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汇总9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会认16个生字，规范、正确地书写“烤”，掌握1个多音字。

2.观察图片，正确说出各种美食的名称。

【过程与方法】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初步了解中国的美食文化，激发对中国美食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1.会认16个生字，规范、正确地书写“烤”，掌握1个多音字。

2.正确读出各种美食的名称。

难点：



归纳总结汉字的构字规律。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通过本单元前面课文的学习，我们欣赏了祖国的
壮美山河、了解了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聆听了汉字的故事，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的美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勤
劳、智慧的中国人把中国的美食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华美食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声誉。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一起
来学习《中国美食》，板书课题，一起齐读课题。

2.联系生活，激发兴趣。

二、初读课文，感知中国美食的特点。

1.出示“凉拌菠菜”图片，生齐猜名。再依次出示其它美食
图片，猜名字，图文初步认识11道美食名。

欣赏完这些美食图片，你最想说什么？你看到了怎样的美食？
指名说。

师总结中国美食的特点。

2.生打开书同桌合作玩你指我读的游戏，相互订正字音，引
导发现编排时有七种菜肴、四种主食。

三、再读课文，识字认字。

1、出示11道美食名，带拼音、去拼音多种形式读。（读准红
色字音）

开火车读、小组读、指名读，生相互评价。



2、多种方式识字。

（1）根据课前预习先指认结构较特殊生字，用字组词，交流
识字方法。

（2）出示“蒸、煮、煎、烤、炖、炸、爆”，引导学生通过
课后题查字典，发现并总结归纳汉字构字的规律。引导发现
多音字“炸”，并在具体语境中学会应用。

（3）交流其余字的识字方法。

3、检测。

将本课认的字放在具体菜名中多种形式检测，再玩送蔬菜的
游戏。

四、指导书写“烤”字。

1、仔细观察字形结构说说写时应注意什么？指名说。

“烤”字左右结构，右边是个“考”。“火”做偏旁变瘦长，
最后的捺变点，“考”的撇较舒展。

2、认真描一个写一个。注意写字姿势，头正身直足安。

3、展评学生的书写。

五、再读课文，巩固识字。

凉拌菠菜、香煎豆腐、红烧茄子、烤鸭、水煮鱼、葱爆羊肉、
小鸡炖蘑菇

蒸饺、炸酱面、小米粥、蛋炒饭

1.齐读上述美食名称。



2.教师小结。

六、作业。

1、会认本课生字，在练习本上规范书写“烤”。

2、向家长了解常用的烹饪方法，圈出本课中使用的烹饪方法，
说说制作哪些食物时需要用到这些方法。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2．掌握课文中的生字词的字音、字形和字义。

3．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4．了解小露珠的形成过程。

教学重点：

1．掌握课文中的四个多音字“降、露、乐、钻”。

2．“越来越……”句式的学习。

教学难点：

理解“光彩熠熠”。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呀？师生交流

2．今天，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
自我介绍吧

这位新朋友的名字是？

齐读课题：小露珠

3．那你们想了解这位新朋友吗？想

首先，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课文，和我们的小露珠交个朋友
吧。

二、生词关

1．小露珠说要和她交朋友，还要先过个关。什么关呢？那就
是生词关，过关的小朋友，才能和我们的小露珠交朋友。

2．出示生字词

哪位小朋友先来过关？和小露珠交朋友

生领读

降临黄豆粒珍珠披着植物

俊俏戴上一股袭来吹奏乐曲

露珠钻石草杆光彩熠熠

喇叭水蒸气笑盈盈水晶

（师生交流生字词的字音和字形）



3．多音字“降，露，乐，钻”的学习

瞧瞧，谁是火眼金睛，发现得最多、最快？

同学们真厉害，生词关一点都难不倒你们。下面我们就来认
识一下小露珠吧

三、初读课文

（一）第一段

1．齐读第一段

生词读的好，相信大家的课文也能读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段

2．找时间点

这一段中有两个时间点，请大家找一找：夜幕降临黎明

夜幕降临：夜晚到来的时候

在夜晚到来，夜幕降临的时候，小露珠怎么了？

板书：出现

这时候的小露珠是小小的

黎明：天快亮的时候

天慢慢亮了，这时的小露珠是什么样的？

板书：黄豆粒

3．生自由读第一自然段（出示：第一自然段）



4．教学“越来越大，越来越亮”

（1）读读这两个词语，想想小露珠的什么在变化呀？（大小、
亮度）

（2）是呀，小露变得又大又亮。读这句话，要能让大家感觉
小露珠在越来越大，越来越亮，那么你就是最棒的。谁来试
试？（指名读）

（4）你能像书上一样用两个“越来越（）、越来越（）”说
一句话吗？说出一样事物两方面的变化。老师给你们点提示。

出示：我每天练习写字，我的字写得越来越（），越来越
（）。

我家门前的小树苗长得越来越（），越来越（）。

（5）你们说得越来越精彩了。我们一起读第一自然段，感受
小露珠的调皮、可爱。（全班齐读）

5．过渡：天亮了，小动物们也都睡醒了。看他们和小露珠在
打招呼呢

（二）第二段

1．这是谁在和小露珠打招呼呀？

小青蛙

2．谁来读读第二段，和我们的小露珠打打招呼？生读

（三）第三段

1．除了小青蛙还有谁也和小露珠打招呼了？



小蟋蟀

2．小蟋蟀说什么了？谁来读读第三段

（四）第四段

1．这一段写了谁？

小蝴蝶

2．小蝴蝶看到了小露珠，说了什么？谁来读第四段

（五）第五段

1．为什么每个小动物都和小露珠打招呼啊？

因为他们都喜欢小露珠

2．齐读2到5段，读出小动物们对小露珠的喜爱

（六）第六段

2．太阳公公出来了，你们觉得太阳给你们什么感觉啊？

师生交流，引出很亮，很热

3．在太阳的照耀下，我们的小露珠显得？

板书：光彩熠熠

4．解释：光彩熠熠

（1）“熠”是“火”字旁，所以和什么有关？

和火，太阳有关



（2）刚刚我们说到太阳的很亮的。所以“熠熠”是什么意思？

闪亮，发亮

“光彩熠熠”就是有光泽，闪光发亮的样子

（七）第七段

我们来读读第七段

2．太阳公公变得怎么了？

散发的热量越来越大

3．所以我们的小露珠也？

越来越轻

然后变成了水蒸气，消失了。

板书：水蒸气

4．小露珠消失了，植物们感觉怎么样？

不舍得

5．哪位小朋友来读读植物们对小露珠的不舍

喜欢

（八）填空

通过刚才的学习，老师想让大家当当小作家，填一填下面这
句话。



出示：小露珠在夜幕降临时（），

在黎明时（），

太阳出来后（），

最后（）。

四、总结

板书设计：

15．小露珠

出现

黄豆粒

光彩熠熠

水蒸气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4个生字，会写田字格内的8个生字

教学重难点：

读好人物对话；理解蝴蝶的发育过程，感悟大自然的神奇美
丽；激发兴趣

课前准备：



小蝴蝶和毛毛虫头饰、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引入课文

今天我们来认识两种小动物，（板书“蝴蝶”、“毛毛虫”）
发现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第7课《小蝴蝶和毛毛虫》，来具体了解小
蝴蝶和毛毛虫的关系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扫清文字障碍并标出自然段

2．指名朗读，随机学习字词

三、再读课文，找出两者的关系（理解蝴蝶的发育过程）：

两种小动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再读课文，去找
一找

汇报交流引导发现其发育过程：（板书：卵——毛毛虫——
蛹——蝴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语

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7课《小蝴蝶和毛毛虫》春天到了，



美丽的小蝴蝶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朋友，看看同学们还认识
它们吗？（用课件逐个出示词语）

1．指名朗读

2．齐读

二、教师范读全文，让学生感受文章的美

三、细读课文：

2．指名读出具体段落，细细品读

3．分小组讨论找出像“惊喜”这样表示语气的词语，依次体
会并读出句子所表达的情感

4．了解蝴蝶的发育过程

（1）糊涂的小蝴蝶和委屈的毛毛虫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2）让学生在文中找出蝴蝶妈妈的话

（3）齐读、指名读

（4）听了蝴蝶妈妈的话你们明白了什么？

（5）小组讨论，选出代表用自己的话说出蝴蝶发育的过程同
时

四、拓展激趣

小蝴蝶小时候和长大了不一样，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小时候
和长大了不一样吗？大自然中蕴含着无数秘密，只要你仔细
观察细细去想，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读书推荐：

作家安徒生写的《安徒生童话》中的一篇名叫“丑小鸭”的
童话，相信大家读了那篇文章，一定会有更多的想法！

五、板书

7．小蝴蝶和毛毛虫

卵——毛毛虫——蛹——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四

1、熟读课文，进一步了解汉字的意思，与偏旁有关的特点。

2、进一步认识形声字的规律，归纳一批学习过的形声字来学
习本课。

3、通过学习，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



1、复习导入，复习本课生字词。

（1）出示本课词语自由读一读。

甲骨文贝类珍贵漂亮装饰品佩戴

钱币购买偏旁钱财携带富贵货物

样子可以有关

（2）指名读词语师生纠正读错的字音。

（3）全班齐读词语三遍。

（4）单独出示文中16个要求会认的生字，指名学生朗读。

（5）一起朗读生字。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1、默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想想每个自然段分别讲了什么。

2、指名说明每个自然段的大致意思。

（1）第一自然段贝壳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在甲骨文中
贝字的样子像什么?

引导学生归纳,这一段讲的就是贝字的起源。

引导学生归纳:这一段讲的是贝壳在古代的作用作为饰品。

(3)用贝字作偏旁的字大多与钱财有关,书上例举了一些例子。

赚、赔、购、贫、货



3、除了书上列举贝字旁的字,你还知道哪些其她贝字旁的.字
吗?

(请同学们让字典帮忙)

2、精读细读,用波浪线勾画出贝的作用及特点。

3、讲一讲贝的故事。

1、根据“贝”的故事,说说你还知道哪些字的由来。

2、猜一猜:我还知道哪些字与什么有关。

如:

(1)铜镜与什么有关?

(2)珠宝与什么有关?

1、将“贝”的故事讲给家人听。

2、观察生活中的字,看看你知道哪些字的由来。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五

1、识记本课8个会写的生字，15个会认的生字。

2、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更深一步理解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1、学会生字，能正确地读写运用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为什么翅膀受伤的鹅妈妈感受到了的幸福。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喜欢听故事吗？今天，我们来学习《鹅妈妈的故事》。
学生读课题。

二、学习生字，出示书写后短语。

1、炎热的夏日幸福的小鹅轻轻地呻吟，可怕的事情动人地歌
唱

朗读短语，学习带点生字。

炎：注意第四笔是点。

幸：与“辛”对比学习。

福：注意部首写法，与“幅、副”对比学习。

事：与“世”对比学习。练习：我（是）一名小学生，我能
做很多（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呻、吟、唱：对比学习。

2、温暖的阳光广阔的世界细嫩的草茎艰难地喘气柔软的小草
受伤的翅膀雷鸣冰雹嬉戏舒适

朗读词语，读会带点字的读音，给带点字扩词。

三、生字回文，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四、复习。

1、复习生字。

2、朗读全文。

五、作业：书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朗读课后“读一读，说一说”的短语。

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些词语写得美吗？课文中的第一自然段
就把它们连成了一段优美的文字，我们来读一读。

边读边画自己喜欢的词语，说说这些词语的意思或它们都是
用来形容什么的？

采取多种形式朗读第一自然段，熟读成诵。

读完第一自然段，形容一下小鹅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二、学习第二、三段。

朗读第二段，联系课文插图理解课文内容。想象冰雹铺天盖
地地掉下来时小鹅们的样子和鹅妈妈的感受。

在鹅妈妈的翅膀下，小鹅们在想什么呢？朗读第三段。

三、学习第四、五段。

读第五段最后一句话，谈谈为什么受了伤的.妈妈会对儿子这
样说？

四、学习第六段。



五、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六、练习

1、下面几组字你认识吗？组个词，把它们区分开。

事（）掌（）世（）长（）

2、填一填。

（）的夏天（）的生活（）的小鹅

快乐地（）轻轻地（）静静地（）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会认5个生字，会写8个字，自主积累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习课文，通过重点词句读懂课文，体会文中蕴涵的情趣。

教学重点：

1、会认5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通过重点词句读懂课文，体会文中蕴涵的情趣。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词语卡片、课文朗读录音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引入课题。

同学们喜欢童话吗？你们读过哪些童话？今天我们要去感受
另外一种童话。板书课题：沙滩上的童话。读了课题，你有
什么疑问？（沙滩上怎么会有童话？童话怎么会在沙滩上
呢？）

（二）初读课文，渗透识字方法。

1、学生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自读课文：读课文，划出生字。借
助拼音，读准确。

2、同桌合作，互相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

3、全班交流。注意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和识字经验，采用生
动有趣的记字方法。

挖：注意右下部分没有撇，被挖掉了。

狠：大灰狼的尖牙没有了，看它还怎么凶狠起来。

补、装、赛、救、忘是形声字。

读准“装”，三拼音；“赛”声母是平舌。



4、指导书写。

（三）再读课文，将课文读正确流利。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

2、同桌合作，一人读，一人听。要求读流利，不读破

3、同桌发现并推举读得好的同学当众朗读，并夸夸好在哪里。
一人读一人夸。

4、这篇课文一共有几节？你最喜欢读哪一节，多读几遍，想
想读懂了什么。

（四）作业设计。

1、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用本课的生字做词语卡片。

3、查字典，了解“编织”“魔窟”等字词的意思。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检查学生自制的词语卡片，认读积累词语。

2、开火车认读生字、词语。

（二）理解课文，感悟朗读

1、听录音朗读，想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我们在
沙滩上筑城堡；我们编了一个童话故事……）



2、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说说“快乐天地”在哪儿？我们为
什么称它为“快乐天地”？（“这里”指沙滩，我们经常去
那里做有趣的活动，所以是我们的快乐的地方。）你们喜欢
这个地方吗？读出你的喜欢。

3、我们玩了一个什么“有趣的活动”？（沙滩上垒城堡）是
怎样做的？我们编织了一个什么童话？（学生自由朗读第二
自然段后用自己的话说。理解“编织”。）师引读。

师：我们在沙滩上--

师：城堡周围--

师：不知谁说了一句--

师：接着又有人补充--

师：第三个小伙伴说--

4、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评议。用自己体会的感情比赛朗读。（抓
住“趴”、“四面八方”、“挖呀、挖呀”、“欢
呼”；“终于”、“一……就”等词语来朗读体会小朋友心
地纯善。“我们欢呼着胜利，欢呼着炸死了魔王，欢呼着救
出了公主。”排比句写出了孩子们战胜*、赢得胜利的无比兴
奋的心情。指导读好。）

（2）孩子们的故事是真的吗？妈妈为什么会被我们当作是公
主？听老师老师朗读4、5自然段，学生思考。（我们太高兴
了，我们被当时的情景感染了。）妈妈怎么会出现在身后？
（结合第一自然段的“偷偷”来理解：“偷偷”说明我们怕
大人知道批评我们贪玩，制止我们去玩。于是只好不告诉大
人，私自去玩，还自以为大人不知道。可事实上，妈妈或许



见我们玩得很高兴有意思，并没有责怪我们。只是见我们没
按时回家有点担心我们，便找来了。引导学生充分说，来体
会父母对孩子的爱。）

（3）“妈妈开心的笑了”说明什么？他*的话又说明什么？
（妈妈已认可了我们的活动也很有趣；妈妈是一个充满爱心、
有宽容心的妈妈。）“我们这群孩子都坚持说”都说些什么
呢？仿照2、3自然段人物的语言发挥想象说说。（一个小伙
伴说：“阿姨，您是我们救出来的公主”。“您好漂亮，阿
姨像公主一样漂亮！”另一个小伙伴说。……体会大人和孩
子之间的和谐关系）

（4）练习分角色朗读.指名朗读.

(三)小结

回到课题,我们本课的童话指什么?(小朋友玩耍时想象的一个
故事；小朋友做的有趣味的游戏；孩子们的生活也可以如童
话一样有趣、美好。)有人说，童年像一首动听的歌，童年像
一首朗朗上口的诗，童年像一幅五彩缤纷的油彩画……你们
的童年有什么有趣儿的事呢？（学生自由说。）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以童年趣事为题写一篇习作。

（五）板书设计

10沙滩上的童话

快乐天地垒筑城堡

童贞童趣编织童话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七

1、能正确认读生字10个，描写其中5个生字，自主积累词语。

2、能正确朗读课文。能分角色朗读课文，尝试读出人物对话
不同的语气，感受孩子们的快乐。

3、能在阅读中了解孩子们所编织的童话故事的内容，并试着
用连贯的语句说一说。引导展开想象编说童话。

教学重点、难点

1、能正确朗读课文。能分角色朗读课文，尝试读出人物对话
不同的语气，感受孩子们的快乐。

2、能在阅读中了解孩子们所编织的童话故事的内容，并试着
用连贯的语句说一说。

教学媒体

生字卡片

学生课前准备充分预习课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1、板书：沙滩

师：去过美丽的大海边吗?那里有金色的沙滩，如果你来到沙
滩，你会干什么?

2、出示句子：



“这里是我们快乐的天地。

每天放学以后，我们就偷偷地相约来到这里，把书包一扔，
开始了我们有趣的活动。”

指名读。

把“这里”替换上“沙滩”，再来读一读。

孩子们开始了有趣的活动。

出示句子：在沙滩上，我们垒起城堡，筑起围墙，围墙外还
插上了干树枝，那是我们的树。(读出快乐的语气)

学习生字：垒、堡(与沙土有关)

板书：城堡

在垒起城堡之后，孩子还开展了什么有趣的活动?

板书：编织童话

3、补充课题：4、沙滩上的童话(齐读课题)

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孩子们在沙滩上编织的美丽童话吧!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了解童话的内容。

1、小组检查读文，小组讨论：围绕着这座用沙子垒起的城堡，
孩子们编了什么童话?

2根据学生交流，教师适时板书：攻城堡、炸魔王、救公主

借助板书用一句话说一说童话的内容。



(三)、学习课文，分角色朗读，感受孩子们编织童话的快乐。

7、学习4——8节。

(1)出示对话：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里住着一个凶狠的魔王。”

“他抢去了美丽的公主!”

“你们快听，公主在城堡里哭呢!”

就这样，我们编织着童话。

转眼间，我们亲手建造的城堡成了一座魔窟，我们也成了攻
打魔窟的勇士。

师：这就是孩子想要攻城堡的原因吧，看他们想象多丰富，
编得多有趣。

(1)指名读，组内分角色读。

(2)引读：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编得可热火了：原来，在这
座城堡是一座——里住着——，他抢走了——，公主正伤心
地在——，于是我们成为了——来救公主。

学习生字：狠(在动物中狼的心肠最“狠”，把狼字上的一点
去掉就是——)

过渡：这童话故事的开头编得很有趣，为了救公主，他们又
会怎么编呢?

学习9——15小节

(1)指名读。



(2)引读：为了救出公主，我们想了很多方法，一个伙伴的方
法是——，我的方法是——，最终我的方法得到——。请你
用上这些动词告诉大家，他们是怎么救公主的。

出示：挖装炸

一群勇士，终于救出了美丽的公主。

(1)这方法让我们救出了公主，使我们不由得欢呼起来，我们
欢呼——。孩子们会怎样欢呼，请你在小组内也你一言，我
一句地欢呼几声。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句地欢呼起来：

(2)再读9——15节，读出那股高兴劲。

过渡：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吗?不，童话还在继续呢!

1、学习16——22小节

(1)齐读16——22小节。师：孩子们还在继续编着他们的童话
呢，他们不但把自己当成了救公主的勇士(板书：孩子)，还
把悄悄出现在他们身后的妈妈变成了——，(板书：妈妈)

(2)天色已经晚了，妈妈也许早就在他们身后了，可是看见孩
子们玩得那么开心，编的童话如此有趣，真不忍心打搅他们。
而当孩子们回头看到了温柔美丽的妈妈，怎么会不把她当作
美丽的公主呢?也许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妈妈就是公主。指名
读。

(四)、说话练习，编织心中美丽童话。

(2)用你的方法也来编一个童话故事。注意：把攻城堡的方法
说清楚。



(五)、复习字词。

1、读词语：凶狠、魔窟、轰炸、赞赏、轰塌、四面八方

2、指导书写：“挖”、“商”

教学效果的反馈

《沙滩上的童话》这篇课文与孩子的生活相贴近，符合孩子
的年龄特点。因此本单元的教学在情感上的目标就是让学生
感受童年的快乐，在语言能力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能根据
课文展开合理的想象。

读和说是阅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读和说可以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深地理解课文，提升学生的语文能
力。教完《沙滩上的童话》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课堂气氛好
极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浓厚，课堂说话训练上受到了学
生的欢迎,孩子们思维活跃,课后还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八

很喜欢这篇课文，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充满童趣。在同学们
很熟悉课文的基础上，今天课堂上开展了很有意思的学习活
动。

一是抓住文章重点“救公主”这个话题，即兴让同学们展开
想象的翅膀，个个以勇士自居，来走进童话设法巧妙营
救“公主”。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小手举着举着就抢着站起
来说了。

小组说了还不过瘾，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一定有更多的话想
表达。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想法，打开听课笔记本，设计营
救公主的示意图。同时还点了同学上黑板上直接画出。



有了图就更好表达了。看着图说营救故事，然后就有了第三
步，把“救公主”这故事写下来。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只有
不到10个同学把故事编完。中午我到教室的时候，很多的同
学不是在看开放书架的书，而是很认真地在座位上接着编写
故事。到放学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没编完了。

其实，本来想把编写故事这环节留做家庭作业的，可是一想
到很多的孩子依赖性特别明显，加上很多家长总以为自己帮
上忙，孩子就能写得精彩些。有的甚至还帮忙去写。其实这
样做，恰恰相反。真不想多说。看同学们有兴趣就让他们提
前写了。我还想明天把所编写故事检查下再让他们抄上周末
的作文本上。

真想以这次编写故事举行个讲故事的班会，可是这周五要带
同学们去秋游，应该设计三单元做树叶贴画的准备了。编写
故事真是个不错的培养学生提高作文水平的方法，有机会应
该多多尝试。

二年级贝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1.通过读文，引导学生懂得聪明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通过演示，让学生认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

教学重点：

通过读课文，理解重点词句的含义，体会三个小孩儿忘我、
无畏的品质。教学难点：通过演示认识到学会合作的重要，
树立“团结合作”的意识。



课前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字词卡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导入新课

(一)启发谈话：你认为聪明是什么?

(二)引导介绍：课文中三个中国小朋友用自已的行动和语言
向我们诠释了聪明的另一些含义。

(三)出示课题：《聪明是什么》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一)交流朗读方法

(二)组织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三)检查反馈，识记生字三、学习课文，理解品味

(一)学习第五自然段

1.提问：哪个自然段是孩子们用行动证明自已聪明的?

2.指名读第五自然段。

3.课件演示：三个孩子拉球的全过程。

4.理解感知。

(二)学习第一至第四自然段。



2.他们面临哪些困难?

3.习题练习，讲解关系词语“如果……就……”的用法。

(三)学习第6——8自然段。

1.提问：比赛结束后，美国教授怎样评价三个孩子?

2.从三个孩子的身上你还看到了聪明人的哪些品质?

3.讨论：如果三孩子只有忘我、无畏的品格够不够?那又会怎
样呢?

四、拓展延伸，升华主题

1.拓展：你认为自已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吗?

2.讨论：如果你和与你年龄相仿的同学参加这个游戏，你会
怎么做呢?

3.课件出示：有关团结合作的事例。

4.介绍自已与人合作完成一件事的经历。

五、总结合文，布臵作业

1.学习了本课你有没有收获?

2.作业：

(1)小练笔：你认为应该怎样做一个聪明的人。

(2)实践：与家人合作完成一件事。(可任选其一，也可全做)

最后学生在《众人划桨开大船》的歌曲声中走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