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大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一

教学目标：

1、借助拼音会认4个生字，学写9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并运用
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等方法理解“寓言、亡羊补牢、羊圈、
窟窿、叼走、街坊、后悔、劝告”等词语的意思。

2、认识反问句与双重否定句，通过句式比较体会反问句与双
重否定句的作用。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
文内容，能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一则寓言故事。

4、了解故事内容，结合生活实际体会故事蕴含的'深刻道理。

教学重难点：

1、理解词语的意思，了解寓言的主要内容并能用自己的话讲
述寓言故事。

2、体会寓言故事蕴含的深刻道理。

教学流程：



一、猜谜导入，揭示课题

1、同学们好，请坐。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那好，我们现在来看图猜成语。准备好了吗?谁来猜第一幅
图?(守株待兔)对了，那这一幅呢?(揠苗助长)这一幅?(刻舟
求剑)难不倒你们，再给你们几个难的(画蛇添足掩耳盗铃)还
有更难的。

2、你们真聪明，都猜对了。那你们知道这些成语都有什么共
同特点吗?是的，它们都是寓言故事，你知道寓言故事有什么
特点吗?(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小故事里藏着大道理。)

3、今天我们学习第9课寓言两则中的第一则故事《亡羊补牢》
(板书，读题)

4、我们要怎样才能学好寓言呢?

生：要知道故事(板书：故事)学习道理(板书：道理)

师：对，我们掌握好这两点就能学好寓言故事了。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读通为止。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同桌交流生字学习情况。

2、字词学习

第二行：有什么共同特点?轻声。

理解词意：你们家有街坊吗?你们家和街坊的关系怎么样?我
们中国有句话说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如果相处好了，邻
居会比自己家的亲戚都好。“窟窿”就是(洞)怎样记住这两
个字?(指导书写)我们再一齐来读一遍这些词语，注意读好轻
声哦。



第三行：领读指导书写：叼悔。

我们再把这些词语读两遍。开小火车读词语。

3、(读得很正确)如果这些词语回到课文中，你们还认识吗?

谁愿意来读读第一自然段?(正音，齐读)大家很厉害，这么难
读的段落都读通顺了，2-5自然段每一排读一段，比一比，看
看哪排读得最正确，最通顺。(点评)

4、我们又读了一遍课文，你们能说说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
吗?可以用上上面的词语来说。

三、理解题意

师：哦，是联系课文知道了它的意思，我们还可以通过查字
典知道它的意思。(课件)选择正确意思。小结：对于不理解
的字、词，我们可以通过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来理解。

(板书：失去养牲畜的圈)请像老师这样把这两个字的意思写
在课题下。

3、现在我们知道了，“亡羊补牢”就是羊——丢了，把——
羊圈修好。

四、研读课文，体会寓意

1、课文中养羊人一共丢了几次羊，为什么会丢羊呢?请大家
默读课文，划出句子。

2、有些同学已经找到了，那你来说说养羊人丢了几次羊?(两
次)板书：丢羊

第一次丢羊的原因是什么?(课件出示)板书：羊圈破了。



哪个词告诉我们这句话是原因?(原来)齐读

3、(课件)你能用下面的句式说一说第一次丢羊的原因。(指
名回答-同桌互说)

4、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读第一次丢羊的原因。

过渡：养羊人第一次丢羊是因为羊圈破了，如果你发现自己
的羊圈破了个窟窿，你会怎么做?(把窟窿补上)

5、他的街坊也发现了，请你当当养羊人的街坊，快来劝劝他。
(把窟窿补上吧)还有什么想说的?(快采取一些措施吧，不然
又会丢羊。评价：你真是个好心的街坊)

我们来看文中的街坊又是怎么劝说的，课件出示，指名读。

(课件)街坊还会用怎样的语气劝说呢?现在我就是养羊人，你
来劝劝我。(担心、着急)

6、你看，好心的街坊情真意切，而养羊人的表现呢?谁来做
养羊人?(出示：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生起来读
不同的语气，还可以加上动作。)这个养羊人是什么意思?能
将他的话换个说法吗?(羊已经丢了，不用修羊圈了。)

这个养羊人，自己的羊丢了都不在乎。街坊着急，他无所谓。
下面我们就来分角色朗读一下他和街坊的对话。

7、就因为他不听劝告，所以，第二天早上——引读(出示：
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这是养羊人第几次丢羊?你
是从那个字中读出来的?(又)

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孩子，语文就是需要咬文嚼字的。刚才我
们学习的内容，如果用题目中的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亡
羊)。



那么两次亡羊之后，(课件)养羊人现在心情怎样?这时，他又
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请自由读读第五自然段，划出相关的词
句。

8、全班交流：

他的心情怎样?(后悔)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想象说话。

他又是怎么做的?从这句话中，你读出来什么来?(知错就改)

现在“窟窿”终于被结结实实地堵上了，羊再也没有丢过了。
此时，你想对那个养羊人说些什么呢?(接受劝告，知错就改)

9、这就是这则寓言要告诉告诉我们的道理?(出示寓意)齐读

(寓意：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及时改正，就不
算晚。)

10、其实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类似亡羊补牢的事，你能举个例
子吗，可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也可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的?(看书姿势，写字姿势，学习不认真等)

小结：犯错不怕，只要我们能像亡羊补牢中的养羊人一样知
错就改，就还不晚，所以，人们经常说，“亡羊补牢，为时
不晚”。

五、复述故事。

1、这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想不想讲给别人听呢?我们学校
最近要举行讲故事比赛，让老师先进行海选，那我们就从这
个故事开始吧!讲故事是有要求的，仔细听：首先要把故事熟
练地记在心里才行，然后加上你的表情、动作和声音的变化，
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觉得有困难的同学，可以看看
上面老师给你提供的小帮助，自己先练练。(学生准备，课件



播放音乐，师巡回指导)

2、展示前，提示学生自己发言时希望别人怎么听?

(要安静，这是有礼貌的表现。听后能给我指出优缺点。)

六、总结学法

寓言是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小花，中国古代最早的最完整的寓
言故事书是《墨子》，国外适合大家阅读的还有《伊索寓
言》。学习寓言的一般方法是：理解题意——理解内容——
联系实际体会寓意。希望大家在课外阅读寓言时，也能采用
这种方法。

七、作业设计

1、将这则寓言故事给爸爸妈妈听，请家长点评。

2、写写读了《亡羊补牢》之后自己的感想。

3、收集并阅读寓言故事，下周班队课举行讲故事比赛。以上
作业任选两项完成。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二

亡羊补牢是一个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养羊人第一次丢了羊，
街坊劝他修羊圈、堵窟窿，养羊人没有听从劝告；第二天他
又丢了羊，才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于是感紧动手把窟窿
补上，把羊圈修好。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掉。它告诉我
们：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
晚。全文有5个自然段。第1－3自然段写的是从前有一个人养
了许多羊，丢羊后，不听邻居劝告。第4自然段写第二天又丢
了一只羊。第5自然段写他后悔不听邻居的话，立刻把养圈修
好，从此再没有丢过羊。



这个成语故事的难点在于体会故事所说明的道理，因此在教
学时，我抓住养羊人两次态度的变化，通过各种形式的不同
的反复阅读，让学生体会故事所说明的道理。在设计教学时，
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注重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识字是中低年级段的教学重
点，为了让学生掌握生字，我多次在课堂上多次出现难读的
词句，并且注意了学习的层次，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我首
先让学生带着拼音读，然后再去掉拼音读；先让学生读词，
然后再读句，最后再读全文。有了这个层次，学生在每个部
分都有自己的成就感，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文章题目为突破口，直奔重点。“亡羊补牢”这个题
目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抓住了课题，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重
要脉络。因此在教学中，我就以选择“亡，补，牢”这个字
意思，让学生读课文。这样做既培养了学生要根据课文内容
选择字意，又为对下文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三、重视读的训练。朗读对学生理解课文有很大帮助，在这
节课的教学中，我注意了使用自由读，引读，分角色读等多
种方法的读、多层次的读让学生体会感悟，从读中受到情感
的熏陶，让学生如临其境。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三

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
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
走了。

邻居对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

“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回答。

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



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

他十分后悔没有听邻居的话，心想，现在修还不晚。他赶快
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
没丢过。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则寓言。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注意多音字“圈”的读音及“窟窿”、
“街”等字的字形。

3、理解《亡羊补牢》这则寓言故事的内容，懂得做错了事要
即时纠正。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体会寓意，并能联系学习、
生活实际，谈一谈感想。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准备：投影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

1、同学们喜欢听寓言故事吗？为什么？

2、今天，我们又要学习一则寓言。看老师写课题：亡羊补牢



3、指名读，齐读。

二、理解题意。

1、“亡羊补牢”是个成语，这个成语中有不理解的字吗？

2、指名解疑，并说说是用什么方法理解的。

亡：丢失。牢：关牲口的圈，在课文中指羊圈。

3、用一句话完整地说说“亡羊补牢”的意思。

4、看了课题，你想提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丢羊？为什么补
羊圈？）

5、再读课题，从“补牢”这个词你能猜出丢羊的原因吗？

三、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你的猜想对不对呢？让我们来读课文。注意：读的时候要
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引导评议。

3、养羊人一共丢了几次羊，为什么丢？

4、小结：可见读书前我们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读书就要这
样边读

边想，读前要想，读中也要想。

四、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课文哪几个小节讲丢羊的？



2、自由读1—4节，思考：养羊人丢了一只羊，为什么还会丢
第二只？

3、同桌互议。

4、集体交流：

（一）羊圈破了个窟窿。

（1）出示生字卡片“窟窿”，指名读，注意“窿”读轻声。

（2）“窟窿”就是——（洞）。怎样记住这两个字？指导学
生书写“窟窿”。

（3）齐读这句话。（第三句）

（4）第三句讲了丢羊的原因，那前两句讲了什么？引读前两
句。

（5）理清这小节三句话之间的联系，试背。

（6）指名背。（指导方法）

（二）街坊劝告，他不听。

（1）“街坊”就是——（邻居），注意“坊”读轻声。

（2）街坊是怎么劝的？指名读，读出劝告的语气。

（3）引导评议，齐读。

（4）可养羊人呢？指名读，评议。（读出他的无所谓，毫不
在意）

养羊人是这样说的，你猜他心里会怎样想？



（5）你看，好心的街坊情真意切，养羊人却漫不经心，不听
劝告。同桌分角色朗读。

（6）指名读，评议。

（7）老师说提示语，学生试背对话。

5、让我们来看看他不听劝告的结果。

（1）指名读第4节，评议。

（2）为什么要读好两个“又”字？联系第一节，想一想。

（3）齐读第4节。

（4）刚才我们学习的片段，如果用题目中的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亡羊）。

6、指名表演这个片段，注意：可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如人物
的心理活动可通过语言、动作来表现。

7、二次丢羊后，养羊人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自由读第5
节，划出有关句子。

8、讨论交流：

（1）养羊人是怎么做的？出示投影，看图说话。

（2）指名读文中句子，评议。

为什么要读好“赶快”？能否去掉？（改正错误，不能拖
延）。

（3）养羊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引读描写他心理的句子。



（4）指导读这句话，读出他的后悔之情。

（5）将这句话换一种说法。（要是……就……如果…就……）

（6）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修还不算晚，为什么？

（7）他的想法对不对？从哪儿读出？（从此，他的羊再也没
丢过。）

（8）“从此”是什么意思？指导学生用“从此”造句。

（9）理清句与句之间的联系，背诵第5节。

五、体会寓意。

2、同桌表演后指名上台演，并指导评价。

3、如果这个人再不修羊圈，会出现什么后果？

4、揭示寓意：由此可见，像养羊人这样犯了错误，只要（），
就（）。

5、在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类似的事。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谈谈看法。同桌互议，再指名交流。（眼睛近视，沙尘暴，
环境污染……）

这些都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亡羊补牢”。

六、总结全文。

1、再读课题，理解题意。（本义，引申义）

2、所以，“亡羊补牢”后面往往跟着一句话——“未为迟
也”。自己读读，理解它的意思。



3、总结学习寓言的一般方法：理解题意——理解内容——联
系实际，体会寓意。

作业设计：

1、背诵这则寓言。

2、联系学习、生活实际，谈谈你读了这则寓言的感想。

亡羊补牢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五

语文课一般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综合科。语言和文章、语
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简约式统称等都离不开它。也可以说，
语文是运用语言规律与特定语言词汇所形成的书面的或口语
的言语作品及这个形成过程的总和。下面是白话文整理的小
学二年级语文《亡羊补牢》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优秀2
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
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
走了。

邻居对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

“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回答。

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
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

他十分后悔没有听邻居的话，心想，现在修还不晚。他赶快
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
没丢过。

亡羊补牢是一个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养羊人第一次丢了羊，



街坊劝他修羊圈、堵窟窿，养羊人没有听从劝告；第二天他
又丢了羊，才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于是感紧动手把窟窿
补上，把羊圈修好。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掉。它告诉我
们：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
晚。全文有5个自然段。第1－3自然段写的是从前有一个人养
了许多羊，丢羊后，不听邻居劝告。第4自然段写第二天又丢
了一只羊。第5自然段写他后悔不听邻居的话，立刻把养圈修
好，从此再没有丢过羊。

这个成语故事的难点在于体会故事所说明的道理，因此在教
学时，我抓住养羊人两次态度的变化，通过各种形式的不同
的反复阅读，让学生体会故事所说明的道理。在设计教学时，
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注重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识字是中低年级段的教学重
点，为了让学生掌握生字，我多次在课堂上多次出现难读的
词句，并且注意了学习的层次，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我首
先让学生带着拼音读，然后再去掉拼音读；先让学生读词，
然后再读句，最后再读全文。有了这个层次，学生在每个部
分都有自己的成就感，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文章题目为突破口，直奔重点。“亡羊补牢”这个题
目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抓住了课题，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重
要脉络。因此在教学中，我就以选择“亡，补，牢”这个字
意思，让学生读课文。这样做既培养了学生要根据课文内容
选择字意，又为对下文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三、重视读的训练。朗读对学生理解课文有很大帮助，在这
节课的教学中，我注意了使用自由读，引读，分角色读等多
种方法的读、多层次的读让学生体会感悟，从读中受到情感
的熏陶，让学生如临其境。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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