，说明了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就像狐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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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借助别人的势力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课文中

有着很多对话，反映出人物的性格。 

《狐狸分奶酪》本文是匈牙利民间故事，流传久远。讲的是狐狸假装

好心帮小熊兄弟分奶酪，故意分得不平均，然后一口一口不断吃掉奶酪的

故事，讽刺了狐狸的狡猾、贪婪。文中出现多处对话，借助提示语可以感

受到人物的性格。最终，狐狸说，他分得很公平，谁也没多吃一口，谁也

没少吃一口。引导学生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说出自己的想法。 

《纸船和风筝》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让小松鼠和小熊

成了好朋友。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吵架后，以纸船风筝来修补“裂缝”，赌

气只能使“裂缝”扩大，容忍和谅解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敢于先伸出友

谊之手的人，令人佩服。里面的句子生动具体，值得细细品味。 

《风娃娃》“娃娃”有洋娃娃、木娃娃、布娃娃、泥娃娃……有的漂

亮得可爱，有的傻得可爱，有的淘气得可爱，还有的乖巧得可爱。总之，

娃娃都惹人爱。课文中的风娃娃怎么样呢?欣赏一下课文插图，你会看到

风娃娃胖乎乎的脸、圆溜溜的大眼睛，长得真可爱。读读课文，你又会发

现，风娃娃既乖得可爱，又“傻”得可爱。他以为做好事很容易，只要有

力气就行，结果把风筝吹跑了，把人们晒的衣服吹跑了，还折断了新栽的

小树。人们都责怪他，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课文结尾留给孩子们一个问题，让孩子们通过思考明白，做事情光有

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对别人有用。课文生动有趣，层次清楚，

第二、三自然段是讲风娃娃做了两件好事；第五到第七自然段讲风娃娃想

为人们帮忙，结果却帮了倒忙。 

本单元，通过读童话故事，让学生感受应该怎样与人相处。这些童话

故事情节生动有趣，角色个性鲜明，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与人友

好相处。 

为落实本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课后题做了如下编排： 

《狐假虎威》课后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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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分奶酪》课后练习题： 

 

《纸船和风筝》课后练习题： 

 

《风娃娃》课后练习题： 

 
 

《语文园地八》中同样有相关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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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重组内容，循序渐进，单元教学目标如下： 

1.认识 50 个生字，读准 2 个多音字，会写 32 个字，会写 31 个词语。 

2.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自主识字、自主阅读，读懂课文。 

3.借助提示，复述课文。 

4.继续学习默读，试着做到不出声。 

5.通过古诗内容，感受应该怎样与人相处。 

6.认识“狼、猩”等 10 个生字。 

7.利用形声字的特点猜读拟声词，并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词语放入

句子中读一读。 

8.了解左右结构的汉字中左右宽窄大致相等的字的书写要点，养成减

少修改次数的书写习惯。 

9.积累含有动物名称的四字词语。 

10.阅读童话故事《称赞》感受称赞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与快乐。 

  

 

 

 

紧紧抓住 4 篇课文的语言文字特点，解决课后题；鼓励学生综合运用

多种方法自主识字、自主阅读；引导学生借助提示，复述课文。以此，落

实本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自主阅

读、自主识字。 

借助提示，复述故事 

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第4页

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第4页



 

 

《狐假虎威》教学设计 

一、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懂得成语“狐

假虎威”的寓意。 

2．认读文中 18 个生字及由生字组成的新词，掌握多音字“闷”、“转”。 

3．指导书写生字。 

二、课时分配 

2 课时。 

三、学习过程 

第 1课时 

（一） 情景导入，揭示课题。 

1. 孩子们，我们先来读读这个成语。 

（1）教师举着“狐假虎威”的卡片。 

（2）教师贴卡片，或者教读之后贴卡片。（根据学生的朗读情况定。） 

2. 很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讲的就是这个成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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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成语故事里有哪两个小主人公呢？ 

（贴动物卡片）来让我们挥挥手来跟它们打打招呼吧！ 

4. 老师，又遇到难题了，“威”是什么意思呢？ 

5. 那这个“假”字是什么意思？“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又是什么意思？

现在请打开语文书，让我们走进课文里，一起去看看吧。 

【设计说明】通过情景导入，揭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检查预习情况。 

学生自由朗读。（课件出示朗读要求） 

自由朗读要求： 

（1）用小手指着读。 

（2）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3）读的时候找一找，课文的哪一个自然段里，直接告诉了我们“狐

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 

预设：原来，狐狸是借助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4）PPT 出示：（你真是跟老师心有灵犀）“原来，狐狸是借助老

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预设：（齐读）。 

（5）原来“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狐狸借助老虎的威风把

百兽吓跑的故事。 

（6）那现在，谁能告诉我“假”是什么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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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借。（贴“借”字到“假”字下方） 

老虎先生有温馨提醒啦：它提醒我们以后在遇到词语的意思不知道时，

可以借助可以联系故事的内容来猜测理解字的意思。 

2. 随文识字。 

第一自然段： 

（1）谁来给我们读一读第一自然段？其他同学仔细听，这个故事是

怎么发生的。 

真不简单，他读准确了。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有只老虎在寻找食物。

（教师拿出“寻找”的字卡） 

“找”的意思我们都明白，那“寻找”又是什么意思呢？ 

对，“寻”和“找”放在一起，说明老虎找得很——急——说明它饿

极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词，“寻找”。（放下“寻找”的卡片。） 

（2）这时，一只老虎从狐狸身边，“窜”过来，看准了再读一读。 

（3）“窜”是什么意思？ 

预设：很快地跑过去，狐狸想溜，狐狸非常的狡猾，老虎非常的饿。 

（4）狐狸这么快，跑过去，不想被老虎？ 

（5）读第一自然段。 

女生读一遍，男生读一遍。（读出凶猛的语气） 

第二至五自然段： 

（1）PPT 放一张老虎快逮着狐狸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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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凶猛的一只老虎呀，眼看着狐狸就快成为它口里的美味佳肴。这

时狐狸怎么做得呢？ 

预设：眼珠子骨碌碌一转。 

（字卡拿出“骨碌碌一转”，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个词语，生读，再

读。） 

（2）字源讲“转”字，并拓展出“转”这个多音字的两个读音和各

自的意思。学生再体验一下转眼珠子。 

师：眼珠子骨碌碌一转，（讲“转”字多音字。） 

（3）狐狸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它在想什么主意？ 

预设：老天爷派我来管你们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了老天爷的命

令。我看你有多大的胆子！” 

（4）“爪”字和“瓜”字对比着讲解。并且图文并茂让生易理解。 

最后“闯关”通过习题进行巩固。 

（5）狐狸为了逃脱，对老虎说话时，用的什么语气？请用原文回答。 

预设：扯着嗓子。 

（强调：扯和嗓的读音。讲扯着嗓子说话的语气是怎么样的。） 

（6）感叹号的运用，读出感情。 

（7）学生分角色朗读 2 至 6 自然段。 

第六、七、八自然段： 

同桌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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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三、五、七小组读第六自然。二、四、六、八读第七自然

段。第八自然段同桌一起读。 

（2）哪一组同桌的代表愿意来展示一下。读一读第六自然段。 

引出：趟。（读音+走字底） 

（3）狐狸和老虎走进了森林里，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 

（预设：狐狸走在前面，老虎走在后面。） 

（4）狐狸走在前面十分的“神气活现”。 

     老虎走在后面“半信半疑”。 

（5）神气活现和半信半疑各是什么意思？ 

（6）一向胆小怕事的狐狸，做贼心虚的狐狸，突然变得神气活现，

大摇大摆的走在森林里，野猪、小鹿和兔子大家都感到十分？ 

预设：纳闷。（读音鼻音和闷的字形字义。） 

第九自然段： 

老虎就这样被狐狸给吓唬住了。老虎怎么样了？ 

预设：“受骗”。 

【设计说明】通过初读课文，随文识字。 

（三）送一首儿歌（巩固检验要求会认的生字是否都认识） 

1.自由朗读。 

2.全班齐读。 

3.全班拍着手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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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爪一松 

眼珠一转            面前一趟 

扯着嗓子            野猪小鹿 

大喊一声            纳闷纳闷 

老天派我            老虎受骗 

管理百兽            狐狸狐狸 

谁敢违抗            借着威风 

真神气啊真神气      真狡猾啊真狡猾 

】  

（四）书写除“神、活”之外的生字。 

1.读。 

2.组词。 

3.说一说这些字怎么记？ 

4.说一说这些字怎么才能写漂亮？ 

5.书写、反馈、评价、修改。 

【设计说明】正确、规范地书写本课生字，落实课程标准中能按笔顺规则用硬

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小组合作学习、小老师讲解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和表达能力，一举两得。  

板书设计：

   21． 狐假虎威 （借）      

狐狸图片       神气活现          

老虎图片       半信半疑        

 

第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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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狐假虎威》，齐读课题。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还记得“狐假虎威”是什么意思吗？ 

预设：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2. “威”字上面的古文字就是一把大斧头。把一把大斧头悬在一个弱

女子的头上，女子感到很害怕。这就是威，让人感到害怕。老虎的威风就

像这把斧头一样，悬在了百兽的头上，使他们面临生命危险，让他们害怕。 

一起读读。 

Ppt 出示：  

3.在课文中还有一些词语呢，老师出拼音，你能把它举出来吗？ 

神气活现、东张西望、摇头摆尾、大摇大摆、半信半疑 

4.指导书写。这些词语中有还有“神”和“活”两个生字需要我们书

写呢，ppt 呈现田字格中的这两个生字。 

结构的生字我们已经学过，请你观察一下这两个字，我们怎样写

好它？ 

预设：都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的字，“神”字左边短右边长，“活”

字左右一样长。 

师评价：对，我们书写合体字的时候，一定关注这个字的结构。左右

结构汉字的书写方法相信你已经掌握了，请你再仔细看看这两个字，我们

怎么把它写规范，看好了吗？请你先看后写，尽量不要修改。 

原来，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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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词语读正确了，我们还会写了生字，下面我们把它带回到课文当

中，来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完后，再来看看这些词语

哪些是写狐狸的，哪些是写老虎的，把它们分一分。（学生在底下自己分，

指生在黑板上分） 

6.这些词语出现在故事的哪几个自然段呀？请你从课文中找一找。 

】

写。

（二）尝试表演，感知词义 

1.刚才我们把词语按照形容狐狸和形容老虎给词语分成了两类。这次

请你自己再来读读文章的七、八自然段。想一想狐狸和老虎应该怎么表演

的。 

2.教师引读：就这样，老虎跟着狐狸朝森林深处走去。走在前面的狐

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跟在后面的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谁能试着用表演让我们看出来呀？（指一生表演狐狸、一生表演老虎） 

3.他们的表演你满意吗？神气活现、大摇大摆表现出来了吗？ 

要想把神气活现、大摇大摆、摇头摆尾演出来，我们得联系上文去体

会体会。 

【设计说明】通过让学生尝试表演，理解词语的意思。 

（三）联系上文，了解词义 

1.请你默读课文的 2~6 自然段，边读边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

现呢。我们一起帮他找找原因。 

预设：老虎被蒙住了。狐狸为了让老虎相信，耍威风呢！ 

师追问，我们来看看狐狸的表现，你觉得狐狸说的哪个词、哪个部分

最能让老虎相信？ 

出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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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天爷（顺势圈词） 

预设 1：老天爷派来的，和老天爷关系好，如果敢吃狐狸，老天爷会

向老虎报仇。 

预设 2：那狐狸当时怎么想的啊？（老天爷最大，谁都得听他的，狐

狸用老天爷吓唬老虎。） 

师评价：为了逃命，连老天爷都搬出来威胁老虎了，真是绞尽脑汁啊！ 

多狡猾的狐狸啊，他抓住了老虎害怕的心理。一说出这话，就把老虎

蒙住了、骗住了。你真会读书！谁来读读这个句子？ 

（2）骨碌碌一转(顺势圈词) 

师：你们说说，此时狐狸想什么呢？ 

生：我在想怎样逃命。 

（3）扯着嗓子说：你敢吃我？(顺势圈词)提示反问：“你敢吃我？ 

师：这句话狐狸其实是在跟老虎说，你敢不敢吃我？（不敢！） 

师：狐狸被老虎捉住，扯着嗓子说老虎不敢吃自己，这是在干嘛呢？

（吓老虎） 

（4）指导朗读：大声叫嚷吓住老虎，也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呢！你

能读出狐狸的狡猾吗？（指读 3~5 人） 

预设（读不到位）：你这样能吓到老虎吗？吓不到它，你可就没命了！

师范读，谁再来读读？ 

预设（读的到位）：不错，我听出你这只小狐狸的心理了，明明心理

害怕，还扯着嗓子得吓住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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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评价：刚才我们找到了描写狐狸的自然段，同学们的慧眼发现了

狐狸的狡猾！这么大、这么凶猛的一只老虎都被狐狸蒙住了，你猜猜此时

狐狸是什么心情？ 

如果说刚开始的狐狸还有些担心、需要靠扯着嗓子吓住老虎，到后来

这只蠢老虎还真被骗住了，这时候的狐狸啊，心理在暗暗偷笑，脸上是得

意洋洋。 

正是因为这样，它才能让老虎松开爪子。最后走到百兽面前时，才是

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大摇大摆的。 

3. ppt 出示描写老虎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老虎。 

此时老虎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预设：老虎被狐狸给骗住了，他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完全相信狐狸。 

4.我们分角色来读读，把狐狸和老虎此时的心情通过你的朗读表现出

来。 

】

虎的心情。

四、化身形象，再次表演。运用词语，讲述故事。 

1.这时的狐狸得意洋洋、暗中偷笑。谁来演演它？ 

老虎呢？你们来做做老虎，老虎是半信半疑、东张西望。这时候他们

要一起到森林中去走一走了。 

2.明确小动物任务：大家都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当你们的看到了狐狸

大摇大摆的走过来，你们是什么心情？又看到了一只大老虎呢？ 

3.教师旁白:阳光明媚的一天，在大森林里，小动物们开心的做着游戏，

你们看，谁来了？小动物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的走过来，都感觉有点儿纳

闷。再往后一看（播放老虎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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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次演得更好了呢？知道了词语的意思，更能表现出来了。 

4.现在请你再来读读文章的七、八自然段，把词语按照先后顺序排一

排。 

5.我们刚才通过联系上文，找到了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大摇大

摆的原因了，你们也分角色演出来了。现在你能借助这些词语，把故事讲

出来吗？自己先讲讲。谁来讲讲？ 

6.讲故事时我们要求乐于讲、敢于讲、学会讲，我们今天就评价一下

是否学会讲了。出示评价要求，指生评价。 

7.总结：我们借助这次词语，就把故事讲清楚了。 

】

事。 

五、拓展积累，课外延伸。 

1.古人在说明道理或解决问题时，创造出了许多寓言和成语，看似简

单的寓言故事，它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狐假虎威》这个故事，它就是 2500 年以前，楚国大臣姜乙讲

给楚王的，大臣给君王讲故事，可不像妈妈给我们讲故事那么简单。大臣

姜乙是想告诉楚王，大将昭奚恤其实没有戍守边疆的真本领，只是借着楚

王的威名和楚王的军队来吓唬边疆这些小国的。实际上，姜乙的故事就是

想告诉楚王，昭奚恤就是《狐假虎威》里的那只狡猾的狐狸。 

2.你们想不想知道古人是怎样巧妙的运用这些寓言故事的？它们都和

《狐假虎威》一样收录在《战国策》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阅读一下。 

【设计说明】通过拓展延伸，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板书设计： 

． 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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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 

演一演 

评一评 

拓展阅读： 

《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片段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 

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 

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已而走也，以为畏 

狐也。 

                  

学习单 

1.小鹿在写词语时遇到了困难，你去帮帮它，把词语补充完整。 

神气(   )(    )       摇(   )摆(   )    日(   )天(   ) 

(   )张(   )望        (   )信(   )疑    (   )(   )洋洋   

2.请帮小动物选择字的意思。(只填序号) 

假：①不真实的；②借用，利用。 

百：①数目，十个十     ②众多，所有的。 

神：①迷信中的神  ② 表情神气   ③心力，心思。 

疑：①不信   ②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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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设计由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刘桂华老师提供） 

 

《狐狸分奶酪》教学设计 

一、学习目标 

1．会认识捡、酷、俩、始等 12 个新字，会写奶、吵、急、第等 8 个

生字。 

2.读懂故事中狐狸做了什么事。 

3.能用关键词概括故事中的狐狸的品性。 

4.能分角色演一演这个故事 

二、课时分配 

2 课时。 

三、教学过程 

第 1课时 

（一）看图导入，激发兴趣 

1.出示狐狸、奶酪的图片 （引出课题） 

2.认识 “酪”（生活中识字 ） 

过渡：狐狸是怎样分奶酪的？自己读读故事。 

【设计说明】通过看图，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为下文的学习做铺垫。 

（二）自主识字，巩固识字方法 

1.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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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读故事（要求读正确，不丢字，不加字，读不好的地方多读

几遍） 

（2）自学（完成学习单上的内容） 

2.小组合作学习生字，词语  

（1）我会读（互相纠正读音及评价）（ ） 

（2）我会认（互相解决不认识的加点字）（  ） 

（3）我提问（学生提出不懂的词语，互相解答）（ ） 

 

 

3.集体交流（解决小组合作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想法有分歧的问

题） 

预设： 

字音： 

哥俩（liǎ）（后面不带儿化音）： 

哥俩——（指彼此之间是兄弟关系的两个人，故事中指：熊哥哥和熊

弟弟） 

（看图、结合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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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嚷：形声兼会意字；本义是“大声叫喊”，所以字中有“三个口”，

表示多次的喊。 

（教师引导学生把字形、字义联系起来，整体识记） 

读词语：吵嚷  叫嚷  大声嚷 

剩：形声兼会意字；本义是“多余、剩余”。（学生可以按结构来记） 

读词语：剩余  剩下  剩饭 

字义： 

（1）拌嘴——吵嘴（近义词） 

（2） 便： 

便利——（近义词：方便） 

便于——（查字典：比较容易（做某事）（利用工具书） 

（例如：计算器便于计算；超市便于购物）（结合生活实际） 

句子中的“便”：结合句子的意思，换个词语，意思不变是“就”的

意思。（结合上下文） 

多音字：（结） 

（1）订正答案 

（2）知道两个音的不同意思。（jiē:长出（果实或种子）jié：文中指

结束，了解） 

（3）总结方法：两个“结果”，意思不同，读音不同。遇到多音字，

我们要结合词语或者句子的意思，确定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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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拓展：照样子说一说 

瞧了瞧   （     ） 

4.游戏巩固生字 

例如：找朋友（给生字，学生一边读一边举出生字） 

过渡:把生字朋友带回故事中，读读故事。 

【设计说明】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自主识字，巩固识字方法。 

（三）读熟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故事（要求读正确，读好停顿。） 

2.互读故事（纠正字音） 

3.指名读故事（纠正字音，指导停顿） 

4.自读（思考：围绕题目“狐狸分奶酪”想一想：故事讲了一件什么

事？） 

预设 1：故事讲了狐狸分奶酪的事。 

引导：狐狸为什么分奶酪？他是怎么分的？结果怎样？ 

（先让学生单独回答问题，再串联，说一说故事内容） 

预设 2：学生说的详细具体，教师要引导说的简练一些 

（例如：分的过程可以这样引导：狐狸分的怎样，两只小熊认为他分

的怎样？就这样分下去,结果怎样?） 

5.分清角色，练读对话（读正确，流利） 

【设计说明：再读课文，进行整体感知。】 

（四）书写生字 

1.出示：奶、始、吵、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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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字形 （2）组词 （3）书写 

（4）重点指导：奶、始 

奶：右边笔顺：横折折折钩，撇 

    女字旁：撇挡住提 

①看：结构特点；关键笔画（每部分起笔）的位置；穿插避让的笔画 

②描  （范写） 

③写 （写在书上或者生字本上） 

④比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欣赏鼓励，提出建议） 

⑤练 （再写一个，与前一个比较，互相评价） 

（5）独立书写: 吵、咬、仔 

【设计说明:】正确、规范地书写本课生字，落实课程标准中能按笔顺规则

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板书设计： 

狐狸分奶酪 

            哥俩（liǎ） 叫嚷   剩下  结（jiē  jié）     

            奶（教师挑选学生组的词写下来）吵（   ） 

           始（   ）                     仔（   ） 

 

第 2 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语，回顾整体感知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狐狸分奶酪》中的生字，词语，你们还记得它

们吗？请大声说出他们的名字。（出示词语） 

奶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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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嘴 小哥俩 吵嚷 瞧了瞧 剩下 开始 帮忙 整个 便利 奶奶 仔细 

2. 谁能看着这些词语，简单说一说，狐狸分奶酪的故事。 

熊哥哥和熊弟弟  捡到  奶酪        狐狸 帮助       

不匀      吃光了 

过渡：狐狸是怎么分的呢？我们继续学习故事。齐读课题《狐狸分奶

酪》 

【设计说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过复习，回顾上节课所学的内容。 

（二）朗读课文，体验情感，感悟道理 

1.自己读一读故事（找到狐狸和小熊哥俩说的话分别用直线和曲线画

下来。） 

2.订正（初步读对话，读正确，读好停顿。） 

3.引读： 

（1）正当两只小熊为怎么分奶酪而拌嘴的时候，狐狸跑过来问道： 

小家伙们，你们吵什么呀？（指名读，再出示） 

① 你有不懂的问题吗？（预设：狐狸为什么称呼小熊为小家伙？） 

   （这里的“家伙”含有狐狸看不起小熊的意思） 

② 联系上下文想一想，狐狸为什么看不起两只小熊呢？ 

（预设：两只小熊不会分奶酪，还拌嘴） 

③ 狐狸心里看不起小熊们，他会怎样说这句话呢？（指名读，评读

中体会狐狸的心情。） 

（2）狐狸知道小熊们拌嘴的原因后，他说了什么？（指名读，再出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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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好办，我来帮你们分吧！”狐狸笑了笑，把奶酪拿过来掰成了

两半。 

① 自读狐狸的话，你知道了什么？（预设：狐狸有好办法，要帮助

小熊分奶酪。） 

② 狐狸是怎么说这句话的？画出表示狐狸动作的词语（笑了笑，拿，

掰） 

③ 结合狐狸的话，想一想，这时，狐狸为什么“笑了笑”呢？（嘲

笑……）（狐狸已经想好了坏主意）他的心里会想什么？ （我要把奶酪吃

光） 

④ 结合狐狸的动作，想象他说话时的样子，读一读。（指名读） 

（3）当狐狸把奶酪掰成了两半以后，小熊说了什么，狐狸又是怎么

做的，怎么说的？请小组同学一起读读后面的对话，准备表演给大家看一

看。 

（4）小组读对话，准备表演 

① 小组一起先要读懂小熊和狐狸的话，知道意思。 

(教师要监控 ，了解学情，顺学而导) 

② 体会小熊和狐狸说话时的心情，讨论：应该怎样读？ 

③ 关注小熊和狐狸说话时的动作，表演时要加上动作。 

④ 分好角色，练习朗读，准备表演。 

（4）小组汇报 

① 小组戴头饰表演 

② 其他同学是小评委，从“语言、动作、心情”三方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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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教师要适时引导，通过表演（或者欣赏）的形式让学生体会到： 

   小熊的心情从着急变成了生气；狐狸是从假装不知道自己分得不

匀，到吃得高兴，吃得理所当然，最后是得意地笑着。 

（5）狐狸说，他分得很公平，谁也没多吃一口，谁也没少吃一口。

你同意狐狸的说法吗？为什么？ 

（预设：不同意。因为狐狸没有分给小熊，而是自己吃了奶酪。） 

追问：可是狐狸说的有道理呀，两只小熊的确“谁也没多吃一口，谁

也没少吃一口”？这是不是公平？（说是公平的，也不公平。因为狐狸把

奶酪全吃光了。） 

 追问：两只小熊上当了，狐狸很狡猾，他把帮助小熊分奶酪当做理

由，自己吃了奶酪。这样的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呢？（两只小熊总吵嚷着分

得不匀，谁都不愿意少吃。） 

（6）如果你是小熊，会怎样做？ 

（预设：我们自己分；要发现狐狸的诡计；） 

追问：如果分不匀怎么办？（要谦让……） 

总结：故事中小熊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斤斤计较（jiào）：

形容过分计较微小的利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两只小熊互不相让，斤

斤计较，让狐狸占了便宜。 

【设计说明】 通过朗读课文，明白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三）拓展延伸 

1.《狐狸分奶酪》是一篇来自匈牙利的民间故事，其实我们中国这样

的故事也不少呢？读读这个成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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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懂得了什么？（要互相谦让，争狠斗气,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谁也没

有好结果。） 

3.每一篇故事都会给我们启迪，只要你静心阅读，就会发现《狐狸和

马》、《狐狸孵蛋》、《我喜欢你，狐狸》中的小狐狸与众不同，就会从

《中国童话大师经典丛书》等书籍中获得智慧。 

【设计说明】通过拓展成语故事，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四）书写生字 

1.出示：急、第、公 

（1）记字形 （2）组词 （3）书写 

（4）重点指导：第 

第：竹字头，左右写紧凑；下边的笔顺是：横折、横、竖折折钩、撇  

①看：结构特点；关键笔画（每部分起笔）的位置；穿插避让的笔画 

②描  （范写） 

③写 （写在书上或者生字本上） 

④比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欣赏鼓励，提出建议） 

⑤练 （再写一个，与前一个比较，互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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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书写: 急、公 

     (教师巡视，根据学生书写情况及时指导) 

板书设计： 

狐狸分奶酪  （互相谦让） 

狐狸：笑了笑 拿 掰 瞧了瞧 不停地咬 （狡猾）   

           小熊：不匀  嚷 （斤斤计较） 

拓展阅读： 

狐狸和马 

一个农民有一匹衷心的马，这匹马为他工作了许多年．后来马老了，

不能干活儿了，农民便不想再给它任何吃的，于是说：“你要是能拖来一

头狮子证明自己强壮，我就留下你，可现在请你离开马厩吧．” 

老马被赶到了旷野中，它走进森林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这时，

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看到老马孤单凄惶的样子，很是纳闷儿，于是询

问老马为什么来到森林里，老马便把被狠心的主人赶出来的事告诉给了狐

狸． 

狐狸决定帮助老马，但是，怎样才能让老马拖一头狮子给农民呢？狐

狸转了转眼珠，让老马躺在地上，伸开四肢装死，老马按照狐狸的要求做

了．狐狸赶忙去找狮子，告诉它不远的地方有一匹死马． 

狮子跟着狐狸去了，果然看到一匹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它们站在

马的旁边，这时狐狸建议狮子把马拖回洞里再吃，狮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走过去，任凭狐狸把马的尾巴牢牢地绑在自己的身上． 

谁知，狐狸趁狮子不注意的时候，用马尾巴紧紧地困在了一起，它困

得仔细极了，也牢固极了，让狮子根本无力挣脱．然后，狐狸拍了拍老马

的肩膀，让它赶快站起来飞跑，老马立刻飞奔起来．狮子大声咆哮，森林

里的鸟都纷纷飞了起来，但是狐狸捆得太牢固了，它根本挣不脱．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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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6715011000

2006150

https://d.book118.com/867150110002006150
https://d.book118.com/867150110002006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