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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耳朵》课堂教学实录 

大象的耳朵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 19 课的课文，这篇课文

是一篇童话故事，告诉人们要正确看待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

改变自己的道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象的耳朵》课堂教学实

录 5 篇，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大象的耳朵》课堂教学实录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会认 7 个生字，会写 8 个生字，掌握 2 个多音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好问句。  

      3、理解课文内容，能说出大象的想法是怎样改变的。  

      4、结合生活实际，说说对“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理

解。  

      【过程与方法】  

      猜谜导入新课，教学中注意师生互动，采用同桌互学互助、互

相交流等多种方法突破教学难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明白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要坚持做自己。  

      重点：  

      1、会认 7 个生字，会写 8 个生字，掌握 2 个多音字。  

      2、朗读课文，说出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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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  

      结合生活实际，说说对“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理解。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词卡，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大象的资料。  

      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一课时  

      一、课时目标  

      1、会认 7 个生字，会写“扇、慢、遇、兔”4个生字，掌握 2

个多音字。  

      2、初读课文，指导读好问句。  

      二、重点难点  

      重点：  

      会认 7 个生字，会写“扇、慢、遇、兔”4个生字，掌握 2 个多

音字。  

      难点：  

      初读课文，指导读好问句。  

      三、猜谜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课前，老师这儿有个谜语，请你们来猜一猜。  

      1、出示谜语。  

      脸上长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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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挂扇子，  

      四根粗柱子，  

      一条小辫子。(打一动物)  

      2、出示谜底图片。  

      同学们真聪明，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大象，你们见过大象没有?

你能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大象的什么吗?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篇有关

大象的课文。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四、读一读，学习字词  

      1、自读课文，在文中圈出以下生字和词语。  

      似、耷、咦、竖、竿、舞、痛、烦、扇  

      耳朵、扇子、遇到、兔子、后来、不安、毛病、头痛、最后、

只要、人家  

      2、和同桌合作，互相指认字词。  

      3、出示卡片，指导学生识字。  

      (1)指名读生字。  

      (2)教师重点指导“似、扇”这两个多音字，出示这两个多音字的

读音，并指出这两个字在课文中的读音，引导学生用不同读音组词、

造句。  

      (3)游戏识字：小组内“开火车”识字。  

      4、指名读词语，分组读，齐读。  

      5、把带有生字和词语的句子找出来，读一读。  



 

 4 

      五、感知内容，读好问句  

      1、读课文，数一数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2、找一找：课文中出现了哪些小动物?  

      大象、小兔子、小羊、小鹿、小马、小老鼠  

      3、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4、指导学生读好问句。  

      (1)出示问句：  

      ① 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  

      ② 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  

      ③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

毛病啦?”  

      ④ 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  

      (2)学生尝试读。  

      (3)学生猜一猜这些问句要读出什么语气。  

      (4)教师示范读。(第① 句：惊奇;第② 句：疑问;第③ 句：担心、

不解;第④ 句：思考。)  

      (5)学生再读。  

      六、写一写，写好生字  

      1、出示“扇、慢、遇、兔”4个生字，认一认，并为这些生字组

词。  

      2、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和结构。  

      3.、说一说在写这几个生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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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半包围结构，两个“习”大小略有不同。  

      慢：注意右部的三个部件写扁一些。  

      遇：半包围结构，要先写被包围部分。  

      兔：不要漏掉最后一点。  

      4、教师范写。  

      5、学生描红、临写。  

      七、梳理板书  

      大象的耳朵  

      扇慢遇兔  

      第二课时  

      一、课时目标  

      1、会写“安”“根”“痛”“最”4个生字。  

      2、找出课文中大象说的话，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3、结合生活实际，说说你对“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

理解。  

      二、重点难点  

      重点：  

      1、会写“安”“根”“痛”“最”4个生字。  

      2、找出课文中大象说的话，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  

      难点：  

      说说自己对“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理解。  

      三、复习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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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火车”复习生字新词。  

      2、指名读问句。  

      四、精读课文，品味感悟  

      1、听课文录音，默读课文。  

      2、学习课文第 1～8 自然段。  

      (1)指名分段朗读。  

      (2)想一想：大象的耳朵像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大象的耳朵有

什么特点?  

      (像扇子。大象的耳朵很大。)  

      (3)再找一找文中有哪些小动物指出了大象耳朵的问题。  

      ① 当小兔子说大象的耳朵时，大象是怎么回答的?他又是怎么

想的?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大象此时可能在想，真奇怪，我的身体

长得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② 后来，小羊、小鹿等其他小动物都说大象的耳朵很奇怪时，

大象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想的?  

      出示：“大象也不安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

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啦?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  

      A、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B、指导理解“自言自语”的意思。  

      (自己对自己说，大象自己对自己说话。)  

      C、由这句话想一想：大象此时的想法有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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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决定让自己的耳朵竖起来。)  

      (4)小组议一议，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想?  

      (5)全班交流。  

      过渡：大象为了让自己的耳朵竖起来，想了什么办法?这个办

法行得通吗?  

      3、学习课文第 9～12 自然段。  

      (1)指名分段朗读。  

      (2)小组讨论：大象想出了什么办法?结果怎样?  

      (大象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这样一来，小虫子会在

他的耳朵眼儿里飞来飞去，还会在里面跳舞。结果大象还是把他的耳

朵放了下来。这样，小虫子再也进不去了，有小虫子飞来，大象用大

耳朵一扇，小虫子就被赶跑了。)  

      (3)你知道大象耳朵的作用是什么吗?(指名说)  

      4、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  

      (1)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2)用横线画出大象说的话。  

      (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3)此时大象的想法又有什么改变呢?  

      (他决定放下耳朵，做回自己。)  

      (4)小组议一议：如何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  

      (5)指名回答，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一说。  

      (6)教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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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本领。

不用羡慕别人，更不要因为自己与别人的不一样而觉得伤心难过，要

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坚持做自己。  

      五、指导书写  

      1、复习上节课所学的会写的 4个生字，跟随老师书空。  

      2、为“安、根、痛、最”找词语朋友，并读一读。  

      3、师范写并点拨：  

      安：横写在横中线上，稍长。  

      最：第五笔横长，盖住“又”。  

      4、学生观察这 4 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5、学生开始描红、临写。  

      6、展评优秀作品。  

      六、梳理板书  

      大象的耳朵  

      耳朵耷拉着→让耳朵竖起来→做自己  

      安根痛最  

      《大象的耳朵》课堂教学实录 2  

      教学要求  

      1.会读、会写本课的生字。积累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4.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的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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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难点  

      1.学会本课的生字。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童话故事。故事围绕着大象的耳朵,通过小兔子、小

羊、小鹿、小马等小动物的议论,告诉我们对别人的说法,要动脑筋,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这个道理。这篇文章以大象的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

着”开头,并围绕着“耷拉着”这个话题,每个小动物都发出了自己的看

法,从而导致大象不安起来,进而用两根竹竿撑起耳朵。由于撑起耳朵

给大象造成很多不便,最后大象又让耳朵“耷拉着”。文章前后呼应,结

构明了,语言生动活泼,很容易理解。  

      教学建议  

      1.引入法。大象是孩子们喜欢的动物,孩子们都知道大象有大大

的耳朵,粗粗的腿。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以采用“出示大象图片”“讲

‘曹冲称象’的故事”来引入本课的学习。  

      2.抓重点词句的教学法。抓住重点词句,能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

课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抓住小动物们对大象耳朵评论的句子

以及体现大象心情的句子,在对这些句子的点评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理解课文的主题。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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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会本课的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大象的心理变化。  

      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你们见过大象的耳朵吗?它是什么样子的?兔子的耳朵

是什么样子的?大象的耳朵和兔子的耳朵有什么不一样?大象的耳朵

有什么优点?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大象的耳朵》去看一看吧。(板书:

大象的耳朵)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小声地读课文,画出课文中的生字,借助拼音多读几

遍。  

      2.出示生字卡片,老师教读。(着重指导读好“耷、撑”等字)  

      3.学生“开火车”读或者指名读。  

      4.指名让学生读课件中的生字及词语,齐读、互读。  

      会认字:似耷咦竖竿撑舞烦  

      会认字组词:似的耷拉咦竖着竹竿撑起来跳舞心烦  

      会写的字:扇慢遇兔安根痛最  

      5.交流学习生字的方法。  

      三感知内容  

      1.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1)学生自由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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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字音读得准确、语句读得流畅的学生给予表扬,对读得不够

好的同学要给予鼓励和帮助)  

      2.学生边读边想,提出不懂的问题。(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采取

不同的解决方式)  

      (1)启发思考,自己解决。  

      (2)“耷拉”“自言自语”“撑起来”等词语可以通过动作演示让学生

理解。  

      耷拉:松弛地向下垂着。  

      自言自语:自己一个人低声嘀咕。  

      撑起来:使张开。  

      (3)学生之间互相解决。  

      (4)教师解答。  

      3.精读感悟,合作学习。  

      (1)文中大象的耳朵是怎样的?找出相关的句子。  

      (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  

      (2)都有谁说了大象的耳朵?  

      (小兔子、小羊、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  

      (3)大象一开始是怎样做的?最后又是怎样做的?  

      (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  

      (4)由小组选派一名同学把小组学习的成果向大家汇报,注意尊

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和感悟,并给予恰当的肯定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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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象感到不安——把耳朵撑起来——让耳朵耷拉着)  

      四拓展延伸  

      读课文,想象一下小兔子、小羊、小鹿、小马说大象耳朵时的

表情,并请同学表演一下。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  

      2.会写“扇、慢、遇”等 8 个生字。  

      字词卡片、多媒体课件。  

      一复习字词  

      1.用卡片检查学生识记生字、新词的情况。  

      2.同桌互查,互帮。  

      二朗读感悟  

      1.朗读课文第 1 自然段。  

      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  

      (1)课件展示大象耳朵和扇子,引导学生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2)引导学生抓住大象的外形,运用“像”造句。  

      预设:大象的身子像一堵墙,大象的四根腿像四条柱子。  

      2.朗读课文第 2~5 自然段。  

      师:想一想,小兔子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是怎样的?它的心理是

怎样想的?  

      学生讨论,总结出朗读的语气。(吃惊、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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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带着这样的语气来读一读。小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感情?  

      学生自荐朗读,然后齐读,通过朗读重点句子,体会小兔子的心

情。  

      朗读指导:朗读这一自然段的时候,我们要用重读、拉长语气等

方式读出小兔子看到大象耳朵耷拉着的时候的那种惊奇以及痛心的

情感。  

      3.朗读第 6、7 自然段。  

      (1)后来大象又遇到了哪些小动物?  

      (2)大家都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3)学生讨论交流,总结答案。  

      4.朗读第 8~11 自然段。  

      师:想一想,大象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语气来读?  

      学生自由读,同桌之间互相讨论,总结出朗读的语气。(不安、犹

豫)  

      5.朗读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  

      师:大象做了实验以后,有什么感悟?你是怎样理解的?  

      学生小组内讨论并选派代表向大家阐述自己的感悟。  

      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预设:大象又心痛又心烦,最后把耳朵放了下来,他觉得人家是

人家,自己是自己。  

      三总结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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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想办法让自己像

其他小动物那样竖起自己的耳朵后心痛又心烦,最后还是把耳朵放了

下来。大象的这种变化过程使你感受到了什么?  

      预设 1:人应该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的。  

      预设 2:人应该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不要轻易盲从别人的话。  

      四书写指导  

      1.提示学生认真观察生字。  

      2.重点指导以下几个字。  

      慢:写“忄”的时候,注意先写两边,再写中间的竖。  

      兔:不能写成“免”。  

      安:上下结构,上面是“宀”,下面是“女”。  

      根:木字旁,右半部分上面没有点,要和“良”区分开。  

      痛:偏旁是“疒”,不能写成“广”。  

      学生练习写字,教师指导。  

      五拓展链接  

      学习了这篇课文,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想想在你的学习或生活

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通过重点词语、句子,把握人物内心。在本课的教学中,教师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兔子以及其他小动物的话和大象的心理描写,来把

握不同人物的不同想法,最后,通过对大象感悟的理解达到对学生思想

的教育。  

      2.教学时,教师还可以设计“表演”的环节,如教师出示几个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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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解这些动词的意思。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大象的耳朵》课堂教学实录 3  

      第 1 课时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认“似、耷、咦”等 10 个生字，会写“扇、

遇、慢”等 8 个生字，会写“耳朵、扇子、遇到、兔子、后来、不安、

毛病、头痛、最后、只要、人家”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一、激趣引入。  

      1.孩子们，你们喜欢动物吗?都喜欢些什么动物?它们都有些什

么特点?  

      2.学生自由汇报交流。  

      3.师：你们喜欢大象吗?大象的各部分都有些什么作用?  

      4.学生交流讨论。  

      5.师：那你们知道大象的耳朵都有些什么作用?  

      6.揭示课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大象的耳朵》。  

      7.读课题，说说你想到了些什么?  

      教学过程  

      二、初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自由读课文，注意文中的生字，不会的生字借助拼音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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