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优
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篇一

1、认识8个生字。指导写“怎”、“思”二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不同的语气表现角
色的不同性格。

3、懂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知道要多看别人的
长处。

重点难点有感情朗读课文，明白故事所讲的道理。

教学准备生字卡、本文录音带、课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课题。

出示课件：图（一）：春天，一棵柳树披着飘逸的长发，在
微风中翩翩起舞，一棵枣树弯弯曲曲，树皮粗糙，树枝光秃
秃；图（二）：秋天，枣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枣，全家人坐在
树下高兴地吃枣。同学们，你们看大屏幕上这两棵树是什么
树？你喜欢哪一棵？为什么？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学生自由发言，各抒已见，只要说的有道理，老师都要给
予肯定。谁对谁错，老师暂不表态，一切由学生自学自悟。）

二、回归主体，自读自悟。

（一）学习课文。

1、分组：

（刚才发言中，喜欢柳树的为一组，喜欢枣树的为一组，调
换座位，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学生提供一个充分
展示个性的学习环境。）

2、学习课文，为下面的辩论作准备。

3、指导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重点指导学生通过比较小柳树和小枣树的多方面的不同来
读懂课文。教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引导：一是生长特点不
同；二是性格特点不同；三是小柳树前后的表现不同。重点
抓住小柳树和小枣树的语言进行朗读、比较、体会，来理解
课文的含意。）

（二）感知生字。

1、听全文录音，边听边划出生字。

2、在小组里把难读的字音，读给小伙伴们听。

3、游戏：秋天到了，小枣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枣子，农民
伯伯正在摘枣子，我们也去帮忙吧！，请摘到枣子的小朋友，
读准字音，同学们举起字卡齐读，正确了，可口的枣子送给
你。

4、指导写“怎”和“思”，重点指导“心字底”的写法。



（扫除生字障碍，为学生自学课文打下基础。）

（三）朗读感悟。

1、初读：小柳树和小枣树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2、再读：用不同符号划出讲小柳树和小枣树外形特点的词句。

3、品读：读勾画的句子，比比看谁读得好。

4、选读：小柳树和小枣树除了长得不一样以外，还有什么不
一样？（性格）从哪里看出来？（语言）找出来读一读。

5、赛读：读小柳树和小枣树说的话，体会她俩有什么不一样。

“喂，小枣树，你的树枝多难看哪！你看我，多漂亮！”

“喂，小枣树，你怎么不长叶子呀？你看我，多漂亮！”
（小柳树怎样？——得意、骄傲、不懂礼貌。）

“你虽然不会结枣子，可是一到春天，你就发芽长叶，比我
绿得早；到了秋天，你比我落叶晚。再说，你长得也比我快，
等你长大了，人们在树荫下乘凉，那有多好啊！”（小枣树
怎样？——宽宏大量，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6、评价读：小柳树前后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说说你的根据。

7、分角色朗读全文。

（四）分组讨论学习。

1、现在，你是喜欢小柳树还是小枣树呢？为什么？

2、再次分组：（喜欢小柳树的为一组；喜欢小枣树的为一组，
调整座位。）



3、分组讨论学习：（每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原因找理由，为
下面的辩论比赛做准备，可以从树的外形、性格、用途等方
面来说。）

（通过这一环节，为学生营造一个合作学习的氛围，又为学
生提供了展示自己个性的机会，同时又把竞争悄悄引入课堂。
）

4、课堂辩论：小柳树和小枣树谁最可爱。

（把学生分为两大组，相对而坐，双方既当“老师”，又当
学生，双方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又可以根据对方的
问题进行质疑。当因某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时，教师参与讨
论，推波助澜。在讨论中，充分展示学生个性。通过讨论、
辩论，使学生明白道理。）

三、学生互动。

说说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

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同学，说说他的长处。如果自己不清楚自
己的短处，可以请别人给你提醒，先自己想想，再小组交流，
最后派代表全班交流。

（这样，有利于发展同学之间合作关系及友谊，还能使学生
获得自尊与成就感。）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快乐吗？学生自由畅谈。

（学生整理知识，交流感受，感悟文学的魅力。）

个人创意增减：



教学反思：

第二课时

1、练习背诵课文。

2、同学们相互评议。

二、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练习书写。

1、学习生字“我会认”

2、合作学习：讨论如何记住本课的生字、新词？你有什么好
的方法吗？

3、学生交流学习。

4、汇报学习体会。

5、学生反复认读生字。做游戏。

6、学习“我会写”，指导书写本课的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学习“我会认”

（2）仔细观察本课在写的生字，说出规律：均为左右结构的
字。

（3）指导书写“别、到”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
字。

（4）学生仿写、描红，教师相机指导。

（5）教师进行评价，并及时鼓励。



四、练习。

1、比一比，再组词。

救（）劲（）司（）

球（）径（）同（）

2、扩词。

司（）（）假（）（）

使（）（）别（）（）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篇二

本文主要是写孙中山与他妈妈之间的对话（二至七自然段），
感情真挚动人。根据这一特点，我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重
点引领学生体会缠足给姐姐带来了怎样的伤害，让学生想象
姐姐当时承受的痛苦，以至于改变了姐姐活泼的个性。让学
生从姐姐的前后变化中体会封建陋习是多么害人。另外，体
会母亲也是缠足陋习甚至更多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上一代人、
不知有多少代人都是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但他们像母亲一样
对封建陋习盲从而无奈，而孙中山却对封建陋习憎恨与抗争，
从对比中体会孙中山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

复习时，先请学生就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内容聊聊孙中山的姐
姐原来是个怎样的女孩子，学生们都觉得他的姐姐既活泼又
能干。我却话锋一转：“但好景往往不长。请同学们默读课
文的第7自然段，看看姐姐发生了哪些变化。找到相关的语句，
你可以用笔画下来。”学生们静静地默读课文，很快就找到
了：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
没有听到姐姐的歌声。



学生们的脸上充满了疑问，我趁热打铁：“是什么样的一件
事让姐姐发生了改变呢？请大家自由读读课文的第二至六自
然段，你一定会从中找到答案！”学生们非常认真地在文中
寻找着答案，一致认为：是“缠足”让姐姐发生了改变。引
导学生找出这段话：“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眼泪
直往下流。”学生齐读后，我问：“你知道姐姐缠足时的感
受吗？”“姐姐为什么会痛苦地流泪呢？”引导学生抓
住“长长的、一道又一道地”来体会姐姐所受，为学生讲解。

为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缠足给姐姐造成的伤害，我又
为他们出示了一组被缠过的脚的图片，并请学生说了自己的
感受。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呀！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的反
应如何？”我又用这句话引出了孙中山母子的对话，问学生：
“从孙中山的话中，你读懂了什么？”通过交流，学生们都
体会到了孙中山的“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可是，他们是否
也理解妈妈的作法呢？所以，我又用奇怪的语气说：“奇怪！
同是亲人，弟弟是那么的心疼姐姐，而妈妈却还要坚持给姐
姐缠足，难道妈妈就不心疼吗？”很多学生都从“叹了口气、
我也知道、可会被人家笑话的”等词体会到了妈妈也很心疼，
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我难过地说：“‘娶妻要娶小脚妻’，
这是在中华民族流传了上千年的一种习俗。正因如此，母亲
们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受这份罪，也要让她们缠足。孙中山的
母亲也是这样，她也知道缠足很痛苦，她自己也曾受过这样
的痛苦。女儿缠足，妈妈也很心疼，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
来找个好婆家，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真是无可奈何啊！让
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妈妈的这种心情吧！”我相机指导他们分
角色朗读母子俩的对话，学生们读得非常投入。

我说：“就这样，妈妈还是给姐姐缠了足。同学们，如果你
就是孙中山，看着妈妈含着眼泪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
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听着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会想些什么
呢？”从学生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被个故事深深地



震憾。我说：“缠足，带走了姐姐灿烂如花的笑脸，也夺走
了姐姐悦耳动听的歌声。正是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
幼小的心，这件事也深深地刺痛了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
捧起书，齐读二至七自然段，感受一下姐姐的改变给孙中山
带来的这份伤痛吧！”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篇三

《小柳树和小枣树》这篇课文是以学生喜爱的童话故事形式
出现的，它借小柳树和小枣树生长情况的不同，赋予它们不
同的性格特点。小柳树因自己长得漂亮而得意，瞧不起小枣
树；而小枣树不因自己长得没有小柳树好看而自卑，也不因
为自己能结又大又红的枣子而自大，相反还夸奖小柳树。通
过它们之间的对话，生动形象地使学生懂得“要多看到别人
的优点，注意取长补短”这一深刻的道理。

我在设计教学之时，就参考了评价标准，对先生后师，指导
方法等做了细致的准备，把学生会出现的情况和如何更好地
让二年级的小孩子理解等问题，都提前设计了出来。在教学
中运用了猜谜，做游戏等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创设情境。

这节课上过之后，我做了以下几点反思：

第一、在教学之初，我先把上节课师生共同制定的学习目标
放在大屏幕上，提示低年级孩子时刻牢记目标。每完成一个
目标，就像用橡皮擦去它一样，让学生学得轻松没有负担。
本节课目标基本明确，学生比较好接受。

第二、《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
的基础，是一、二年级的教学重点。”从这一句话，我们能
体会到识字教学的意义和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

我是以自学和小小组合作学习来完成生字词教学的。我班学
生基本培养出了自学认读字，小小组学习生字的偏旁部首，



笔顺，音序，音节，重点笔画，组词语等内容。汇报的时候
能抓住重点，有目的的进行汇报。这些得益于，一年级下学
期预习作业的培养。学生基本能够做到自己查工具书预习字
词，他们的书上在学习之初就已经满满当当的，孩子们预习
已经成了一种好习惯，而且效率高，速度快，培养了良好的
自学能力。

在书写时，我对学生容易出错的字进行重点指导，重点笔画
在黑板上进行了描红。同时，我不时地叮嘱学生注意培养正
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第三、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体现童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发展个性，
让学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
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尊重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经
验，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例如两人合作读，
表演读等方式。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以朗读为主线，在读中感悟，引导学生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创造性地学习。课堂中，我努力遵循
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这一理念，指导得也比较成功。如在指导
学生体会小柳树的美时，抓住柳树的生长的过程与特点，运
用多种形式将描写小柳树美的3句话一遍遍的在读中感悟。同
时，教会学生抓中重点词语理解课文。抓住小柳树的“美”，
才能体会出她的得意傲慢自大；抓住小枣树的朴实内敛，才
能体会出它的谦虚。而感悟是由读而来的。课文中出现
的“得意”、“跳起舞来”等词汇，让学生一下子就进入了
状态，他们都手舞足蹈起来，想象着自己就是小柳树，在风
中骄傲的样子，自然就读出了傲慢的语气，从而很容易就说
出了柳树的自大。而小枣树的样子，不免让人自卑，但小枣
树的谦虚也由着故事的发展有了改变。



学生在读中体会到了不用的情感，不同的性格。

在分角色朗读中，学生加深了对人物的理解，更好地把握了
人物的性格，从而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印象深
刻。

第四、由此及彼，联系拓展

在课堂教学中，我通过让学生回答“小枣树和小柳树你喜欢
谁？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再
次细读文本，抓住小柳树和小枣树的语言进行不同语气地朗
读、比较和体会。学生不仅在读中感悟课文中不同角色的性
格特点，也体会到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知道
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懂得道理后，我把这个道理引到了学生
自身，看看周围值得你学习的同学。让学生懂得所有人的身
上都有闪光点，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该学会发掘
并且更进一步，学会“取长补短”。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由此及彼，由这篇课文联系到之前的识字课的四字词语。

最后，给学生们两篇拓展阅读，也是在核心组学习中受到的
启发。把课堂内外的阅读相统一，相联系，拓展学生的阅读
量，使低年级学生养成一个爱阅读的好习惯。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篇四

《小柳树和小枣树》这篇课文是以小学生喜爱的童话故事形
式出现，借小柳树和小枣树生长情况的不同，赋予它们不同
的性格特点。小柳树因自己长得漂亮而得意，瞧不起小枣树；
而小枣树不因自己长得没有小柳树好看而泄气，也不因为自
己能结又大又红的枣子而自大，相反还夸奖小柳树。通过它
们之间的对话，生动形象地使学生懂得“要善于发现别人的
长处，正视自己的不足”这一深刻的道理。二年级的学生由
于年龄较小，对童话故事有浓厚的兴趣，好奇心极强，但缺
乏一定的鉴别能力。大多数学生活泼、好动、大胆而且独立，



他们掌握了一些识字方法，喜欢读书和表演，但语言表达能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欠佳，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较短。针对这
些情况，在第二课时的教学过程中，我利用媒体的技术吸引
他们的感官，通过品读课文，让他们体会人物的情感和态度，
从而达到文章情感教育的目的。如，在朗读小柳树说：“喂，
小枣树，你的树枝多难看哪！你看我，多漂亮！”我先让学
生自己想一想，小柳树说这番话时得意、骄傲的神态，再结
合自己得意时的表现，加上动作、神态来读一读，这样一番
体会，学生能够读得惟妙惟肖。在课堂教学中，我让学生通
过比较小柳树和小枣树的不同来读懂课文。其中，我又是从
三方面进行引导：一是从柳树和枣树的生长特点分析他们的
不同；二是从两者的性格特点来理解不同；三是通过小柳树
的前后表现不同来体会。在进行这三方面的引导中，我抓住
小柳树和小枣树的语言进行不同语气地朗读、比较和体会。
学生不仅在读中感悟课文中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也体会到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知道要多看别人的长处。
其中对小枣树心情与性格地方理解比较到位，而对小柳树的
性格与说话语气方面不是很清楚，造成有些学生在回答仍存
在含糊不清的地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多灵活地引导学生，
过渡语言简练准确，充分挖掘学生的完整思维。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教案篇五

小柳树和小枣树教学反思1在学完《小柳树和小枣树》一课后，
我问孩子们：“你喜欢谁？为什么？”教室里一阵七嘴八舌
之后，小手高高举起来了：

何博文说：我喜欢小枣树，小枣树听了小柳树挖苦她难看，
她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反过来去挖苦小柳树，他对朋友这
么宽容，让我觉得小枣树并不难看。

逯子琪：小枣树在最美丽的时候也不取笑小柳树不结果，她
有一颗宽容别人的心，小枣树在我眼里很美。



少康：对！我也喜欢小枣树，她在自己最美丽的时候，不得
意忘形，还说出小柳树的`许多长处来安慰小柳树。

听了孩子们的回答，我不禁暗暗欣喜，因为这节课在我的设
计下进行的非常顺利，孩子们正好说出了我要对他们进行的
思想教育。正在我松了一口气，打算结束这堂课时，“老师，
我喜欢小柳树，我觉得她很美。”教室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
句，我始料未及，是不理睬他，绕开他的问题，继续按我的
设计教学吗？稍微迟疑后，我决定改变教学设计，让这个孩
子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课堂应该是允许学生质疑
和发表不同观点的地方，学生思想碰撞后得出的认识，可能
比按部就班地由教师传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收益要好得多。

“我喜欢小柳树细细的腰、绿绿的枝条，我觉得小柳树很漂
亮。”一石激起千层浪。

高畅：我也喜欢小柳树，因为春天的小柳树特别美，课文里
是这样写的：“春天，小柳树发芽了。过了几天，小柳树的
芽儿变成小叶子，她穿上一身浅绿色的衣服，真美！”

王佳瑶：我自己喜欢跳舞，所以我也喜欢小柳树在微风里拖
着又细又长的小辫子跳舞的情景。

秦敬轩：我喜欢小柳树，因为她知道自己春天取笑小枣树是
不对的，她脸红了，说明她知错就改。

王云双：我还是喜欢小枣树，因为他结满了红红的枣子，秋
天里是那么美丽，那么漂亮！

张泽浩：对！小枣树安慰小柳树。说明小枣树知道自己和小
柳树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听着孩子们的发言，我马上想到了我们刚学过的成语：“寸
有所长，尺有所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我请孩子们读



这些成语后问：“把这句话改一改，你会怎么说？”

申尚宗：小枣树有所长，小柳树有所短，取长补短，相得益
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