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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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篇一

请你猜猜这白色的娃娃是什么?(小兔子、白狗)这些动物是白
色的，但是他们能跳到巧克力里、糖里、冰块里使它们很快
活吗?谁再来猜一猜。(白萝卜)白萝卜怎么跳呢?那唐老师再
来念一遍，请你们再来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它会
使这些东西都很快活呢?······谁再来猜一猜(牛奶)答
案就藏在这个袋子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奶牛为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那我们来感谢一下奶
牛吧。说说你想怎么感谢奶牛。(谢谢)我们要谢谢谁呀?谁来
说一说。(谢谢奶牛)谢谢奶牛为我们做了什么呢?(谢谢奶牛
为我们带来的牛奶)这是一句完整的话，谁还想来感谢一下奶
牛。(奶牛，谢谢你)谁能说得再完整一点呢?(谢谢奶牛，下
次请你到我家来玩，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好吃的东西)是个非常
有礼貌的孩子，还请奶牛到他们家去。(谢谢奶牛为我们带来
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如果没有你，我们就不能吃到牛奶糖
和牛奶饼了)说得很棒。

对于上面的两个细节问题，在第一个细节上，请孩子来猜一
猜这样白娃娃是什么时，发现孩子们一下子都答不上来，答
出来的就只是白色的东西，很少会有小朋友会想到是白色的
牛奶。那么这时，我应该给予及时的回应以及提示而不是再
把故事来念一遍，或者是及时地出示这样东西，请孩子们来
说说这样东西里有什么，这样应该会有很多孩子能说出牛奶
了。



对于第二个细节，一开始孩子们说得都是非常地简单，有些
只是两个字谢谢，在我的不断引导下，渐渐地孩子们能说出
一句非常完整的话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能在孩子的回答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提示，使下一个回答的
孩子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

本次社会活动《感谢奶牛》是想让孩子们在了解奶牛的特点
有及牛奶和奶制品对人们的益处后，自然的萌生对奶牛的谢
意，而从孩子对奶牛说的感谢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孩子
们对于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地喜欢，并且都达到了目标的要求。
在最后分享环节中，孩子们一起有吃有喝，并与好朋友一起
分享食物，过得非常地开心开心与快活。

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篇二

为了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预习与阅读，我布置他们利用三天
假期，回去仔细阅读《安恩和奶牛》这篇课文，并圈画出重
点字词，思考文中你最喜欢的人物，概括人物的特点。

三天假期结束后，我怀着无比憧憬的心情走进教室。简单的
作者介绍后，我选出五位学生出示自己圈画出的词语(本以为
这样简单的环节，他们会争先恐后去完成)，然而，当我让下
面学生来认读黑板上的字词时，竟让有那么多的学生不认识，
失望与怒火在心中不断滋生，曼延。稳定心情，课堂教学，
在一种极不和谐的氛围中艰难地进行着，但我依然在期待着，
期待在下一个环节中学生能够活跃起来。当我将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写在黑板上，让他们根据要
点概括小说内容时，他们或低下头，或面面相觑，总之没有
一个举手，即使我试着鼓励好几次，可是孩子们还是没有反
映，教室里有的是一种压抑的安静。无奈中的我，带着几分
气愤的语气问道：“不会概括的举手。”在这种难得的寂静
中没有一个学生举手，接着我又追问一句：“会概括的举手。
”这时孩子们都慢慢地举起了手，趁机，我点了一位我认为
不错的学生先来概括，想让她带好这个头，可是她站起来，



捧着课本就读。在我再三强调，根据提示交代清楚黑板上的
要点就行，概括不要求说的非常详细，更不是读课文之后，
我又让两位学生来尝试，可最终都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就这
样，这节课在磕磕绊绊中迎来了下课的铃声，走出教室，我
的心情却很沉重，我不断自问：为什么自认为很简单的教学
内容却上得如此的费劲，如此的不愉快?难道是孩子并没有按
我的要求去阅读这篇课文，还是小说的内容概括对刚升入初
一的学生而言，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反复的思考中我
领悟到：刚入初一的孩子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老
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只是流于形式;我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没有
检查，对他们完成的质量并不了解;学生对阅读课文时要做什
么不知道，依然停留在你要我做什么的阶段;单纯识记词语比
较枯燥，对于自控力较差的初一孩子来说不仅仅是被动，更
多的则是不愿意。写下自己的感悟，走出办公室，望着那已
挂树梢的红彤彤的夕阳，我觉得心情好舒畅!

”(有学生窃窃笑着)“我觉得安恩是一位家里比较穷的
人。”“我觉得安恩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一句句精彩
的概括，如同一串串优美的音符，传奏出动人的旋律。有根
有据环节，同学们将概括回归文本，并归纳小说塑造人物的
方法。在这一环节中，我发现学生对人物的神态，心理描写
理解不如外貌、语言、动作那样容易理解。在第一次备课时，
到这儿我觉得比较费劲，不知道下面将何去何从，不知道该
如何巧妙引入下面内容的讲解，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所
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读这篇课文，什么地方让你最感动或
是你最没想到的?这时学生很容易就找到小说结尾处：我是带
奶牛来散心的!那你初读是你认为安恩是带奶牛来干什么的
呢?“卖的”(物主)对，老师和你们一样。文章中有哪些地方
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接着
我又问道：“仔细观察，我们其实能发现安恩确实不是来卖
牛的，你发现了吗?”同学们再次说出理由。“那么安恩为何
不在第一个人来买牛时就告诉他，说出真相呢?”这一问题可
以引导学生思考文章的写作特色：造成悬念，层层设疑，引
起读者兴趣，增强小说可读性，更深刻揭示小说主旨。



巧妙的设疑入问，让学生有话可说，让学生在课堂动了起来，
让自己心情舒畅起来。

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篇三

《感谢奶牛》是《动物，我们的朋友》里的一个活动。虽说
是科学活动，但事实上却也包含了许多社会性的`内容。活动
中，我先是以一个优酪乳的广告来引出活动。这个广告拍得
很好，把优酪乳的浓、纯、香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诱人，
别说孩子们了，连我看了，都忍不住想去尝一口。就这样，
活动的主体——牛奶，以这么吸引人的方式给带出来了。那
么，这么好喝的牛奶是怎么来的呢?活动的主角，我们要感谢
的人物——奶牛，也出场了。

这个活动的开场，可以说又新颖有趣，又很直入主题，没有
多少废话，我还是很满意的。

在整个认识奶牛的过程中，我多次采用了视频的方法，让孩
子们通过视频来了解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奶牛是怎么吃草
等等。生动的视频比呆板的图片更吸引幼儿，也能让孩子们
认识得更清晰。

在了解奶牛挤奶过程的时候，我还安排了一个小插曲，请孩
子们听音乐一起来模仿挤奶的样子，孩子们都很兴奋，这个
环节的设置，活跃了气氛，也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挤奶的
乐趣。

活动的最高潮应该就是品尝奶制品了。由于事前通知到位，
每个孩子都带了至少两种奶制品。我让他们自由地品尝、分
享，在吃吃说说的过程中，认识了奶制品、也认识了奶制品
对人类的种种好处。

这个活动与幼儿的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
作为幼儿探索的对象。在教师的引导下，幼儿作为活动的主



体，通过活动前的自主搜集资料、积累有关经验;活动中的交
流讨论、相互学习，以及活动后的经验拓展和提升，较好地
体现了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整个活动也
体现了幼儿自主构建的全过程。活动进行得比较成功。

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篇四

一、说教材

教材分析

《安恩和奶牛》是七年级语文上册新增加的一篇课文原先是
《“诺曼底”号遇难记》虽然两篇文章的体裁一样，都是小
说，都是通过外貌、神态、动作、语言等细节描写和对比手
法来凸显人物特征不同的是，前者表现哈尔威船长敬业爱岗
的精神，坚定刚强的意志，以及宁死不渝的对轮船和乘客的
执着的爱；后者表现安恩老太太尽管不富裕，却拥有爱心，
拥有自尊，关爱动物，善待动物，在看到奶牛孤单时，就带
到集市上和同类聚聚，说明她已经和那头孤零零的奶牛相依
为命文本的改动说明了什么显然，是一种教育的转型，一
种“舍身救人”到“仁爱天下”的转型文章就是希望孩子通
过课文的学习，学会在自保的基础上，关爱他人，甚至动物，
力求“让别人因我的存在而幸福”

教学设想及教学目标

小说通过人物描写来传递作者的思想以及写作意图教学过程
中，应以人物中心，在情节发展的动态中分析人物由点及面，
先分析人物性格，再通过解题来揭示小说主题结合本文的特
点，确定这一堂课的目标及教学重难点如下：

教学目标：1、通过课文研读，能够说出安恩这一人物形象的
特点



2、把握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

3、感悟和懂得对生命的尊重

教学重点：1、通过课文研读，能够说出安恩这一人物形象的
特点

2、把握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

教学难点：感悟和懂得对生命的尊重

二、说学情及学法

三、说教法：

精心设计几个问题来引导学生细致阅读课文，圈点评注，思
考讨论：

四、说教学程序

1、导入

歌曲欣赏，激发兴趣，进入状态

2、走进课文

回顾小说的情节，熟悉课文，指出小说中的人物

3、佳句赏析

从文中你找到了哪些精彩的描写？

你觉得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人物怎样的特点？

4、词语品味



小说用了不少生动的词语描写人物，摘出这些词语，说说它
们对表达思想感情的作用

5、生命感悟

在对待奶牛的态度上安恩和买牛人有着怎样的不同？

你对此有怎样的感受?

6、爱的猜想

奶牛从集市回家的路上对安恩说——

7、让爱延伸（课堂小结）

只要每一个人爱自己，爱家人，爱身边的一草一木、飞禽走
兽，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多么和谐与可爱，

就像安恩和奶牛，默默地处在喧闹的集市，静静地享受情与
爱

五、说板书设计：

每一处描写都能让人物鲜活生动

每一个词语都能让文章熠熠生辉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

每一个生命都渴望交流沟通

每个人的心田都有爱的种子



安恩和奶牛教案一等奖篇五

范文一：

《感谢奶牛》是《动物，我们的朋友》里的一个活动，虽说
是科学活动，但事实上却也包含了许多社会性的内容。活动
中，我先是以一个优酪乳的广告来引出活动。这个广告拍得
很好，把优酪乳的浓、纯、香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诱人，
别说孩子们了，连我看了，都忍不住想去尝一口。就这样，
活动的主体——牛奶，以这么吸引人的方式给带出来了。那
么，这么好喝的牛奶是怎么来的呢?活动的主角，我们要感谢
的人物——奶牛，也出场了。

这个活动的开场，可以说又新颖有趣，又很直入主题，没有
多少废话，我还是很满意的。

在整个认识奶牛的过程中，我多次采用了视频的方法，让孩
子们通过视频来了解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奶牛是怎么吃草
等等。生动的视频比呆板的图片更吸引幼儿，也能让孩子们
认识得更清晰。

在了解奶牛挤奶过程的时候，我还安排了一个小插曲，请孩
子们听音乐一起来模仿挤奶的样子，孩子们都很兴奋，这个
环节的设置，活跃了气氛，也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挤奶的
乐趣。

活动的最高潮应该就是品尝奶制品了。由于事前通知到位，
每个孩子都带了至少两种奶制品。我让他们自由地品尝、分
享，在吃吃说说的过程中，认识了奶制品、也认识了奶制品
对人类的种种好处。

活动反思：

这个活动与幼儿的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



作为幼儿探索的对象。在教师的引导下，幼儿作为活动的主
体，通过活动前的自主搜集资料、积累有关经验;活动中的交
流讨论、相互学习，以及活动后的经验拓展和提升，较好地
体现了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整个活动也
体现了幼儿自主构建的全过程。活动进行得比较成功。

范文二：

(白萝卜)白萝卜怎么跳呢?那唐老师再来念一遍，请你们再来
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它会使这些东西都很快活
呢?······谁再来猜一猜(牛奶)答案就藏在这个袋子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细节二：奶牛为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那我们来感
谢一下奶牛吧。说说你想怎么感谢奶牛。(谢谢)我们要谢谢
谁呀?谁来说一说。(谢谢奶牛)谢谢奶牛为我们做了什么
呢?(谢谢奶牛为我们带来的牛奶)这是一句完整的话，谁还想
来感谢一下奶牛。(奶牛，谢谢你)谁能说得再完整一点
呢?(谢谢奶牛，下次请你到我家来玩，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好
吃的东西)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孩子，还请奶牛到他们家
去。(谢谢奶牛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如果没有你，
我们就不能吃到牛奶糖和牛奶饼了)说得很棒。

评价分析：

对于上面的两个细节问题，在第一个细节上，请孩子来猜一
猜这样白娃娃是什么时，发现孩子们一下子都答不上来，答
出来的就只是白色的东西，很少会有小朋友会想到是白色的
牛奶。那么这时，我应该给予及时的回应以及提示而不是再
把故事来念一遍，或者是及时地出示这样东西，请孩子们来
说说这样东西里有什么，这样应该会有很多孩子能说出牛奶
了。

对于第二个细节，一开始孩子们说得都是非常地简单，有些



只是两个字谢谢，在我的不断引导下，渐渐地孩子们能说出
一句非常完整的话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能在孩子的回答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提示，使下一个回答的
孩子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

所思所悟：

本次社会活动《感谢奶牛》是想让孩子们在了解奶牛的特点
有及牛奶和奶制品对人们的益处后，自然的萌生对奶牛的谢
意，而从孩子对奶牛说的感谢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孩子
们对于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地喜欢，并且都达到了目标的要求。
在最后分享环节中，孩子们一起有吃有喝，并与好朋友一起
分享食物，过得非常地开心开心与快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