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精
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篇一

（学生有表情地背诵《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

师：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早发白帝城》也是李白的著名诗
篇。（板书课题）

点评：导入设计朴实、得当。新课一开始，学生就摇头晃脑
地背诵学过的古诗，身心愉悦地投入到学习中，他们表现的
欲望得以满足，同时，能自然地进入学习古诗的氛围，激起
学习古诗的兴趣。

师：我们先来了解《早发白帝城》的内容（演示课件）。同
学们读读古诗，注意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学生自由练读
诗歌）

师：（指名读）大家注意听，这个同学读得是否正确。

生：他把“朝”（zhao）读成了“朝”（chao）。

生：“啼”的发音不准。

点评：正确地读是学习古诗的基本要求。教师先让学生听读
古诗，初知诗的内容，予以正确的朗读示范；接着让学生自
读古诗，提示学生分辨5个多音字（发、朝、间、还、重）在



诗中的读音，再检查、反馈。此教学环节中强调了多音字的
正确读音，有助于学生领会字、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师：同学们再读古诗，边读边想想字、词在诗句中的意思，
把不能理解的字词标出来。  （师生释疑，扫除字词障碍）

师（板书“江陵”）：江陵，是现在的湖北省江陵县，在白
帝城的下游，距离白帝城有上千里路。（教师边介绍边绘简
笔画，让学生体会路途的遥远）。

点评：理解字词是读懂古诗的前提，老师留出充足的时间让
学生自读自悟，质疑讨论，将独立思考与合作学习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同时，由于学生受自身认知水平
的局限，仍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教师对“江陵”一词的讲解
就很有必要，体现了老师的主导性。

师：弄懂字、词的意思后，我们来说说句意。谁来大胆说说
第一行诗的意思？

生：早上，离开了在彩云之间的白帝城。

师：他讲得怎么样？

生：他讲得不完整，没有说明谁离开了白帝城。

师：请你添上“谁”，再把诗意说一说。

生：早上，我离开了在彩云之间的白帝城。

（有的学生提出用“作者”、“诗人”替换“我”，教师肯
定）

生：我认为把“在彩云之间的白帝城”说成“被云彩环绕着
的白帝城”更好。



（教师大加赞赏后，请该生将诗句的意思重说一遍）

生：早上，诗人辞别了被彩云环绕着的白帝城。

师：不错，你还把“离开”一词换成了“辞别”，表达得更
贴切。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三、四行诗句的意思。

（同学们分小组讨论，老师引导，启发学生说清楚）

师：弄懂诗句的意思后，咱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流利地朗读
全诗。（学生朗读古诗）

点评：教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引导他们运
用“补”、“调”、“换”等方法把诗意说通顺、讲明白。
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流利地朗读的要求。教学中，教师亲切
的态度，鼓励的目光，激活了学生的思维，使他们产生了学
习的内驱力。

师（出示课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同
学们看到画面有什么感受？

生：长江两岸的风景真美。

生：我觉得船行的速度很快。

生：小船好像飞起来一样。

生：是诗人的感觉，诗人觉得船走得很快。

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老师给同学讲个故事吧：公
元759年3月，诗人因受牵连，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时，传
来皇帝赦天下的消息，所有的罪人都免罪。诗人欣喜若狂，
拨转船头，放舟东下江陵，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
来的。大家有感情地读读全诗，把诗人当时的心情通过朗读
表达出来。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师：同学们读得这么有感情，能说说自己的感受吗？

生：从“彩云间”我体会到，诗人得到免罪的消息后，十分
兴奋，因此觉得环绕在彩云之间的白帝城特别漂亮。

生：猿声悲啼本来是使人很不舒服的，但是此时诗人却觉得
猿猴的啼叫是在为他欢呼，向他辞行，可见诗人多么高兴。

生：我认为诗人此时的心情，不但兴奋、激动，而且舒坦，
他乘坐在轻快的小船上，欣赏着祖国美丽的山河，想到就要
回到家乡，见到亲人，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师：同学们谈得很好。让我们把自己当成大诗人来有感情地
吟诵这首诗。

（学生放声朗读，进入了诗境）

师：这首诗不但文字优美，而且感情丰富，我们争取把它背
下来。（学生背诵古诗）

点评：理解重点词语，调动想象之后，学生进入如画的诗境。
教师插述的小故事，使学生感受到了诗人激动而欢快的情绪，
对诗的体验与感悟也有了一个飞跃，达到了一个新的教学高
潮。

[总评]

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篇二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8个生字.



2.理解《早发白帝城》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景象,
感受诗人的心境,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

3.学习利用注释,展开想象,读懂古诗;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初
步了解古诗对仗工整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引入

通过预习,你们记得以前学过李白,杜甫什么诗吗

介绍古诗的特点:和谐的韵律,敏锐的观察,奇妙的联想,精巧
的构思,艺术的表达,浓缩的精华.

二,生字

1,字形:鹭,岭,陵,猿

2,字义:

朝:

辞:

还:

鸣:

泊:

千秋雪:

3,读读两首古诗.



三,学习《早发白帝城》

1,释题:早上从白帝城出发

2,读一读诗,填空.

李白这位诗人坐船从( )到( )去.

3,小组学习:

(1)组内读诗,说说这首诗讲的什么意思

(2)你们感受到诗人当时什么心情 从哪句中感受到的

(3)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小组内解决不了的提出来.

4,反馈:

(1)体会李白的愉快心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领略沿途所见到的绮丽景色.

(2)出示背景图,教师讲解.

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天,李白因永王麟案,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
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大赦,惊喜交加,随即放舟东下江陵.此
诗书写了当时喜悦畅快的心情.白帝城因"彩云间"而显出地势
之高,为全篇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蓄势.

诗的第三句境界更为神妙.李白身在这如脱弦之箭,顺流直下
的船上,心情是何等的畅快而又兴奋啊!三峡水急滩险,诗人此
时行舟轻如无物,其轻快可想而知,才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诗
人历尽艰险重屡康庄的快感,亦自不言而喻了.诗的最后两句,
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
结,因物兴感,精妙无论.



全诗给人一种锋棱挺拔,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赏其气势之豪
爽,笔资之骏利,尚不能解其中意.全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
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故雄峻迅疾中,又有豪情欢跃.
快船快意,使人深远.后人赞此篇"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千百年
来一直为后人视若珍品.为了表达畅快的心情,诗人还特意用
上平"删" 韵的间,还,山作韵脚,读来是那样悠扬,轻快,令人
百诵不厌.

5, 从哪里看出来诗人的心情的.读一读

看图再读诗体会作者的心情.

6,小组内读一读这首诗,并背下来.

四,作业

1,找找李白的其它诗词.

2,背诗及注解.

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篇三

《早发白帝城》是千古传颂的名家名篇，诗文语调精美易读，
内容通俗易懂，而且语言精练，用词准确。在教学本课时，
针对古诗文要注重诗文阅读这一特点，设计了“三读”的教
学步骤：初读、细读、精读。

初读，要求是读准字音和诗句的音韵节奏。在本环节教学设
计了范读和欣赏配乐朗诵，引导了学生更好的发现了古诗的
韵律美，从而品味了古诗的语言美。对于学生理解古诗的思
想内容和写作艺术，以及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具有
重要的意义。

细读，要求读懂词意和句意，进而理解诗意。由于文字是抽



象的图画，图画是形象的文字。在本教学环节，利用多媒体
手段，突破教学的难点，让学生一边观察图片，一边想象诗
的意境，并通过合作学习和自学的两种模式，归纳诗句意思。
因此整个教学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潜能。

精读，在古诗教学中，挖掘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是教学的关
键所在，因此本教学设计了精读课文这一步骤。具体做法是
让学生默读诗文，找出认为用的好的词语，体会其妙处，从
而走进诗的意境，深入理解了诗的内涵，自主感悟出作者的
思想感情。这一节可贵之处，还有老师引导学生体会“还”
字的妙处。教学中不是老师的讲解，而是把理解的权利还给
了学生，让学生通过讨论来体会“还”字的妙处。进而引领
学生走进诗人的心境，感受其愉快的心情。

最后在结课时，以观看录像和欣赏歌曲结束教学，更具有画
龙点睛的妙处。因为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美，
认识美，欣赏美，理解美。这一设计，让学生更进一步感受
到了古诗的美，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使整堂课回味无穷。

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篇四

教材分析：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写的一首千古名诗，全诗共4行2句，写诗
人乘船从白帝城返回江陵时的愉悦心情，前两句写早晨辞别
了朝霞缭绕的白帝城，顺长江而下，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千
里之遥的江陵。后两句写三峡两岸树木中猿声响成一片，走
出很远仿佛还能听见，整首诗写得轻灵飞动，生动地传达了
诗人的喜悦心情。

学情分析：

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能够背诵古诗，进而理解诗人的愉悦



心情。学生在学习本课时，看插图、看视频、配乐反复吟诵
课文，体会诗人的心情。

“发、朝、还、重”四字是多音字，可以通过组词区别字音。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利用多种认字方法认本课3个生字，会写5个生字。

过程与方法

通过反复诵读，背诵古诗。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诗意，体会作者遇赦后乘船东归的愉快心情，激发学生
学习古诗的兴趣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感受诗的意境美。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乘船东归的愉快心情。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片，激趣导入。

同学们，在很久以前，唐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被人们
称为“诗仙”是谁呢？（出示李白头像）我们已经学过不少
李白的诗，你会背哪一首，背给大家听一听，指名背，今天
我们再来学习一首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师配乐讲故事

二、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师范读古诗，读后让学生评价。

2、配乐再读古诗，让学生评价读得怎样。

过渡，听完古诗，你一定也想读对吗？试一试读。

3、生自由读古诗。

读时要求：读正确，通顺。

4、指名读，齐读。

5.学习多音字“发、朝、还、重”进行区别字间，分别口头
组词。

三、品读古诗，感情意境。

过渡：让我们再深入的读一读古诗，你读懂了什么？

1、出示古诗内容、



2、指名读前两行。

4、问：从诗中看出李白什么感受？

5、师述：白帝城在山顶处（指图）从白帝城返回江陵有一千
多里水路，因为李白急着回家，把好消息告诉家人所以试着
用高兴的心情去读前两行。

6、齐读前两行。

7、指名读。

8、指导朗读，板书：辞、还。

9、指名读后两行。

10、看视频。师述：两岸的猿猴很多，一眨眼工夫，小船已
过了很多座山，好象一只猿猴没叫完，船又到了另一只猿猴
叫的地方，想象李白去时和回来时是同一条小船，但感觉不
一样，去时伤心，回来高兴，又是顺水行舟，所以轻舟已过
万重山。

诗中的“一日还”“万重山”是李白的夸张的手法，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危楼高百尺”等
诗句都是作者夸张的写法，这是李白特有的风格。

11、齐读后两行。

12、指导朗读全诗。

四、再次朗读，升华情感。

过渡：这么美的诗还想读吗？

1、打节奏朗诵。



2、表演读。

3、配乐朗读。

五、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过渡：诗读的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生字。

1、齐读生字。

2、“帝”“岸”两字的写法。

六、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早发白帝城

辞 还 啼 过

白帝城江陵

愉快

北师大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的7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能用自己喜欢的方
法学习字词。

2、领会诗的规律，能正确流利地朗诵诗歌，并会背诵。

3、理解诗歌内容，体会思想感情，提高对于诗歌的感受力和
鉴赏力，加深对祖国大好山河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教学重点：

认识七个生字，会写十个汉字。

教学难点：

理解诗歌内容，背诵诗歌提高对诗歌的鉴赏力。

教学准备：

1、有关三峡景色的音像资料，挂图等。

2、惧有关李白的资料。

3、准备生字卡片。

4、适合诗歌朗诵的音乐

第一课时

一、导入

观察诱情。由情入文，老师利用音像资料或挂图将三峡美景
展现学生面前，让学生在观景时产生赞叹之情，再由情入文，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就是我国的”三峡“，这里的景色
美不美，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你的心情又怎样呢?我国唐代
有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李也到过三峡，当时他的心情也和
你们一样，轻松而愉快，在这样的情绪中他留下了一首流传
千古的诗歌，你们想学一学吗，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
首古诗《早发白帝城》。

二、新课

(一)自学



1、自读，轻声朗诵古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运用自己喜欢的
方法(看书下注间，通过上下文猜字，借助字典等方法)自己
解决。

2、正音，指名读古诗，尤其注意多音字的读法。发，朝，还，
重。

3、互检，读给同桌听一听。

(二)识字

1、你认识了哪些字，找出来带大家读一读并组词。

2、游戏巩固。

(1)开火车读字组词。

(2)“读一读“找一找，利用字卡，你读我找。

(三)写字

1、观察。观察字形，结构，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找出你认为
需要注意的地方，提醒大家。

2、指导。对学生认为的难写的字进行范写指导，其他的字学
生照书自行书写。

3、交流评价，(自评、同桌评、小组评)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
生正确评价，有条件的还可采用大范围评价，如全班评。

(四)练习

1、读读我们写过的字。

2、这些词语应该怎样读，试着讲一讲它们什么时候怎么读。



重量重复重要重叠

归还还是还有还原

出发发现理发发明

“重“在形容词前读重，表重复读重，还在副词时读还，作
动词用读还，发在名词中读发，在动词中读发(学生可从词的
角度式意思来认识，不必讲解语法知识，可以在具体的语言
环境中让学生理解，让学生说句子。)

第二课时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古诗《早发白帝城》，谁能把它读一读，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二、新课

(一)解题

这首诗的题目《早发白帝城》，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早
上从白帝城城出发)白帝城;地名，在原四川省今重庆市城东
边白帝山上，原名紫阳城，城居高山，地势险要。

(二)交流

1、自读。自读全诗，画了不理解的句子，词语，借助工具书
解决。

2、合作学习。

(1)组内汇报自学的情况。



(2)提出不懂的问题，交流解决。

(3)诵读，体会诗人的感情。

3、汇报交流，以最的形式汇报朗读，提出还有疑问的地方全
班交流(此时可能还有学生有个别问题，如为什么叫“还”，
江陵那么远怎么说“一日还”，程度好的学生可交流，老师
也可做适当点拨。)

4、诵读悟情

(1)诗人此时会是怎样的心情，试着说一说。

(2)听录音诵读、感受。

(3)试着和你身边的人互相读一读，注意感情。

(4)用你喜欢的方式给大家读一读。

5、背诵

(1)老师发现这首诗同学们已经读得很好很孰了，甚至还有一
些同学已经背下来了，是不是?那就请会背的同学站起来，背
给大家听一听。

(2)你们背得很好，老师也想背一背，请刚才没背过的同学和
我一起背，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