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 找骆驼教学设
计(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一

1、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老人是怎样知道商人走失的那只骆驼的样子的，懂得
遇事仔细观察，抓住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判断，才能
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情节简单，对话较多。学生已经掌握了
一定的自学方法，能够运用这些方法读通课文，了解课文大
意。

1、理解老人通过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合理推理的过程；

2、能用因果倒装句式正确地把老人的推理过程说出来。

3、培养学生用心观察，认真思考的好习惯。

课件

一、猜谜导入

1、猜谜



2、看图

师：是啊，它就是骆驼。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有着“沙漠
之舟”美誉的骆驼们。（出示图片，认识：双峰骆驼的特
点——背上有两个驼峰，体毛很长，褐色，头顶有簇毛；单
峰骆驼的特点——背上只有一个驼峰，体毛较短，很高大）
骆驼对沙漠中的人们这么重要，如果在沙漠中行走的人不小
心走失了骆驼，那该有多糟糕啊！可有个商人偏偏遇到了这
事，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找骆驼的。

今天，我们学习一篇阿拉伯故事《找骆驼》（板书：找骆驼，
齐读课题）

二、自读自悟

师：让我们先来读读这个有趣的故事，在读之前，老师给你
们一个自学提纲，它能帮助你们带着问题进行自学，在自学
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1：快速读课文，把课文读通读顺。2：划出本课的生字词.3: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检查自学

1、指名读词语，纠正读音

2、理解词义

跛：腿脚有毛病，走路身体不平衡；

驮：背；

愤愤：很生气的样子；

不紧不慢：不急也不慢，不慌不忙的样子；究竟：毕竟、到



底；

至于：课文中指另外再提到一件事。

3、齐读词语

4、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师：词语的意思明白了，那你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吗？
（《找骆驼》这个故事讲了商人（走失）一只骆驼，向老人
（打听），经老人（指点），终于（找到）骆驼的事。

四、合作探究

b、老人是怎么知道骆驼的这些特点的？

2、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默读课文。

3、小组合作探究师：把你的思考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交流，也
听听别的同学有什么发现。

4、小组汇报归纳，学习重点段

师：同学们讨论得非常认真。好，谁来说说，商人走失的骆
驼是什么样子的？

5、学生回答。

6、指导朗读，分角色朗读。

7、老人是怎么知道骆驼的这些特点的？

8、指名回答

（1）填一填，说一说：



刚才我看见路上有骆驼的脚印，右边深，左边浅，就知道骆
驼的左脚有点跛。

因为老人看见_______，所以知道_______；

我又看见路的左边有一些蜜，右边有一些米，我想骆驼驮的
一定是这两样东西。

9、指导朗读

10、商人找到骆驼了吗？从哪个词可以看出来？从“果然”
理解老人的判断准确无误

从“果然”这个词你可以体会到什么？（老人的判断非常准
确）

五、教师小结

1、学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收获？（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2、你想对老人和商人说什么?

3、师总结：是啊!我们遇到问题，要学会多观察，多思考，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六、游戏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个游戏，看看同学能否做个生活的有心人。
七总结

师：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们明白了：要学会多观察，多
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板书设计



留心生活善于观察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二

1、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出人物的不同语气。

2、理解老人是怎样知道丢失骆驼的特点的。

3、培养仔细观察与认真思考的习惯。

了解商人的骆驼有哪些特点，老人是怎么发现这些特点的。

理解老人为什么能够指点商人找回骆驼。

一、导入：

介绍：骆驼是沙漠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商人想要在沙漠中运
货，可离不开骆驼。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有关骆驼的一篇课
文。

二、新课：

1、初读课文。（自由读）

2、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商人此时的心情怎样？你现在就是这个商人，你会怎么做？
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3、具体学习课文。

（1）当商人问老人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呢？同桌同学分角
色读（1—7自然段）

指名分角色读。



如果你是商人，听了老人的话，心里会怎样想？

指导朗读

（2）老人把骆驼的样子说得这样具体，又说不知道骆驼在哪，
你这位商人会怎样想？

指导朗读商人的话，读出生气、质问的语气。

（3）老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呢？请你自己读读第10自然段。

老人说的是真的吗？他没看到骆驼，为什么对情况知道得这
样清楚呢？谁能为在座的商人解释解释。

（4）结果怎样，齐读第11自然段。

4、小结。

学过了这篇课文，你懂得了什么？

板书：

16、找骆驼

左脚跛

左驮蜜 右驮米 仔细观察 认真思考

缺牙齿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三

1、识记本课8个生字。在语言环境中积累“骆驼、牙齿、详
细、不紧不慢、指点、走失”等词语。



2、正确朗读课文，理解“按照老人的指点，商人为什么能找
到丢失的骆驼。”并和伙伴们分角色演一演。

3、了解老人是通过观察、分析得出结论的，逐步养成善于观
察，善于分析推理的良好思维品质。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知道在沙漠里行走，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什
么？（骆驼）

2、对了，有一个商人走失了一只骆驼，于是，他急得到处找。

出示课题，33、找骆驼（齐读课题）。

3、生字：骆

4、学生质疑

师：读了课题，你们想知道这位商人是怎么找骆驼的，他究
竟找到了没有呢？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演示课文动画，用自己的话说说你听到些什么？

2、借助拼音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生字：跛驮忿哄啃

（1）小组读生字。（出示）跛驮忿哄啃

（2）书写：驮忿

读词语：（出示）骆驼、牙齿、详细、不紧不慢、指点、走



失

（3）开火车分小节读课文，正音。

三、再读课文，感悟内容

1、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

指导朗读，体会人物的心情和语气。

商人：有礼貌、着急、忿忿。

老人：不紧不慢、胸有成竹。

2、小组分角色朗读课文。

3、指导读句子：（出示）商人听了，照老人的指点一路找去，
果然找到了走失的骆驼。理解词语“果然”，进行造句。

4、想一想：按照老人的指点，商人为什么能找到丢失的骆驼？

小组讨论，说说理由。

5、说话练习（出示）老人看见（），就知道（）；又看见
（），想到（）；还看见（），所以知道（）。

6、交流并板书：观察分析归纳结论

7、（出示）老人看见这些现象是怎么想的呢？

8、学了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

9、齐读课文。

四、巩固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和小伙伴合作演一演。

3、（出示）比一比，组成词语。

跛（）齿（）忿（）

玻（）龄（）芬（）

4、（出示）想一想、说一说：

（1）骆驼左脚有点跛，是因为。

（2）因为路的左边有些蜜，右边有些米，所以。

（3）因为，所以，骆驼缺了一颗牙齿。

33找骆驼

看到思考知道

（观察）（分析归纳）（结论）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不同人物的不同语气表现出的不同
心理。

2理解课文，了解老人是怎样知道走失骆驼的特点。

3感悟“用心观察，就能有所发现”，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与认
真思考的习惯。

理解课文，了解老人是怎样知道走失骆驼的特点。



感悟“用心观察，就能有所发现”，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与认
真思考的习惯。

课件

一、导入

1.出示骆驼的图片，学生介绍

2.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人行走的时候必须依靠骆驼，可是
有个商人，却把自己的骆驼走失了，今天我们就和他一起去
找骆驼。

3.齐读课题。

二、了解导读语

1.回顾学习略读课的方法。

2.自由读导读语画出学习任务，并指名交流。

三、检查预习情况

1.出示生词，列火车读

2.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并且根据提示找出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

3交流起因经过结果，并且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4.总结方法：今天我们把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用自己的话串
联起来，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这种方法叫要素结合法。

四、品读课文



1.以小组为单位分角色朗读课文，思考：商人与老人说话的
语气是怎样的？

2.交流

（1）商人是着急___愤愤地练读相关语句

（2）老人是不紧不慢练读相关语句

3.了解老人知道骆驼特点的探究过程

提问：

（1）老人为什么说起话来不紧不慢？

（2）老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做到胸有成竹的？（理解老人
是因为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才能清楚的了解骆驼的特点）
（板书）

（3）默读十自然段，把发现的线索用横线画出，把结论用括
号标出。

（4）再读十自然段

（5）骆驼找到了吗？从哪个词看出的?果然的意思？造句

（6）分角色读课文比赛。

五、拓展训练

结束语：老师希望同学们今后也能做一个能仔细观察，认真
思考的人。

16、找骆驼



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正确结论

脚印左浅有深左脚跛

路左蜜右米左驮蜜右驮米

牙齿印少了颗牙齿

《找骆驼》一文记叙了一个商人走失了一只骆驼，很着急，
一位老人凭着自己的观察，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推理，指出
了商人走失的骆驼的特征，最后在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走失
的骆驼。文章告诉我们：遇事要仔细观察，勤于思考，才能
得出正确的结论。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五

1、设疑导入。商人丢失了一只骆驼，一位老人从没见过骆驼，
却帮助商人找回了骆驼，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们读了
《找骆驼》这篇课文后，同学们就明白了。（板书课题）

2、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我们根据课前提示来自学，通过自读
课文解决问题。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通顺，
不认识的字、词借助工书查阅。

2、边读边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默读课文，尝试解决“课前提示”中的问题，边读边圈画，
找出不明白的地方，

1、带着问题自读课文。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老人详细地说了骆驼的哪些情况？

（3）这些详细的情况老人是怎样知道的？

2、小组合作探究。

3、各小组汇报学习收获，归纳整理。

4、交流全文。

（课文讲商人走失了一只骆驼，老人在没有见过骆驼的情况
下，凭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准确分析和判断，使商人终于找到
了骆驼。）

5、师问：老人是根据什么知道骆驼有关情况的？

6、填一填，议一议。（尽量用文中的语言）

因为老人看见----------------------------------，所以
知道----------------------------------。

因为老人又看见--------------------------------，所以
知道----------------------------------。

因为老人还看见---------------------------------，所以
知道----------------------------------。

７、读一读，想一想：为什么老人能指点商人找到骆驼？

（老人凭借自己生活实际，分析骆驼留下的种种迹象，帮助
商人找回骆驼。）

８、读全文后你从中受到什么启发？

（从中体会到老人对生活处处留心，善于观察，善于思考。）



（从中体会到老人对人热情，乐于助人。）

９、小结：老人没有见过那只骆驼，却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
里和准确无误的判断，凭着骆驼留下的几处痕迹，就弄清了
骆驼的具体情况，达到了“窥一般而只全豹”的境界，真可
谓观察和思考的典范。

1、细读课文，仔细想想商人和老人对话的情形：动作、神态、
心情、语气等，给文中人物语言补充恰当的提示语。

2、小组合作探究提示语，并练习分角色朗读。

3、小组分角色表演。

4、推选优秀小组表演。（生甲：扮商人的服装道具生乙：扮
老人的服装道具）

5、师生点评：指出优点及不足。

1、商人找到骆驼，心情怎样，心里会怎么想，对老人会说些
什么？

2、在学习、生活中你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没有，有没有留心观
察，认真思考的事物？请写进自己的日记里。

找骆驼教学设计公开课篇六

１、通过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学生留心生活，仔细观察，认
真思考。２、朗读课文，培养学生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
能力。重点难点: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对任何事物只有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老人是如何知道商人走失的骆驼有这些特点的。

师：同学们老师这有个谜语谁能猜出答案啊？（课件出示谜
语找生读谜语，知道“沙漠之舟”是指骆驼）

师：同学们真聪明，是骆驼。（欣赏骆驼图片）

师：老师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骆驼的资料，有谁能为大
家读一读啊？（课件出示骆驼资料找生读）

师：有位粗心的商人丢失了他的“沙漠之舟”这节课就让我
们一起帮助商人“找骆驼”。

（板书“找骆驼”），指导读准轻声tuo。

1、请同学们捧起你们的课本认认真真地读课文，想一想课文
有哪些角色，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另外在读的时候，画出
不认识的生词。

2、读完了，老师想出些词语考考大家好不好？（课件出示词
语）

3、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师：老师帮大家总结了一下（齐读）：课文主要讲了一位商人
（走失）一只骆驼，向老人（打听），在老人的（指点）下，
（找到）骆驼的事。

二）明确学习要点

（1）商人丢失的骆驼有什么特点？

（2）老人是怎么知道骆驼的这些特点的？

2、师：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学习这篇课文。



（一）研读“骆驼的特点”

1、首先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请同学们先读读课
文1-7自然段，边读边想：走失的骆驼有哪些特点？请画出。
（划好的同学可以同桌交流交流。）

2、学生汇报骆驼特点。

师：你从哪里知道的？我们先来读一读他们的对话，然后再
说说骆驼的特点？（教师板书：左脚跛；左驮蜜右驮米；缺
一颗牙）

思考：“跛”什么意思？谁能为大家表演一下跛脚走路？

过渡：大家很好的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
探究一下第二个问题吧！

（二）探究“如何知道骆驼的特点”

1、课文的哪个自然段介绍了老人是如何判定骆驼有这些特点
的？（第10自然段）

2、那么谁能说出这段话应该怎样读呢？（不紧不慢地读）

3、“不紧不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镇定，不慌不忙，
很沉稳）

4、现在就请大家自由读读出老人的不紧不慢。读完后，请大
家用画出老人看到了什么，通过看到的想到了什么。（课件
出示）

5、在因为所以、的句式中，我们知道了因为（原因），所以
（结果），这样的句子就叫做因果关系。 6、总结骆驼特点
和发现特点的原因7、老人为什么可以准确知道走失骆驼的特
点？（课件总结）



（因为米和蜜终有流光的那一刻，沙漠里也不是处处都有叶
子，只有脚印是持续存在的。）

2、“果然”一词说明了什么？（商人通过老人的指点找到了
骆驼）

师：学到这里，你觉得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他的身上
学到了什么？

1、把今天学的这个故事讲给父母听。

2、观察身边的事物，你会有哪些新的发现？把你的新发现，
准备在口语交际课上与大家共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