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
简单(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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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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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简单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2--6自然段，理解"讨论、七嘴八舌、商议"等词
语的意思。

2、懂得爱护益鸟，保护庄稼的道理。

3、能正确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能以丽丽他们为榜样，懂得并自觉做到爱护益鸟，
保护庄稼。

教学难点：

课文第3、4小节，按事情发展顺序排列词语。

课前准备：

课件、生字卡片、录音带。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开火车读生字。

“鹰”：你知道猫头鹰有什么本领?(捕捉田鼠，保护庄稼)

2、这一课中还有几个多音字，看看谁能读准它。

bian pian liang liang

出示：方便便宜商量力量

指名读，齐读。

二、学习第2小节。

1、听第2小节的课文录音。边听边想：这一小节讲了些什么?

丽丽和小伙伴们议论开了，"议论"是什么意思?谁能换一个
词?(商量、讨论)

他们议论的话有哪些?指名读，校对。(投影出示)齐读

3、从他们议论的话中，你知道了些什么?

板书：

捉田鼠的能手

益鸟

能保护庄稼

根据学生回答，指点：



(1)猫头鹰是捉田鼠的能手。

做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叫"能手"?

田鼠十分狡猾，很难捉住，而猫头鹰有明亮的眼睛，灵敏的
耳朵，锐利的爪子，能在黑夜里发现田鼠，把它捉住，所以
说它是捕捉田鼠的--能手。

(2)猫头鹰能保护庄稼。

猫头鹰怎样保护庄稼?

(3)猫头鹰是益鸟。

为什么说猫头鹰是益鸟?(用"因为……所以……")的句式练说。

再齐读议论的话。

4、丽丽他们议论得热闹吗?从哪个词可心看出?(七嘴八舌)

怎样地议论才能叫"七嘴八舌"?

丽丽和小伙伴们议论得真热闹，丽丽怎么说?小伙伴们怎么
说?(练读句子)

除了课文中写的这些对话，他们还会议论些什么?

像这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地，就叫"七嘴八舌"。我们再来
读读他们的话。请一位同学读丽丽的话，其他小朋友读小伙
伴们的话。(分角色练读)

5、猫头鹰是捉田鼠的能手，能保护庄稼，是一种益鸟。看见
有人在卖猫头鹰，丽丽他们是怎么做的?(买下猫头鹰)

三、学习第3、4小节。



1、他们是怎么买猫头鹰的?自由读第3、4小节。老师还有一
个题目要考考大家：请你根据课文意思，把这几个词语按事
情的先后次序排列。

出示：凑钱商量掏书放鸟解绳

读后，同桌讨论用句式说：

丽丽和小伙伴们先()，再()，接着()，然后()，最后()。

校对。

2、理解相关内容。

(1)"商量"和课文中哪个词语意思相近?(议论)这一次他们商
量什么?

(2)"凑钱"时碰到了什么困难?他们怎么做?

丽丽他们平时的零用钱并不多，还要买学习用品什么的。但
为了救小猫头鹰，他们把小人书都拿了出来。从中可以看出，
他们是多么爱护小猫头鹰啊!

(3)"解绳"：比较句子，理解用上"小心地"有什么作用?

3、再用句式说说这两段的意思。(指名说，同桌互说)

4、齐读这两小节。

四、学习第5、6小节。

孩子们放走了猫头鹰，卖猫头鹰的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他
在想什么?

他怎样做?



五、总结。

2、练习。

课后练习第4题，校对。

青蛙、猫头鹰、燕子、啄木鸟等都是有益的小动物，我们应
该保护它们。看到伤害它们的行为，我们应该像丽丽他们一
样，加以阻止。

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简单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认读课后词语。

2、在学习词语，积累词汇的同时，提高学生认识事物的能力。

3、在掌握词语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发现两幅图中的乐器的
不同，激发学生对民族乐器的'喜爱。

教学重点：

认识乐器，积累词语。

教学准备：

乐器表演的录像、课件、乐器图片，词语卡片等。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程序、设计意图、备注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同学门，请大家欣赏一段乐器表演。他们表演的精彩吗？你
们认识他们使用的乐器吗？

二、学习词语：结合乐器记忆响应的词语。

1、认读词语卡片：通过认读一、二类字，将认识事物与认识
字词联系起来。

2、分类学习生字。

唢呐：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看插图联想为什么都要是口
字旁？

锣钢：出示实物，让他们摸一摸。敲一敲，感受他们都是金
属制品。扩词明义。

架子鼓：组词明意。

提扬：老师做小提琴和敲扬琴的动作，让学生猜一猜演奏的
是什么乐器？提和扬与手部有什么关系，所以是提手旁。

琵琶：连绵词。

三、完成练习册。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课文，引导分类。

1、我们的小乐队有什么乐器？



2、在这些乐器中，你知道哪些是中国的民族乐器？拿写是西
洋乐器呢？

3、你觉得这些乐器怎么分类？

二、课外延伸，语文实践。

1、你还知道哪些乐器？它属于哪一类？

2、听一段音乐，说说你的感受。

3、和班里的同学组成一个乐队，排练曲子。

三、弹性作业：

1、你能说出课文中乐器的名字吗？

2、你还知道哪些乐器？把它的名字记下来，配上图画就更好
了。

3、你最喜欢那种乐器？试着去演奏。

四、板书设计：

我们的小乐队

乐器图片、对应的词语

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简单篇三

小马过河一、借助拼音朗读课文，做到读准读通，对课文内
容有初步了解。

二、逐段读讲，具体理解课文内容。



1.第1段(1、2节)

(1)什么事使小马高兴得连蹦带跳?

(2)怎样读才能表现出小马当时的心情?

(应以天真、活泼、高兴而又肯定的语气读。)

2.第2段(3、4、5、6节)

(1)一条河挡住了小马的去路，什么事使小马为难了?理
解“为难”的意思。

用“为难”的语气读小马心里想的话。

(2)小马问牛伯伯的话应该用什么语气?

(有礼貌、询问)

(3)老牛的回答用什么语气?(平静，因为他认为河水很浅。)

(4)小松鼠拦住小马喊什么?要用什么口气?(急促，声音要高，
速度要快，尤其第二个“别过河”语气还要加重。)

(5)小马轻信别人的话，不动脑筋，连忙收住脚步，理解“连
忙”。

3.第3段(第7小节)

(1)小马回家后，怎样回答问话的?

理解“难为情”(害差、难过或惭愧的意思)。

(2)在小马的两次答语中，都出现省略号，这里的省略号不表
示省略，而是表示心里很为难，说话吞吞吐吐、断断续续的。



(3)老马是怎样教育小马的?(要读出既严肃又亲切的语气。)

4.第4段(第8小节)

小马听了老马的话后小心地趟过了河，要注意读出小马自信、
不怕困难的语气。

三、抓住重点段落，读段识篇。

《小马过河》的第7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段。段中妈妈教育小
马的一句话是这篇童话的重点难点所在，教学本段可采用以
下方法：

1.突出重点词句，启发学生思维。

在指导朗读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找出重点词句。如：小马和
妈妈说话时的神态怎样?有什么动作?(难为情，低下了头)妈
妈用什么态度对小马说话?(亲切)妈妈说了些什么?(“光
听……是不行的。”“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找出这些词句后，不仅要让学生从字面上理解词语的一般意
思，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理解这些词句所包含的意思。如：
小马所以“难为情”，是因为没完成任务，“低下头”是因为
“不动脑筋”，没“试试”，而感到惭愧。“不动脑筋”这
是一个关键性的词语，实指小马没有“仔细想过”老牛和松
鼠说的话。

老牛和松鼠说过哪些话呢?这就需要联系前面所学的内容，找
出最能表现小马“不动脑筋”的句子。引导学生把思路转到
前面学过的段落，与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老牛说水很浅，
小马就“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趟过去，“立刻”这个词说
明小马没有动脑筋：松鼠说水很深，小马又“连忙”收住脚
步，“连忙”这个词也说明小马没有动脑筋。这样一来，学
生对课文的理解就更深入一步了。



2.联系全文，明白道理。

“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这
是全文的中心句。对这一重点句子，要引导学生联系全文，
逐步加深体会。可提出以下问题来帮助理解。

(1)老牛说河水很浅，松鼠说河水很深，它们谁说得对?为什
么?

(它们说得都对。它们所以说得不同，是因为它们身体条件不
同，感受也就不同，并不是瞎说。)

(2)光听别人说为什么不对?

(因为别人的话，是根据别人的感受来讲的，不一定适合自己。
光听不想，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就不能把事情办好。像小
马光听不想，就不知道水到底是深还是浅，自己到底能不能
过河。)

(3)应该怎样做才对?

(动脑筋，亲自试试。)

(4)小马听了话，懂得了什么?

北师大二年级语文上册全册教案(三)

精卫填海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中15个生字，会写9个生字，并积累带有生字的
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够读出精卫的勇敢坚
定和大海愤怒的语气;



3、使学生初步懂得什么是勇敢，知道精卫的行为就是勇敢的
行为。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课件、大海和精卫的头饰

一、教学过程

(一)课件导入

同学们都喜欢看动画片吗?(喜欢)说说你喜欢看什么动画
片?(我喜欢看七龙珠)(我喜欢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节
课，支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非常好看的动画片。我们一
起来欣赏吧![播放课件：一只小鸟在辽阔的大海上投石子，
扔树枝]这茫茫的大海上，一只小鸟弃而不舍地向大海投石子，
扔树枝。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卫填海》
这篇课文，从中找出答案吧![板书课题：精卫填海]教学评析：
为了能够自然地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景中，通过课件演示，
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很快地走
进课文情境中去，教学效果较好。大家齐读课题(生：精卫填
海)读过课题之后，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呢?(我想知道精卫是谁
呀?精卫是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学生吗?精卫从哪里来呀?精卫要
填哪里的海呀?它把大海填平了吗?精卫用什么填海呀?……)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同学们提了这么多的问题，真好，真聪明!那么，我们就带着
这些问题读一读课文吧!边读边圈画不认识的生字、新
词。(生自读课文)想一想平时我们是怎样学习生字的?(有不
会的生字我们可以问问老师或者同学我有不会的生字就查字
典我们小组的学习组长学习好，有不会的生字我就问他不会
的生字还可以到书后的查字表中查……)同学们有这么多的好
办法呀!选择你最喜欢、最熟悉的识字、记字的方法，以组为
单位在组长的带领下学习生字。一会汇报，看哪一小组汇报
的生字最多。(生以组为单位自学生字)教学评析：通过分组



学习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乐趣，发现难认字小组同学
一起想办法解决，这样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既尊重了学生的
自主性又扩大了学习的参与面。学生很容易感受到学习带来
的乐趣和成就感。把你认识的生字朋友介绍给大家吧!(生汇
报：我学会了“精”字，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精精精”“精
卫”我学会了*字，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生字都汇报完了，
支老师想请一位小老师到前边领大家读一读这些生字，谁愿
意来试试?(一名小老师到前边领读)现在我们做好。看看大屏
幕中田字格里的这些生字。你认为哪个字最难记呢?说一说你
是怎样记住的它们的?(课件：屏幕流动示范“夜”“与”字，
学生在下面练习写两了)

(三)品读课文，理解感悟

生字都学会了，我们再回到课文中。刚才提了那么多的问题，
下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读课文，看看你能不能解答这些问
题?(小组学习)你们都解答了哪些问题?(生汇报：我知道精卫
是一只小鸟精卫是炎帝的小女儿变成的一只小鸟精卫原先是
炎帝的小女儿，它爱在海边游玩，有一天它游玩时不幸被海
水淹死了。)我们一起学习第二自然段，一起来读一读。(生：
齐读第二自然段)天哪!大海真的有这么凶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课件：洪水泛滥淹没村庄、冲毁房屋]说一说你都看到了什
么?(我看到了大马都被淹死了我看到许多房屋都被冲毁了，
人们失去了家园我还看到……)同学们说的都很好，大海生气
发怒了真是波涛汹涌。如果你是精卫，你会对大海说些什
么?(大海，大海，你也太残忍了，淹没了我们的房屋，让我
们住哪里呀?大海，大海，你太坏了，你破坏了我们美好的世
界大海，大海，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了，如果换做是你，你
不伤心吗?……)大海如此凶猛，精卫害怕了吗?我们看看课文
中精卫是怎么做的?(生读评)正是因为精卫被大海淹死了，所
以精卫下定决心要把大海填平。精卫天天西山衔来小石子和
小树枝扔进大海里。大海广阔无垠，无边无际，小小的精卫
能把大海填平吗?我们接着往下读。你都读懂了什么?(生读
评)刚才这一段大家读得都不错，现在可以找你最好的朋友再



读读这一段，读的时候要把大海愤怒的语气以及精卫填海坚
定的心情表达出来!还可以把自己的表情、动作加进去。最好
还能有一些自己的想象在里面。赶快行动吧!(生找伙伴表演
读)先找一组同学分角色读一读，再到前边表演读。教学评析：
让学生佩带大海、精卫的头饰，以表演的形式继续加深对角
色的理解，学生对精卫填海坚定的信念就会理解的更为透彻。
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锻炼了学生的胆量。

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简单篇四

第一单元好朋友

第四课时

第二单元：生日快乐

第三单元时钟滴答

本单元教学反思：

第三课时

第六单元夏天的雷雨

第二课时：包子、剪子、锤

第五课时：老鹰捉小鸡

第七单元：郊游

第三课时：快乐的小熊猫

第四课时：秋虫音乐会教案

第四课时：乘雪橇



教学内容：

欣赏管弦乐合奏《乘雪橇》

教学目的：

感受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速度等要素的变化所调打的
不同情绪

作品简介：

1、《乘雪橇》是一首美国乐曲，由安德森作曲。形象生动，
风格鲜明，有声有色的描绘了雪橇飞驰、人欢马叫的情景。

2、安德森：（1908―1975年）美国作曲家，他致力于将流行
音乐引进管弦乐，作品都有形象的标题和鲜明的节奏特点，如
《切分音的钟》、《打字机》、《动感小提琴》等等，都是
世界人民所熟悉的.优秀作品。

3、欣赏另一首管弦乐作品《打字机》。

4、打击乐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打字机声音活灵活现。

欣赏资料介绍：《安德森管弦乐作品集》是一盘难得的好cd！
他的作品能使全世界的人民都接受，就算是不懂音乐的人，
只要听到他的音乐也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复习演唱本单元已学歌曲，导入新知。

二、作曲者介绍：



安德森：（1908―1975年）美国作曲家，他致力于将流行音
乐引进管弦乐，作品都有形象的标题和鲜明的节奏特点，如
《切分音的钟》、《打字机》、《动感小提琴》等等，都是
世界人民所熟悉的优秀作品。

三、欣赏作品

1、初听乐曲

2、感受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速度等要素的变化。

3、分段欣赏，并在节奏欢快处举手向老师示意。

4、完整聆听。

四、课堂小结

本单元教学反思

二年级语文全册教案及教学反思简单篇五

第1课金色的秋天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欣赏与活动

教学内容欣赏《我是人民的小骑兵》

教学目标：

教学课时：三课时

一、组织教学



教学过程

教学目标：

1、引导幼儿尝试运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小动物的基本形态。

2、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的快乐。

教学重点：

表现小动物们的不同形态，感受集体游戏的快乐。

教学过程：

（一）学做小动物引导幼儿听着音乐和老师的提示语言，边
念儿歌边自由地模仿各种小动物的不同形态。

1、师：今天天气真好，小动物们都出来玩了.儿歌：小白兔，
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
爱，跳、跳、跳；小小鸡，叽叽叽，找到虫儿叽叽叽……小
花猫，喵喵喵，走起路来静悄悄，抓到老鼠喵喵喵，啊呜！
谁会飞？鸟会飞！小鸟怎样飞？扑扑翅膀飞呀飞，飞到东，
飞到西，转个圆圈飞呀飞。

（二）找家、自由选择不同的动物角色

1、师：哎呀，你们看！这么漂亮的小房子，这是谁的`家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引导幼儿看一看、说一说）

小结：黄色的房子是小兔的家……小动物家的房子真漂亮！

2、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你最喜欢谁呢？

师：找一个好朋友，说一说，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喜欢它？



师：现在宝宝想好了，你想做哪个动物宝宝，等会儿你到它
的家里找一样好东西戴在身上。

（三）分角色表演和游戏

1、音乐游戏：什么动物出来玩？

引导幼儿：这么多的好朋友在一起玩，真开心。我们来和好
朋友问声好，说说好听的话吧！

（3）最爱吃的食物

师：宝宝玩得真开心，你们的肚子一定也饿了吧？说说看你
最喜欢吃什么呀？（引导幼儿能完整连贯地说出：我是小白
兔，我最喜欢吃萝卜……）

师：快来看！这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找一找有没有你最喜
欢吃的东西呀？

师巡回观察：引导幼儿一边找，一边说说：我是小白兔，我
最喜欢吃萝卜……

（四）回家

1、今天我们玩得真开心，哎呀！天黑了，宝宝们都要回家啦！
大家一定要先看仔细，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千万别走错了！

2、幼儿边念儿歌边模仿小动物的样子回家去（小兔小兔跳回
家，小鸡小鸡跑回家，小猫小猫走回家，小鸟小鸟飞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