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伙伴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2．学会 6 个生字及生字组成的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读懂句子，理解词语。 

2．识字，写字。 

教具准备：图片，生字卡片，小黑板，田字格黑板，词语卡片。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伙伴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2.读懂句子，理解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读懂句子，理解词语。 

2.学习按思考题读懂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读题、解题。 

请一位同学读课题。教师板书：小公鸡和小鸭子 

（1）从课题上看，这课书讲的谁和谁的事？（小公鸡和小鸭子） 

（2）“和”在题目中是什么意思？（表示事情发生在小公鸡和小鸭子之间，小公鸡怎样对待

小鸭子，小鸭子又怎样对待小公鸡） 

（二）初读课文，看图，了解大意，读准字音，能读成句。（读 2 遍课文） 

1．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几幅图？（5 个自然段，5 幅图） 

师述：这是一篇带星花的课，要求同学们结合看图，一段一段地阅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出示生字卡片，读准生字的音。 

（三）结合看图，分段阅读。 

1．读第 1 自然段，看第一幅图。 

（1）这段讲什么？（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 

（2）看看图上画的小公鸡和小鸭子，她们长得什么地方不同？（嘴：小公鸡尖嘴，小鸭子

扁嘴。脚：小公鸡脚趾分开，小鸭子脚趾间有蹼相连） 

2．读第 2 自然段，看第二幅图。 

（1）指名读课文，大家思考问题：（小黑板）①他们来到什么地方？ 

②他们一块做什么？怎么样？ 

③谁帮助谁干什么？ 

（2）这段讲了什么事？（小公鸡帮助小鸭子捉虫吃）小公鸡是怎样捉虫的？（爪……嘴……） 

（3）小鸭子为什么捉不到小虫？（小鸭子的嘴是扁扁的，脚有蹼连着不容易捉到小虫） 

3．读第 3 自然段，（自读 2 遍）看第三幅图。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1）指名读课文，大家思考问题：（小黑板） 

①他们来到什么地方？ 

②小鸭子为小公鸡做什么了？他说了几句话，什么意思？ 

③小公鸡怎样做？ 

（2）读读小鸭子讲的话，说说他说的两句话是什么意思？（①小鸭子要到河里去为小公鸡

捉鱼吃，②他不让小公鸡下水） 

（3）小公鸡为什么捉不到鱼？（小公鸡的爪子是细尖的，无法用来拨水，所以小公鸡不会

游泳，也就捉不到小鱼） 

（4）小鸭子为什么能捉到小鱼？ 

4．读第 4 自然段，（读 2 遍）观察第四幅图。指名读，大家思考问题： 

①小公鸡不听小鸭子劝告也下水了，结果怎样？为什么会这样？ 

②小鸭子怎样做的？从哪些词语看出小鸭子奋力抢救小公鸡？（忽然听见、飞快、背上） 

③讲讲这几个词语怎样表现出小鸭子是奋力抢救小公鸡的？ 

5．读第 5 自然段（读 2 遍），观察第五幅图，说说这段话讲的是什么事？（1）指名读，大

家思考，小公鸡说了些什么，表示什么意思？（①感谢小鸭子；②承认错误） 

6．总结全文。 

（1）朗读课文。请两位同学分别读小公鸡和小鸭子说的话，大家齐读叙述部分。要求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能把图画中的意思读出来。 

（2）根据板书说说小公鸡和小鸭子是怎么互相帮助的？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 6 个生字及生字组成的词语。 

2.抄写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识字、写字。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朗读课文，分组分段读。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 

（二）学会 6 个生字。 

1．虫，chóng，拼读音节，读词语：虫子。 

（1）识记字形。自学后讨论发言。（虫，ch4ng，独体字，按部件加笔画记字形，“”加第 4

笔竖“中”，第 5 笔提“”，第 6 笔点，“虫”。一共 6 笔，虫子的“虫”） 

（2）指导书写。 

①看准位置：扁口“”，压在横中线上，第四笔竖，压竖中线。第五笔提和第六笔点在下半

格的上半格里。 

②教师写范字，学生仿写字头。 

2．河，hé，拼读音节，读词语：河水。 

（1）识记字形，自学讨论发言。（河，h6，左右结构，用部件组合法记字形，左边三点水，

右边“灯”字去掉火字旁，在横下加个“口”字，（可），组成“河”。一共 8 笔。河水的“河”） 

（2）指导书写。 

①整体位置，左窄右宽。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②部件位置：三点水，第一笔靠右，二、三笔对齐，“口”压竖中线上下压横中线。 

③教师示范，学生仿写，重点指导三点水的写法。 

3．弟，dì，拼读音节。 

（1）识记字形，教师边板书边口述笔顺笔画，一笔点，二笔小撇，三笔横折，四笔横，五

笔竖折折钩，六笔竖，七笔斜撇“弟”。 

（2）书空练习，口述笔顺笔画。 

（3）指导书写。 

①找准笔画位置。“弓”中“”横压横中线，几横之间距离相等。第六笔竖压竖中线。第七

笔撇，斜分左下格。 

②教师一笔一笔带写，学生仿写字头。 

4．面，miàn，拼读音节，读词语：后面。 

（1）识记字形，独体字，按部件加笔画的方法记。笔顺是。一共 9 笔。 

（2）书空练习，口述笔顺笔画。 

（3）口头组词语。 

 后面 面前 脸面 河面 面条 

（4）指导书写。让学生自己看准笔画位置，写字头，教师巡视，辅导订正。 

5．正，zhèng，拼读音节，读词语：正在。 

（1）识记字形，教师范写，学生口述笔顺笔画，笔顺是：一丅。一共 5 笔。 

（2）口头组词语。正在正好端正正午正方形 

6．哥，gē，拼读音节，读词语：哥哥。 

（1）识记字形：自学，同桌互相讨论。（用熟字去偏旁，改笔画方法记字形，去掉“河”字

三点水，把竖钩改成竖，是“哥”字的上半部，下半部去掉三点水） 

（2）指导书写。上下各一半，第六笔大横压横中线。上下两个“口”字右边压竖中线。教

师范写，学生仿写字头。 

（三）巩固练习。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抄写词语。 

     虫子 正在 哥哥 河边 后面 弟弟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5、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设计（两课时） 

教材简析：   

《小公鸡和小鸭子》是一篇童话。课文讲的是小公鸡和小鸭子一

起玩，小公鸡捉虫给小鸭子吃，小鸭子在小公鸡落水时救小公鸡的故

事。层次清晰，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字里行间表达着伙伴间互相帮

助、友好相处的情感。   

全文共有 4个自然段，配有两幅插图。第一自然段交代了小公鸡

和小鸭子一块出去玩，为后面的互相帮助做铺垫；第 2、3、4自然段

分别写了发生在草地里、小河边、水里的三个场景，草地里小公鸡捉

虫子给小鸭子吃，小河边小公鸡想跟着小鸭子下水捉鱼，水里鸭子救

起落水的小公鸡。  

教学目标：  

1、 认识“块、捉”等 13个生字和提土旁 1个偏旁； 会写“他、河”

等 7个字。   

2、 通过朗读对比较，联系上下文，了解“吃得很欢、 急得直哭、

偷偷地、飞快地”等词语的意思，体会加上描述动作情状的词语使句

子更生动形象。  

3、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准“不”字的变调； 通过角色体验

读好小公鸡和小鸭子的对话。  

4、 了解小公鸡和小鸭子的不同生活习性，感受小伙 伴之间互相帮

助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难点：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重点：识字，写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难点：联系上下文，初步体会“偷偷地、飞快地”等词语的用法；读

好小公鸡和小鸭子的对话。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 1--3 自然段   

2.学会联系上下文理解“吃得很欢、急得直哭”的意思   

3.了解“偷偷地”一词，体会加上描述动作情状的词语能使句子更生

动形象。   

4.利用补充对话的提示语，进行朗读指导  

5.学习部分二会字，以及三个四会字。  

教学过程：  

    课前背诵《雪地里的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

画枫叶……） （说明：这首小儿歌，一上学过。并和今天的内容有

一定的联系）  

一、课题导入。  

猜谜语：  

头顶红冠，嘴巴尖尖，脚踩竹叶，唧唧叫唤。  

嘴巴扁扁，身像小船，脚踩枫叶，摇摇摆摆。  

（一边读谜语，一边慢慢呈现小公鸡和小鸭子的简笔画。）  

孩子猜出后，板书：小公鸡、小鸭子  

读课题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课文，补充“和”，谁想读。你读。你读。你

读。大家一起读。 质疑课题： 读了这个课题，有什么疑问吗？  

二、自读课文。  

师：孩子们，很会提问。这些答案都藏着课文里。请大家翻开书本

P29 页，捧起书。自由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遇到难读的地方，多

读几遍。  

三、字词学习。  

孩子们，读得可认真啦。看，这个词语，你会读吗？ 

1.一块儿：（强调：儿化音。范读—指名—指名—齐读） 学习“块”：  

把词语送到句子里，谁来读：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这里

的一块儿就是一起，一同）--出去玩该有多开心呀。再读。  

“块”还有另一种用法，看这是（出示图片）—--（一块石头），我

们也可以说：石块。  

这是（出示图片）—-（一块木头），我们可以说：木块 这是（出示

图片），这是一块糖、一块蛋糕 。 

2．“不”的变调  

（1）不行、捉不到、不会、不信。 孩子们，读读这四个词语，你

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不字的音调不同。 嗯、读得真仔细，请你

领着大家读。  

（2）把带有不字的词语放到句子中，谁来挑战： 不行、不行，你

不会游泳，会淹死的！  

3.形声字：捉虫子、喊救命、跟着、急得直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1）这还有一座独木桥，谁来领读。  

（2）这四个字怎么记：捉、喊、跟、急、（引导孩子说出偏旁）    

（3）读生字儿歌： 

捉捉，用手捉；喊喊用口喊；             

跟跟，用脚跟；急急，心里急。  

四、概述课文 。 

1.词语和句子都会了，让我们捧起书，读读这个故事吧。（请四个孩

子接读）  

2.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①小公鸡 ②小鸭子 ③捉虫子④ 落水  

（     ）和（    ）一块儿玩。 

小公鸡（    ）给吃。 

小 鸭子（    ）时， （    ）救了（    ）。  

3.指名回答—齐读   

五、学习第二自然段  

1．出示图  

多么有趣的故事呀。看，这两位好朋友在做什么？（捉虫子）  

课文第几段写了这张图的内容（第二段）  

谁来读。其他同学边听边想思考，读了这段你知道了什么？ 

 2．顺学而导：  

预设一：我知道了：小公鸡吃得很开心。 你从哪句话知道的？  

小公鸡找到了虫子，吃得很欢。  

师：吃得很欢就是？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预设：吃得很开心、快乐、高兴。 为什么吃得欢？  

因为小公鸡捉到了许多虫子 你能联系上文来理解，真会学习。  

情境创设：小公鸡们，咱们来到草丛里捉了一只又一只，一连捉了好

多好多虫子呀。这下可以。。。。（预设：大吃特吃、慢慢享用了、可以

尽情地吃了。）   

是呀！多么欢乐呀。谁来读 评价引导读到位：  

恩！看来你捉的虫子不多，所以还不够快乐。 哪只小鸡更快乐。你

来 听听，他吃得多满足呀。多高兴呀。 欢乐的小鸡，站起来读一

读吧。（齐读）  

预设二：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  

    看着好朋友小公鸡在那一个劲地吃，吃得可香了，吃得可快乐了。

可自己这只捉不到，那只也捉不到。哎呀！小鸭子，你急得（预设：

直哭、急得涨红了脸、急得直跺脚、急得火冒三丈。）  

    指名读—看来还不够急----小鸭子呀，无论你怎么努力，还是

一只也捉不到呀。该怎么读呀。请你---恩。是呀!这只小鸭很着急。

哎呦，急得皱眉头喽。  

     小朋友们，小鸭子都这么努力了，可为什么，他就是捉不到

虫子？（请大家再联系小鸡和小鸭的样子，说一说。）（课前布置了

解）  

     听了大家这么一说，我们知道了因为小鸭子嘴巴扁，脚上有

蹼。所以，捉不到虫子。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就在小鸭子着急、难过的时候。读：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

就给小鸭子吃。  

小朋友们，咱们夸夸小鸡吧。（预设：热心、爱心、乐于助人）  

六、学习第三自然段。  

吃了小鸡的虫子，小鸭子他做了些什么？（预设：捉鱼给小鸡吃）  

是呀，多么懂得感恩的小鸭子呀。他想捉鱼感谢小鸡。请大家读读课

文的第三段。用横线画出小鸭子说的话，用波浪线画出小鸡说的话。

并读读这些对话。  

汇报对话的内容： 个性化朗读指导：  

方法：创造性地补充提示语：  

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小鸭子，你是要请

客呀，请客得怎么样（热情）  

预设：小鸭子（热情地）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热

情的小鸭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有什么动作呀？ 预

设：小鸭子（笑眯眯地）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小

鸭子（拍拍翅膀）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老师扮

演小公鸡回答：“我也去。”  

我是小公鸡，你们猜猜我此刻的心情是好奇、特别想去。 “不行，

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谁来读。  

预设：小鸭子（直摇头）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  

预设:小鸭子（着急地）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  

预设：小鸭子（皱起眉头）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七、对比句子。  

接下来，两个句子，你觉得哪句更好，为什么？ 对比：  

1 小鸭子不信，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水了。   

2 小鸭子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水了。  

学生交流  

情境创设： 

    是呀！多了，偷偷地一词。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音乐响起。  小

鸭子大摇大摆的走在石子路上，小公鸡（预设：却一步一步轻轻走，

生怕发出声音）  

小鸭子嘎嘎叫，一回头和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大合唱。这一回头

啊。（预设：吓坏了小鸡，一溜烟躲到大树后面。心里七上八下说：

“还好，还好，有大树爷爷挡着我。”）      

小鸭子经过一座独木桥，木桥很旧了。小鸭子走过去，木桥咯吱

咯吱响。小鸡一听（预设：心想：我得在草丛里躲一下，等小鸭子走

过去了，我再走呀。”）      

终于，来到了小河边。小鸭子一摇一摆下水了。不一会儿。（预

设：小鸭子也悄悄地下水了。）  

八、学习生字。（也、他、她）   

让我们捧起书，分角色朗读课文（一人扮演小鸡、一人扮演小鸭，其

他同学读旁白部分）  

九．小结：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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