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
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篇一

《寒号鸟》讲述了喜鹊和寒号鸟对待做窝的不同的态度和不
同的结果。喜鹊天天辛勤劳作，冬天来临之前早早做好了窝，
最后安逸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天，而寒号鸟却过一天算一天，
最终耐不住冰冻严寒，最后冻死在崖缝里。这个故事说明了
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得过且过是没有好结果的，故事告诉
我们幸福的生活要靠也必须靠劳动来创造的道理。

一、教学效果

本节课我先通过描述带学生进入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在
引入了课文的时候，利用课题，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多
音词。然后让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并要
求学生进行两次有层次的阅读课文：首先是解决生字词，整
体感知。同学们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此后，精读课文内容，朗读喜鹊两次劝告寒号鸟的语句，比
较分析喜鹊和寒号鸟的不同做法和不同态度，以及最终决定
的不同的结果。还要让学生弄清时间的顺序——就是这篇课
文的写作顺序，理清文章的脉络。

二、成功之处

我认为在本节课中，我的以下做法是比较成功的：

1、授课过程中，我按抓重点词的方法理解全文，又按图片观
察法来体会寒号鸟的处境，通过角色扮演和朗读法来体会文



中感情，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2、我以描述的方式将学生带入情境，借用古诗《明日歌》帮
学生更好地理解寒号鸟的遭遇及处境，进一步启发了孩子们。

3、课堂上，我紧紧抓主线，帮学生理清思路。在课堂开始，
我就引导学生理出了文章的情感线索，在教学中牢牢抓住这
条线索，使全文脉络清楚，豁然开朗，拨云见日般明了了。

4、我通过指导学生朗读、感悟读来感受寒号鸟的下场，进一
步理解故事寓意。

三、不足之处

1、整节课，课堂评价语有些单调，没有使用能激励学生的高
效的评价方式。

2、课上碰到难点，有些急于求成，没有做到循循善诱，把更
多的说话时间留给学生，把课堂放手给学生，没能培养学生
的表达能力。

3、应该结合课文，深入地去对比喜鹊和寒号鸟的不同处世态
度，不同的做法，让学生交流一下他们的对与错，这样或许
更能深入人心！

四、改进措施

我认为在以后教学中我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评价语言不能含糊不清，语速要慢，做到声情并茂，富有
感染力。我认为对于低段学生很重要，可以通过评价语带动
学生的积极性。

2、在备课中要反复分析教材，抓准教学的切入点，让学生和
自己更轻松地完成教学任务，使课堂更加流畅。



3、在教学碰到难点时，不要急于求成，要循循善诱，把更多
的说话时间留给学生，敢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部编版二年级上册语文《寒号鸟》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篇二

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做课的内容是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第15课《我
要的是葫芦》，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就是引导学生在具体的语
境中识字，学词、学句，结合图画理解葫芦叶子和果实之间
的联系。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重点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学习一定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如果脱离了语境，
让孩子单纯地去识某个字，不但字形不容易记，而且字音也
很容易遗忘，字义的理解也就更难了。所以教学中我特别关
注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识字，真正做到了字不离词，词



不离句。比如：学习“藤”字时，我先引导学生看图认识藤，
直观了解藤的特点，再由“葫芦藤”拓展到生活中学生见过
的黄瓜藤、葡萄藤等，进而让学生更好地识记这个“藤”字；
在“谢”字教学中，我在和学生的交流中给学生创造一种语
言环境，让学生明白在“谢谢”这个词中，“谢”表示感谢
的意思，在“花谢了”这个词中，就表示的枯萎凋落的意思，
从而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谢”的字义。

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学习语言的最
终目的就是为了应用语言。所以在本课的教学中，我特别关
注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理解应用。比如，在“慢”
字的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比较句子体会小葫芦慢慢变化的
过程，然后引导学生想想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什么也在慢慢地
发生着变化，这个问题一下子唤起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他
们想到了----，想到了----，想到了----，我想，孩子们在
用慢慢说句子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面是有画面的，是有情
境的，这样的字词句教学是基于学生已有的认知经验的，是
指向学生思维发展的，也是有生命有活力的。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个汉字都承载了及其丰厚的
文化内涵。本节课在“慢”字的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古文字深入理解“慢”的字义，同时了解汉字文化的博大精
深，使学生对汉字产生兴趣，从而产生学习汉字的愿望，增
进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由于本人经验有限，课堂上还
有很多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老师批评指正。

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篇三

1。以描述带入情境的，因为面对着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就以
一个生动的引入课文，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引入了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利用了课题，很好地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
多音词。



2。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我当时要求学生进行
两次阅读课文，第一次是解决生字词，在这里我顺便联想了
新旧词语，让小学生注意字的写法。还有实现了我的目的，
整体感知，同学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都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说出了不同的感受的，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没有很好的整合评价

1。评价不同的学生，有点赶。我要学生找出描写季节转变的
句子，目的是让他们弄清时间的顺序是这篇课文的写作顺序，
然后很自然地让学生分段，理清文章的脉络。并且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的对比特点。不过，这里后来我觉得可以合并为一
次阅读好了，这样第一次阅读，就达到了整体感知，清扫字
词，理清脉络。显得简洁点。

整改措施：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对比阅读，通
过喜鹊和寒号鸟的对比，明白了勤劳的`重要性，不能学习寒
号鸟得过且过的行为。

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篇四

优点之处：

1。以描述带入情境的，因为面对着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就以
一个生动的引入课文，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引入了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利用了课题，很好地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
多音词。

2。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我当时要求学生进行
两次阅读课文，第一次是解决生字词，在这里我顺便联想了
新旧词语，让小学生注意字的写法。还有实现了我的目的，
整体感知，同学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都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说出了不同的感受的，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不足之处：

没有很好的整合评价

1。评价不同的学生，有点赶。我要学生找出描写季节转变的
句子，目的是让他们弄清时间的顺序是这篇课文的写作顺序，
然后很自然地让学生分段，理清文章的脉络。并且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的对比特点。不过，这里后来我觉得可以合并为一
次阅读好了，这样第一次阅读，就达到了整体感知，清扫字
词，理清脉络。显得简洁点。

整改措施：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对比阅读，通
过喜鹊和寒号鸟的对比，明白了勤劳的`重要性，不能学习寒
号鸟得过且过的行为。

部编版二年级写字教案篇五

《一封信》是第三单元的一篇课文。本单元以“儿童生活”
为主题，以儿童视角，表现儿童生活。因此，在课内设计中，
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启发学生能够说出自己的感受或想法。
本课讲述了露西给爸爸写信的过程。课文语言通俗易懂，通
过信的内容，表达了露西对生活细腻的感受、对亲人细致的
体贴，对于学生能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

从学生的切身体验出发，激发学生对本文的兴趣。课上，我
先让学生扫清生字障碍，然后通过辩论的方式，针对“第一
封信和第二封信哪一个更好”为辩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大多数学生会选择第二封信，观点就是：爸爸远在国外，不
想让他担心家里的事。而也有人觉得第一封信更好，理由是
第二封信写得那么欢乐，然后又说思念爸爸，就会觉得很虚
伪。但是因为第一次辩论，孩子们热情过于高涨，在孩子们
激烈的辩论后，我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作文本上。这样，
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文，理解了露西的心情，把学生带进
了露西的内心世界，同时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



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我首先从课文的生字入手，利用随文识字和集中识字的办
法，让学生注意字的读音、笔画顺序以及书写等问题，解决
了本课基本的生字，为读通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打下基础。

2、教学评价及时且有针对性。课堂上利用激励性评价，鼓励
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评价语言丰富、多样化，评价实
效性强。

3、教学设计连贯，思路敏捷。整节课，我紧紧抓住主线，帮
学生理清思路。通过让学生初步朗读课文，大致了解一下课
文的主要内容。感悟出主人公露西的心情，然后我联系生活
实际，让学生们谈一谈如果自己的爸爸不在身边心情会怎么
样，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1、在让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没有提出具体的阅读要求，导
致学生比较盲目，没有目的性。

2、在教学生字时，我只是让个别学生起来分享他的识字方法，
说完之后就一带而过了，也没有让大家一起重复，所以导致
生字词的掌握不够牢固，没有加强记忆。

3、课堂设计内容过多，不利于学生吸收；缺少“读”，孩子
读得少；在课堂上也没能教孩子书写，练习写字。

1、在今后的教学中，精简课堂，删繁就简，不要低估学生的
能力。

2、重视阅读，加强阅读，多读多悟，在读中感悟和理解。

3、重视每单元中课与课之间的联系。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
素养，在备课的过程中要进行充分的预设和生成，及时处理
课堂生成。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一定会弥补不足，积极向



各位前辈老师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