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 小猴子下
山教案(大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一

1、会认“猴、结、掰、扛、满、扔、摘、捧、瓜、抱、蹦、
追”12个二类字。会写“块、非、常、往、瓜、进、空”7个
生字。

2、能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知道小猴子下山教给的道理：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见义思
迁，应该一心一意。

1、能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知道小猴子下山教给的道理：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见义思
迁，应该一心一意。

2课时

示图，小朋友看，这是谁啊?喊喊它的名字吧。(猴子、小猴
子)以前你听过哪些有关猴子的故事?今天，我们学一个更有
趣的故事x小猴子下山，板书课题。

1、小猴子下山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些地方，你能不能看图就
直接叫出这些地方的名字。



2、示图

玉米地、桃树下、瓜地、

3、能不用上“一()玉米地”这样的方法来说说小猴子下山的
时候，它来到了()来到了()来到()最后回到山上去了。刚才
我们知道小猴子下山去的路线。

4、能不能知道小猴子下山去干什么啦?怎么办?读课文。

5、理解思路：

掰玉米、扛玉米、扔玉米

摘桃子，捧桃子，扔桃子

摘西瓜，抱西瓜，扔西瓜

追兔子

1、接下来，我们就去玉米看看吧。

2、你看见了什么?

小猴子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小猴子心里很高兴。

小猴子就掰了一个。

小猴子扛着往前走。

3、谁得把这四句话合并成一句话?出示合并后的句子，大家
赶快来读一读吧。



4、师生合作读：刚才我们看见了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
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心里十分高兴，)
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

(引领学生说出桃树又大又红，这次非常高兴是因为找到了最
爱，读出扔玉米的毫不犹豫。)

6、能不能看图用上“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 )，看见( )，就
( )。”

7、(出示第三幅图)谁能编故事?(出示：小猴子捧着桃子，走到
( )，看见( )，就( )。)

8、(出示第四自然段)，看看你们填的对不对呢?学生读。

9、(出示第五自然段)，小猴子抱着个大西瓜往回走，大西瓜
能回到山上吗?它的什么老毛病又犯了?(三心二意的老毛病)
结果?(出示句子，学生读：兔子跑进森林不见了，小猴子空
着手回家去了。)

1、小猴子下山，本来是想干什么?(找吃的)结果呢?(两手空
空)是吃的没有吗?(不是)为什么会空手而回?(小猴子做事不
专心，三心二意，想一出是一出，见义思迁)

2、经过了这次，小猴子一定得到了教训。过了几天，它又准
备下山。下山之前，我觉得我们得跟小猴子说几句话，不然，
它又两手空空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说什么?(学生自由发
言)

非常高兴又大又圆可爱一片

西瓜真好小兔儿

非：左右结构，要注意笔顺。



常：上中下结构，可用熟字换偏旁的方法来记，“党”字下
面的“儿”换成“巾”。也可以分上面小字头，中间秃宝盖，
下面“吊”来记。

非常：表示不一般，十分的意思，比如：非常美丽，意思是
不是一般的美丽，是十分美丽了。正如非常高兴，非常爱吃
等。常常，经常，常来常往。

瓜：笔顺瓜，第一笔横撇。瓜地，西瓜，冬瓜，南瓜，瓜果。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二

有一群猴子住在一座很美很美的大山上，山上一年四季瓜果
飘香。

有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厌倦了山里的生活，它决定下山去看一
看。

小猴子下山了，走着走着看见玉米地，它高兴地摘个玉米。
它抱着玉米走着走着，看见满园又大又红的桃子，它扔了玉
米摘了几个桃子。它抱着桃子往前走，又看见一个瓜园里又
大又圆的西瓜，又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它抱着西瓜往前
走，“嗖”地蹿出一只小兔子，小猴子丢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小兔子跑到森林里不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像小猴子那样，得了这个扔了那个，
最终一无所获。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三

1.通过学习课文，快速了解小猴子下山的路线。以此为线索
学习并积累“又……又……”形式的词语，并会迁移运用。
能够正确区别“摘、扛、捧、抱、追”等动词。



2.能正确朗读故事，并能结合插图、板书等讲述故事。

3.由故事得到一定的启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总会像小猴
子那样犯些错做些傻事，而事后难过后悔是无用的，重要的
是能以今天的教训为基础，用积极的心态展望明天。

了解表示动作的词的不同含义并学习运用；根据课文内容，
说一说“小猴子最后为什么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2课时

一、预习回馈，引入新课

1.板书课题，提醒注意“猴”的书写。

2.游戏中复习回顾。出现大量故事中曾出现或没有出现过的
事物图片，让学生判断哪些图片中的事物是故事中有的?旨在
复习故事中的要点。

游戏过程中，将故事中出现过的“玉米、西瓜、桃子、兔子、
猴子”等图片贴到黑板上。

3.指导读好这些名词。强调“桃子、兔子、猴子”等
带“子”的轻声。

二、整体读文，明确路线

1.接读全文。

师：小猴子下山来(板画：山)，它先后走过了哪些地方?(板
画：路线)咱们请几位小朋友来接读这个故事吧?(接读课文，
正音)

2.排列图片。



师：听完故事，你能把这些图片按小猴子下山的先后顺序放
进这幅路线图里吗?

3.练说量词。

排图片后，辅助贴图练说：小猴子下山，先来到了一()玉米
地，再走到一()桃树下，接着走过一()西瓜地，最后看见了一
()小兔子。

三、以小猴子所见为线索，积累并学会运用“又()又()”的
词语

1.找出课文中“又x又x”的词语。

贴：又大又红，又大又圆，蹦蹦跳跳

2.练读词语。我们来读读这些词语，要让大家感觉到是好东
西哦!

3.拓展运用

如：又香又甜又鲜又嫩又松又脆又甜又脆又甜又糯(提示要点：
完全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两个特点是不能用“又…又…”来连
接的)

那这蹦蹦跳跳的小兔子你也能用这样的“又()又()”方式来
说一说它吗?

一、读课文，练习用“又……又……”说话

二、以“小猴子所做”为线索，积累并学会精确地使用动词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认读并理解：掰、扛。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



师：哇，这一路上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等什么呢!我
们赶快一起出发吧!看，玉米地到了!(课件出示)咦，画上怎
么没画小猴子呢!是这样的，课文中写小猴子来到玉米这部分
没有配插图，我想请小朋友帮我想想，这幅图上该画一只怎
样的猴子呢?别急哦!还是先读读这部分故事是怎么写的吧!

2.你会画一只怎么的猴子?(提示：表情、动作)随机学习：掰、
扛。(指导书写：掰)

3.齐读第一自然段。

(二)学习二至四自然段，理解并积累“摘、捧、抱、扔、追。

1.自由读，找一找小猴子的'动作，并圈一圈。

小猴子继续走啊走，来到桃树下，走过西瓜、还看见了一只
小兔子，在这些地方小猴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去读读写这
三部分的课文吧!拿起笔，边读边圈一圈像这样写小猴子动作
的词语。

2.回馈。教师故意打乱顺序贴动词。

3.学生评价，并谈理解。

讨论要点：

(1)区别：捧、抱，

(2)理解“摘”可以跟桃子、西瓜搭配，但不能跟玉米搭配。

(3)扔：应该扔了三样东西。老师把这些动作都贴到了。(正
是所有的东西都被扔了，兔子又没追上，小猴子才会两手空
空回家去。趁机将另一只垂头丧气的猴子贴图贴上去)

三、体会小猴子当前所感，并能积极展望未来



1.复述故事。

2.所有的好东西都被扔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了。看
着小猴子两手空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想他心里一定装满
了后悔和难过。其实啊，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犯些错，
做些傻事。经历过一次次的教训，我们才会变得聪明能干起
来啊!

3.课件中出示配乐动画：今天，太阳下山了，小猴子只好空
着手回家去了!可太阳下山还会升起，瞧，新的一天又来了!
今天的小猴子下山，又会发生怎么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编
一编吧!(课件定格在：小猴子第二次下山)

4.回家编一本题为《小猴子第二次下山》的图画书。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四

1.巩固已学过的10以内数的减法。

2.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的减法问题，让学生借助学具
操作，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3.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合作意识。

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算式。

通过借助学具操作，算出得数，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
是0的'道理。

学生准备小棒、师准备投影片。

在花果山上有一群猴子，有一天他们下山来，看见一棵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就提着篮子来摘
桃，你想知道小猴子摘桃子的结果吗？请看投影片。



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自说说，然后小组内交流。

同桌悄悄说说。同桌互相合作学具解答自己刚才发现的问题。

生说算式，师板书。

通过学具操作，着重让学生理解从一个数里减去0的含义，体
会一个数减去0得数还是原数的道理。

1、同桌互相说说40页第1题的图意，并列出算式解答。

2、谁能又准又快地计算41页的第2题。

3、小组讨论第3题，根据图意如何列4个不同的加减算式。

4、看图能正确流利地讲一个有关的数学故事。（小组合作探
讨）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五

1、知道故事内容，能复述这个故事。

2、能理解“掰、摘、抱”等动词，感受动词使用的准确性。

3、知道小猴子下山教给的道理：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见义思
迁，应该一心一意。

4、能续编故事《小猴子第二次下山》

：能用“走到……看见……”的句式复述故事。

：知道做事不能三心二意

课件、卡片（掰玉米、扛玉米、扔玉米）



：1课时

1、示图，小朋友看，这是谁啊？喊喊它的名字吧。（猴子、
小猴子）

2、听过有关猴子的故事吗？谁能看图，猜出这个故事名。

猴子捞月，狐狸和猴子

4、自己把课题读一读。

1、小猴子下山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些地方，你能不能看图就
直接叫出这些地方的名字。

2、示图

玉米地、桃树下、瓜地、树林

3、能不用上“一（）玉米地”这样的方法来说说小猴子下山
的时候，它来到了（）来到了（）来到（）最后回到山上去
了。刚才我们知道小猴子下山去的路线。

4、能不能知道小猴子下山去干什么啦？怎么办?读课文。

5、理解思路：

掰玉米、扛玉米、扔玉米

摘桃子，捧桃子，扔桃子

摘西瓜，抱西瓜，扔西瓜

追兔子

6、理解动词的特点：



1）质疑不会读的字。

2）谁能用上动作，来读一读

3）指生演一演“掰”的动作。

4）师生合作边演边读。

7、练习：看老师做动作，你们来说动作，看谁厉害。

1、接下来，我们就去玉米看看吧。

2、你看见了什么？

小猴子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小猴子心里很高兴。

小猴子就掰了一个。

小猴子扛着往前走。

3、谁得把这四句话合并成一句话？出示合并后的句子，大家
赶快来读一读吧。

4、练习：把四句话合并在一句话。

丁丁按时起床。

丁丁洗脸刷牙。

丁丁吃完早餐。

丁丁高高兴兴去上学。



谁也能把这四句话合并为一句话。

出示句子：丁丁按时起床，洗脸刷牙，吃完早餐，高高兴兴
去上学。学生读。

5、师生合作读：刚才我们看见了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
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心里十分高兴，）就
（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

（引领学生说出桃树又大又红，这次非常高兴是因为找到了
最爱，读出扔玉米的毫不犹豫。）

7、能不能看图用上“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看见（），
就（）。”

8、（出示第三幅图）谁能编故事？（出示：小猴子捧着桃子，
走到（），看见（），就（）。）

9、（出示第四自然段），看看你们填的对不对呢？学生读。

10、（出示第五自然段），小猴子抱着个大西瓜往回走，大
西瓜能回到山上吗？它的什么老毛病又犯了？（三心二意的
老毛病）结果？（出示句子，学生读：兔子跑进森林不见了，
小猴子空着手回家去了。）

1、小猴子下山，本来是想干什么？（找吃的）结果呢？（两
手空空）是吃的没有吗？（不是）为什么会空手而回？（小
猴子做事不专心，三心二意，想一出是一出，见义思迁）

2、经过了这次，小猴子一定得到了教训。过了几天，它又准
备下山。下山之前，我觉得我们得跟小猴子说几句话，不然，
它又两手空空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说什么？（学生自由
发言）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六

教学目标：

1巩固已学过的10以内数的减法。

2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的减法问题，让学生借助学具操
作，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3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算式。

教学难点：通过借助学具操作，算出得数，体会相同的两个
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教学准备：学生准备小棒、师准备投影片。

师生双边活动：

一、导入：

在花果山上有一群猴子，有一天他们下山来，看见一棵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就提着篮子来摘
桃，你想知道小猴子摘桃子的结果吗？请看投影片。

二、出示“小猴子下山”的投影片让学生仔细观察。

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自说说，然后小组内交流。

三、引导学生看图，根据图意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同桌悄悄说说。同桌互相合作学具解答自己刚才发现的问题。

四、全班交流自己是怎样解决发现的问题。



生说算式，师板书。

五、操作学具

通过学具操作，着重让学生理解从一个数里减去0的含义，体
会一个数减去0得数还是原数的道理。

六、扩展练习

1、同桌互相说说40页第1题的图意，并列出算式解答。

2、谁能又准又快地计算41页的第2题。

3、小组讨论第3题，根据图意如何列4个不同的加减算式。

4、看图能正确流利地讲一个有关的数学故事。（小组合作探
讨）

七、学生本节课的所学内容。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七

1巩固已学过的10以内数的减法。

2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的减法问题，让学生借助学具操
作，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道理。

3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合作意识。

正确解答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是0的算式。

通过借助学具操作，算出得数，体会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得数
是0的道理。

学生准备小棒、师准备投影片。



在花果山上有一群猴子，有一天他们下山来，看见一棵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就提着篮子来摘
桃，你想知道小猴子摘桃子的结果吗？请看投影片。

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自说说，然后小组内交流。

同桌悄悄说说。同桌互相合作学具解答自己刚才发现的问题。

生说算式，师板书。

通过学具操作，着重让学生理解从一个数里减去0的含义，体
会一个数减去0得数还是原数的道理。

1、同桌互相说说40页第1题的图意，并列出算式解答。

2、谁能又准又快地计算41页的第2题。

3、小组讨论第3题，根据图意如何列4个不同的加减算式。

4、看图能正确流利地讲一个有关的数学故事。（小组合作探
讨）

小猴子下山教学评课稿篇八

1.认识“猴、结”等12个生字，读准多音字“结、只、空”，
会写“块、非”等7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借助插图，图文对照，读懂故事
内容，说说故事主要情节。

3.利用动作演示等方法正确理解“掰、扛、扔、摘、捧、
抱”这些词，并能选几个词各说一句话；了解并积累“又 又
”形式的词语。

4.能推断“小猴子最后为什么只好空着手回家去”的原因，



初步明白做事情要目标明确，有始有终。

了解表示动作的词的不同含义，并学习运用。根据课文内容，
说一说“小猴子最后为什么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了解课文内容，懂得做什么事都应该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
意。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以图导言，激趣导入

教师板画一座小山。

1.谈话:同学们都很喜欢小动物，瞧，今天我们的课堂上就来
了一只小猴子。（在小山上贴上一只小猴子图片）你觉得这
是一只怎样的小猴子呢？（学生自由发言）今天我们就来讲
讲这只小猴子的故事。

2.板书课题：小猴子下山

3.读了课题，你知道了什么？还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大声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读准字音。

2.再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在文中画出小猴子都去了哪
里。

3.分组朗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引导学生齐读课文，启发学生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你喜欢这只猴子吗？

2.组织同桌互相说一说。

3.组织全班交流。

四、指导写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引导学生观察：这几个字有什么特
点？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边范写边强调书写要点。

3.组织学生描红、临写。

4.组织全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