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
(模板7篇)

大班教案的编写有助于教师对幼儿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的理
解，并能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活动的安排。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二年级教案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时间：春天

地点：小溪边

人物：小骆驼、小红马、骆驼妈妈。

第一幕

（幕启。小骆驼吃好早饭出来散步，来到一条小溪边，就照
起了“镜子”。一边照镜子一边连连点头。）

小骆驼（满意地）：瞧，我今天梳的这个发型可真适合我呀！

（小红马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来）

小红马（见小骆驼这么欣赏自己，就喷着响鼻）：你的脚掌
又大又厚，眼皮上长着两层眼毛，背上还有两个肉疙瘩，多
难看哪！要是我长得这么丑，我早就整天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小骆驼（委屈地）：呜——（小骆驼马上扭转头去找妈妈）

小骆驼（伤心地）：妈妈，小红马说我长得很难看！！！
呜——



骆驼妈妈（疼爱地）孩子，明天你跟我到沙漠里走一趟吧。

第二幕

（幕启。小骆驼跟它的妈妈来到了茫茫的沙漠。它们走了很
远很远，小骆驼抬起头来，望了望无边无际的沙漠）

小骆驼（担心地）：妈妈，再走下去，我们饿了怎么办呢？

（忽然，一阵风沙铺天盖地刮过来）

骆驼妈妈（大声地喊） ： 小骆驼，快点俯下身子，闭上鼻
孔和眼睛。

（一会儿，风沙过去了）

小骆驼（慢慢地睁开眼睛，环视一下四周，高兴地）：妈妈，
妈妈，我的鼻孔和眼睛里没进一点沙子。哦！哦！

小骆驼（回来的路上，边走边轻轻地）：我们的驼峰、脚掌、
和眼毛在沙漠里有那么大的用处，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呀！

第三幕

（幕启。小骆驼正在小溪边散步，小红马气喘吁吁地跑了过
来。

小红马（着急地）：小骆驼，快帮我看看，我刚才想追一只
小兔，一直追到了沙漠，正好遇上了一阵大风沙，我的眼睛
里迷了沙子，好痛啊！

小骆驼（关心地）：来，你站着别动，我来帮你取出来。

（沙子取出来了）



小骆驼  ：昨天我也去了沙漠，幸好我有两层眼毛，风沙来
的时候，我把鼻孔和眼毛一闭，就一点事儿也没有。

小骆驼（低下头，吃惊地）：小红马，你的脚怎么受伤了？

小骆驼（高兴地）：我的脚掌又大又厚，根本不会陷进沙子
里。

小红马（肚子咕咕直叫）：小骆驼，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
了，都快饿扁了！

小骆驼（自豪地）：我们背上的驼峰可以贮存养料，几天不
吃也不会饿。

小红马（难为情地）：小骆驼，我以前经常说你丑，可没想
到你的脚掌、眼毛、驼峰原来有这么大的用处啊！

小红马（使劲地点头）

小骆驼（转过头来对着小红马）：走，我们去吃饭去吧。

两个好朋友手拉着手一起去吃饭了。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录像)

师：同学们认识我吗？我姓薛。仔细看看我，有些什么特点？

生：你人长得很高、很瘦。

师：高好啊！站得高，看得远嘛！

生：你的头很小。



师：头小，智慧多。

生：你的牙齿有点凸出来。

生：眼睛小小的。

生：脖子很长。

师：脖子长好啊！天鹅的脖子多长，那是高雅！（众笑）

生：你有点驼背。

师：这是我向骆驼学习的结果。当然，我只能成为单峰骆驼。
（众大笑）

生：你的字写得很漂亮。

师：（与学生握手）谢谢你，只有你夸奖我！要不然，我真
的会感到很自卑的。

……

师：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是——

生：（齐读课题）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师：假如有人问：谁应该感到自豪才对？那个词要读重音？

生：（齐答）我。

师：一起读课题。

生：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我”读成重音）

师：假如有人问：我应该感到怎样才对？课题该怎么读？



生：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自豪”读成重音）

师：假如有人怀疑：我感到自豪对不对？课题又该怎么读？

生：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才对”读成重音）

师：（擦去自豪）假如不用这个词语，课题可以怎么说？

生：我应该感到骄傲才对。

生：我应该感到不自卑才对。

师：这样说就不对了。（众笑）把“不”字放句子的前面点，
再说一遍。

生：我不应该感到自卑才对。

师：这样说才对了。还可以怎么说？

生：我感到自卑是不对的。

生：我不会感到自卑才对。

师：你们这样说都是对的。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
读法、说法就不一样。我们祖国的语言多么丰富多彩！看来，
我们得好好学学这篇课文。

贮存养料足够多亏）

生：（纷纷举手）我会读，我会读。

师：（故意地）老师没有教，你们都会读啦？我不信！你来
读。

生：（读词语。将“贮存养料”的“贮存”读成了“储



存”。）

师：老师还没有教，8个词语你已经读对7个，真了不起。哪
一个没读对？老师不告诉你。请你仔细听其他同学读，看能
不能自己发现。

生：（读词语，全部读对了。）

师：（与学生握手）你真了不起！介绍一下，怎么会读的？

生：我昨天预习过课文了。

师：你已经养成了预习的好习惯，祝贺你！如果人人都像你
一样自觉就好了。

师：（问刚才没有全读对的学生）你发现了吗？

生：我把“贮存”读成了“储存”。

师：（高兴地）你能通过倾听别人的朗读发现自己的错误，
真会学习！同学们，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也是一种学习啊！

生：（马上坐得更端正，凝神静听。齐读词语。）

师：（出示第二组词语：茫茫的大沙漠无边无际的大沙漠松
散的沙子陷进沙子里

生：（读词语，将“一阵风沙铺天盖地刮过来”读成“一阵
风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多家了一个“地”字。）

师：（指着“一阵风沙铺天盖地刮过来”）请你再读一次。

生：（仍然读成“一阵风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

师：看仔细，再读一次。



生：（终于读对了，但很不流利。不习惯少一个“地”字的
读法。）

师：哪个读法顺一些？

生：有个“地”字更顺一些。

师：是吗？

生：（七嘴八舌地议论）

师：自己读读看？在这里，多一个“地”字也可以。你觉得
怎么读顺就怎么读吧。

生：（自由、快乐地朗读）

师：想想这些词语的意思，谁再来读读？

生：（读词语。“茫茫的大沙漠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一阵风沙
铺天盖地刮过来”读出了沙漠的气势。）

师：听了他的朗读，你有什么感受？

生：好像看到了无边无际的沙漠一样。

生：感到沙漠很可怕。

师：读词语，或者读词组，就是要将词语或词组的意思表现
出来。（示范朗读，学生跟读。读得很投入。）

师：谁发现这些词语有什么特点？

生：这些词语中都有一个“沙”字。

师：你看得真仔细。



生：这些词语都是描写沙漠的。

师：在你的印象中，沙漠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

生：沙漠里都是沙子，没有水。

生：沙漠无边无际，很容易迷路。

生：沙漠里白天的温度很高，有时要达到60多度。晚上温度
又很低，有时会达到零下十几度。

师：你的知识很丰富！沙漠温差大，气候恶劣。

生：沙漠里只长仙人掌，不长其他植物。

师：所以，一般的动物不能生活在沙漠里。

生：沙漠里风沙很大，会迷住人的眼睛的，沙堆也会移动的。

师：所以人会迷路，很危险。

生：沙漠里有海市蜃楼，也有绿洲的。

师：沙漠也有美丽的一面啊。

……

师：沙漠环境恶劣，谁能生活在沙漠里呢？让我们一起来读
读课文。要读准字音，读通每一句话。

生：（自由朗读课文。）

生：我见过。马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生模仿马打响鼻，众
大笑）马在看不起别人，或者认为别的动物不如自己的时候
就会发出这样的响鼻。



师：你怎么知道的？

生：我在书上看到过的。

师：（赞叹地）老师都没有看到过。

生：羞死人了！

生：（模仿老师的语气，读得绘声绘色）

师：读书就是要这样读，把自己放到课文里去！现在谁愿意
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生：（选择第二自然段朗读）

师：读得很流利，很投入。可是缺少了一点“妈妈”的温柔。

生：（再读）

师：这次“温柔”了！虽然你是男的。（众笑）

生：（分别读课文3、4、5自然段，略）

师：（生读第5自然段后）同学们读得很好。老师还能不看书
读？信不信？

生：不信！

师：仔细听老师读。（范读课文第5自然段，故意漏掉“在沙
漠里”三个字。）

生：（纷纷举手）老师错了，错了！

师：（故意装糊涂）没错吧！



生：漏掉了“在沙漠里”。

师：刚才我允许你们多加一个“地”字，现在也宽容一下，
行吗？

生：不行。因为漏掉了这几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师：怎么不一样？

生：骆驼的驼峰、脚掌、眼毛在沙漠里才起作用，到了其他
地方，比如草原上，就没有作用了。

生：离开了沙漠，骆驼的这些优点都变成缺点了。

师：看来这几个字真的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注意这
几个字。

生：（齐读）

师：沙漠旅行结束了，小骆驼默默地想：我们的驼峰、脚掌
和眼毛在沙漠里有这么大的用处，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呀！
那么，小骆驼明白自己的驼峰、脚掌和眼毛到底有什么用处
呢？小骆驼没有说，你能把小骆驼心里的话说出来吗？自己
先准备准备。

生：（自己练习说话后）我明白了我们骆驼的脚掌又大又厚，
在沙漠里行走的时候就不会陷进沙子里去；两层眼毛可以防
止风沙刮进眼睛里；驼峰贮存着养料，能让我们在沙漠里维
持生命。

生：骆驼又大又厚的脚掌能防止它陷进松散的沙子里；两层
浓厚的眼毛能防止风沙刮进眼睛里；两个贮存养料的驼峰能
防止它饿死。

师：你的回答很有条理，而且句子很整齐。现在，我们明白



了小骆驼为什么感到自豪了。

生：（有的自己编故事，有的几人合作表演。教师巡视并做
指导。）

师：现在谁愿意来表演给大家看？

生：（讲故事）这一天，小骆驼又在小溪边照“镜子”，小
红马看见了，又喷着响鼻对小骆驼说：“上次跟你讲了，你
这么难看，还不到美容店里做个美容？” （众大笑）小骆驼
昂起头，神气地说：“谁说我长得难看了？人不可貌相，海
水不可斗量。我的驼峰、脚掌、眼毛在沙漠里可都是宝贝
哩！”小红马说：“别臭美了！”小骆驼说：“你不信的话，
就和我到沙漠里走一走吧！”小红马就跟着小骆驼走进了大
沙漠。太阳慢慢升高了，火辣辣的。小红马一不小心就陷进
了沙子，烫得龇牙咧嘴，而小骆驼却安然无恙。小骆驼
说：“瞧，我的脚掌又大又厚，就不怕烫，更不会陷进沙子
里。”这时，一阵风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小红马的眼睛里
刮进了沙子，疼得直流眼泪。小骆驼呢，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一点沙子都没有进。小红马羡慕地说：“你的两层眼毛可真
管用。”沙漠的环境太恶劣了，小红马又饿又累，只好回去
了。路上，小红马好奇地问小骆驼：“你怎么不饿呢？”小
骆驼骄傲地说：“瞧，我背上的那两个肉疙瘩就可以帮我解
除饥饿！”“原来是这样！”小红马恍然大悟，再也不对小
骆驼打响鼻了。

师：同学们来评评看？

生：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师：好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具体说说？

生：他把小红马和小骆驼到沙漠里走一趟的经过说得很清楚。



生：骆驼脚掌、眼毛、驼峰的作用也说得很清楚。

师：所以，小红马这回心服口服了。

生：小骆驼很聪明，他没有直接告诉小红马他的用处。

师：他身上那些部分有用处？说清楚。

生：他没有直接告诉小红马脚掌、眼毛、驼峰的用处，而是
让小红马到沙漠里去走一趟。

师：这叫“用事实说话”，也叫“情景教育”。（众笑）

生：他编的故事也很曲折。

师：曲折才好听。谁还愿意讲故事？

生：（略）

师：有没有几个同学合作表演的？

生：（两个同学合作表演）

甲（演小红马）：你这丑家伙，怎么还在这里喝水？

乙（演小骆驼）：你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丑的
地方可有用啦！

甲：有什么用？

乙：我的脚掌又大又厚，就不会陷进沙子里去了；两层眼毛
可以防止风沙刮进眼睛里；两个驼峰贮存着养料，能保证我
们长途旅行不挨饿。

甲：听说你们骆驼是害怕狼才逃到沙漠里的，你们很胆小吧？



乙：你听说过一头骆驼将一只凶恶的狼引到沙漠里，那头狼
活活地被累死的事情吗？

甲：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乙：那是我爸爸。（众大笑）

甲：这么热的天，你还穿着那层厚厚的皮袄？

乙：我说你不懂吧！那是我们的空调衣，夏天隔热，冬天防
冷。

甲：那你的鼻子呢？

乙：我的鼻子可以自己闭起来，风沙就刮不进去了。而且，
我的鼻子可以闻到几里外的水源。

甲：我不信。

乙：那我们就到沙漠里走一趟吧。

甲：去就去。

（甲乙表演到沙漠旅行的情景。略。）

师：他们表演得怎么样？

生：很生动，很有趣。

师：具体地讲？

生：他们增加了许多课文中没有的内容。

师：丰富了故事内容。



生：在沙漠中的表演很好。

师：好在把骆驼各部分的作用形象地表演出来了。我们谢谢
这两位同学的表演。同学们课后可以自由组合，将这个故事
表演一番。

师：其实，小骆驼值得自豪的地方还有很多。请看《沙漠之
舟》这篇短文，边读边画出骆驼值得自豪的地方。

生：（专注地阅读起短文来）

师：现在，请同学们用“我感到自豪的是——”的句式，选
择短文中的内容自由地说说骆驼值得自豪的地方。看谁说得
又多又准确。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骆驼耐饥耐渴、性情温顺。

师：别看我们高大，其实我们很温柔。（众笑）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骆驼不畏风沙、善走沙漠，被世界公认
为沙漠之舟。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骆驼的寿命可达35—40岁。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野生的骆驼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师：太珍贵了。其实都是你们人惹的祸。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骆驼有惊人的耐力，在气温50℃、失水
达体重的30％时，还能20天不饮水；它还能负重200公斤以每
天75公里的速度连行4天。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骆驼的嗅觉特别灵敏，能在3里内辨
察和感觉到远处的水源。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初生的小骆驼很快就能站起行走，随其
父母漫步沙漠。

师：我们比你们人类强多了。

……

师：骆驼有骆驼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自豪
的地方。现在请你写几句话，用上“我感到自豪的是——”
的句式。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绘画很出色，曾经在比赛中得过好
几个一等奖。

师：我为你——未来的画家感到自豪。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会弹钢琴，已经考到了五级。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最好。

师：希望你永远学得更好。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爱我的爸爸、
妈妈。

师：多幸福啊！我为你的家庭感到自豪。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

师：我为你的爸爸妈妈有你这样一个好女儿感到自豪。

生：我感到自豪的是今天能有特级教师给我们上课。

师：我为能给你们上课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是祖国的希望，
是未来的栋梁！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第3——5自然段，懂得骆驼的驼峰、脚掌、睫毛
在沙漠的特殊用处，能口述驼峰、脚掌、睫毛在沙漠里的特
殊用处。

2、读懂课文内容，懂得判断事物的美丑不能只看外表，要看
实质，看其有没有用处的审美观。

教具准备

挂图、练习题等教学手段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齐读课题。“我”指谁?

2、小红马觉得小骆驼哪些地方难看?(板书)

3、过度，正因为小红马说它难看，所以小骆驼觉得挺委屈的。
(板书：委屈)于是，骆驼妈妈决定带小骆驼到沙漠中去旅行
一次。

二、感受沙漠。

1、说到沙漠你对沙漠了解多少呢?

2、出示挂图，一起看看沙漠。

3、在课文三、四自然段中找出描写沙漠的句子和词语。



4、交流沙漠词语，并读好这些词语。

5、我们说了沙漠，看了沙漠，读了描写沙漠的词语，此时，
沙漠给你一个什么印象?

过度：沙漠的环境很恶劣，可小骆驼和它的妈妈还是愉快地
在沙漠里旅行，真令人惊讶，那到底是什么帮助它俩愉快旅
行呢?请在文中找出有关句子来说明。

三、精读三、四小节，读中感悟。

(一)默读三、四小节，边读边画出描写脚掌、驼峰、睫毛的
句子。

1、脚掌

“多亏我们的脚掌长得又大又厚，如果我们的脚也像小红马
那样，陷进沙子里怎么拔得出来呢?”

a谁会把问号去掉，换个意思不变的`说法?

b出示陈述句。(板书：陷不进沙子。)

c指导朗读该句。(抽读、评读、齐读)

2、驼峰

a驼峰有什么用处?(板书：贮存养料)

b男女分角色读。(读出小骆驼担心、妈妈的自豪)

3、睫毛

a齐读句子，想象画面。



b睫毛有什么用处?(板书：挡住风沙)

小结：

学会了这段，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帮助小骆驼和它妈妈愉快旅
行吗?谁能说说?

(二)齐读第五自然段

1、旅行结束后，小骆驼心情有什么变化?(板书：自豪)

3、我们身边有没有外表难看，可很有用的东西呢?

四、续讲故事。

(同桌讨论，指名交流)

五、生生评价

1、自评。

2、评价别人。

板书设计：

14、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难看有用有用

脚掌(又大又厚)陷不进沙子

睫毛(两层)挡住风沙

驼峰(肉疙瘩)贮存养料



委屈—————————自豪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第二年，小骆驼又见到了小红马，骄傲地对小红马说：“别
看我的脚掌又大又厚，眼皮上有两层睫毛，背上还有两个驼
峰，很难看，其实它们的作用大着呢！”小红马却毫不在乎，
说：“切，你长得那么丑，它们能有什么作用？我才不
信！”小骆驼说：“你不信，敢跟我到沙漠里走一趟
吗？”“走就走！”小红马不服气地说。

小骆驼带着小红马到了沙漠里。刚走了几步，小红马的脚就
陷进了松散的沙子里，它大声叫道：“救命啊！我的脚陷进
了沙子里了，快来帮帮我！”小骆驼回头一看，笑着对它说
道：“看到了吧，我的脚掌又大又厚，是不会陷进去的。”
说完，小骆驼就把小红马扶了起来。这时，狂风大作，漫天
风沙，“快闭眼睛！”小骆驼提醒道。“我闭了，可沙子还
是进了眼睛！沙子怎么不进你的眼睛呢？”小红马泪汪汪地
说道。“我有两层睫毛，可以帮我挡风沙。”小骆驼自豪地
说。风沙停了，它们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小红马的肚子
饿得咕咕直叫，它疑惑地问小骆驼：“咦？你怎么不饿啊？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小骆驼看着小红马狼狈的样子，说
“我的两个驼峰里贮存着足够的养料，够我路上吃的.了。怎
么样？还敢继续走下去吗？”小红马惭愧地低下了头，
说：“对不起，我承认你有自己独特的本领，我不再嘲笑你
了。”“没关系的，这下你知道了吧，判断事物的美丑，不
能只看外表，要看实质，看看有没有用处！我们回去吧。”
小红马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
理”说完，小骆驼和小红马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沙漠。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这堂课我们继续学习《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齐读课题）

2、通过上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小骆驼在小溪边照镜子，小
红马看见了，就喷着响鼻对小骆驼说引读第一自然段。（出
示第一自然段）

板书：（哦，原来小红马在嘲笑小骆驼呢）

脚掌又大又厚

眼皮两层睫毛

背上两个肉疙瘩

师抚摸着学生的头说：孩子，你先别难过，明天你跟妈妈到
沙漠里走一趟吧！

（表扬该生表演得真好，真有勇气！）

二、感受沙漠

1、师：于是，妈妈决定带小骆驼到沙漠里去旅行一次。

2、那沙漠是怎样的呀？谁来说说沙漠给你的印象？

（学生自由说：没有植物、非常干旱、无边无际）

3、老师也带来了几张图片，一起来看看。（点击课件）

看完图片，你能再补充介绍一下沙漠吗？（会刮很大风沙，
沙子很烫，非常炎热）



4、、那课文又是怎样描写沙漠的呢？课文的3、4自然段中，
有好多描写沙漠的词句，请你读一读，然后用你~~~把它画出
来。

5、、结合回答，出示沙漠词句。

茫茫的大沙漠

沙子松散的大沙漠

无边无际的大沙漠

风沙铺天盖地的大沙漠

（1）.能读好这些词句吗？

（2）指读，点评：你觉得他读得怎么样，要边读边想象所描
绘的画面。你读的沙漠风沙好像小了点，谁能把风沙读得大
一点？沙漠再大一点！读出沙漠里的风沙铺天盖地刮来的景
象。范读，一起来试试。

6、、你能用一句话概括来概括沙漠给你的印象吗？（沙漠里
的环境非常恶劣）

三、精读最后一节，引导质疑

1、点击课件最后一节

2、指读，谁来读读这一节，听完他的朗读，思考一下，你特
别想知道什么？

3、学生提问，表扬：你真聪明，提了这么多有价值的问题。

4、老师把你们提的问题总结、归纳为两点



1）、小骆驼的脚掌、驼峰、睫毛在沙漠中各有什么作用？

2）、小骆驼因为什么事深感自豪？

四、精读3、4小节，读中感悟

请同学们再读读3、4节，找出脚掌、驼峰、睫毛在沙漠中作
用的句子。

（一）交流脚掌部分：

1、小骆驼的脚掌在沙漠中有什么作用呢？你是从那里知道答
案的？

结合回答板书：不陷进沙子

出示：妈妈指着脚下松散的沙子，对小骆驼说：多亏我们的
怎么拔得出来呢？

2、师：骆驼妈妈的话应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指名读。

指导评读：妈妈对她的孩子应该用什么语气呢？（温柔、亲
切）而且孩子受了委屈，妈妈该怎样的语气？谁来试试？
（亲切、安慰、自豪？）

3、引导：你能这么悠闲地走在沙漠中吗？小红马行吗？

是呀，我们不行，小红马不行，只有骆驼这双又大又厚的脚
掌才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松散的沙地上，这是多么值得（自
豪）呀，所以在读妈妈的.话时还应该带着自豪的语气读！谁
再来试试？指名读，男女生分读。

5、谁会把小问号去掉，换个说法呢？意思不变。

6、点击课件反问句、陈述句



师：谁来读读这两句？你更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师：如果我们的脚也像小红马那样，还能拔得出来吗？

范读，语调不上扬，将怎么强调，肯定的语气！这样的语句
跟一般疑问句不同，它表示非常肯定的意思，我们不应该带
者疑问的语气来读。齐读！

（二）那驼峰有什么作用呢？

1、学生回答，教师板书：贮存养料

2、你是从哪里知道答案的呢？

出示：小骆驼担心地问妈妈：再走下去，我们饿了怎么办呢？

妈妈说：我们背上的那两个肉疙瘩叫驼峰，里面贮存着养料，
足够我们路上用的了。

3、同学们，请你把自己当成小骆驼或骆驼妈妈，和同桌练练
这两句对话。

4、指一同桌读（点评：你觉得他们读得怎么样？指导读：小
骆驼的话读出担心、妈妈的呢？足够可看出骆驼在沙漠里行
走，根本不要为饥饿而担心，多值得自豪啊！自豪的语气）

5、赛读！（读出自豪感！）分角色读：1、2组读小落驼的话，
3、4组读妈妈的话

（三）关于睫毛这部分：

1、睫毛有什么作用呢？（板书：遮挡风沙）

2、听，沙漠里的风沙说刮就刮起来了！（课件黄沙漫天音乐）



3、狂风呼啸，黄沙漫天，小骆驼的鼻孔和眼睛里没进一点沙
子这靠的是什么？

4、是啊，这又怎能不令小骆驼感到自豪呢？让我们带着自豪
之情读读这一段。（第4节）

（四）小结：原来看似难看的驼峰、脚掌、眼毛都有这么大
的作用啊！其实，骆驼在沙漠里能驮人载物，是其他动物不
能代替的，所以，这看似难看的骆驼，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
让我们分角色读3、4小节，再次体会骆驼驼峰、脚掌、眼毛
的作用。

五、解决第二个问题

1、现在，你知道小骆驼为什么事而自豪了吧？

2、板书关联词，用虽然但是所以分三句话说说小骆驼为什么
感到自豪？（选了一个没举过手的学生，让他说，鼓励他：
你说得多棒啊，老师也为你感到高兴、自豪。）

你能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吗？（板书：难看有用）表扬

六、拓展思维，提升感悟。

1、点击课件书上插图

后来有一天，小骆驼又去溪边照镜子，恰巧又遇上了小红马，
小红马又喷着响鼻说小骆驼难看，想象一下，这回小骆驼会
怎么说、怎么做呢？四人小组，续编这个故事。一个演小红
马，一个演小骆驼，看哪一组同学想象丰富，演得生动。

请同学表演。（戴上头饰）

2、同学们，听了小红马和小骆驼的对话，你们想对他们说些
什么呢？



学生自由说：小红马你不能瞧不起别人，你应该看到别人的
长处才对。

小红马你别太骄傲了，要谦虚点。每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

小红马看人不能光看外表，要看有没有用对

小骆驼，你的脚掌、睫毛、驼峰都很有用，你应该自豪才对！

小骆驼，原来你有这么多的优点，我很喜欢你

出示：---------------------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生：我刚才和同学表演得非常精彩，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
对！

生：我的歌唱得很棒，曾经在比赛中得一等奖，所以我应该
感到自豪才对！

生：我会弹钢琴，已经考到了五级，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
对！。

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最好，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
对！。

生：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爱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应
该感到自豪才对！。

生：我能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生：我有一个灵活的头脑，所以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师：同学们，在这堂课上，你们学得那么投入，表现得那么
出色，更难能可贵的是曾经自卑的同学也找到了自豪的感觉，



所以我也应该为你们感到高兴、自豪才对！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因此我们
要像小骆驼一样，要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为自己感到自豪
才对！）

4、让我们再次带着深深的自豪之情读课题我应该感到自豪才
对！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六

第二年，小骆驼又见到了小红马，骄傲地对小红马说：“别
看我的脚掌又大又厚，眼皮上有两层睫毛，背上还有两个驼
峰，很难看，其实它们的作用大着呢！”小红马却毫不在乎，
说：“切，你长得那么丑，它们能有什么作用？我才不
信！”小骆驼说：“你不信，敢跟我到沙漠里走一趟
吗？”“走就走！”小红马不服气地说。

小骆驼带着小红马到了沙漠里。刚走了几步，小红马的脚就
陷进了松散的沙子里，它大声叫道：“救命啊！我的脚陷进
了沙子里了，快来帮帮我！”小骆驼回头一看，笑着对它说
道：“看到了吧，我的脚掌又大又厚，是不会陷进去的。”
说完，小骆驼就把小红马扶了起来。这时，狂风大作，漫天
风沙，“快闭眼睛！”小骆驼提醒道。“我闭了，可沙子还
是进了眼睛！沙子怎么不进你的眼睛呢？”小红马泪汪汪地
说道。“我有两层睫毛，可以帮我挡风沙。”小骆驼自豪地
说。风沙停了，它们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小红马的肚子
饿得咕咕直叫，它疑惑地问小骆驼：“咦？你怎么不饿啊？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小骆驼看着小红马狼狈的样子，说
“我的两个驼峰里贮存着足够的养料，够我路上吃的.了。怎
么样？还敢继续走下去吗？”小红马惭愧地低下了头，
说：“对不起，我承认你有自己独特的本领，我不再嘲笑你
了。”“没关系的，这下你知道了吧，判断事物的美丑，不
能只看外表，要看实质，看看有没有用处！我们回去吧。”



小红马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
理”说完，小骆驼和小红马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沙漠。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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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案第二课时篇七

1、学会本课生字

2、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我”指谁？（出示骆驼图片）

你们见过骆驼吗？谁能给大家介绍介绍？（生介绍）

2、检查生字预习情况



自豪 养料 足够 多亏

贮存 陷进 铺天盖地 又大又厚

镜子 疼爱 走一趟 脚掌

疙瘩 骆驼 委屈 松散

（生领读，开火车读）

1、同桌间互相读课文

要求：把课文读正确（读准字音，不添字、不漏字）

2、检查读书情况

出示几句难读的句子：

小骆驼在小溪边照“镜子”，小红马看见了，就喷着响鼻对
小骆驼说：“你的脚掌又大又厚，眼皮上长着两层眼毛，背
上还有两个肉疙瘩，多难看哪！”

妈妈说：“我们背上的那两个肉疙瘩叫驼峰，里面贮存着养
料，足够我们路上用的'了。”

沙漠旅行结束了，小骆驼默默地想：我们的驼峰、脚掌、和
眼毛在沙漠里有那么大的用处，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呀！

（学生个别读，齐读）

3、流利地读课文

要求：读通句子，不唱读，不复读

（找朋友互相帮助读）



4、比赛读

5、联系上下文解释文中生字新词（生自由说）

6、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生说）

左右结构：镜料够陷铺

上下结构：委

上中下结构：豪

半包围结构：疼趟

独体字：亏

生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