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学生默读课文，并能有条理的讲述这个故事。

2、学习安培专心研究科学的精神，懂得做任何事都要认真、
专心的道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习安培专心研究科学的精神。

难点：会讲述“黑板”跑了这个故事。

教学方法：自学 讲授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在上这节课之前，老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安
培错把怀表当石头的故事)故事有趣吧?我们今天来学习他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

2、同学齐声朗读课文题目。(教师板书：“黑板”跑了)



3、读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呢?

(1)黑板没有脚，怎么会跑了呢?

(2)“黑板”为什么加引号?

(3)黑板跑了跟安培有什么关系?

4、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读这篇文章。

二、抓住“专心”研读文本。

1、教师范读文章，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找出安培是哪个国家的
物理学家，他搞科学研究时怎么样?(法国 专心)

学习第二节

过渡：他到底有多专心呢?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安培来到两百年
前的的大街上。 引读：“街上的行人、车辆来来往往，很热
闹。”

2、这么热闹，安培他看到了吗? 出示：“可是安培好像什么
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只顾低着头朝 前走。”

他是真的没有看到吗?(不是，他并不是真的视而不见，而是
他太专心思考问题了，对周围的一切没有去理会。)

3、你从这里体会到什么?(安培非常专心)

4、安培真是旁若无人呀，他在干什么呀?引读最后一句

学习第三节

过渡：安培一边思考数学题一边用心算了起来。



1、理解心算

2、他用手指头在自己的衣襟上画呀画的，可是越算越复杂，
这时候，他觉得需要找个地方来计算一下。理解“计算”。

3、正在这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一块“黑板”)

4、这真是他所需要的，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怎样?(高兴)指
导朗读“太好了”并评价。

5、引读句子：“安培高兴地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粉笔，
在‘黑板’上演算起来。”

设疑：安培口袋里怎么会有粉笔呢?(引导学生认识安培对学
术的执着认真)

6、他为了能随时随地地进行科学研究，随身带着粉笔，从这
里你又体会到了什么呢?(生交流)

学习第四节

过渡：算着算着，“黑板”慢慢地向前移动了。请同学们默
读课文，找出描写黑板移动的句子。

1、“算着算着，这块‘黑板’动了起来，慢慢地向前移。安
培忙说：‘别动，别动，再等一会儿就得到结果了!’”

(1)此刻的安培在想些什么呢?

(2)是呀，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可是黑板居然动了起来，他
怎么能不着急呢!谁来读。

(3)指导朗读

2、“可是‘黑板’还在向前移动，安培不由自主地跟着‘黑



板’走，继续聚精会神地演算着。”

(1)此刻的安培还在想什么?

(2)他是怎样演算的?(理解：聚精会神)

(3)从这里你又体会到什么?

1、指导朗读第一句

2、安培追不上马车了，才发现，引读第二句。(这时候他才
发现，那不是一块“黑板”，而是一辆马车车厢的后笔壁，
所以课题中的黑板要用引号，因为这不是一块真正的黑板。)

3、从这里，你又体会到了什么?

三、说话训练 此时此刻，如果你就站在安培的面前，你会对
安培说些什么?

四、小结：今天，我们从这个有趣的故事里感受到了安培搞
科学研究非常专心，希望小朋友们能向安培一样，对待学习
专心致志，聚精会神。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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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指导学生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
课文。

2·理解“狐假虎威”的意思。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弄懂“狐假虎威”的意思。

教学难点：明白“狐假虎威”的实际意义。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课文插图。

学生：阅读成语故事。

教学过程：

一·复习。

课件出示：狡猾 · 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大摇大摆·半信
半疑·东张西望。(指名读，齐读)

二·学习课文内容。

学习第二自然段。

师：老虎多么凶猛，眼看狐狸就要成为老虎口中的美味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自由读2至6自然段)

(1)出示句子：狡猾的狐狸眼珠子骨碌一转，扯着嗓子问老
虎：”你敢吃我?“

(2)指名读”骨碌一转“，从这个词你看出了什么?狐狸这样



做是在干什么?(狐狸在想主意，想点子。)

(3)它为什么要”扯着嗓门“问呢?为什么要故意装得这么凶
呢?

(4)指名读第2自然段。

学习第3自然段。

过渡：老虎有没有被吓住呢?

(1)什么是”一愣“(呆住了)老虎心里在想什么?(狐狸为什么
说我不敢吃它?)

(2)齐读。

学习第4·5自然段。

师：老虎走进狐狸设下的圈套，接下来他又是怎么骗老虎呢

(1)轻声读第4·5自然段，(2)交流。

(3)老虎有没有被狐狸给蒙骗住呢?

学习第6自然段。

(1)出示第6自然段狐狸说的话引读。

(2)指名读，齐读狐狸的话。

学习第7·8自然段。

(1)出示图片，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2)它们往森林走的时候各是什么样?



狐狸是——

老虎是——

(3)朗读。

(4)引读：森林里的野猪啦······呀，一只大老虎!大
大小小的野兽吓得撒腿就跑。

1·小动物们看见狐狸和往常不一样，都很——(纳闷)(就是
感到很奇怪)

2·大家为什么会感到奇怪?

3·交流·讨论(看图)

4·理解”假“(板书：借)

四·作业。把《狐假虎威》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父母听。

2·展开想象，编续编故事。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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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名师语文教案篇五

一、导入：

1、板书：谁的本领大。

2、你们知道是谁和谁在比本领吗?(风和太阳)

3、那么风和太阳的本领到底是谁大呢?你们有什么问题
吗?(怎么比的?结果怎样?……)

二、初步朗读课文，学习字词，朗读课文。

1、请大家自己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同句子。(学
生自读课文)

2、学习生字



(1)、出示带拼音的生字。请小朋友自己去认识自己的新朋
友?(学生自读词语)

(2)、指导朗读，指名读词语，齐读词语。

(3)、去掉拼音再读词语，看看哪个小朋友最聪明，一眼就能
找到自己的新朋友?

(4)、指名回答，齐读。

3、初读课文。

(1)、这篇课文中一共有几个小节呢?(9)请9位小朋友来读课
文，其他小朋友做评委。

(2)、学生进行朗读

(3)、学生进行评价。

(4)、听课文的录音。

三、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请小朋友们再读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谁和谁发生
了什么事情?

(2)、学生进行朗读，建议学生进行默读，或者是小声的读课
文。

(3)、交流：风和太阳进行比赛，看谁的本领大，到后来发现
大家都各有各的本领，分不出大小。

四、指导书写：

(1)、出示：各烈敢巧



(2)、认识新的偏旁：夂

(3)、注意上下结构的词语的位置，各上长，下短。烈：上长
下小。

(3)左右结构的词语：敢：左右基本等宽，攵。巧：工，最后
一笔是提。

(4)、说说怎样进行记忆。

(5)、生随师进行描红、临摹。

第二课时

3、能分角色朗读课文，并能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小组表演。

4、学习复述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有一天呀，太阳先生和风先生碰到了一起，于是
在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比赛，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比赛谁
的本领的啊呢?(因为他们都说自己的本领大。)

2、出示：有一天，风和太阳碰到了一起，都说自己的本领大。

3、指导朗读出“都说”这两个字的语气。

二、学习新课1-3

过度：是呀，小朋友真聪明。到底他们谁厉害呢?

1、请大家自己读一读课文，看看他们比了几次?都比了些什



么?

2、学生自读后进行交流。(2次)

3、请大家找找，哪几小节讲了第一次比赛的事情
呢?(1、2、3)

4、请大家再看看1-3小节，想想它们第一次比的是什么?(学
生自由读课文后交流：谁能脱下孩子的衣服。)

5、听到太阳这样说，风是怎么说的呢?

根据回答出示：那还不容易!是的谁来说说这句话(指名读)

是的，就这么一件小事情，那还不容易。想想到底该怎样读
这句话，谁再来试试。(再指名读)感觉出来了吗?这时候风的
态度怎样?(自信，骄傲等)是的，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读好
吗?(齐读)

6、说完这句话后，风就“呼呼“的吹了起来。可是那孩子
却(把衣服裹得更紧了。老师来当那个骄傲的风，小朋友来当
书上的那个小孩子好吗?(师生共同表演、生生表演))

7、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学生自由回答，是因为风太大，
孩子感到很冷所以他要将衣服裹得紧紧的)

8、齐读第二小节。

看到这一切，太阳是怎么办的呢?请小朋友自己将第三小节读
一读。

交流：出示：太阳对风说：“看我的吧。”说着便发出强烈
的光。这时候太阳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学生自由发挥：骄
傲、自信，目中无人等)



结果呢?(那孩子觉得热极了，就把外衣脱了下来。)、

9、齐读第三小节

10、从这里看，是谁的本领大呢?(太阳。)但是是不是真的
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三、学习新课4-9

1、第二天他们又碰到了一起。这时候太阳感到怎样呀?(他非
常的得意，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根据回答出示：第二天，
风和太阳又碰大了一起，太阳得意地说：“风先生，你还敢
同我比赛吗?”谁来读读好这句话。指导朗读。

《6、谁的本领大》,

2、正巧，风看见河里过来一条船，于是他提出什么建议
呢?(看谁能让船走得快些。)

3、听到这个提议，太阳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学生自学第六小
节)

太阳很骄傲，很有自信，他讲：“这有什么难的!”

出示：“这有什么难的!”

“那还不容易!”

比较这两句话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
式是不一样的)

指导朗读这两句话。

4、于是太阳(又发出强烈的光，想催船夫用力划船。)可是他
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太阳光越



强，船夫越是热得没了力气，船也就走得越慢。是啊，这么
热的天气，船夫哪来的力气划船呀!

5、齐读第六小节。

6、这时候，风却“呼呼”吹起了风，没想到的是，船夫突然
变得很高兴，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学生自由回答)只见“风
推着帆，帆带着船，像箭一样飞快地前进。”说说应该怎样
读这句话(速度快一点)指导朗读这句话。

7、看到这一切，太阳感到怎样?(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他总
觉得自己比风厉害)他有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没有)谁来读
好这句话，出示：风先生，你的本领也不小哇!

指导朗读这句话，读出惊讶的语气。

8、风这是也说：“看来，我们各有各的的本领。”看了这句
话，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学生自由发挥)齐读句子。

9、小结：是的，我们不能太小看别人的能力，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要正确的对待其他人，不能太自以为是了。

四、分角朗读课文。

多种形式。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复述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复述课文内容。

1、利用板书引导学生进行课文内容的复述。



这篇课文讲了谁同谁比赛呢?(太阳和风)

他们一共比了几次呢?(2次)

他们各有什么本领呢?(风能呼呼的吹，太阳能发出强烈的光。
)

第一次比什么?(比谁能脱下孩子的衣服。)

第一次比赛谁的本领大?(太阳)

这是什么道理?(因为风呼呼的吹，孩子觉得太冷，就将衣服
裹的更紧了。而太阳强烈的光使的孩子觉得很热，所以就将
衣服脱掉了。)

他们第二次比了什么?(比谁让船走的快)

结果呢?(风赢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因为太阳发出强烈的光
使的船夫越来越热所以讲究没哟力气划船了。而风可以推动
船帆，使船走的快一些。)

两次比赛结果怎样呢?(各有各的本领)

2、自由复述课文内容

二、学习生字

1、出示部分生字

2、说说该怎样进行记忆?

3、指导进行书写。

三、练习



1、用“觉得”说一句话。

2、组词：

各()敢()列()

个()取()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