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捏鸡蛋教学设计(优质17篇)
总结是人生的步骤，每一次总结都是我们成长的里程碑。在
总结人生时，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故事，以启发自己
的思考。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人生总结样例，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写作的思路。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一

“哈哈哈”，从教室里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是什么事让
我们这么开心呢？让我慢慢道来吧！

今天的作文课上，老师故作神秘地问我们：“大家握过鸡蛋
吗？”我们有的说握过，有的说没有。老师接着又问：“那
我们玩握鸡蛋的游戏，好不好？”“好！”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老师又问：“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试？”同学们都跃跃
欲试，高高地举起了手，老师叫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信心
满满地走上了讲台，他好像跟鸡蛋有深仇大恨似的，毫不犹
豫地用力握了起来，可鸡蛋却毫发无损，他又使出了吃奶的
劲，脖子涨得通红，手上露出了几条青筋，但鸡蛋却毫不理
会，完好无损。

第二个同学上场了，他使劲地握鸡蛋，呲牙咧嘴的`，使出了
浑身解数，可鸡蛋却还好好的。谢天谢地，终于轮到我了，
我心想：“我可是班上有名的大力士，还怕握不碎一个小小
的鸡蛋？简直是小菜一碟。可当我用力握蛋时，鸡蛋没反应，
我一下火冒三丈，心想：小小的鸡蛋竟敢跟本少爷作对！我
一定要握碎你”，我咬紧牙关，手上青筋直冒，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可鸡蛋却没破，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大声问老
师：“老师，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鸡蛋啊？不会是刚的
吧？”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普通的鸡蛋呀！因为鸡蛋是椭
圆形的，受力均匀，所以怎么也握不碎。”



看来鸡蛋不但可以吃，还是测试力气的好工具！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二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圆滚滚的鸡蛋。

有一天，一个名叫裘雨杭的男孩把我从商店里带回了他家，
他就成了我的小主人。

一到家，小主人马上就从袋子里掏出我，快步走向厨房。这
时，我突然明白了，他要把我煮了。不过，我挺高兴的，因
为，我立刻就要为小主人效力了。他先在锅里放了两勺清水，
把我轻轻地放进去，然后盖上锅盖，点上火，又转身走出厨
房。

过了好一会，也不见人影，于是，我悄悄地探出头来，看看
他到底在干什么。我透过透明的.玻璃盖，看到他正拿出一张
油纸，做成了伞状，然后系上三根绳子，在末端打了个结。
这是干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我纳闷时，小主人走了进来，打开盖子，俯身看了看我，
点了一下头，就把火关了，拿出一个勺子小心翼翼地把我从
沸水中捞出来，给我洗了个凉水澡，唉，真是太舒服了。

主人又捧着我来到客厅，给我穿上了一件白色网格泡沫衫，
咦，这平时不是香梨的专用服吗，怎么给我穿呢？接着，又
把我装在了刚才他做好的像伞的东西里，这是干什么呀这时，
小主人开口了:“终于大功告成了，让你坐着降落伞从四楼飞
下去，看你能不能毫发无损？”什么？从四楼下去？啊，我
的天哪？那我不是粉身碎骨也会四分五裂呀！我大声呼
喊：“不要啊，不要啊……”可惜小主人根本没听见，他走
向了窗口把我悬在半空中，我连忙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
闭上眼睛，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突然，身子一轻，耳
边微风习习，我偷偷地张开一只眼，啊，怎么房子也在长高



了？连忙低头一看，小草，小花都在我脚下，绿绿的，红红
的，真美。又抬头望去，朵朵白云将蓝天擦得明亮如镜……
正当我陶醉其中时，身子一沉，哦，原来我到达地面了。这
时，小主人冲了过来，抱起我，把我翻来覆去地检查了好几
遍，突然大声喊道::“我成功了，成功了！”

此后，我得到了一个美名“金蛋”。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三

在科学老师的`引领下，我迷上了科学小实验。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需要的材料有鸡蛋、盐、
水、脸盆和筷子。这些材料我们家里都有，很容易找到，所
以这个实验随时都可以做。

首先向脸盆里倒满水，然后把鸡蛋轻轻放进去，我想方设法
让鸡蛋在水面上跳舞，可是结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平时好
动的鸡蛋一直躺在水底睡觉，一动也不肯动。接着我在水里
放了两勺食盐，用筷子搅动，让食盐溶解在水里，这时鸡蛋
有了一丝动静，像小宝宝一样伸了伸腰，我看还需要放点食
盐，于是我就又放了几勺，不一会，鸡蛋终于浮出水面，跳
起了花式芭蕾舞。我美美地欣赏着这特别的舞姿，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大家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盐可以使清水的浮力变大，
所以鸡蛋就会浮起来。大家听说过死海吧，人在死海中能自
然漂浮，我想也是这个道理。

实验是不是很有趣呢？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和我一样要多做
实验，因为这些科学小实验不仅可以增强动手能力，还可以
增长知识。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四

奥秘的大海，让一切事物躺卧在眼前，任我们去探寻!

――题记

你见过会漂浮的针吗?这不，那天我就见识了会漂浮的针和硬
币。

一天放学，妈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拥有一种神奇的魔
力，能让这根针浮水上面。”“怎么可能?”我不可思议地大
声说道。

只见妈妈从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对折了两次，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在水上，再把针轻轻地放在纸巾上。过了一会儿，纸
巾湿透了，薄如蝉翼。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针，连呼吸都唯恐
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纸巾正一点一
点往下沉，但针却像一只轻盈的蝴蝶，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
我目瞪口呆，好奇地问：“为什么先放纸巾，针就能安稳地
浮在水面上呢?”

“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妈妈不紧不慢地说，“水的表面有张
力，从而使水的表面形成像拉紧的橡皮膜一样的东西，放在
水面上的东西，只要不压破这层表面，就可以像被橡皮膜托
着一样。”

听了妈妈的一番话，我恍然大悟，可又有一个大问号在脑袋
盘旋：“如果放重一点的东西，它会下沉吗?”于是，我找来
一枚硬币，把它放在纸的'正中央，小心翼翼地拎着纸巾的两
边，轻轻放入水中。这时，刚入水的纸就变成了透明
状。“天呐，这么快就“入乡随俗”了。我又仔细观察，这
张纸的四个角已经开始慢慢地往下沉了。唯独放着硬币的中
间那一部分还经受着水的考验，稳坐江山。最后，硬币脱离
了纸巾，安然无恙地漂在水面上“呼呼大睡”。



这时，妈妈从厨房拿来一瓶洗洁精，示意我挤一滴到水
里。“哇，原来在水上飘着的硬币宛如秋天的落叶，在水中
飘飘悠悠，最后沉入水底。怎么回事儿?”我疑惑不解，妈妈
淡淡地说：“成也张力，败也张力。”我豁然开朗：原来是
洗洁精破坏了水表面的张力造成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小小的尝试，
不仅让我体验到了思考的乐趣，也发现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水里蕴含的奥秘。只有我们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细心
观察，就有机会掌握科学的真理，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奥秘。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内容】

教材第41页例1及第43页练习九的第1,3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两位数乘一位数和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进位)
的口算算理,掌握口算方法。

2.通过动手操作,使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一位数口算过程,体验
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3.使学生感受到口算乘法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教学重点】

掌握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

两位数、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的口算算理。



【教学准备】

ppt课件、小方块。

教学过程

教师批注

一、复习铺垫,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三组口算题:

(1)3×6=20×4=18+80=

(2)2×7=30×3=14+90=

(3)4×6=40×2=24+80=

2.学生口答,教师点评。

师:同学们为什么算得又快又准呢?请仔细观察每一道题,你有
什么发现?(学生自由回答)

3.启发鼓励,引入新知。

师: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些知识来学习新
课——口算乘法。(板书:口算乘法)

二、创设情境,自主探究

1.收集信息,提出问题。

ppt课件出示例1的主题图。



(1)认真观察,说说从图中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并提出一个数
学问题。

(2)结合问题,请学生完整表述题意。

(3)小组讨论,分析数量关系并列式。

2.动手操作,探究算理。

师:同学们列的式子非常准确,思路清晰。想一想,用什么方法
能快速算出结果?

(1)动手试一试,试说口算过程。

方法一:15+15+15=30+15=45(盒)(动手画)

方法二:将15分成10和5,10×3=30,5×3=15,30+15=45。(动手
摆)

方法三:想竖式口算。(说竖式过程)

(2)讨论各种方法的特点。

师:说一说你喜欢哪种口算方法,或者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法
的原因。

预设:第一种方法太麻烦,如果是计算15×6,一个一个地加,要
加5次;

第二种方法把两位数拆成整十数和一位数,计算比较简便;

第三种方法容易忘记进位。

3.教师小结,提炼算理。



将两位数拆成整十数和一位数分别乘另一个乘数,再把两个结
果加起来比较简便,也不会因为有进位忘记进位而出错。

4.巩固练习,内化新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完成下列练习。

22×4=18×5=26×3=14×6=

(2)学生汇报自己的算法,感受将两位数拆成整十数和一位数
的口算方法的优势。

三、深入探究,算法迁移

(1)想一想:150×3=?(ppt课件出示)

小组讨论交流口算方法,指名学生汇报。引导学生知识迁移,
将150拆成100和50,100×3=300,50×3=150,300+150=450。

(2)完成教材第41页“做一做”前两列计算题。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思考,发现每组题目得数之间的规
律。师生共同归纳出计算规律:口算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时,
先不看零,口算出结果再在结果后面添上零。

(3)利用规律,完成教材第41页“做一做”后两列计算题。

四、课堂总结,完善思维

通过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你还有什么疑惑?

五、巩固提高,强化练习

完成教材第43页练习九的第1,3题。



六、布置作业

完成相关习题。

【板书设计】

两位数、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进位)的口算

每筐装15盒草莓,买了3筐,3筐草莓有多少盒?

10×3=305×3=1530+15=45(盒)

答:3筐草莓有45盒。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本节教学创设学生自主合作、讨论问题的学习情
境,旨在让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已有的口算方法,探索新的口
算方法。在学生自主探索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动手画一画、摆
一摆、说一说、想一想,以完善学生对口算过程与算理的理解,
并逐步学会用数学解决问题,获得成功的体验。

[不足之处]学生在表述口算过程时,语言描述不完整,思路局
限于个别学生的想法中,不能展开思路,大胆思考。

[再教设计]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表达,多鼓励学生动手做、动
嘴说,让学生在体验口算过程的同时,完善语言表达,促进发散
思维的训练。

第2课时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42页例2及第43页练习九的第1,2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算理,
掌握口算的方法。

2.使学生掌握多种算法,体会算法的多样化。

3.使学生在探索算法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在日常生
活中的运用。

【教学重点】

熟练掌握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

自主探索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算理。

【教学准备】

口算卡片、ppt课件。

教学过程

教师批注

一、复习旧知,揭示课题

课件出示口算卡片。

3×25=16×4=23×4=21×5=

120×3=150×4=3×240=2×360=

2.揭示课题。



同学们对上节课的内容掌握得都很不错,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口
算乘法。

(板书课题: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

二、创设情境,探究新知

1.创设情境,合作交流。

某超市进行促销活动,进了一批水果,请大家帮忙整理整理。

(1)ppt课件出示主题图(1)。仔细观察,说说图中的数学信息
并提出问题。

(2)学生独立列式,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板书:6×10=)

(3)小组合作,探究算理:怎样才能算出得数?小组合作来试一
试吧!

(4)学生汇报,教师动态呈现口算方法,理解口算算理。(课件
演示)

预设:

方法一:把10盒橙子分成两份,每份五盒,分别算出五盒的橙子
数,再把两次算得的数加起来。

5×6=30,5×6=30,所以30+30=60(个)。

方法二:10盒橙子,可以先算9盒的个数,再加上1盒的个数。

6×9=54,54+6=60(个)。

方法三:先不看10上的0,先1×6=6,再在结果后加上0,所
以6×10=60(个)。



(5)引导学生观察,总结口算方法。

2.知识迁移,举一反三。

(1)ppt课件出示计算下列各题。

5×10=9×10=18×10=40×10=

(2)指名汇报各题口算方法。

(3)你喜欢哪一种方法,说说原因。教师提示:灵活选择口算方
法。

3.深入探究,延伸算理。

师:同学们对橙子数的计算比较准确,而且思路清晰,下面让我
们来继续整理苹果的数量吧!

(1)ppt课件出示主题图(2),分析图中的数学信息并列
式:12×20。

(2)想一想:12×20应该怎样口算呢?

引导观察主题图,思考多种方法。独立想一想,小组讨论。

(3)学生独立完成,汇报口算方法。(教师指导学生汇报并写板
书)

三、课堂总结,积累经验

这节课我们解决了不少生活中的问题。通过学习,你的收获是
什么?

四、巩固提高,练习运用



1.指导学生完成教材第41页“做一做”。

说一说你想怎么计算。

2.完成教材第43页练习九的第1,2题。

小组比赛,集体订正,指名学生说一说他的口算方法。

五、布置作业

完成相关习题。

【板书设计】

两位数乘整十数、整百数(不进位)的口算

(1)6×10=60(个)(2)12×20=240(个)

6×9=5412×2=24

6×1=624×10=240

54+6=60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现实情境是学生列算式的依据,通过直观的情境图,
加深学生对情境的理解,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得出不同
的算法,再通过练习,优化算法。

[不足之处]学生的自主性不强,设计中以学生的探究交流为主,
但是教师的引导过多,学生动眼、动手、动脑、动口的综合能
力没有体现。

[再教设计]在掌握了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的基础上,引



导学习探究计算方法,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整百数、几百几十
数乘两位数的口算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3课时口算乘法的综合练习

【教学内容】

教材第43页~45页练习九习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熟练掌握整十数、整百数、整千数乘一位数
的口算。

2.提高学生口算的准确率,提高理解算理的能力。

3.加强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理念。

【教学重点】

熟练进行口算。

【教学难点】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明白算理。

【教学准备】

ppt课件。

教学过程

教师批注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1.(ppt课件出示)口算8×10=()我是这样想的:

口算20×3=()我是这样想的':

2.一分钟速算。

10×5=35×2=210×4=16×5=

14×6=30×3=280×2=330×3=

师:同学们的表现真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完成有关口
算乘法的一些练习。

二、目标练习,巩固理解

1.基础练习,完成教材第43页~45页练习九的第3,4,5,9题。

(1)第5题:完成第5题,看谁算得快?

鼓励算得快又对的学生说出口算过程,巩固对算理的理解。

(2)第9题:学生通过比一比谁算得又对又快,并说说自己的口
算过程。

(3)第3,4题:联系生活解决问题。

学生独立找出数学信息,分析数量关系,列式计算,集体订正。

2.提高练习,完成教材第44页练习九的第6题~8题。

(1)ppt课件出示第6,7题,指名读题,分析数量关系。

学生仔细读题,理解题目。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有理有据的
进行表达。



同桌合作完成,集体讲评。

(2)第8题,夺红旗。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口算速度和准确性。

3.综合练习,完成教材第45页练习九的第10,11题。

(1)第10题,行程问题。

分析数量关系:“速度×时间=路程”,学生独立解决(1)(2)两
个问题。利用豹子和羚羊之间的速度差乘追及时间等于追及
的路程这一关系式解决问题(3)。(学生集体讨论,选择性拔
高)

(2)第11题,时间问题:1小时=60分,1天=24小时。

分析题意,理解隐含条件。

4.思维训练,完成教材第45页练习九的第12题。

(1)引导学生获取有效的数学信息,解决问题(1)。

(2)提示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

三、拓展练习,升华提高

小组出题,互考互评。

四、总结反思,激发求知欲

同学们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疑问呢?

五、布置作业

完成相关习题。



【板书设计】

口算乘法的综合练习

16×5

10×5=506×5=30

50+30=80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题中出现隐含条件,教学时,可让学生用自己的语
言和方法进行分析,这样,学生头脑中就会清晰地建立起一个
属于自己的数量关系式模型,进而通过交流,掌握这一数量关
系。

[不足之处]理解“追及问题”中的数量关系是解决练习题
第10题第(3)题的基础,也是难点,部分学生理解得不透彻。

[再教设计]可利用课件动态模拟豹子和羚羊1秒钟后距离相差
了多少,帮助学生理解它们的速度差,也可以通过画线段图,帮
助学生正确理解题意。

文档为doc格式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六

本站：凡事凡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其实它们之间也有着自
己的生活。下面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鸡蛋碰石头》!

鸡蛋碰石头 



在球球世界里，鸡蛋向石头炫耀自己的优点。

鸡蛋说：“我们鸡蛋是最棒的，别看我们小巧玲珑，可是很
厉害的，看我的壳，又光滑又坚硬。我还是一个转圈能手，
转几百圈也不会累。看你：灰不溜秋的，怎么能跟我们比呢。
”石头一听这话，不服气地说：“谁厉害世人都知道，有本
事我们来比一比。”“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大怪物有什么
厉害的。”鸡蛋说。

比赛开始了。石头笨重地向鸡蛋扑去，鸡蛋往旁边一滚，石
头一下子扑倒在地面上，鸡蛋立刻爬到石头的背上，一阵暴
打，可石头防御力强，打上去就像是挠痒痒一样，一点也不
痛，它们俩打得难舍难分，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第二轮，石头开始反攻了，鸡蛋左躲右闪，倒是怎么也打不
到它。渐渐地，石头耐力不好的特点显出来了，出拳的次数
也少了，鸡蛋抓住它这一特点，在它身边转来转去，石头被
搞得晕头转向，只好用尽全身力气，向鸡蛋撞去，而鸡蛋呢，
它不退反进，也向石头撞去，双方猛烈地碰撞在一
起，“砰!”的一声，顿时，鸡蛋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不
一会儿，救护车赶来，把鸡蛋送去医院治疗。

石头待在原地，说：“鸡蛋啊鸡蛋，你太不自量力了，真是
自取灭亡啊。”

作者：侯一鸣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七

经过下午紧张的学习，我早已饿得受不了啦！我想：假如能
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美味的面包，那该多好呀。

回到家里，我到冰箱里翻来覆去地找东西吃，可是找了半天，



一点收获都没有，我失望地走出了厨房。我忽然把头一抬，
一眼就看到了妈妈刚买回来的鸡蛋，我忽然想出一个金点子：
没有吃的，我可以自己煮呀！平时我看妈妈煎起鸡蛋来挺容
易的，不过就是把鸡蛋敲破，放在碗里，往锅里倒油，再将
敲破了的鸡蛋放入锅中，像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煎鸡蛋就完
成了。于是我说动就动，随手抓起一个鸡蛋就向厨房奔去。
照着妈妈平时煎鸡蛋的样子，把鸡蛋敲破放在碗里，舀了一
小勺盐撒在里面，搅拌了几下，接着往锅里倒油，可是一不
小心倒了许多油在锅里。我想：这么煎也没有什么吧。但是，
等我把鸡蛋放下去，并没有听见妈妈煎鸡蛋那种“吱吱”的
响声。我想：过一会儿可能就会好的。过了一会儿，我去看
鸡蛋，发现鸡蛋还没有熟，于是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妈
妈煎的鸡蛋一下锅就煎好了，而我的鸡蛋等了这么久了怎么
还没有煎好呢？于是我去请教妈妈，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地给
妈妈说了一遍，她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说：“傻儿子，
你放这么多油干什么呀？而且油都没有烧热就把鸡蛋放进锅
里，当然煎不好啦。”

我原来以为煎鸡蛋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可是今天我知道了无
论多么简单的事，自己不去做永远都不会。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八

今天，我了煎一个鸡蛋。我准备好炊具，又拿来2个牺牲者??
鸡蛋就开始加工了。先把锅放在电磁炉上，再把电磁炉调到
煎的位置。忽然，我感到有一个东西没放。哦，原来是油。
幸亏没有放鸡蛋，要不我就得吃糊鸡蛋了。接着赶快倒入油2
敲开2个牺牲者，将它打到碗里搅和了几下，这时锅离队大油
噼里啪啦的叫起来，我赶快把鸡蛋倒进去。过了一会就见鸡
蛋汁变成了大饼，我想给它翻个身，可是没翻过不知道怎么
翻，用筷子一戳戳了一个大窟窿。“天气热了，给你透透
凉.”我对着心爱的蛋饼开玩笑的说。终于翻过来了，我拍了
拍就把它挑到盘子里。撒上盐、味精、辣料，一道美味就产
生了。夹一块尝了尝，嗯！好好吃耶！



第3篇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九

每当我煎鸡蛋时，总会想起我第一次煎鸡蛋的经历，那次经
历让我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对待。

那天早晨，妈妈叫我起来煎鸡蛋。我看妈妈三下两下就能把
鸡蛋煎好，肯定不难。于是，我立刻动手，先把鸡蛋在碗里
打散，开火，在锅里放油，等油热了就把鸡蛋倒进去，盖上
锅盖，然后我就出去看书了。过了三分钟，我觉得鸡蛋还没
熟，就看着时钟又等了一分钟。可是当我走进厨房，拿开锅
盖时，一股难闻的焦味扑面而来，把我熏得直咳，我心里暗
暗地想着：“不好，烧焦了！”我赶忙关掉煤气，等烟雾消
散后，两个黑的不成样的鸡蛋呈现在我眼前。原来，看起来
简单的煎鸡蛋，不认真对待，也是做不好的，我决心再做一
次。

这一次，我先向妈妈请教了做鸡蛋的方法，然后按照妈妈说
的方法，一直站在锅旁看着，鸡蛋果然听话了很多，我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我一边烧一边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曲儿。
看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就翻了一面，不一会儿，香喷喷的煎
鸡蛋就出锅了。妈妈为我竖起了大拇指：“失败了不要紧，
只要认真对待，继续努力，反复尝试，就会成功的！”

自那以后，我谨记妈妈的教诲，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

每次我回想起妈妈做的那香喷喷、金灿灿的煎鸡蛋，我真
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呀！我就老缠着妈妈给我做煎鸡蛋吃。
下午放学回家，我又让妈妈给我做煎鸡蛋，但妈妈却生病了，
我就爽快地对妈妈说“妈妈，今天我给您煎鸡蛋。”于是，
我就信心十足的进了厨房。



我学着妈妈老练的样子，系上围裙，拿出煎锅，放在煤气灶
上，把火打开，接着把油倒进锅里，拿出一个鸡蛋，学着妈
妈的样子，把鸡蛋在桌子上碰了一下，谁知，用力过大，把
鸡蛋弄得满桌子都是，我又拿了一个鸡蛋，这次我轻轻地碰
了一下，鸡蛋碰出了一条小缝，用力一掰，刚好把鸡蛋放进
锅里，谁知，一会儿就闻到了一股糊味儿，原来，我把火开
太大了，于是我从头来过，可还是不尽人意，我不气馁，俗
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于是，我又从头来过，这次我居
然成功了。

我终于把金灿灿的鸡蛋端到了妈妈面前，可是妈妈却流泪了，
我连忙问妈妈：“妈妈，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我去帮
您叫医生吧。”妈妈说：“不用了，妈妈的病已经好了。”
那您为什么流眼泪。妈妈说：“那是高兴的眼泪。”说完，
妈妈紧紧地把我拥在了怀中。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一

当我每次看见妈妈做菜，都会忍不住拿过锅铲学着妈妈的模
样。后来有一天，妈妈教我做菜，最先学会的是我最最喜欢
吃的鸡蛋饼，我每次都记下了全部的过程。

一天清早，爸爸妈妈都在睡觉。我饿得不行了，去厨房找吃
的，没有找到任何吃的东西，可能是都被我吃完了吧！忽然，
我想起来要自己亲手做一次鸡蛋饼，我从冰箱里拿出来几个
鸡蛋，又拿出了面粉和搅拌器。首先，我抓了两把面粉放在
一个盆里，再将两个鸡蛋打到里面，加上水，喜欢吃甜味的，
就加上白糖，喜欢吃咸的，就加上一点点盐，我是一个爱吃
甜食的孩子，当然是放糖进去了。开始用搅拌器搅拌，看到
鸡蛋的颜色融入到面粉里了，面粉就和好了。然后拿出锅，
倒了一点油到锅里，不要太多，用锅铲把油涂满整个锅底，
等油温有点点滚烫的时候，舀一勺和好的面到锅里，用微火
开始煎饼了。第一个饼煎出来一点糊了，继续第二个；第二
个饼还算成功，第三、第四个，过了十几分钟，一盘香喷喷



的鸡蛋饼就煎完了。我赶快去叫醒爸爸妈妈，让他们品尝一
下我的杰作！

看到妈妈脸上惊喜的表情，我自豪地说；“请你们品尝我的
鸡蛋饼”。爸爸在一旁不停的吃着，我问爸爸好吃吗？他连
声叫好！这时，我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二

昨天，老师布置了一个奇怪的作业----回家煎鸡蛋，这可难
为我了，我可是第一次煎鸡蛋呀！

回到家，我飞快地跑到房里把书包放下，正想踏进厨房的门，
但我停住了，心在“砰砰砰”直跳，心里怕极了。妈妈似乎
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怕什么，有我在你旁边
呢！”

好，我马上开始行动！我先用纸把锅子擦干，只听“唰唰
唰”的声音，好像唱起了动听的歌，我把煤气灶打
开，“轰”的一声，蓝色的火苗从锅底冒了出来，“呼呼”
一声，油烟机打开了，吓得我退后了几步。接着，我把油倒
入锅中，开始没什么，可到了后来油就如同活蹦乱跳的珍珠
使劲地往锅子外面跳，我把鸡蛋在碗边一敲，“咔嚓”一声，
鸡蛋破了一个小洞，用手轻轻一掰，黄灿灿的蛋黄外镶上了
一条小白裙。然后，我把鸡蛋倒入锅中，“吱吱”鸡蛋在锅
里演奏交响乐呢！最后，我用锅铲把鸡蛋翻了一面，只见熟
后的一面香气扑鼻，还直冒泡，呵呵，鸡蛋还会冒泡
啊！“吱啦”一声，鸡蛋煎熟了。我用锅铲把鸡蛋盛到碗里，
真令人口水直流啊！

呀！蛋真好吃啊。脆脆的、香香的。我学会煎鸡蛋，以后可
以煎给爸爸妈妈吃了。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三

爸爸先给我穿上了围裙，然后再把煎锅拿出来，并拿了个鸡
蛋轻轻磕在锅里，他先煎了一个给我做了个示范。我看懂了
程序后就拿了个鸡蛋，一磕，使劲往锅里一扔，一激动结果：
蛋壳躺在锅里，蛋液趴在锅外，我心里顿时是十五个吊桶打
水――七上八下，头皮发麻！爸爸竟然在旁边偷笑，还拿手
机拍照，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是苦笑！

第二次，我这次把蛋往中间去了一点，轻轻一磕，慢慢的把
蛋液倒下去，这次成功了！但大部分还得爸爸帮我完成的。

第三次，我先放了一点油再打了一个蛋，接着，我看到了蛋
黄稳稳的躺在蛋白中间，蛋白滋啦滋啦的欢快得冒着小泡，
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唱起了小曲，早就想手舞足蹈了……
哎呀，不好了，我得赶快去翻鸡蛋了，不然鸡蛋就要糊了！
接着我又把鸡蛋翻了一下，一个完美煎鸡蛋出现了！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四

“当”我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八点了。奶奶还没回来，可是
我肚子已经打起了小鼓。犹豫半天，我决定自己做点吃的，
可是做什么好呢？忽然，我眼前一亮：对了，就做煎鸡蛋！
之前我看过妈妈煎鸡蛋，应该不是太难。

说干就干，我把锅放在炉子上，开了火，然后倒好油。妈妈
说过油热了，才能放鸡蛋。谁知，就在我拿鸡蛋的时候，锅
里的油“吱吱”地冒起烟来。我急忙跑到锅旁准备关火，可
是烟越升越高。我只好改变策略，一边咳嗽，一边慌忙地拿
起鸡蛋在碗边敲开，把蛋清和蛋黄一起倒进锅里。谁知，碗
边有水，随着鸡蛋一起进锅，油就“噼噼啪啪”地爆开飞溅
出来。我手忙脚乱地抓起布把锅端下来，锅里的鸡蛋也成
了“四不像”。



面对眼前的情景，我不甘心，决定再试一次。我认真回想了
一遍妈妈煎鸡蛋的过程，将准备工作全部做好，然后重新放
油。这次，因为有了经验，鸡蛋煎得非常成功在黄澄澄的蛋
黄点缀下，我煎的鸡蛋真像一朵黄蕊雪莲花，好看极了！

爸爸回来听我说了煎鸡蛋的事情，露出欣慰的笑容，直夸我
聪明。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我品尝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体
会到了成就的幸福感。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五

暑假中，肯定有许许多多的同学学会了新的手艺，比如：自
行车、学做饭、做菜。暑假中，我终于学会了煎鸡蛋！绝对
好吃。

我与表哥来到了厨房，表哥说：“一、拿碗和蛋、筷子、锅
勺。二、把蛋打入碗中，放盐，又去打。三、放些老酒，又
进行打。四、把油放入锅中，等油起泡了，将蛋放入里面，
蛋的'周围起泡，从外层下面弄起。如果漏出来，就立刻翻、
剁碎。五、关了火，六、把炒好的蛋放入碗中，就可以吃
了”。

我依照着表哥说的话，一一抄下来，我又进入厨房，那张纸
在我的身边。我边看边学，当我在第三条学法时，突然放了
好多！于是我想：我要重弄一个。

我费了好多时间将老酒似乎全打没了，又学起了第四条的规
矩。当我在第四条，蛋漏了，我使劲翻、剁碎，炒得快焦才
拿了上来，我吃着，老酒太多了，我又重新弄了。这次，我
轻易地做好了！

我吃着我做蛋，好吃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自己做的，当然
好吃！下次在家里就是我下厨了。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六

煎鸡蛋？这不是一道复古的不能再复古的菜吗？但我非常爱
吃，让我成了爸妈眼中的“鸡蛋王”。

煎鸡蛋有又方便又好吃，只要再加上西红柿酱。啊！简直是
让人口水飞流三千尺啊！

煎鸡蛋不止这样吃，我最爱吃的`是吧米饭盖在煎鸡蛋上，加
上西红柿酱，再压一压米饭，一勺一勺的吃，真是太美味了。

有一次爸妈不在家，肚子开始抗议了，五脏六腑吵着要吃饭，
没法子了，只能先向鸡蛋们发出求救信号，我迫不及待的找
了两个鸡蛋，拼命的打蛋加油，“咝―咝”一声鸡蛋开始凝
固了，我不断的翻动鸡蛋饼，直到鸡蛋被煎的香脆诱人事就
可以出锅了，我又忙手忙脚的乱撒西红柿酱，又加上白花花
的米饭，一阵狼吞虎咽胡吃海塞的吃起来，但那时起我感觉
到，什么山珍海味，只有这个煎鸡蛋才是最美味的。

怎么样，你也来品尝品尝，这道复古的菜吧！

捏鸡蛋教学设计篇十七

我兴致勃勃地跑进厨房，快速洗好了锅，轻松地开了火，自
信满满，准备“大展身手”。

这一次失败，把我吓了一跳，但我才不甘心呢。我一把夺过
妈妈刚洗好的锅，再一次把它架在了炉子上。这回，我小心
行事，一点一点地倒油，只让它能基本铺满锅底。“这下就
不会炸了！”我激动的回头嚷着，拿出了第二个“实验
品”——另一只可怜的鸡蛋，在桌旁让它磕出一个小洞。可
我没有把控好力度，忽然间，它开始“流血”。我慌了，赶
忙把它“扒开”，丢进了锅里。那蛋壳也顺势做出一副“誓
要与蛋黄蛋清同甘共苦”的样子，跳入了煎锅，成为了光荣的



“煎蛋壳”。哎，又失败了。

待妈妈收拾完“残局”我又向“煎鸡蛋”发起了挑战。可这
次我不敢再那么“冲动”了，我决定“智取”——所谓“智
取”，就是请我的万能老妈帮忙倒油打蛋。看着锅中那颗完
美的“新实验品”，我的信心指数二次飞升。这下我的任务
减轻了不少，只需要给它翻个面……“沙——”“啊！散
了！”就在铲子同志“执行”翻面任务时，它的重心一个不
稳，一下扎在蛋黄上，那蛋清蛋黄便向外流去。为了救起这
颗煎蛋，我送了它一个“侧翻”，可它翻身的速度太慢，上
面的蛋清蛋黄又一次“刷刷”往下滑，整个煎蛋就这么“散
架”了。

煎出来是生的，煎出来是糊的，整个鸡蛋“闹分家的”……
无奇不有，这都是我这“大厨”做的。历经千辛万苦有，在
上万次的尝试下，可算是有五个像点样的了。我自豪地将它
们端出了厨房，放在了餐桌上。

妈妈望着这盘煎蛋，轻轻夹起一个，送入口中，尝了尝，而
后却一皱眉头：“这煎蛋……怎么没味儿？”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失声大叫起来：“盐！我忘了放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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