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汇总8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一

1．学习生字词，能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初步感受古典文学的语言特点。

3.继续练习引导学生抓住事情的前因后果。

4.理解“石猴”勇敢顽强、一心想着大家的品质，从中受到
教育。

5.体会作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的语言美和古代
劳动人民的丰富想像力。

[教学重点]

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体会美猴王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品
质。

[教学难点]

读通读懂句子，培养阅读古典小说的语感。

[教学准备]

电子幻灯片。



[教学时数]

2课时

第一课时

1．你们谁看过《西游记》，在这部小说中，给你留下印象最
深的是哪个人物？（孙悟空）

2．谈谈你对孙悟空的了解。

3．你知道孙悟空是怎样成为美猴王的吗？今天我们就学习一
篇新课文，了解孙悟空变成美猴王的经过。

1．大声读课文，把句子读通顺，读不懂的地方画出来。

2．边读边想，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1．文章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2．你有哪些不懂的问题，提出来与大家一起交流。

（主要解决字词问题，扫清文字障碍。）

你喜欢哪些句子，画下来，说说你喜欢的理由，并把它们有
感情的读出来。

说说为什么喜欢这些句子，并有感情地朗读这些段落。

交流时教师相机点拨，让学生领悟古典名著的语言特色。

1．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朝游峰洞
之中。

（这几句写石猴活动，机灵可爱，语言对仗工整很有意思。）



2．“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明明朗朗的一架桥
梁。”

（这一段写石猴入洞的情景，敏捷可爱。）

熟读课文，思考课后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读《西游
记》。

板书设计：

猴王出世——一块仙石——迸裂产石猴——成王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二

教学片断：

师：小朋友，咱们不仅在课堂里学到过神话故事，还在课外
书上接触到过许多神话故事，

你能说出几个吗？

生：我知道《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生：我知道《女娲补天》的故事。

生：我知道《后羿射日》的故事。

师：夸父是——

生：一个人物的名字。

师：追就是——

生：赶的意思。



生：“追”的意思就是追赶。

师：日就是——

生：（齐说）太阳。

师：那整个题目连起来就是——

生：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

师：让我们再读一读课题。生齐读。

师：读懂了课文的题目，你的小脑袋中有什么疑问，或是你
想知道些什么？

生：夸父是谁？

师：远古时代，在我国北部的一座大山上，住着一个巨人氏
族叫夸父族，夸父族的首领叫夸父，它身高无比，力大无穷，
意思坚强，气概非凡。

生：夸父有没有追到太阳呢？

生：夸父是怎么追赶太阳的？

师：小朋友真能干，紧紧抓住追日这个主要内容，提出了三
个有价值的问题，徐老师反这三个问题做个归纳：1、夸父为
什么要追日？2、夸父是怎样追日的？3、夸父追日的结果如
何？接下来就让我们围绕这三个问题来学学课文。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三

1、学会本课2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默写课文。能边读边思考，提出不懂的问题。

4、理解课文中三句话的意思。能联系学习的实际，说说从课
文中明白了什么。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理解词、句的意思。

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

1、学会本课的2个生字。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通过看注释，查字典，了解每句
话的意思。提出不懂的问题。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理解词、句的意思。

以前我们学过的古文，大家还记得吗?给大家背一背。说一说
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1、自由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

2、指名读，纠正字音。尤其
是“为”、“好”、“乐”、“知”的'读音。

3、小组互相检查，做到正确、流利。

1、通过看注释，查字典的方法，了解每句话的意思。(小组
合作，在书中做好批注。)



2、提出不懂的问题，全班交流，共同解决。

3、汇报，交流。

4、教师指导。

5、和小组的同学再说一说每句话的意思，注意把语言组织完
整。

大家上课时的学习态度非常的认真，能够完成理解词句的学
习，继续努力。

抄写本课的生字，以及“知、好、乐、凡、理、疑、悟”重
点词语的意思。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四

知识与技能：

1、准确、流畅、有情感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仔细感悟“我”的心理变化过程。

3、从作者钓鱼的启示中受到启发，明白要严格按道德标准来
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正直、守纪的人。

1、联系上下文，学习生字词。

2、指导学生通过反复读，来感受作者的心里变化过程。

通过阅读，启发学生做一个严格遵守道德标准的孩子。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我”钓到鲈鱼和放回鲈鱼的心情变化。

联系上下文内容，感悟从钓鱼中受到的启示。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准确、流利、有情感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仔细感受“我”的心理变化过程。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

你们知道詹姆斯·兰费蒂斯这个人吗？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
的建筑师，他被我国广大读者所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的建筑
成就，而是他写的一篇短文，叫《做得对做得好—天知地
知》。天知地知，就是无人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有件
事做得对做得好。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一篇课文。选入课文时题目改为《钓鱼的启示》
（板书课题）我们一起把课文的题目读一遍。

2、理解题目意思。

师：“启示”是什么意思？课文题目的意思是——

二、初步了解课文

1、生字读音老师把课文中的生字做成了词串，请自己读一读。

2、部分词语的意思。词串中的词语，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提
出来。



（重点指导“乞求”“不容争辩”“诱惑”“告诫”“抉
择”等词语）

3、课文内容生字词掌握得这么好，课文内容也一定知道不少
吧？谁来告诉大家：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别急，再看看课文才回答）（板书：钓鱼放鱼启示）

三、深入体验课文情感

（一）初步了解情感提问，随机指导，择要板书（如：得意
依依不舍感激）

（对获得启示以后感激的情感的体会很难，学生可能说不出
来。在学生真正说不出来之后，可以暗示：明白了所发生的
事情的意义后，我对父亲是什么情感啊？）

（二）深入体验“我”的情感。

1、自读文中的“我”的情感是在变化的？

2、指导与交流

（1）出示语句师：课文哪些语句，写从钓鱼到放鱼“我”的
情感变化？（学生说完，课件显示有关语句）

（2）钓到大鱼时的心情指导：在朗读种体会，联系《江上渔
者》体会（语句：啊！这样大的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还
是条鲈鱼！我和父亲得意地欣赏着这条漂亮的大鲈鱼，看着
鱼鳃在银色的月光下轻轻翕动着。）

（3）把鱼放回湖里时的心情。指导：逐句指导，在朗读种体
会，在想象中体会。

（三）父亲的情感



2、交流与指导。

（1）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父亲的态度和“我”又什么
不同？在课文的哪些地方？

3、讨论师：父亲要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态度为什么那
么坚决？父亲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先在小组里讨论，然后
在班上交流。

四、课堂小结，留下悬念

师：在鲈鱼捕捞开禁前的2个小时，我钓到了一条大鲈鱼，却
在父亲的坚持下，又把它放回湖里。这一过程并无人看见。
小时候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启示？
会怎样影响我的成长？我为什么对父亲满怀感激之情？这些
内容我们下一节课继续学习。

五、当堂训练

1、写生字词，要求会写的生字每个写3遍；带生字的词语每
个写2遍。

2、朗读课文。

3、摘录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句子。

附板书设计

29、钓鱼的启示

我父亲钓鱼

得意，放鱼，依依不舍，不容争辩

第二课时



一、复习

二、学习课文后半部分

（一）默读思考：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你是
从课文什么地方体会出来的？

（二）学生读书思考，并画出有关语句。

（三）交流与指导：

1、提问：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谁读读课文中
的句子？

（学生回答完，课件出示：“转眼间34年过去了，……就会
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其中，“但是，……就会获
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划上横线。）

2、轻声齐读带横线的句子。

3、小结。用自己的话填空：作者从34年前那个夜晚钓鱼的经
历中得到的启示是：

4、指导朗读这段话。

三、课外拓展搜集有关道德修养的名言警句。

如：孟德斯鸠：“衡量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
觉的时候做些什么。”

附板书设计

28、钓鱼的启示

严格，教育道德，实践勇气和力量



五年级语文《钓鱼的启示》教学反思

五年级语文《钓鱼的启示》教学反思

通过的设计、教学，我对新课程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在教学
中，我尽力落实新课程的全新理念。《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在阅读教学
中，教师要明确读的目的，以读为本，运用多种形式、手段，
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注意读思结合，
激发兴趣，以情促读，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提高教学效
率。

一、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

在引导学生体会“我”的心理活动时，我鼓励学生在有关的
句子旁边写上自己的体会，进而在师生的交流、讨论中完善
体验。可以看出，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例如对“‘可是再
也不能钓到这么大的鱼了！’我大声争辩着，竟然哭出了
声”这句话的理解，学生体会到了难受、伤心、委屈等，这
些都是很有见解的体验。再如引导学生就“我”和“父亲”
还会说什么进行想象续说时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

二、抓重点词，感悟情境。

语言文字是进行朗读训练的凭借，是思想感情的载体。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抓住文章的重点语句，让学生品读，使学
生领会到语言文字的美妙，体会到作者的感受，从而使他们
对语言文字产生兴趣，萌发朗读的情感。所以，阅读教学中，
我根据学生对语言文字理解的程度，提出相应的不同层次的
朗读要求，不能让读停留在同一层次，也不能提出过高的要
求，要由浅及深，逐步提高。

不足及改进措施：在教学中，也存在不足。一是引导学生朗
读的问题。当学生找出了有关的句子，用怎样的方式使学生



的朗读质量得以提高？怎样激发学生朗读的积极性？如何实
现有感情地朗读这一目标？如何评价朗读的结果？我对这些
问题的认识还很粗浅，有待思考、探索。二是课文中难点的
处理问题。在课文中，学生理解起来最难的是“什么是诱惑
人的‘鱼’”。在学生讨论后，还是不能说出个所以然，由
于时间关系，还省去了联系实际这一环节，就让学生带着半
生不熟的理解走出课堂。应该说，学生对这个问题是很含糊
的，教师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讲授。三是学生情感的激发问题。
这是一篇能提升人的品格修养的文章，如何让学生受到一次
道德的洗礼，受到一次熏陶和感染，情感上产生一种震撼，
这在课堂上显得薄弱。

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松鼠》教案

教材内容：《松鼠》人教版新教材五年级语文第九册第三单
元第10课（需一个课时）

教材分析：这篇课文是一篇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都很强
的文艺性说明文（又称科学小品）。侧重于介绍松鼠的外貌、
性格和行动。采用了比喻、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说明事物。
文章语言生动传神，极具文学色彩。

学情分析：本班学生聪明活泼，所以我在教学中设计了符合
学生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的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
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教学目标：1、认知目标：通过多媒体教学使学生了解松
鼠；2、能力目标：学习，细致观察特征，抓住事物特征描述
的方法；3、情感目标：了解松鼠的特点，激发对小动物的兴
趣，培养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

教学理念：

运用多媒体作为直观教具；（2）的结构比较简单，只要求学



生掌握整体的思路，对课文不作琐细的分析；（3）教学方法：
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注重学生能力的训练。

教学重点：激发学生关注动物。

教学难点：对事物特征的观察。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它既有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又有千
姿百态的花鸟虫鱼，还有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其中动物是
我们人类的朋友，热爱动物是儿童的天性，上课伊始，就让
我们一起先到美妙神奇，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走一走，看一
看吧！（运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动物图片）

欣赏了这么多精彩的动物图片，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
小朋友——松鼠。（多媒体课件展示松鼠图片）

二、讲授新课

（一）作者简介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进化思想的先
驱者，他利用40年时间写成36卷《自然史》。这是一部博物
志，包括《地球形成史》、《生物史》、《人类史》等部分，
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本课布丰所著的《布丰文选》
中《松鼠》一文改写而成的。

（二）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标注生字词，借助工具书扫除文字障
碍，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方式。注意加线字读音（板书：驯良
缨蛰伏）



2、用圈点批注法，做阅读提要，教师巡回释疑。

3、把学生自己喜欢的句子反复读，是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

（三）擂台赛（多媒体课件展示擂台赛图表）

1、学生概括文中松鼠的特点，并解释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
分别就松鼠的哪一方面来说的（漂亮是美观，好看的意思，
它是就松鼠的外形来说的；驯良是和顺善良的意思，它是就
松鼠的习性来说的；乖巧是言行符合人心意，讨人喜欢的意
思，它是就松鼠的性格来说的）。

2、展开课堂活动“看谁得第一”的擂台赛

学生自愿分为“漂亮”“驯良”“乖巧”三组，精读各段课
文，按屏幕显示填写图表，看哪一组填得既快又准确。

擂台赛结束，各组填写图表，并根据屏幕展示的松鼠图片谈
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在回答填写图表时，有时是选取了
课文中的一句话教师可引导学生做适当的删减）目的是让学
生充分了解松鼠是一种漂亮、驯良、乖巧讨人喜欢的小动物。
最后教师要对各组学生的表现给予适当的评价、鼓励。（板
书：讨人喜欢）

三、拓展练习（多媒体课件展示17幅松鼠图片）

请学生在这17幅松鼠图片中任选一组（4张）设计邮票小型张，
要求给设计的这一组邮票定个名并谈谈设计理念。

四、课堂升华（多媒体课件展示动物世界图片）

1、请学生联系社会实践，关注动物的生存危机。为了大自然
的生态平衡，你想说点什么？



2、请学生观察自己喜爱的小动物，用各种方式记录下自己的
观察，然后用二三百字生动准确地写出它讨人喜欢的体态和
动作以及生活习惯等。

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案——《钓鱼的启示》教案

[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仔细体会“我”的心理变化过程。

3、从作者钓鱼的启示中受到教育，懂得要严格按道德标准来
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正直、守纪的人。

4、检验自己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我”把钓到的鲈鱼放回
湖里的原因。

2、体会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语感。

[教学难点]

感悟作者从这件事得到的启示，体会表达方法。

[教具准备]

电脑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从整体理解了课文，知道作者钓到了一条大鲈鱼，
心情十分兴奋。

二、研读第11自然段。

2、（出示第11自然段）读了此段，你想知道什么？

三、研读第4——10自然段。

（一）整体感知。

1、学生边听录音边默读边想。

2、汇报：你读懂了什么？

（二）学习第4——9自然段。

1、请学生画出描写作者言行的句子。

2、生汇报，指导朗读。

3、比赛读：你可以把“我”的心情变化读出来吗？

4、讨论：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我”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
去？

5、你同意父亲叫“我”把大鲈鱼放走吗？（学生表态后，进
行辩论比赛。）

（三）学习第10自然段。

1、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10自然段，找一找这段话
有没有能说服对方、赢得这次辩论比赛的句子，不明白的地
方可画上一个小问号。



2、生汇报自己找到的句子。

3、诱惑人的“鱼”指的是什么？

4、父亲怎样教育“我”，才使“我”有所成就？（指导读父
亲告诫“我”的话。）

5、联系父亲的话，用“因为……所以……”说说作者取得成
就的原因。

6、师小结。

7、听了父亲的话，联系自己的生活，或者联系课前搜集到的
有些名人因为从小受到严格教育而有所成就的故事，说说自
己受到的启发。

四、总结：

面对着这样的父亲、这样的作者，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五、拓展、延伸：

你身边的人对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启示？搜集有关材料，和
你的小伙伴互相交流，再写下来。

[板书]

29钓鱼的启示

钓到大鱼兴奋

放鱼回湖沮丧

受到启示感激



《钓鱼的启示》教学设计评析

东莞市师范学校沈诗平

本教学设计，体现课改理念，落实《课标》要求，遵循语文
教学规律。设计实践中具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导入新课，巧妙而富有层次

本课的导入，根据该课文课题概括和篇尾点题的构文特点，
抓课题，抓篇尾，首尾呼应，切入重点，导出问题，采
用“递进式”的教学方法，非常巧妙：首先，符合构文特点，
突出作者构思成文的写作思路，体现语文教学内容与形式相
统一的教学思想；其次，重点问题的提出，促使学生由疑而
思，由思而学，激活思维，生成问题，当是课堂教学追求的
理想境界；第三，变序的教学，有利于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
避免平铺直叙、呆板单一的教学程序，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探究动机，为下一步学习奠定良好的心理和探索基
础。

二、学生学习，主动而方式多样

语文教学讲究整体化、综合化、实践化。以问题为核心的立
体探究的教学设计，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将读文、悟情、辩
理三者有机结合、综合、统一起来，充分体现“立体探究”
设计的特点和价值。立体探究的设计，正体现了语文教学这
一基本规律。就本文而言，学文是基础，悟情是体验，辩理
是目的。三者是有序的，然而又是统一于本课的教学实践中，
不容偏颇，更不容分割的。在学文中思考，在学文中悟情，
在学文中明理。通过品评词句，理解内容，体会情感，质疑
辩论，联系个人生活实际等具体操作环节的有效实践，基本
达到实际的目的，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五

2、教师板题，齐读课题。注意“巴”在词中读轻声。

3、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1、把书打开到83页。大声自由地读课文，边读边划生字，借
助音节，读准字音，试着把课文读通顺。

2、谁愿意读给大家听？其他同学听他读得是不是正确、通顺。

3、课文讲了哪几种小动物比尾巴？（学生回答教师贴图片，
同时拿出生字卡片）谁能把生字卡片贴到小动物的下面？
（指几个学生到黑板贴生字，贴对了领同学读。）

过渡：参加比赛的小选手纷纷上场了，它们比的结果怎么样
呢？

1、教师范读一、二小节。（大屏幕出示这两节课文）

2、谁愿意学一学老师的样子，出题考考大家？其他同学听他
总句的语句像不像。

指一生读，别人评，注意问句的读法。

3、谁会回答？其他同学听他回答的对不对，好不好。

指读评议，同学回答的同时，教师在猴子、兔子、松鼠的下
面板书出“长、短、一把伞”。

看图理解后提问：你还知道什么长？什么短？你还能说一把
什么？

1、以同桌对读的形式学习这两个小节。



1、动物的尾巴多么神奇呀！猴子的尾巴长长的、兔子的尾巴
短短的------告诉老师喜欢这篇课文吗？那就和你的小伙伴
比赛读读，看你们谁读得好，勇敢的小朋友还可以读给听课
的老师听，听听他们对你的评价。

2各种形式读：小组对读，男女生对读，师生对答。

1、观察“云”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学生写。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很多小动物，了解了它们尾巴的特点，那
么你还了解哪些小动物尾巴的特点呢？希望你们查阅一下资
料，下节课我们接着比。

教学反思：

1、本课注重了设计教学情境，一上课就打出课件，展示了大
森林里小动物在一起比尾巴的情境，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2、教学中注重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让学生在自读自悟
中理解课文内容，学习生字，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3、由于是新教材，所以教学中还不够放得开，比较拘谨。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六

1、快速阅读课文，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找出作者围绕缺水
描述的几件事情，进一步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

2、认真阅读课文，通过理解重点词语、句子理解文章表达的
思想感情，学习南沙卫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



精神和品质，重新认识和把握英雄的真正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了解南沙卫士的艰苦生活，体会他们艰苦奋斗、热爱生活、
无私奉献的精神。

弄懂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看——（放映南沙群岛图片）在祖国领土的最南端，
有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烟波浩淼、一片汪洋，有丰富的渔
业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等矿藏，这片神奇的国土就是祖
国的南疆——南沙群岛。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这里以前
没有土壤也没有生命，是日夜守卫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创造
了奇迹，是他们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这节课我们就走进他们
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跟老师一起板书课题：南
沙卫士。

二、合作交流，自主学习

1、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是怎样描写南
沙群岛缺水的？

海军在驻守中遭受了哪些困难，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可以
体现出战士们具有哪些精神品质，结合课文的内容谈一谈。
再有感情的读一读课文，看怎样读才能更好的体现战士们的
精神品质。最后在小组内交流学习所得。

2、学生自主读书交流，教师巡视指导，及时发现并表扬表现
优秀的小组。



3、小结：大家学得很认真，在文中留下了你们阅读的痕迹，
还与同学进行了讨论交流，现在请向全班同学展示你们的学
习成果吧！

三、学生汇报。

1、缺淡水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汇报：

（1）每日只有5公斤淡水。（体会你勾画的表现缺淡水的句
子，有感情的朗读。）

（2）洗衣难，战士干活不穿军装，怕洗衣费水。

（3）洗澡难，战士们用雨水洗澡。（体现战士们盼望洗雨水
澡的焦渴心情。“南沙桑拿”，主要体会“南沙桑拿”给战
士们带来的困难，重点体会“烤箱”这一词语。何正会的遗
体，重点体会“长癣、发炎、惟一”等词语。）知道了这些，
你想怎样赞美战士们吗？请说出来。学生概括并板书。

（4）自己蓄水

2、缺蔬菜

3、生活单调

出示：训练放哨巡逻侦察，数星望月听涛思乡，海岛的生活
是单调和寂寞的。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体会。

四、欣赏录像，激情朗读。

1、播放《南沙掠影》观看战士生活状况。环境恶劣，生活艰



难，战士们对祖国亲人却如此慷慨，祖国亲人说——齐
读“妈祖救助渔民……怀抱中航行。”

2、战士们的付出祖国亲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六岁小女孩的
画中有多少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呀！带着对战士的敬佩朗读
最后一段。

3、这些战士甘愿吃苦受累为的是什么？读“我们甘愿奉献每
一滴水，每一滴血。我们渴，我们热，就是为了你们永远幸
福！”

五、总结延伸。

1、总结：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为了捍卫国家海洋权益。这
种无私奉献、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铸造了战士们
的英雄本色，他们不愧是祖国的英雄，不愧是南沙卫士！

2、作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南沙卫士的生存条件今
非昔比，请同学们课下搜集有关南沙现状的资料与同学分享。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七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正确读写“宋朝、议论纷纷、和尚、
船舱、沉没、绳子”等词语。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1、今天，我们学习课文《捞铁牛》，板书课题。

“捞”：东西掉到哪里用“捞”这个词呢？



2、看了这个题目，你们想知道什么？学生提问。（谁捞的铁
牛？为什么捞铁牛？怎么捞的？结果怎样？）

1、音形难点：潜、陷、尚、论（多音字）

2、组词语

宋（）拴（）陷（）论（）

送（）栓（）滔（）轮（）

绳（）绑（）铲（）拖（）

蝇（）梆（）产（）施（）

3、理解词义

宋朝：朝代名。由赵匡胤建立。

河中府：地方的名字。因这个地方位于黄河中游而得名。

淤泥：河流、湖泊、池塘等沉积的泥沙。

浮桥：在并排的船上铺上木板造成的桥。本课浮桥的不同点
是两头各拴在四只大铁牛上。

议论纷纷：许多人在议论，各说各的看法。议论，对人和事
物发表看法。纷纷，言论多而杂乱。

熟悉：知道得清楚。

水性：水的性能，也指游泳的本领。本课指了解这段河的深
浅和水流速度，并且游泳本领又很高。

潜水：隐藏在水面以下活动。



水手：在船上负责舱面工作的普通船员。

浮力：物体在流体中受到的向上托的力。即向上浮动的力量。

工程家：能够独立完成某一工程的设计以及指导施工的专门
人才。本课指怀丙和尚是机械和水利工程的专家。

和尚：出家到寺庙里修行的男教徒。

1、小声自读课文。

2、讨论每个自然段写什么内容？

第一自然段：铁牛陷入淤泥。

第二自然段：一个和尚主动提出要叫水把铁牛送回来。

第三自然段：和尚做了准备工作。

第四自然段：请水手铲泥沙到河里拔起铁牛。

第五自然段：水手们划船把铁牛拖上岸边。

第六自然段：和尚用同样方法捞起其余的铁牛。

第七自然段：和尚名叫怀丙。

思考：课文写了什么内容？按什么顺序写的？

1、抄写词语

2、朗读课文

3、思考课后习题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了解怀丙和尚是怎样利用水的浮力捞铁牛的，感受古代劳
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2、练习抓住课文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

捞铁牛经过，包括准备工作，打捞过程。

教学难点：

抓住课文主要内容，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启
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

教学过程：

思考：

1、是谁提出要捞铁牛？（板书：怀丙）

2、你能根据课文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怀丙吗？谁能用一个准
确的词概括一下怀丙的特点？（板书：出色）

1、为什么要捞铁牛，谁能读一读有关内容？

2、指名读一读有关内容，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板书：
被水冲走）

1、怀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捞铁牛的？（人们议论纷纷，可
以看出人们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是在大家感到捞铁牛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2、追问：从什么地方看出捞铁牛十分困难？（从“笨重”一
词可以看出铁牛很重,又沉在河底，不好打捞。从人们对此
事“议论纷纷”可以看出大家对捞铁牛没什么好办法。）

3、介绍：据资料记载，每只铁牛重四，五万斤，当时又没有
起重机这样的现代化设备，打捞技术又比较落后。

4、怀丙提出用什么方法打捞铁牛呢？反复读怀丙所说的话。
（板书：叫水送回）

过渡：怎么叫水把铁牛送回来呢？从这个方法中是否能看出
怀丙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家呢？我们先来看准备工作部分，看
看他那些地方做的出色。

1、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2、谁知道做了哪四项准备工作？（摸清地点，两只船并排装
满泥沙。并排栓紧搭架，两头拴牢。）

3、齐读这一段，进一步体会出色的准备。

1、自由读课文。

2、指名答：分几步做的？

3、哪些地方出色？船靠什么向上浮？为什么是拖回而不是运
回？（板书：打捞）

4、一只铁牛拖回了岸，剩下7只怎么办呢？

5、指名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打捞第二只铁牛的过程。

小结：和尚叫水把铁牛送回来了，其实是和尚懂得利用水的
浮力。



1、和尚想出这么出色的办法，是因为他在哪个字上动了脑筋？
（水）

2、是水冲走了铁牛，又是水把铁牛送了回来，怀丙想出这么
出色的办法就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才智变害为利，像怀丙这样
的工程家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用科学知识充实自
己的头脑,作一个有用的、聪明的人才。

（说明古代人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前人对世界科学文化做
出的贡献。我们这一代更应该爱科学，用科学。）

2、交流其它利用水的浮力的事。

附：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1、实验准备工作

（1）在玻璃缸里装上水，缸中放些沙子，表示是淤泥。

（2）水底下放一小铁块表示铁牛。

（3）用一根木棒（表示木架子）拴住两个大盒（表示木船）
放在水面上，里面装满沙子。

（4）用一根细绳，一端系在木棒上，一端拴在缸底的小铁块
上，让绳子绷紧。

2、学生演示怎样捞铁牛

（1）要求：一个学生一边动手演示，一边叙述怎样捞铁牛，
其他学生认真观察。

（2）学生评议演示和讲解的情况。



习题精选

一、看拼音写词语

小学教案语文二年级篇八

1、学习《长歌行》，知道“行”是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2、学习课文中的“葵”“羹”“煎”三个生字。

3、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4、领悟学习古诗的方法，理解古诗的含义，体会诗人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1、了解古诗的意境，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1课时

1、这节课我们上语文课，学习《长歌行》。

2、长歌行中的“行”是什么意思?

3、再请同学们看诗中读者的位置上写的是什么?

4、通过预习，你对汉乐府民歌有何了解?

1、首先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两遍诗文：

第一遍，希望你注意诗中的三个生字，把诗读准。

第二遍，希望你能把诗读顺，读出诗的节奏。



2、指名朗读

第一名学生读，请其他同学听他的读音，是否正确。

第二名同学读，请其他的同学听他的节奏，是否有韵律。他
读的是那种韵律。

师生小结，一首诗可以用不同的节奏来读，句与句之间也可
以不一样，但一句话中的节奏必须一样。

3、让我们用自己喜欢的节奏，自由的将这首诗读一遍。

1、同学们读得真好，其实读古代诗词，不但要把它读正确，
读的有节奏，更重要的是读出作者的感受。

2、指名读

3、你觉得诗中那句话最能表达出作者的情感?使你最有感触?

4、齐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5、这句诗是什么意思?你体会出作者的什么感受?(珍惜时间)

1、古人说，感知于外而受之于心，作者是看到了什么景物，
让他触景生情，发出了如此慨叹呢?请大家默读诗文的前四句，
读时想一想每句诗的意思，不理解的地方看看注释，还可以
借助插图品一品，作者因何而感慨。后与同桌交流你的收获
和困惑。

2、学生自学并交流。

3、汇报。

说说作者看到了什么景物?读一读那句诗，你从中感受到了什
么?



学生可能不按着四句诗的顺序，先说那一句都可以。

(1)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什么意思，从哪个词中可以看出太阳一出来露水就干了?早晨
是露水最大最圆，最美好的时刻，可太阳一出来，顷刻间，
就干了，你独到这里，有何感受?是啊，朝露易逝，时间就像
它一样，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最着说——(生齐)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2)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作者抬起头，举目四望，看到了什么?你冲那看出来的?读一
读，美吗?你从哪个词中感受到了美?把这种美读出来。这美
丽的景色是永久的吗?为什么害怕秋天?读到这，你读出了什
么感受?说出来，(重点理解“焜黄”“衰”)把你的感受读出
来。是啊，春花好，仅三月，少年时，转眼逝，使人于是想
对同学们说——(齐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让我们齐读一、二、三句品味时间的短暂。

(4)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这一句写出了作者的什么感慨?他看到了什么?是呀，何时归
呀，何时都不归，他们一去不复返了，就如同时间一样。是
呀，春去春会回，青春却难复，抓住了现在就是抓住了青春，
失去了现在就是失去了一生，这正是——(齐读)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5)齐读全诗。

此时此刻，我们知道了时间的宝贵，你想对自己说些什么?

男生，女生，分别齐读，品意悟情，熟吟成诵，直至背诵。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
无花空折枝。同学们让这些诗句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激
励着我们不断向上，永远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