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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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会用“模仿、显然”造句。

2、理清课文层次，给课文分段。

3、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体会船长在危急中果断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遇
到危险情况要沉着冷静，果断处理。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感悟表现孩子处境危险
的句子，并有感情地朗读。

2、学习船长的智慧，冷静的处事方法。

教具准备：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谈话导入

1、师：课前老师已布置大家阅读了《跳水》这个故事，你对



故事有了哪些了解?

(学生纷纷发言，各抒已见)

2、课文是怎样记叙这个故事的呢?老师要请同学来读读课文，
注意要读得正确流利。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1、理一理：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1)个人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2)小组内交流，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三、精读课文，体验感悟

1、学习第4―6自然段。

(1)师：这篇课文的人物有很多，不知同学们能否找出来?

老师相信你们，请行动吧!快速浏览课文。

(板书：孩子猴子水手船长)

(2)师：(出示课件1。边放课件边解说)有一天，在无边无际
的大海上一艘帆船正往回航行，水手们正悠闲地站在甲板上
欣赏着美丽的大海。瞧，一只猴子出来了，正和水手们取乐，
可事隔一会儿，这里却发生了让人心惊肉跳的事。

(3)(出示课件2：一个孩子摇摇晃晃地站在桅杆的顶端)

师：同学们，你们的神态、语言已经告诉我，你们都感到这
个孩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师：请打开书本快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里哪几个自然段描
写这个孩子处境很危险，找到了可以大声告诉同学们。

(4)师：现在请大家小声读文，边读边画出这三个自然段中哪
些句子描写了小孩子处境危险，找到后可以和同桌议一议。

师：找得十分准确，请再读课文中描写男孩处境危险的句子，
试一试你用什么方法理解这些句子。

(5)师：思考好了，请找自己的学习伙伴交流、讨论。

(学习小组讨论，教师参与其中的二、三个小组学习讨论)

(6)师：现在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交
流自己的感受。)

预设1：若学生抓住文中关键词““放开绳子”，摇摇摆摆”，
“走上横木”，感受到孩子处境十分危险时，教师可抓住时
机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关联词“只要……就”这段话，更深
层的感悟到“只要孩子一失足，他就会跌到甲板上，摔个粉
碎。”更体会到孩子处境的危险，并指导学生有感情的读文。

预设2：若学生只抓住了正面描写的句子，没有发现“这时候，
甲板上的人都在望着……全都吓呆了”这个侧面描写的句子
时，引导学生再读文，抓住“吓呆”一词，从中感悟这些经
历许多困难的水手已被眼前情境(太危险的情境)吓得不知如
何是好，只知道傻站着，更深入感悟了孩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7)师：同学们把刚才对课文的感悟用朗读的方式再现出来，
就更棒了!

(生朗读师引导学生对朗读情况进行评价。)

师：用什么样的语气读更能够表现出孩子的处境危险呢?



(引导：语速再快一点、声稍高一些，突出重点词语。生练读
文。)

师：你们读文的技巧掌握得真好，太令老师欣赏了!

(8)师：我知道此时你们非常想救这个孩子，谁有好办法?

(学生各抒己见，进一步体会当时情况的危急。)

师：大家的办法，到底行不行呀，为什么呢?我现在不替你们
作评判，因为学习原本就是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请再读描
写孩子处境危险的句子。

师：那个孩子摔到甲板上了吗?

2、理解文中第7、8自然段。

师：谁救了他?请同桌一起读7、8自然段，把能作为你的理由
的句子划下来。

(同桌读书讨论，生汇报。)

师：请自己读读描写父亲和水手的句子，你从中体会到了什
么?

(学生交流自己的看法。)

师：能把你们的体会有感情的朗读出来吗?

四、畅谈收获，拓展延伸

1、师：学习本课后，你有哪些收获?(生交流)

2、拓展练习：孩子被救上来后，船长、水手、孩子又会说些
什么?说一说，再写下来。



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擎”、“排山
倒海”、“瞻仰”、“肃立”、“肃静”的意思。

2、着眼全文，用学习小纸条的方式编制大典流程图，理清全
文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文路阅读”这种比较基本的阅
读长文章的方法。

3、研读重点句子，初步感受开国大典的隆重和壮观，背诵课
文第七段。

教学过程预设：

一、导入释题

板书并齐读课题，理解“开国大典”的意思。

二、检查预习：读通文章学字词

出示：

(1)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2)下午三点整，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_出现在主席台上，跟大家见面了。

(3)聂荣臻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

指名读，齐读。

三、初读：读通句子理思路



1、学生自由读第一到第四段，想想，从这几段中你获得了什
么信息?

预设：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人员会场的布
置群众队伍的场面

教师总结：这四段介绍的是大会开始前的情况。(板书：大典
前)

2、自由读课文其余部分，完成学习小纸条上的流程图。

三、再读：整体感知说内容

1、大屏幕出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举
行典礼。下午三点整，典礼开始，首先()，接着()，然后()。
升旗以后，毛主席()，在这之后，()开始，最后是()。

2、方法总结：(大屏幕出示：文路阅读)

四、三读：字里行间品大典

1、用心默读课文的5—10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感受会场的气
氛，把最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气氛的语句勾画下来。

2、重点品读：第六和第七自然段。

(1)“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指的是什么?引出重点
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2)引导学生抓住“一齐欢呼”、“一起欢跃”等词语体会人
民的激动之情，体会反复手法的表达效果。

(3)指导感情朗读。



(4)大家再细细读课文里的这段话，体会体会句子的意思，想
一想：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
传到了哪些地方?在你面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大屏幕出示：
中华的版图)

(5)放cai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视频。

(6)试着背一背这段话。

方法总结：文采阅读

五、结课：意犹未尽赏文采

师：这篇文章还有很多很多处场面描写值得我们好好去品味
赏析，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

作业布置：

1、将课文中你感受比较深的句子摘抄在本子上。

2、课外去收集关于开国大典的资料。

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篇三

学习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

2.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在读中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

创意情境：山脚下一幢幢漂亮、整齐的瓦房， 学校前面有一
条弯弯的小河、学校四周 树木郁郁葱葱，蓝天白云，构成一



幅美 丽的图画，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自学要求：

1.认真地读读课文，谁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比读感悟美：

a.那漂亮的瓦房就是课堂。

b.那最漂亮的瓦房就是我们的课堂。

a.那平坦的土地，就是操场。

b.那最平坦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操场。

a.小河会告诉你，上课的铃声很清脆。

b.小河会告诉你，上课的铃声是多么清脆。

a.林涛会告诉你，放学的歌声很悠扬。

b.林涛会告诉你，放学的歌声是多么悠扬。

观察图画：

用自己的话说说小山村学校 的样子、说说在学校参 加丰富
多彩的活动时的 快乐心情。带着真实地 感受有感情地朗读1、
2、 3小节 。

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篇四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

教学难点：

初步了解回声形成的原因。

教学课时：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解题、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回声吗?你在哪儿听过?

二、识字写字。

1、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生字的字音。

2、小组按自然段读、指名读课文。

3、学生自主识字、小组交流识字方法。

4、班上汇报。

5、写字指导。

(1)学生观察。

(2)教师示范：“纹、影、倒、游”四个字。

三、初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自由读课文。

2、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了解每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3、学生质疑。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指名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二、朗读感悟。

1、默读思考：小青蛙听到了哪些声音?画出有关的句子。想
一想，这些声音是在哪儿听到的?妈妈是怎样说的画出有关的
句子。

2、把你画出的句子在小组里读一读。

3、课件演示回声的成因。在读读妈妈说的话。

4、自由读、指名读教师范读：理解回声的.成因。

三、实践活动。

回家后做实验或到郊外听回声。

二年级语文名师教案篇五

一、教材分析：

《神奇的镜子》是一篇描述爱迪生童年时期敢于实践，运用
生活中的发现——镜子对光的折射现象大胆尝试，最终为母
亲创造了良好的手术环境，及时帮助了医生，挽救了母亲生



命的故事。文章行文简洁、易懂，通篇没有对爱迪生聪明才
智的正面评价，而是通过一件事情的记叙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教学目标

1.懂得认真观察、细心发现的重要意义，激发爱科学的兴趣。

2.认识14个生字，认识1个部首，会写8个字。

3.理解父亲在整件事情中的情感变化，体会小爱迪生在救护
母亲中的作用。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够复述课文内容。

三、 教学重难点

这是一篇生动的记叙文，从始至终作者没有一句直接赞扬爱
迪生的话，但是在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后面隐藏的却是小爱
迪生勇敢尝试、聪明细心的才智，所以这是本课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同学们，你们知道镜子有什么用途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文
章就和镜子有关。(板书课题)

2.质疑：读了课题你想了解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读中识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把生字
标出来。



2同桌互读互查，纠正读音。

3. .老师出示词语，交流识字方法。

“检”与“捡”要相区分，可以做动作。

“决”与“快、块”要相区别，可以组词。

“医”的部首三框是本课中的新知识，要落实，并且要指导
书写这个字，要注意笔顺(书上有)

4 .课件出示词语，(包括课后的读一读)，进行“开火车”
或“夺红旗”游戏，分组竞赛认读词语、生字。

5. 听老师范读课文，边听边想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注意
听准字音。.

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相机介绍课前了解的爱迪生生平及其发
明。

师：看，爱迪生多了不起啊!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平均
每15天就有一项发明，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被
誉为世界发明大王。(课件出示课文最后一段)那么这句话谁
会读?为什么这么读?(带敬佩的口气)

齐读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 开火车读词语。

2、指名读课文，边读边想，爱迪生为什么要救妈妈?他的妈
妈怎么了?



学生会说得了阑尾炎，接着就请学生说说对阑尾炎的了解。

二、朗读感悟课文

1、默读第2自然段，找出最能表现妈妈当时处境十分危险的
句子?

课件出示第二段，抓住“直打滚”、“急忙”、“马上”等
词语感悟妈妈病情的紧急。

有感情地朗读这一自然段

2、学习第三自然段(课件出示妈妈躺在病床上的情景)

(1)过渡：此时此刻，你想对医生说什么?

(2)出示第三自然段，理解句子：医生环顾四周，迟疑了片刻，
说：“不行，光线太暗，没法做手术。”老爱迪生说：“那
就多点几盏油灯。”医生还是摇头，连连说不行。大家急得
团团转。

指名读

师：难道医生和爸爸没有想办法吗?

师：爸爸想的什么办法?

师：医生怎么说的?为什么连连说?

(3)指导朗读(注意爸爸的着急，医生的无奈)

过渡：就在大家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小爱迪生又是怎么做
的呢?

3、学习第四自然段



师：爸爸看到了，什么反映?

课件出示：爸爸一见又急又气，责怪道：“什么时候了?还胡
闹!”

师：爱迪生怎么说的?

课件出示：爱迪生委屈地说：“我，我想出办法了，不信您
瞧!”

师:谁来读读爱迪生的话?你为什么这么读?(爱迪生这时候是
很委屈的)

想想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是怎样说话的?

分角色，男生读又气又急的爸爸，女生读满腹委屈的爱迪生。
老师导读

过渡：爱迪生真的想出办法了吗?屋子为什么会变亮呢?我们
一起走到妈妈的病床边看看当时的情景吧!(课件演示屋子变
亮的情景)

师：此时此刻你想对爱迪生说什么?

师：这时的爸爸用书上的一个词形容就是(恍然大悟)一下子
明白就叫恍然大悟 。

师：通过爱迪生想出的好办法，手术的结果怎样了呢?齐读第
五自然段

三、总结

1、老师想问问大家，爱迪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2、你看，爱迪生小小年纪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救了妈妈，让



我们都来夸夸爱迪生怎么样?

四、拓展阅读

1.把爱迪生小时候孵小鸡的故事印发给学生阅读。

2.搜集爱迪生的名言，抄在积累本上。

3读短文，回答问题。

聪明的韩愈

从前，有位教书先生，他给学生出了一道题：看谁用不多的
钱买一件东西能把书房装满。学生人人动脑，认真思考。放
学后，他们都到集市上去了。

第二天，有的买来了稻草，有的买来了树苗——可是谁的东
西都没有把房子装满。

一个叫韩愈的学生走进书房，从袖子里取出一支蜡烛，把它
点燃。烛光立刻照亮了整个屋子。先生见了，高兴地连声说：
“好!好!韩愈真聪明。”

(1)教书先生出了一道什么题目?

(2)学生分别买来了什么?

(3)谁最聪明?

(4)你认为什么可以装满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