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
小学二年级语文绝句教材教案(优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写总结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
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理解古诗中重点字的意思和在诗中的含义。

2、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古诗，并能背诵。

3、通过熟读，体会古诗的意境。

过程与方法

指导学生运用多种形式反复诵读诗文，结合具体语境展开想
象，从而让学生在自读自悟的过程中体会诗的意境。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诗人宁死不屈的品质，感悟其强烈的爱国热情。

2、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体悟诗人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操。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诗人的相关资料及写作背景，收集爱国的诗歌。

教学过程：

一、咀嚼诗句——温情

1、(投影出示)《静夜思》

学生齐读

2、提问：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情感?

学生：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生答(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

4、过渡：“诗中寓情，情中育诗”，我们感受到了古代文人
李白和王唯那种淡淡的思乡之愁，触摸到了那细腻的情感。
那再让我们来感受一种浓烈的情感。

5、板书：夏日绝句

(设计意图:“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以
情感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库，让他们在感受
诗人情思的同时，激起他们学习古诗的兴趣，明白古诗
中“一切景语皆情语”。)



二、初读寻疑——酿情

1、(出示《夏日绝句》)学生齐读

2、学生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归纳并出示

1、为什么诗命名为《夏日绝句》?

2、我很想了解一下李清照。

3、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

4、诗人为什么会怀念项羽?这和她所要表达的感情有什么联
系?

5、学生汇报交流，教师相机出示诗人和写作背景。

(设计意图：积累在学语文的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新课标中
也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
主探究的习惯。)

三、细读品味——悟情

1、学生自由朗读诗歌。

2、品读3、4句

a.提问：从哪两句诗看出诗人怀念项羽?

生答并出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学生齐读



b.引导：那从哪一个字可以看出诗人对项羽深深的怀念?

重点理解“思”字后，指名读。

c.点拨：诗人为什么如此怀念他?谁能向我们介绍一下项羽这
个人物?

学生回答

引述：项羽突围到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急速渡江，回到江东，
重整齐鼓。项羽自己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便回身苦战，杀
死敌兵数百，然后自刎。这种宁死也不屈的精神怎么不叫诗
人深深地怀念呢?孩子们，让我们把诗人这种深深的怀念之情
读出来吧!(齐读)情感再浓烈一点(齐读)。

d.冥想：(播放音乐，要求学生闭上眼睛，教师进行引述)

点拨：此时你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和情景?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指导朗读：孩子们，请用你的声音表现出对项羽这个英雄人
物的怀念之情，请你声情并茂地传递对他的崇敬。

引读：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a.生齐读出示：生当作人杰，死亦当鬼雄。

b.提问：“人杰”、“鬼雄”你是怎样理解的?

谈谈你这两句诗的理解。

c.指导朗读：一个内敛、含蓄的女诗人却有如此宽广的胸襟，
人们怎么不为之动容呢?所有的女生让我们站起来，把这种气
魄读出来。(女生读)你们的决心老师感受到了。来，男生们，



拿出你们的男儿气概。(男生读)面对浩瀚的江水我们一起来
吧!(师生齐读)

指名读，并请学生相互评价。引导“亦”应重读。

e.点拨：孩子们，我们的女诗人此时此刻想表达出一种什么
情感?

(生答)

这份宁死不屈的爱国热情真是荡气回肠呀!让我们再次感受这
份浓烈的情!(齐读全诗)

(设计意图：以诵读体味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注重在诵读中涵
泳、意会、体味。创设情境，使枯燥的文字转化成丰富的形
象，让丰富的形象又生发出更为多彩的画面，这样静态的阅
读中注入了动态的生成，使隐含的意境逐渐显现。让学生凭
借意象的力量，超越时空，感受诗歌永恒的本色。)

四、拓展延伸——释情

1、讲述：在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文人过客如李清照一样抒
发着自己的爱国热情，让我们走近他们去感受那份挚热的情
感吧!

学生交流搜集到的古代爱国诗篇，并请他们说说自己的感受。

2、提问：那这一首首爱国诗篇，这一颗颗赤诚的心与你有什
么关系呢?(生答)

3、总结：是呀!爱国热情是不会受空间限制，也不会随时间
而减少的。我们欣赏古人，我们佩服古人，我们会把他们传
承下来的爱国热情继续加温，让崛起的中国更加强大。



(设计意图：教师除了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之外，还应注
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成的独特感受，引导他们主动学习，
主动探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再通过联系实际生活，
使民族文化的因子逐步融入学生的骨血，为他们的生命着上
民族的底色。)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习李清照高尚伟大的爱国精神，培养同学热爱祖国、奋
发图强的精神。

2、在古诗教学中将复杂的历史背景运用多媒体加以介绍，使
同学入情入境，深入理解诗句的含义。

3、鼓励同学查资料，讨论，自读自悟，促进同学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高。

课前准备

通过阅读、上网查资料，了解有关南宋的历史和李清照的生
平和项羽的有关资料，将收集的资料与同学交流。

教学流程

一、运用多媒体导入新课，激发同学兴趣，了解历史背景。

1、播放《射雕英雄传》片段

（荡气回肠的音乐，激烈严酷的战争局面给同学以强烈的震
撼）

2、师导入：刚才，同学们看到的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的`片段，虽然是武侠片，可是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
屈辱的历史。由于金兵大肆入侵中原，北方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饱受战争之
苦，这其中就有一位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同学们通过查资
料，已经了解了一些南宋的历史和李清照的生平，谁来向大
家介绍介绍。

3、同学将收集的资料用实物投影仪显示出来并向大家介绍。

如同学介绍不完整，可补充：

李清照：（1084~约1151）

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著名女词人。她出身于一个具
有文化保守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是一位散文家兼学者，
十八岁时与太同学赵明诚结婚，混后婚后居汴京，生活幸福。
建炎元年，李清照因靖康之耻南下，建炎三年，赵明诚病逝
于金陵，李清照只身逃难，几年后转寓临安，孤苦伶仃地度
过寂寞的晚年。

靖康耻：

北宋靖康二年，金兵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北宋王朝
在统治一百多年后宣告灭亡，历史上称这次事变为“靖康之
变”百姓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又称“靖康耻”。

之后，宋钦宗的弟弟赵构作了皇帝，定都临安（今杭州），
历史上称为南宋。〉

（由于本课涉和的历史背景较复杂，事先安排同学收集资料，
并利用多媒体加以介绍，对同学理解全诗大有协助，同时也
培养了同学的自学能力。）

二、用多媒体出示全诗内容，指导朗读。



1、师导语：在那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时代，老百姓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南宋统治者却整日沉浸于享乐，不思恢
复中原，公元1127年，李清照途经当年项羽自刎的乌江渡口，
触发了她痛国伤时的无限感慨，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夏日绝
句》。

2、用多媒体出示全诗。

（在激昂的琵琶声中，毛笔楷书的诗句一一出现，师富有感
情地大声朗读。）

3、提问：同学们听出老师带着怎样的感情读这首诗吗？（悲
愤、激昂）

谁来试着读一读？

4、请三、五名同学大声朗读，其他同学评一评，谁读得好，
为什么？

5、全班同学有感情地大声朗读。

（用多媒体课件，入情入境，一下子将同学带入诗中描绘的
意境中，因此，同学读得非常有感情。）

三、分小组讨论，理解诗句含义。

1、理解第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同学讨论后发言：活着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成为鬼中
英雄。

2、理解“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同学讨论后发言：至今人们还怀念项羽，佩服他宁死不肯逃
回江东。



3、考虑讨论：

（1）“项羽”是什么人？李清照为什么“至今思项羽”？
（说说项羽的故事。）

秦朝末年，统治者的残酷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各路豪杰纷纷
起义抗秦，项羽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转战中原，消灭秦军
主力，立下赫赫战功，秦朝灭亡后，与刘邦争夺天下，最终，
项羽兵败亥下，退至乌江渡口。当时，乌江亭长劝他急速渡
江，回到江东，重振旗鼓，项羽觉得自身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不肯过江逃生，便下马步战，杀敌数百，负伤十余处，最后
从容自刎，时年31岁。

（2）读了这段文字，你理解了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吗？

师小结：是啊！项羽活着是西楚霸王，人中豪杰，就是死，
也要做鬼中英雄，而决不屈膝投降。而南宋的那些统治者却
在做什么？请同学们再看一段资料。

（多媒体放一段有关的历史资料）

（3）看完这段介绍，你又有何感想？

师小结：虽然岳飞被害的事情发生在李清照写这首诗之后，
但假如李清照知道了这件事也一定会痛骂当时的统治者。有
一首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反映的就是
当时中原人民的状况，而另一首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
杭州作汴州”反映的就是状况，面对这样的遗民，面对这样
的统治者，李清照再也忍不住了。

四、在理解全诗的基础上，对同学进行语言训练和朗读指导。

师过渡：李清照大声地呼喊“南宋的统治者啊！你们为什么
不能像项羽那样……”生接着说“南宋的统治者啊！你们为



什么……”

（诗句内容较简单，同学通过自学讨论就能理解诗意，后面
几道考虑题让同学进一步理解李清照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五、总结全诗，朗读升华

1、师总结：是啊！一个封建时代的弱女子竟有如此的爱国情
怀，竟有如此的胸襟和气魄，实在令人佩服。

2、讨论：读了这首诗，你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

3、师小结：做人要像李清照那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做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同学们只有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勤奋
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才不会受敌人的
欺辱。让我们怀着对李清照的敬仰，让我们抱着“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再一次大声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吧！

4、配乐朗读全诗，让同学的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地升华。

（在激昂的琵琶曲中，同学们对着大屏幕上的诗句大声朗读，
让这首诗的字字句句和李清照的精神永远留在同学们的心中。
）

六、作业

1、写一写这首诗的读后感。

2、读一读李清照其他的诗词。

（在古诗教学中注重“情境交融”，不只能促进同学理解诗
意，更能协助他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和诗中的意境，激发他们
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篇三

本节课，我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
学，读写结合，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学生学习兴趣盎然，教
学效果较好。

1、创设情境，激发学习热情

上课开始，我先让学生根据自己所查的资料，介绍作者，用
充满热情的语言，创设自主学习的情境，然后通过播放课件，
把学生引入画面之中。美丽的春景伴着轻快流畅的乐曲，大
家跃跃欲试，争先说出自己看到的情景，学习古诗的热情空
前高涨。

2、充分重视古诗朗读。关于读的设计，这节课主要体现在个
环节：初读读准读通古诗；自读交流诗意；研读写法入诗境；
熟读成诵悟诗情。整个教学过程以读为主，虽然读的形式并
不多，但每一次都有明确的目的，都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理
解，体现了读书的层次，让学生在读中悟，在悟中读。

3、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这节课上我积极创设学生读诗、学诗
的情境，借助多媒体教学课件，让学生在春天的图景中轻松
走进古诗学习的环境，放手让孩子们借助工具书、注释和已
有经验自学古诗，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叙述诗人描绘的画面，
用图画、音乐感染学生，走进古诗的意境。学生是主动的参
与者，又是体验者。

4教学中的不足：

教学时间安排得欠合理。整个40分钟的教学总是显得前松后
紧。由于给学生讨论的时间过长，下课时积累杜甫其他诗句
的环节和作业环节没能实施。这也是以前我的课堂上曾经出
现过的问题。也许是教学的节奏不够紧密，环节安排不够合
理，教学时间是我经常遇到的困惑的问题。



无论是语文课还是其他学科，老师们都感到对学生的评价很
难。来到回小，每当听到教师讲课时，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就
是他们常常对他们给予学生精彩的评价。我一直努力学习对
学生进行鼓励性、针对性的评价，但是在讲课过程中仍然我
还是对学生的评价不够及时，语言不够丰富。

《绝句》是唐朝诗人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所作。本诗是其中
的第三首，描写了草堂门前浣花溪边的春景。

这首诗色彩明快，意境开阔。全诗每句一景，声、形、色，
近景、远景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彩、开阔生动的画卷。
描写有动有静，鸣啼的黄莺，飞翔的白鹭是动景，千年积雪，
停泊行舟是静景，动静相间，和谐完美。这明快开朗景色的
描绘，反映了诗人欢快激扬的思想感情。全诗对仗工整，语
言凝练，令人心旷神怡，百读不厌。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上，我通过激趣引题、整体感知、想象
画面、感情朗读四个体会对仗之美由浅入深，层层展开，引
导学生领会诗意、体味诗境，受到美的熏陶。在教学中注重
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新理念，将学生的“自主学
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鼓励和引导学生大胆地想，尽情地
读，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想象飞起来，语言活起来。

一、创设情境，诱发热情

上课伊始，我用充满热情的语言导入，我说：“公元七六三
年，杜甫得知故人严武回到成都，也跟着回到成都草堂。这
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这生气勃拨勃的景象，情不自禁，
写下了这一组即景小诗。由于事先未拟题目，写成后也不打
算你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这节课，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诗的美，景的美。把学生引入诗情画意之中。

二、想象画面，引入诗境



“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于亲”古诗教学必须具有鲜明的形象，
使学生可见可闻，产生真切感，才能入情入境，正所谓“诗
画一家”。本节课的教学亮点是引导学生根据诗句，展开想
象，促使其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将零散的事物组织成一幅
完整、隽永的图画，提高感受美、理解美、鉴赏美的能力。

三、反复吟诵，升华诗情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诵”。读的活动在教学中
是一以贯之，从自由练读到品析美读再到深情诵读，把诗所
展示的形象与诗的韵律、节奏、激荡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进
而感受诗人欢快激扬的情感，升华了诗情。

四、找对子，体会对仗之美

这首诗，上联是一组对仗句，下联也是一组对仗句。因为学
生学过对对子，所以在感受了课文后，我让学生去找一找哪
句话和哪句话相对，哪个词和哪个词相对，来感受对仗的美。

《绝句》这首五言绝句极其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明净绚丽的春
色图。这首诗画面优美，格调柔和，寓情于景，显示出春天
蓬勃的生机和诗人结束奔波流离生活后，愉悦闲适的心情。
反复诵读此诗，给人一种春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带着对这
首诗的喜爱，我饶有兴致的开始了教学。

上课伊始的“说说关于春的成语”比赛一下子将气氛领了上
来，孩子们似乎进入了春天的世界，一双双小手高举过头，
一种“春天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教室。

古诗教学，少不了“指导朗读”。在游戏导入，激发兴致后，
又紧接着让孩子们自由读诗，边读边想想哪句古诗最能让你
感受到春天来了。孩子们在小组里面大声的朗读着，说着自
己的想法，那景象，好不热闹。“我觉得春风花草香这句诗
最有春天的感觉，因为春风一吹，花儿都开放了，草儿也从



土里钻了出来，探出脑袋张望这美丽的世界，到处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我觉得这就是春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象你的
心情怎么样呢？”“很高兴，很欣喜！”“那你能将这句诗
大声的朗读出来吗？”“能，……”就这样，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下，在孩子们个性化的解读中，我完成了对本诗的教学。
让孩子们的自主、自由的解读代替老师的枯燥乏味的解释，
但同时又从孩子们的回答中给予指点引导，并进行朗读的指
导。

或许是自己对这首诗的喜爱，或许是孩子们的表现很好，或
许是这样的教学设计较为合理，本堂课孩子们和自己的状态、
配合都非常的默契，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沟通交流中，
一起走进了那富有诗意的春天。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篇四

1、让同学们准确的读写古诗绝句，并大概的了解诗句的意思。

2、让同学们准确阅读需要认识的字，准确写出需要记住的字。

3、能背诵本课古诗词。

教学重难点：

1、掌握本课生字，背诵古诗。

2、理解诗意，体会作者的喜悦心情和开阔胸怀，培养学生热
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请同学们听歌曲《春天在哪里》，并说一说，自己所找到
的春天。



2、揭示课题，板书作者和课题。

二、学生介绍诗人，一起解读诗题。

三、小组合作，读古诗，学习生字词。

四、师范读古诗，学生读；多种形式读，体会古诗的韵律美，
读出节奏感。

1、师打节拍范读古诗，生学着打节拍读古诗。

2、生打节拍个人展示读古诗。

3、分小组打节拍读古诗，体会古诗的韵律美。

五、结合图片，读诗句；抓住字眼，说诗意；根据诗意，感
悟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这首诗中作者描写了哪几种景物生说师画。

2、抓住字眼，理解诗意，重点理解“含”、“千里雪”
和“万里船”。

3、带着理解，再次读古诗，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4、拍起小手填诗句，背一背古诗。

六、提升拓展

1、如此美丽多彩的古诗，让我们来一起演唱一番吧。师演唱
古诗，生听并学唱。

2、大自然的景色是如此的多彩美丽，让我们善于发现身边春
天景色的美丽，请同学们课下搜集一些关于春天的诗句读一
读，去写一写，画一画自己身边春天的美丽景色。



谢谢大家。

部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篇五

一、培养自我实现的快乐学生

二、培养热爱古文的儒雅学生

依据上述两点，结合我班实际，对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注意了
以下两点：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激发学生学习和积累古诗的兴趣，能背诵一到两首杜甫的
诗、描写春天的诗。

教学重难点：

1、对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理解。

2、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的畅快心情，有感情地
朗读并背诵古诗。

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

1、收集有关杜甫的资料。

2、背诵一到两首杜甫的诗。

教师准备：



图片资料：有关春天的图景、《绝句》描写的景象图。

文字资料：杜甫其它诗句，如《春望》、《迟日山江山丽》
等。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古诗、导入新课

1、在音乐的伴奏下，欣赏春天的图画，复习描写春天的古诗。

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这幅画可以有我们学过的哪一
首古诗来描绘呢？

2、生交流，看图片背诵《宿新市徐公店》、《村居》、《春
晓》等。

二、范读古诗、了解背景

1、画面配乐范读，整体感知。

2、了解诗人及写作背景。

（1）学生简介杜甫。

（2）视频播放杜甫及其草堂，教师解说。

三、初读古诗、学习生字

1、提出要求：自由朗读，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自读古诗。

3、检查效果。

（1）认读生字，口头组词。

（2）、指生读诗。（评价：第一次读就读得这么好，真不
错！）

四、细读古诗，领悟诗境

学习第一句

2、指生回答，相机板书简笔画：黄鹂、白鹭、翠柳、青天等。

3、理解词语，感受诗句的声音美和色彩美。

（1）通过看图片，做动作理解“黄鹂”、“白
鹭”“鸣”、“上”等词。

（2）通过给图画配颜色理解“青天”、“翠柳”等词。

（3）播放动画

4、再次练习朗读、指名读、指导读、男女生赛读、师生合作
读。

5、启发联想。

过渡：读着这两行诗，老师又想起了一些相似的诗词，你联
想到了什么呢？

6、生交流，老师指导。然后出示句式：

7、生表演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学习第二句

1、生自读诗句找景色。（板书简笔画：山、船）

3、教师借助课件、实物（相框）等相机指导理解含、泊等词。

4、谈话表演理解第二句诗。

（1）你们猜猜这西岭上的积雪大概有多少年了？

根据学生的回答解释“千秋雪”。

（2）门前停泊的船打算到什么地方去？从这儿出发远不远？
大概有多远？

指生扮演小船家和教师表演。

5、指导朗读。

6、启发联想。

（2）想像画面，描述画面。（相机板书：有动有静）

五、指导朗读，背诵古诗

1、课件出示《春望》，师范读。

2、齐读《绝句》。

3、播放古诗完整动画，生看画面表演、背诵。

4、唱古诗。

六、体会写法、总结学法



1、出示：两个对一行

2、诗句中还有哪些地方是对仗的，找出来读一读。

根据学生的回答课件出示诗文中的对偶词语。

黄鹂对白鹭、鸣对上、翠柳对青天、窗以门等等。

3、小结学习方法。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引导小结。

板书：读——想——说——诵——演

七、课外延伸，布置作业

1、用上述方法学习杜甫的另一首《绝句》。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暧睡鸳鸯。

2、交流课前收集的杜甫写的诗。

3、自选作业（二选一）

（1）给古诗配上一幅画（也可任选一句你喜欢的诗配画。）

（2）课外学习杜甫的其它古诗或者是描写春天的古诗。

板书设计

有                  绝   
句          有



声     青  天（简笔画）   白  鹭（简笔
画）    动

有     翠  柳（简笔画）   黄  鹂（简笔
画）    有

色     千秋雪（简笔画）   万里船（简笔
画）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