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 小学二年级班
会设计方案实用班会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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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篇一

生：能。

师：现在大家拿好书，试着读一遍，有不认识的字听听其他
同学是怎么读的。

生：(齐读课文)电闪雷鸣乌云翻，狂风猛刮树枝断，鸡鸭猫
狗猪牛跑，雨点连串像条线。

师：在自学中你认识了那些字?比一比，谁认的多?

生：我认识了“云”“风”“雷”字。

生：我认识了“枝”“雨”“牛”。

生：我认识了“鸟”……

师：同学们真聪明，自己能认这些字，都不用老师教了。这
么多字你们是怎么记住的?有什么好办法快告诉老师。

生：我记“鸟”时想，“鸟”和“乌”差不多，“鸟”字有
一点，“鸟”字没有一点。

生：我记住“树”啦，树是木字加对字。



生：我知道树与木有关，所以，树有木字旁。

生：老师，我看出“树”字还是“权”字加“寸”字。

师：你的眼力很好，老师都没想到，你还认识“权”字
呢。(师板书木、又、寸、对、权)记住一个字，复习了这么
多字，还帮大家认识了一个新字“权”，你真聪明。大家齐
读这几个字吧。

生：(齐读)

师：大家共同合作，学的可真多。下面还有谁找出难记字的
记忆方法说一说，这也是为大家做贡献啊。

生：我看出鸡鸭两个字都是家里的动物，都有鸟字旁，只是
左边不一样。

生：老师，他说的不对，鸡鸭不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家禽，
家禽与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有鸟字旁。

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知识的?还能说出家禽一词。

生：我是从《儿童画册》里看到的。

师：爱看书就是懂得知识多。

生：老师，我也看到了“猫”“狗”“猪”都是动物，所以
都有字旁。“猫”字右边是“苗”字，因为小猫叫声是“喵
喵”叫，所以右边是“苗”。

师：那大家学着小猫的样子叫几声吧!

生：(笑)喵——喵——

设计意图：



课程标准指出：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
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
学生获取新知的能力。以上教学片断，鲜明的体现了这一教
学思想。学生在教师的组织、激励下，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
和经验，通过积极思考，动脑探究，寻找了一个适合自己的
记忆支柱。通过合作交流，促进了思维的扩展。学汉字不再
是枯燥无味的事了，汉字也不是单调的笔画组合，而是一个
个生动有趣的个体。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
品尝了创造、体会了成功的喜悦。达到了自主学习、自主发
现、激活思维、陶冶性情的理想境界。

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篇二

教学目标：

1、知道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
雷电的安全意识。

2、通过调查和收集资料，了解好掌握预防雷击的方法好技能。

3、初步掌握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教材分析：

引言部分指出了雷电的危害，同时揭示了本课要了解的内容
和重点的教学任务。主体部分共设不友好的来访者和避开雷
电防雷击两个主题。

教学重点：

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雷电的
安全意识。

教学难点：



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教学过程：

一、认识雷电

1、教师为学生播放一段雷雨季节电闪雷鸣的视频资料，提问：
‘这是什么现象?经历过这种天气吗?当时有什么感受?”

2、学生根据生活体验交流对雷电的认识。

3、教师引导：“雷电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在我们生活
中就经常会遇到雷雨天气。你知道雷电是怎样形成的吗?”

4、学生先就自己了解的相关知识介绍，然后教师结合教材介
绍进行补充。可以利用电发生器等科学试验器材为学生演示
一下雷电产生的原理。

二、正确认识雷电的危害

2、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交流雷电的危害。

3、教师小结：“云层能积聚大量正电荷，而地球是导体，本
身积聚负电荷，从而使得云层与云层之间、云层与地面之间
形成很高的电势差，几百万伏到几亿伏，因而产生的电流就
十分强大，达到几万安至十几万安，形成高热和强光，会造
成巨大破坏，能使人立即死亡。

如果通过树木、建筑物，巨大的热量和空气的振动都会使它
们受到严重的破坏。”

4、根据真实案例体会雷电的危害。

(1)了解教材“真实再现”的案例，教师提问：“这样的严重
后果你想到过吗?当我们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你想到会有这



样的危险发生吗?”

(2)学生交流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
对雷电灾害的了解和认识。

(3)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多雷击事件案例，帮助学生更全面、明
确地认识雷电，重视雷电的危害。

三、整理资料

1、教师指导学生将收集的资料和通过学习了解的雷电危害进
行整理。

2、学生交流收获。

四、野外预防雷击

2、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了解的相关知识进行交流，教师结合
教材相关资料进行补充。

(l)避雷、避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2)使用雨具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3)留意自己的衣着有没有容易导致危险的物品。

(4)避免使用电子产品。

(5)不进行危险活动。

五、家庭防雷电措施

1、教师出示一组居家生活中的防雷电图片，让学生判断其正
确与否，并说明理由教师给予分析和补充。



2、教师启发：“我们在雷雨天气应该注意防雷击，那么在平
时没有出现雷电天气的时候，又该怎样预防雷电呢?”

3、学生交流日常生活中的防雷电措施，教师补充，如安装避
雷针等。

六、雷击后的救护

1、师：“雷电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平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不过如果有人不幸遭遇雷电伤害，我们千万不要慌张，也不
要犹豫不决耽误救治的时间，学习正确的施救方式可以让我
们及时帮助遭遇雷击的患者摆脱生命危险。”

教师播放对遭遇雷击者的紧急救护视频，并结合视频进行救
护方法的讲解。

2、学生分组进行救护技能的训练。

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篇三

(1)、教师板书“雨”，念作——雨，能用上雨说几个词吗?

(2)、随机出示四字词语，齐读词语。

师：雷雨是夏天的好朋友，一场雷雨带来凉爽，我们大家可
喜欢啦!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雷雨》。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地放声朗读，不认识的字可以请教小贝壳，小蜗牛，
自然段比较多，可以标标小节号。



2、检查：知道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吗?指名读

(1)、第一位孩子读1-3段。(小眼睛可真尖，没错就是8小节。
现在老师要看看谁能眼、口、脑并用，来读读1——3自然段。
小评委们听听他是否读准了。)

第二段：藏着好几个生字朋友，读一读：

压(压下来)——指名读字、词

乱(乱摆)——指名读字、词，男女生读。

垂(垂下来)——读字、词。

(2)、第二位孩子读4-6段。(刚才他读得真棒，你们也听得很
认真，老师还发现读词语时这个小朋友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专注了，我把4——6小节奖给你读)

第五段：指导“树哇、房子啊”变音，教师示范，指名读，
齐读。

(3)、第三位孩子读7-8段。(读得真好听，我还想听我们班的
小朋友读，谁来读7、8两小节)

第八段：鼓励孩子发现并读通长短句。指名读，齐读。(发现
了吗，句子特别多，有些句子只有三个字，五个字，一起来
读读好吗?)

再次自由默读全文。

交流反馈：雷雨前、雷雨时、雷雨后

小结：这篇课文就是告诉我们雷雨前……的景象。

三、品读



(一)学习1——3自然段

1、出示第1——3自然段，师范读，生放电影，问感受到了什
么?(老师读，你们闭上眼睛，放放电影，看看你感受到了什
么?)

第一自然段

(1)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a、指名多位读句，说感受。(这么多的乌云，一片连着一片，
一层叠着一层，笼罩在我们头顶，怪不得课文中说黑沉沉
地——压)

b、压——体会“闷，难受”(这样的天气，你觉得人怎么样)

树上的叶子也和小朋友一样，一动也不动，就连最爱唱歌的
蝉——一声也不叫。

c、齐读第一自然段。

第二自然段

(1)、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吹得树枝乱摆。

a、媒体播放风声，(你听，风来了?小朋友来做做风中的小树
吧?)

师采访：小柳树，你在大风中都怎样啦?

b、理解：乱摆。(这就是课文中学到的一个新词——乱摆)

读词——读句



好大的风，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出示“狂风大作”，读。

(2)、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a、师生合作接读，引出句子：这么大的风，织网的小蜘
蛛——从网上垂下来。

b、教师借图片演示“垂”。

c、指名读句子，教师点评，指导读句。

第三自然段

(1)、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

a、 指名读句(2个)

b、教师读，故换句子前后顺序，为什么不行?

师：电婆婆和雷公公比赛，总是电婆婆跑得快……所以啊应
该是“电闪雷鸣”，成语中包含很多知识呢。

齐读句子。

c、眼前除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你看刚才的乌云
越 越 。

气越 越 。

越 越 。

齐读1-3段(眼前这景象令人慌成了一团，看样子雷雨马上就
要来了。我们一起来读读1、2、3自然段)



(二)、学习7、8自然段

指名读“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齐读。

2、说话训练：打开窗户，清新……打开窗花，外面的景色真
美啊，你看到了什么)

3、诗化读第八段：教师范读，指名读，配乐齐读(2遍)(你
看……

4、诗里有很多小动物，和他们打打招呼吧——蝉 蜘蛛 青蛙

5、教师引导雷雨前后的对比

四、指导书写

1、指导书写“蝉、蜘、蛛”(咦，老师发现他们都是……为
什么都是“虫”?)

2、讲述“虹”的演绎。(这里还有一个也是“虫”，——虹，
难道“虹”也是虫吗?)

反思：

《雷雨》是第四册的看图学文。《雷雨》用精练的文字，为
我们描绘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自然景象。本节课的
教学设计符合我班学生的教学方法，巧妙地运用课文配乐朗
读磁带创设生动、形象、多有感染力的课文情境，引导学生
通过反复朗读，体会作者描摹景物时用词、造句的生动、形
象。

1、积累与“雨”有关的词语、古诗，让课堂充满语文味。课
开始，就让学生猜谜语，引出“雨”字，再用“雨”字组词，
然后归纳：小雨有细雨如丝、牛毛细雨、蒙蒙细雨、和风细
雨、绵绵春雨;大雨有倾盆大雨、瓢泼大雨、大雨如注、狂风



暴雨。课中，逐段赏读后，叫学生用一个四字词语概括这个
画面，很自然地积累了“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
闪雷鸣”、“倾盆大雨”、“雨过天晴”。背诵积累的
与“雨”有关的古诗，然后归纳：小雨有细雨如丝、牛毛细
雨、蒙蒙细雨、和风细雨、绵绵春雨;大雨有倾盆大雨、瓢泼
大雨、大雨如注、狂风暴雨。课中，逐段赏读后，叫学生用
一个四字词语概括这个画面，很自然地积累了“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雨过天
晴”。还背诵了与“雨”有关的古诗，让课堂充满语文味。

2、品读词语，形象生动。文中有句“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
压下来。”，我抓住“压”字，先让学生做个“压”的动作，
然后问：现在有满天的乌云慢慢地、慢慢地向你压下来，好
象就要压到我们头顶了，压地你——，朗读时，学生自然读
出了那种压抑、闷热。再如：“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
摆。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为了让学生体会作者
用词的准确，用动作演示“乱摆?”而“垂”字采用了换词法，
让学生知道这是一只害怕的、慌忙而逃的小蜘蛛。

3、训练语言，指导朗读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把欣赏雨前、雨中、雨后美景
的感受表达出来，是语言训练的教学目标之一。我通过创设
情境(配上风声、雷声、音乐声等)，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在指导朗读描写雷雨前的语言片段时，先让学生看录
像，了解雨很大，雨是由大到小慢慢停下来。再引导学生理解
“哗，哗，哗”的声音，表明雨下得急，下得大，要读得声
音重一点，停顿短一点。“渐渐地、渐渐地”，表明雷雨由
大到小、由急到缓有一段时间，要读得稍慢一些。而描写雨
过天晴的自然景色的语言片段非常美，我让学生仔细看雨后
初晴的画面，把画面中描绘的雨后美景找出来，在寻美的过
程中，激发学生审美的情趣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欲望。

4、课外拓展，积累运用。



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是能够“运用”。本课的最后一个教学
环节是在学生读透课文的基础上，在拓展练习中，我先让学
生交流与“雨”有关的好词好句，通过交流，加深对雨中的
理解，从中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然后播放大雨时的课
件，有效地组织全体学生积极主动、有情有趣地参与语言实
践活动，把大雨的情景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来。

5、迷茫之处——生字的教学

生字教学也是低段语文的教学重点，但是我却常常把握不好
教学的火候：费时又低效，方法也比较单一，强调一下读音，
分析一下字形，再组几个词。如何抓住生字的特点选择有效
的方法，让学生记得快又记得牢，这是今后要努力探索的。

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篇四

一、活动目标：

通过表演、讲故事的形式，使学生意识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正
在逐渐被人为地破坏，在故事中清楚环境的危机带给人类，
动物植物的危害，在表演中增加学生的责任感，发出倡议，
保护环境。

二、活动过程：

(一)学生室内表演儿童剧

内容简介：生活在大城市的一对姐弟俩在周日出去玩，途中
经过马路闻到汽车的尾气味儿感到恶心，由此引倒正题。一
天中他们发现以前清澈的小河已成污水，街上烤羊肉串的不
停地扇着火烧碳冒出的黑烟?看到这种.种破坏环境的行为，
姐弟俩与班里同学商量组建雏鹰环保小队，制止了两起破坏
环境的行为。



(二)学生讲环保小故事，介绍环保知识

1、《小雪豹的故事》

小雪豹和他的妈妈幸福地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深山里。一天，
偷猎者杀了他的妈妈，又将小雪豹拿到市场上卖。一位叫斯
蒂文的外国游客买下了他，将他送到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
中心。为了记住救他的恩人，人们为它取名叫斯蒂文。在养
殖中心，小斯蒂文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可他没有
伙伴，他整天孤独地望着远方，夜里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一
天，人们发现小雪豹双目失明了，后来耳朵也聋了。养殖中
心再好也不是小雪豹的家呀!小雪豹真正的家是那美丽的青藏
高原的深山里。

2、小实验

生物学家做了一个试验，把小白鼠放在一个隔音实验箱中，
释放噪音，逐渐加大到165分贝，开始小白鼠烦躁不安，惊恐
万状，进而疯狂跳窜，互相撕咬，最后死去，小白鼠被强噪
声杀死了。

60年代，美国空军的f104喷气机在某城市上空试飞，每日八
次，共飞了6个月，在强烈的轰鸣声中，地面上一个农场的1
万只鸡死了6000只。

3、《明天怎样植树》

21世纪，我国造林将以机械为主，挖土，植苗，培土，浇水
都由植树机进行，速度又快，质量又好。

优质苗木，使造林率有保证。将来还要运用基因工程，培育
各种各样的树木新品种，如抗病虫害的，抗旱的，抗污染的
等等。



学生根据这些资料自由发言，说说想法。

(三)实践活动

1、说说自己打算怎样保护周围环境。

2、建立雏鹰环保假日小队。

(四)班主任总结

我们在表演中、在讲故事中、在讨论发言中亲身感到了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要发出倡议，建立环保小队等开始了实
际行动。

不仅向班里同学发出倡议，还要面向全校，面向家庭，社区，
乃至社会。

二年级每月班会安排篇五

活动目的：

使学生懂得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与营养，发育和预防“病从
口如”有密切关系，从小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教学重点：让学生了解良好饮食卫生习惯的意义。

教学难点：让学生养成并坚持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一、班会活动过程：

引入：上一段时间，各位同学已学了不少卫生知识，今天老
师准备和你们一起学习如何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即时
出示课题)。

二、学生表演小品(音乐)



这位同学表演的精彩吗?大家回想一下，刚才那位同学为什么
会肚子疼?拿出一只塑料小熊举例什么叫做暴饮暴食。如果同
学们也暴饮暴食，小小的胃一下子装得满满的，肠和胃负担
过重，引起消化不良就意味着要吃药打针。但也不是说完全
不能吃，好象花生核桃水果等可以增加营养的摄入，就可以
吃一点。但买食品时要注意生产日期和有效期，过了期的食
物就不要吃了，否则就会象刚才那位同学那样。

三、看图(出示幻灯片)

1、问：小朋友正在干什么?什么时候吃早餐，午餐，晚餐?

师：这就是要求同学们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并解释“定时
定量”)

2、问答题(小黑板)

(1)“早上时间太紧张，可以不吃早餐。”对吗?为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

师：经过一夜的消化，早上起来肚子已空空的，如果不吃早
餐，挨饿上课。而上午课时多，活动多，体力消耗大，热量
一下子供应不上，就会头晕眼花。长期如此会引起贫血等疾
病，所以早餐不但要吃，还要吃的好，要吃有丰富蛋白质的
食物，好象牛奶加面包或者鸡蛋更好。

(2)“一日三餐那一餐最主要?为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

果晚上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帮妈妈洗碗扫地，还要学习，那
晚餐要吃得较好。

四、看图(出示图片)



1、学生一边看图片一边讲解。

这位小朋友拿着饭碗睁大眼睛，正在收看“叮当”这个节目，
这时大雄被肥仔捉住打，圆头圆脑的叮当正跑过去救大雄。
那小朋友顾不上吃饭喊：叮当跑快点。

2、“吃饭时看电视，对吗?”

学生分组讨论。

师：吃饭时情绪要稳定专一，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会引起
情绪变化。看到高兴时哈哈大笑，看到悲伤时擦眼流泪。这
样会影响食欲和营养的吸收，这样是不卫生的，你们是这样
吃饭吗?所以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五、儿歌：

饮食卫生要做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偏食，不挑食。

早餐吃得好，午餐吃得饱，晚餐吃得少，暴饮暴食最不好。

从小养成好习惯，身体健康又强壮。

六、猜字游戏：

分别请两位同学表演，让其他同学猜少年儿童饮食“十”忌。

忌“零”食，忌“偏”食，忌“哭”食，忌“笑”食，

忌“甜”食，忌“咸”食，忌“走”食，忌“玩”食，

忌“暴”食，忌“蹲”食。

七、总结。



我们养成了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才会有健康的身体。有了
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所以从今
天起，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