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二年级学生很少有人去过台湾和日月潭，但有可能在课外书
或电视上对那里有所了解。课前我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
使文本的学习得以拓展，并有利于培养学生搜集信息的能力。

教学中，我力求做到三维目标的整合，设计了以下几个教学
环节。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日月潭》是一篇写景的文章，景色的秀丽和作者的赞美都
蕴含于文章之中，隐藏于文字之下。为让学生欣赏到这里的
秀丽风光，感悟到作者的赞美之情，我采用了“品读”的方
法，并引导学生在品读中层层深入。如品读“清晨的日月
潭”这一部分时，学生起初只能通过“薄薄的”“隐隐约
约”等词语的表面感觉美，这也正是由于他们年龄较小，以
形象思维为主。我想到只有直观形象的情境教学才能使学生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获得感性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所
以我借助课件通过让学生看图感受雾之薄，像隔着一层纱。
之后我还设计了这样一段导语“假使我们乘着小舟在这轻纱
薄雾笼罩下的湖面上飘来荡去，你们是什么心情呀？”通过
移情让孩子获得心理愉悦进而体会日月潭这种朦胧的美。学
生在这优美的意境当中、欣赏着美丽的画面领略了大自然的
美景，学习兴趣提高了。这时再指导朗读就使“品”得以深
化。另外在品读“中午的日月潭”这一部分时，抓住“建
筑”一词，我相机补充图片资料，并伴随导语“在潭北的半



山腰上，有因供奉文圣孔子、及武圣关羽而得名的文武庙。
南边青龙山上有玄奘寺，那可是为纪念唐玄奘法师到西天取
经，宣扬中外文化而建立的呢！”这样一来，不仅让孩子了
解到那里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还进一步感悟到日月潭的
风光秀丽，同时体现了课内外学习的结合。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除了引导学生品读之外，在讲述完日月潭清晨、中午和雨中
的美景后，我又进行了如下设计，教师边导语“日月潭就像
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在不同的时候变化着自己的新装……”，
边出示微风吹拂下、夕阳西下、月光映照下的日月潭，孩子
们看着这些美丽的画面心中又荡起了圈圈涟漪，对美丽的日
月潭又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进一步感受到了日月潭的美。此
时，我发现孩子们已经被这美丽的日月潭所陶醉所吸引，就
势让孩子们用自己积累的好词佳句夸夸日月潭，孩子们纷纷
举起小手跃跃欲试，有的说“日月潭你什么时候都美啊！”
有的说“日月潭景色宜人！”还有的说“日月潭风光秀
丽！”孩子们的情感得以释放。

在朗读、理解之后，我让学生说说你还了解台湾的什么，学
生通过课前查找的资料说了一些，这时我也补充了台湾特有
的阿里山、蝴蝶、水果等图片资料，使学生对台湾产生了美
好的向往。这时，老师导语“在台湾也住着和你们一样的小
朋友呢！让我们隔海相望，和他们说说心里话吧！”孩子们
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他们的情感再次得以释放。我们班正
好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小朋友潘德贵，我利用这一条件，让孩
子们知道台湾小朋友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地像一家人一样。此时情感价值态度观目标得以落
实。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雷雨》是人教课标版二年级下册语文教材第五组中第二篇



课文，本组课文内容主题是“大自然的秘密”，重点训练学
生从课文中提取重要信息的能力。《雷雨》用生动又洗练语
言描写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色变化，让学生体验
大自然天气变化的美丽景象。

《雷雨》课文共有八个自然段。经过“复习导入”环节，我
开始了新课堂教学。

为了让学生理清课文的层次，我设计了“课文是从哪几方面
来写雷雨的？抓住了哪些景物来写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
学生理解了一至三自然段描写了雷雨前的天气情况，抓住
了“乌云、树上的叶子、蝉、蜘蛛”几种景物来写；四至六
自然段描写了雷雨中的天气情况，抓住了“闪电、雷声、树、
房子”几种景物来写；七、八自然段描写了雷雨后的天气情
况，抓住了“太阳、空气、彩虹、蝉、蜘蛛、池塘、青蛙”
几种景物来写。这个教学环节中，我让学生有读有思考，带
着问题思考，从课文中提取相关信息，找到以后用笔画出来，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接下来，我设计了“你能说说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
色变化吗”这个问题，目的是锻炼学生说话和复述课文，通
过复述环节，为学生背诵课文做好铺垫。

第三个教学环节，我设计了“你还知道哪些自然天气现象”
这个问题，引起了学生极大兴趣，孩子纷纷说出“大雨、阵
雨、雪”等常见的天气现象。为了拓展学生对自然天气现象
的认识，认识变化多端的大自然。我用形象的图片展示
了“风、霜、雾霾、沙尘暴、泥石流”等自然天气现象，孩
子们一阵惊叹。 欣赏了图片，我不忘渗透环保意识，告诉孩
子，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需要我们热爱的。

课堂小结后，我设计了“看拼音，写词语”、“连一连”课
堂测试，考查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掌握情况。



这节课总体来说比较成功，每个环节精心设计，学生参与度
高，尤其是读课文时很投入，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多数
学生回答问题很积极，因而课堂效果较好。不过个别同学偶
尔跑神，需要教师时时关注，时时提醒，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可以采取抽读课文的方法集中学生注意力。

二年级日月潭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
遵照课标的精神，在整体感知环节，我让学生默读全文，找
出自己感受到美的语句，和小伙伴读一读并且互相交流。每
个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感知是不同的，寻找到他们心中认为
美的地方也是不同的。我从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角度考虑，
采取上述做法，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独
立思考的能力，又能使学生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初进一步感
知日月潭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