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 小学二年级
班会设计方案实用班会教案(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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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篇二

《面具》：

学习目标：

1、通过观察分析了解贵州傩戏面具、藏戏面具、非洲面具的
特点学习面具的文化，感受它的艺术魅力。

2、通过绘画法来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和合作能力。

3、学习“油水分离”这一新技法中，体会美术学习的乐趣。

重点：面具文化的认识和学会用油水分离法来表现面具。

难点：学生对面具特点和风格的表现。

教具：演示纸张，课件

学具：油画棒、油墨、拍刷、碟子、胶棒。

教法：情境教学法、直观演示法、自主探究法



学法：小组合作法、实践体验法

学习过程：

组织教学：稳定纪律，检查用具。

一、欣赏激趣，导入新课(3分钟)

(出示图片)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人戴的是什么吗?

生：面具。

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面具，你喜欢面具吗?

你都在什么场合见过哪些面具?

今天老师带领同学们一起来深入研究面具。(板书课题：面
具)

二、参观展厅，加以分析(5分钟)

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向导明明博士，带领大家去参观有趣的面
具博物馆。看他来了!在参观面具博物馆之前，同学们要仔细
观察认真分析里面的内容并且回答问题。

带着问题欣赏(意图：了解不同区域和国家的面具文化引导学
生认识面具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面具产生的背景，培养学生
的观察、分析能力。)

第一展厅讲解面具的来历。

第二展厅欣赏两种中国传统戏剧中的面具：傩戏面具和藏戏
面具，分别介绍他们的设计特点。

第三展厅欣赏国外的特色面具，分析非洲面具的设计特点。



第四展厅介绍生活中的面具形式特点。

引导总结：不同地区的面具特点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运用了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板书：夸张、变形)

三、变魔术，演示探究(5分钟)

参观了这么久都累了吧?老师给同学们变个魔术来轻松一下，
好不好?(教师演示)

(油水分离法)

(课件演示一遍过程)你敢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吗?在尝试之前还
有什么问题吗?

四、动手实践，教师辅导(15分钟)

四人一小组进行合作。画一个创作出一幅你们小组喜欢的与
众不

同的面具。(培养孩子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合作意识。)

五、你评、我评、大家评(5分钟)

先出示评价样题，再展示你们小组的面具，讲一讲你们的独
特构思，说说你最喜欢的作品，他的什么装饰方法是你没有
想到的，值得你学习。

(注重生与生之间的评价，师主要给予肯定和鼓励。)

六、创作“图腾柱”(2分钟)

绕着“柱子”转一圈进行粘贴，拿到前台展示。

八、欣赏作品展(3分钟)



看到这样的图腾柱，你有什么感想?

九、拓展(2分钟)

同学们做的太好了!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来
制作面具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出示课件)。希望同学们课下能
够勇敢尝试面具的创作。

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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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篇四

1、教学目的：

2、指名读1(师评：雨下得可真急呀!……)

3、指名读2你还想怎么读?(雨下得可真大呀!)

你听雨真的下起来了。(雷声)

4、师：雨越下越大，雷声越来越响，假如此时你就站在窗前，
透过窗外你都看到什么呢?

生：生：外面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只听见轰隆隆的雷声。

5、书上说，齐：往窗外望去，树哇，房子啊，都看不清
了。(读)

6、这让我想起了《日月潭》中的一句话——(齐说)“周围的
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7、再读这句话。齐读

8、在这一片朦胧的世界里，我好像听到田里的秧苗在说下吧
下吧，我要喝得饱饱的，长得又大又壮。

师：还听到谁在说——

生：我好象听见青蛙再说下吧下吧，我要痛快的洗个澡了。

师：这真是一个快乐的雷雨天。



9、一起来读读齐读4、5段

10、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指名读1、渐渐地读得真好。

指名读2、

师：让我们用朗读再次感受这雨中的美景吧。(齐读456)11、
小结

师：天就快晴了，让我们跟乌云告个别吧，示词语，齐读(巩
固)

四、写字

示：蝉、蜘、蛛

预设：都有虫字旁。都跟动物有关。

是呀!你观察的可真细。以前我们学过虫子旁的字吗?生：蚂
蚁。师板书。

师： 我们先来写一个虫字旁。那出手跟老师一起写。

b.还有要提醒的吗?

生：写在田字格的中央。

左右结构的字，左边低，右边高。左窄右宽。

你写的字一定很漂亮。

1先范写：师：小眼睛看过来。先写一个虫字旁，注意下边提
要提上去。右边的单竖不要太长。



注意：单的竖稍长，知右脚是个小点，口不要太大。朱的第
二横要长，撇捺要写的舒展。

会写吗?看着黑板来写一写。

2生练写

3师生评议

(看看这位同学的字，请仔细找一找，他哪个部分写得好，值
得我们学习?他的哪一笔需要提醒提醒，这个字会更漂亮!谢
谢你的提醒!用掌声感谢刚才这位同学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机
会!)

4生再写

(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字，哪里写得好?写完了，仔细看一
看，在自己认为比较漂亮的字旁边打一个五角星。)

五、总结

同学们，一场常见的大雨，作者却能把这场雨的前后变化写
的这样美，他一定是经过了非常仔细的观察，我想：要是能
做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也一定会有精彩的发现!

二年级班会设计与反思篇五

1.会认“压”等4个生字，会写“垂”等12个字。

2.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不同
的语气读出雷雨前、雷雨中和雷雨后的景象。

3.感悟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物是怎样变化的，有留
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课前准备

1.教学挂图，有条件的可制作反映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景象的课件。

2.生字词卡片。

第一课时

联系生活，揭示课题

夏天的午后，常常会出现雷雨的现象，你能说说雷雨时的景
象吗?

(老师肯定学生的体验后，揭示课题，看课文是怎样写雷雨
的)

初读课文，识字学词

1.默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老师巡视，有重点
地对读书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2.认读词语卡片。(黑沉沉、乱摆、迎面扑来、彩虹、蜘蛛、
蝉、越来越响、垂、压)

3.生字组词，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找到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a.压——压下来;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b.乱——乱摆;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

c.垂——垂下来;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d.虹——彩虹;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4.同桌相互听读课文，一人读一段，在读中巩固识字，学习
新词。

朗读感悟，理清文脉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雨停了……)

3.让学生找一找，课文哪几个段落写雷雨前的景象，哪几个
段落写雷雨时的景象，哪几个段落写雷雨后的景象，分别在
书上做记号。

4.指导学生用不同的语调分别读好这三个部分，用心感悟雷
雨前后的不同景象。

5.分组朗读，老师随机指导。

第二课时

默读课文

一边读一边想象雷雨前、雷雨中和雷雨后的景象。

分段读议

1.雷雨前：指名朗读，读后说说，雷雨前，我们看到了什么
景象?

老师小结归纳：乌云——大风——闪电——雷声。

2.雷雨中：指名朗读，读后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
雷雨时的景象。

老师小结归纳：雨声和雷声从大到小



天色由暗到亮，空气清新

3.雷雨后：齐声朗读，感受雨后的美景。

填词比较词句

1.雷雨前：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____________下来。一只
蜘蛛从网上_________下来，逃走了。蝉一声也不叫。

2.雷雨后：一条彩虹__________在天空。蝉叫了。蜘蛛
又_____________在网上。

比较“压”“挂”“垂”“坐”四个字的用法，体会这四个
字用得确切之处。

巩固识字

1.出示本课生字和要求会写的字，指名、集体认读。

2.同桌交流记字方法，学生向同学介绍自己的识字方法。

课堂练习

1.指导写生字。

2.完成课后习题“读读抄抄”。

课外延伸

1.留心观察天气变化，写一篇观察日记。

2.拓展阅读《夏天》。

夏天



夏天的午后，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柳叶打着卷儿，花儿低着头，湖水也烤热了。小鱼该不会煮
熟吧!啊，别急别急!蜻蜓飞来了，飞得很低很低，在湖面上
转圈，报告着好消息：“就要下雨了，就要下雨了!”

风来了，云黑了，打闪了，雷公公跑来啦!哗，哗，哗，大雨
快活地下了起来。

下了一阵雨，风去了，云散了，闪停了，雷公公回家了。太
阳又出来了，天边挂起了一道彩虹。

柳叶、花儿滴着水珠，像刚洗完澡，多干净，多精神。湖里，
小鱼摆着尾巴游得多高兴。

湖边，有人乘凉，有人散步。石拱桥上走着一队小学生。湖
水像一面镜子，照着天，照着桥，照着那队过桥的小学生。
啊!他们多像一群小鸟飞过雨后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