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理健康班会总结语(大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一

(一)给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1、一个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觉得极富。

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情感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
能让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情感的我”，
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燃烧的岁月”!

2、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二

1、激发学生用快乐的心情歌唱并用幸福的表情进行表演，从
而培养学生演唱和表演的自信心及表现力。

2、通过音乐律动和音乐游戏，引导学生感受音乐的旋律节奏，
能够用动作体现的节奏。

3、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团体荣誉精神。

1、聆听音乐，通过编创表演培养学生动作的协调性

2、通过表演，感受歌曲的舞蹈性，用编创适当的动作配合节



拍表演。

1、感受歌曲音乐的快乐及舞蹈性

2、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1、听音乐进教室《郊游》

师：同学们，从美丽的校园，走进咱们的音乐教室，你们高
兴吗？幸福吗？如果幸福的话就让我们拍拍手吧！

2．律动《假如幸福的话就拍拍手吧》

1、师：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是哪个国家的？在遥远的拉丁
美洲，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岛国——特立尼达，那里有世界上
最大的沥青湖，有令人向往的热带雨林，还盛产优质的甘蔗、
咖啡，可可，最重要的是那里居住着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歌曲热烈而欢快，让我们一起走进特立尼达去听
听他们的.歌。

2、初听歌曲

师：小朋友们你们听出这首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让我们带
着这些情绪再一次聆听，并想一想歌曲中小朋友唱的哪一句
给你的印象最深。

3．出示课题学习歌曲

（1）老师轻声哼唱

提问：每一乐句中都有“哈里罗”，你们在知道是什么意思
吗？

师：“哈里罗”是特立尼达小朋友表达高兴心情的一种方式，
课间你们会用什么声音和动作表现高兴的心情。



a：嘻嘻嘻b：哈哈哈c：嘿嘿嘿

（老师手指到哪一组，哪组发出声音，大家一起来）

（2）老师读歌词

师：老师读歌词，你们看老师的手势。

跟着音乐唱歌哈里罗（嘻嘻）

（3）学生跟音乐加衬词

师：来和着我们的音乐，加上我们高兴的声音。

（4）学生高兴的读歌词

师：让我们把高兴的声音放进歌词里，读一读

（5）跟音乐轻唱

师：读得真好，我想你们唱得一定更棒！来，我们跟着音乐
唱一唱。

（6）重难点解决

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老师在唱到“哈里罗”的时候做的
动作，它是有节奏的（出示卡片）

（7）师生一起跳

师：同学们，跟着老师的琴声一起跳起来。

（1）创编歌词

师：小朋友们，咱们跟着音乐还能做些什么呢？



（2）编创表演

师：除了唱歌，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这首欢快的歌曲？大
家讨论一下，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在小组里准备，待会儿我
们要评出最具创意奖。

（各小组表演）

（3）打击乐器

师：跳着跳着，老师发现有些同学随着音乐有节奏跺脚，老
师这儿有两种乐器，哪一组需要，请组长到老师这儿领，其
余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唱歌、跳舞。

4、欣赏《加伏特舞曲》

（1）初听

师：同学们表演得真精彩！听，法国的小朋友踏着欢快的舞
步向走来（放音乐）

（2）复听

师：这首歌的情绪怎样？老师听得有冲动，想用画笔来画画，
来随着老师的画笔，再一次听听音乐。

（3）再听

师：美丽的春姑娘手捧鲜花，踏着欢快的脚步，来到这里，
邀请大家去参加春天的舞会，大家愿意吗？（学生跟着音乐
自由的表演）

师：来，让我们和春姑娘一起用你最美丽的动作走进舞会现
场吧！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13个生字，其中田字格上面的4个生字只识不写。理
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3．读懂课文中的`反问句。懂得没有足够的耐心，急于求成
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教学重难点、关键】

1．图文结合，理解课文内容。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寓意。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生字。

3．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教具准备】

教学挂图或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今天，我们要来学，《猴子种果树》的故事。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学习“猴”。

3．读了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老师在题目旁打上小问号。

二、初读。

1．带着问题借助拼音自读课文。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

2．再读课文，画出生字词和小节号。

3．kejiaoshigenaiba

（出示）一棵浇水施肥哥哥耐心拔掉

gaiduanyanquejuanying

改变短谚语喜鹊杜鹃樱桃

1.自读生字词。

2说说你在这些生字的音、形、义上有什么收获？

3学生汇报、交流。

字音：

“施”：读翘舌音。“耐”：读鼻音。

“樱”：读后鼻音。“梨”：读边音。



“鹊”：韵母是ue,碰到q,u上两点抹去。

“鹃”也是跟“鹊”的情况相似。

字形：

“浇”：右上没有点。

“拔”：右边是“友”上加一点，不是“发”。

字义：

“颗”：指的是比较圆润、小的东西。

“棵”：专指修饰从地里长出植物。

4带读，指读，开火车读。

5去掉拼音指读，齐读词语。

4．把生字带到课文认真读，把课文读通顺、流利。

5．（出示）你能把这些问句读好吗？

“你有这个耐心吗？”

“你能等得及吗？”

“你不着急吗？”

1自读。

2指读，齐读。

6．指名分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



7．再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三、初步了解课文大意。

1．通过读，你有没有不懂得词语？（学生能自己解决的，就
叫他反复读，自己解决）

2．有些词语我们放到第二节课去解决。

3．你觉得哪一自然段写得有意思，能读给大家听听吗？

4．生读、交流。

5．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6．齐读全文

四．教学生字。

1．分析字形。

“猴”：中间没有一竖。

“歌”：上面的“可”没有勾，而且要写得小点。

2．指导写字。

“浇”：最后一笔要舒展放纵。

“梨”：下面“木”的一横要写长，托住“利”。

“哥”：第六笔横要写长点。

“功”左边的“工”略微往上写一点。



3．生描红，师巡视指导。

作业设计

一．画去不正确的读音。

梨（lini)树耐（lainai)心

施(sishi)肥樱（yingyin桃

二．看拼音写词。

houzijiaoshuishifeigaizheng

（）（）（）

badiaogegelishuchenggong

（）（）（）（）

三、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图文结合，理解课文内容。

3．读懂反问句并能感悟文中的寓意。

【教具准备】



教学挂图、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抽读生字卡片。

2．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二．新授。

1．指明分段朗读课文。

2．听了课文，自己再读读课文，看看有哪些地方不太懂？

3．学生互相交流、讨论。

4．你读懂了什么？（一边说一边看挂图）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指导表演。

1．自由组合来表演课本剧。

2．学生上台表演。（可边看书边演，也可以背台词表演。）

四、小结。

1．读了，演了这个小故事，你想对小猴说什么？

2．你从小猴身上知道了什么？

作业设计



一、比一比，组词。

拨（）哥（）猴（）棵（）

拔（）歌（）侯（）颗（）

二、用直线将可以搭配的词语连起来。

乌鸦咕咕梨树四年结果

喜鹊哇哇杏树三年结果

杜鹃喳喳桃树五年结果

三、照样子，写句子。

例：你有这个耐心吗？

你没有这个耐心。

1．你不着急吗？

2．你能等得及吗？

三、请你把想对小猴说的话写下来。

附：板书设计：

22．猴子种果树

乌鸦-梨五杏四-拔

喜鹊-杏四桃三-拔

杜鹃-桃三樱二-拔



“樱桃好吃树难栽”

没有耐心，不能成功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四

《一株紫丁香》是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字里行间吐露出孩
子们对老师的浓浓问候与感激。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我引
领着学生一起去感受了那份师生间的深切情谊，因此在第二
课时的教学中，我以巩固复习的形式教学本篇文章的生字和
朗读。

在生字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几个环节：集中识字，以和汉
字娃娃交朋友的形式将文中的生字集中呈现出来，开展自读，
纠正；指名读，纠正；小组读，开火车读，齐读等方式，巩
固生字的准确认读；接着以教师说谜语，学生猜字的形式识
记生字的模样，同时也让学生自己想办法识记，学生方法多
多，识记得兴致高涨；而后我出示了一首儿歌让学生认读：
本首儿歌中涵盖了本课所要认识的生字。在有趣的朗读中，
生字也得到了再次的复现与巩固，学生学得不亦乐乎。最后，
让学生将生字放回到课文中再次朗读。整个生字教学过程，
节奏紧凑，而且学生的热情始终处于高涨状态。

但是在引导学生的深情朗读中，我觉得还是有所欠缺。学生
的情感始终激发不起，老师的深情朗读带动不了学生的激情，
因此在朗读教学这一环节中，整个课堂氛围不是很好，学生
不够投入，显得有点乏味。到底该如何去引导学生的朗读呢？
开展形式多样的朗读比赛？还是……我想这也是我在以后的
磨剑中需要继续探索的。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五

《猴子种树》是一篇简短的寓言故事，写一只猴子因为没有
耐心不断地拔掉快要成活的果树，最终一事无成的事。全文



共有9个自然段，课文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极富儿童情趣，
适合儿童诵读。教学中能通过各种方式的朗读、表演，理解
课文内容，感悟寓意。本课的教学要求是：

1、知识与技能。认识“猴、梨、将、谚、樱”，会写“拔、
耐、杜、短、将、鸦、梨”七个字及“拔掉、耐心、乌鸦、
梨树”等词语，认识寸字旁。分角色朗读。弄清楚猴子种树
的过程，以及什么树也没有种成的原因。

2、过程与方法。通过认读、书写扩大识字量。在朗读中认识
猴子的错误。

3、情感价值观：在理解故事中认识猴子的错误，懂得凡事要
多动脑筋，要坚持到底。

为辅助教学，我设计了比较引人的教具。有精美的图片，有
动画，，还有表演用的头饰等道具。

开火车、有节奏地拍手孩子很喜欢。在教学这篇课文第二课
时的时候，我先做一个开火车的游戏、拍手认读词语复习词
语，快速读课文，使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由此揭示课题，
并就题抓中心：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再让学生思考为什么猴
子什么树也没有种成？当教学课文内容时，教师引导学生细
读课文，了解猴子种果树的经过和结果，明白做事如果急于
求成，没有主见，到头来什么事都办不成的道理。

在学习课文的第2至8自然段时，我根据课文三层意思内容相
近和叙述形式相似的特点，先扶后放，渗透学法指导，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

我认为在学习第2、3自然段的时候要以扶为主，提出问题：
正当梨树快成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接着用课件形
象感知，再返回课文看：乌鸦飞来了，干什么？说什么？谁
来把乌鸦的话读一读？乌鸦这句话该怎么读？同学们看他读



得怎么样？然后看课件的句子“梨树要等五年才能结果，你
有这个耐心吗？”用耐心说话。再理解农谚梨五杏四。最后
分角色朗读猴子与乌鸦的对话。

教学课文第4——7自然段，老师根据要求检查。指导朗读。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思维较活跃，一般能积极地进行思考，
争取回答问题，只是在回答的过程中，个别学生的表达不够
清楚，但是其他学生能及时地给予理更正。本文中有三句农
谚：“梨五杏四”、“杏四桃三”、“桃三樱二”，对这三
句农谚的理解学生基本上都能用自己的'话来说，用自己的感
觉去理解。

总之，我在教学时抓住动物的特点练习有感情朗读课文，让
孩子懂得做事要有主见，对所认定的目标，就要锲而不舍，
坚持不懈，不可半途而废。以
导“说”、“读”、“疑”、“演”的过程来让学生学习这
篇课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朗读使学生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读出猴子急于
吃果实，没有一点耐心的情态，同时注意读出三种鸟的语言
个性。

在学习过程中，对这篇课文的内容，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不
同的想法，教师在尊重学生个性化理解的前提下，可以启发
引导，展开讨论，对猴子的评价可以多元化。

通过对本文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贪图眼前利益，
一心想着省事的人，最终，一无所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
有耐心，自己看准的事，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成功。让学
生以这个寓言故事来教育自己，使自己不会犯小猴子的错误。

另外也有几点缺点：

1、孩子们准备好的头饰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很快的朗读课文戴，
没有让孩子们演一演;



2、因为回答问题都是点名，很多时候没有配合用手指点孩子
起来回答问题；

3、日常教学任务重，决定着手准备录相课的时间短暂，准备
以及编辑不够充分。

4、在朗读课文方面让学生读的太少。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多像有经验的老师学习，不断的提高
自己。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六

《猴子种树》是一篇简短的寓言故事，写一只猴子因为没有
耐心不断地拔掉快要成活的果树，最终一事无成的事。全文
共有9个自然段，课文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极富儿童情趣，
适合儿童诵读。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动物的特点练习有
感情地朗读，注意读出猴子急于吃果实而没有一点耐心的情
态，同时注意读出三种鸟的语言特点，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中，以“导（引导：（1）猴子种了些什么树？结果
怎么样？（2）为什么每当猴子种的书快成活时，都轻易听信
别人的话，把辛辛苦苦种的树拔掉呢？））----说（小组合
作交流说说“梨五杏四”“杏四桃三”桃三樱二”是什么意
思？“耐心”是什么意思？）----读（分角色读读乌鸦、麻
雀、杜鹃说的话，）-----疑（猴子为什么没种成树？）----
-演（让学生戴上动物头饰表演猴子种树的故事）”的.教学
方法来让学生学习课文，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启发诱导，展
开讨论，尊重学生个性化的理解，对猴子的评价可以多元化。
学生通过各种方式的朗读、老师的引导、小组的合作交流、
表演等，理解课文内容，感悟寓意。

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白：贪图眼前利益、一心想着省事的人，



最终会一无所获。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要有自
己的主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让学生以这个寓言故
事来教育自己，使自己不犯类似猴子种树这样的错误。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七

上这篇课文时，我让大家提前预习课文。包括：1、能给识字
加拼音并组词；2、会写生字，并能给生字组词；3、分角色
朗读课文。

今天，我对整节课比较满意，但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满意的
地方是：1、学生大都能认识识字，并组词。这个过程我采用
学生说，我写，男女生比赛读、开火车读等方式，学生始终
坐得很端正；2、学课文时，我采取同桌俩分角色读、男女生
分角色朗读等方式读猴子和鸟的对话，并提出了“是谁让孩
子改变了主意，拔掉了树，它是怎么说的？”等问题。在学
生回答时，我把要点板书在黑板上，大家和我配合很默契；3、
我让学生在最后两自然段提出问题，学生提的问题不错，很
有代表性，而且学生也能很好的解决它。4、拓展思维。我让
学生续编故事。猴子第二年又种树，乌鸦又出来劝阻，猴子
将怎么说？这个设计不但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而且，增加
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不满意的地方是：1、我把预习课和讲
授课合二为一，这一点事前没有告知听课老师，让他们认为
识字时间有点长。2、课文串讲没有新意。虽然学生学习效果
不错，学生大都理解了课文，但没有体现新课程改革理念。3、
续编故事虽然好，但再加入点课堂讨论时间将会更好。

今后，我在教学时，将扬长补短，并坚持课堂上渗透课改新
理念，争取让自己的教学更上一层楼。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八

作者：张新彦邮箱：gaiqifan@作者单位：裕华区他中小学简
介：本课件配有与课文内容相符的图片，使学生学习课文时



有如身临其境，每一幅图片上都有与图片画面相符的关键的
课文词句，便于学生理解、学习。

课件画面优美，重点突出，好用好看。

相关课件：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九

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
声也不叫。

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
走了。

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

哗，哗，哗，雨下起来了。

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

渐渐地，渐渐地，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

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
坐在网上。池塘里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青岛版二年级教案及反思篇十

前两天上《沉香救母》，孩子们都挺感兴趣的，因为大部分
孩子都看过《宝莲灯》，看见他们那兴奋的劲头，我就先让
孩子们畅所欲言，说说那些他们印象深刻的情节。孩子们哗
拉拉的讲开了，纷纷迫不及待的告诉我沉香做了什么啦，里



面有什么神仙啦……直到有一个孩子站起来问我：“老师，
二郎神是沉香的舅舅，那也就是他妈妈的哥哥，那他为什么
要把自己的妹妹压在华山底下呢？”听了他的问题，不少孩
子也点头喊着“对呀对呀，为什么呢？”我便煞有介事的说：
“因为仙女是不可以私自下凡的，这样做要触犯天条，罪很
大，要受到惩罚的，那二郎神要听谁的命令啊？”“玉皇大
帝。”“对了，天命不可违，所以二郎神要来捉仙女
啊！”“哦！”看着孩子那似懂非懂的表情，真可爱！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孩子们的表演，我在讲到“再三”
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回答是指一次又一次，看到还有些孩子
没吭声，我就点了两个男孩子到台上来演一演父亲和沉香。
这两个孩子演得太好了，一个学生先问：“爸爸，我长这么
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呢？”“爸爸”叹了口气，
没有回答。“沉香”又问，“爸爸，你快告诉我，我的妈妈
在哪里？”“爸爸”看了看沉香，还是没有做声。于是，我
们的“沉香”居然走上前一步，双手摇着爸爸的肩膀，大声
又着急的问：“爸爸，您到底告诉我呀！快说呀！”看到这，
台下的孩子们纷纷为他的逼真演出鼓掌，也更好的理解
了“再三”的意思。这样解释词语的方法，比单调的查字典
要来得有趣多了！

希望孩子们喜爱每一篇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