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质7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一

一、会读的词语。

染红层叠翠绿凉爽登山梨树灯笼燃烧勤劳仙人石盘高粱

山峰胳膊当然形状路行蒲公英降落苍耳啪的一声

展开观察菊花残破橙汁橘子斜风细雨要求平凡胜利

二、字音区分

1、翘舌音：爽、壮、燃、著、状、炸、橙、察、识

2、平舌音：层、翠、残

3、后鼻音：层、爽、壮、状、登、笼、浪、峰、当、形、降、
苍、蹦、橙、枫、龙

三、听写

景色宜人春华秋实五谷丰登金秋时节层林尽染

山河壮美秀丽神奇天高云淡波浪电灯作业生字



苹果劳动尤其特区巨石它们安全几块车站已经

甲板豆芽知识纷纷如果好事娃娃山洼

四、背诵、默写《赠刘景文》、《山行》。

二年级小学生语文句子知识点

修改病句：

1、词义混淆。因对词义概念理解模糊而选用词不当的语病。
如：爱迪生发现了电灯。把“发现”和“发明”两词混淆。

2、词类误用。因分不清词类而造成用词不当的语病。如：今
天气候晴朗。把“气候”与“天气”混淆了。

3、成份残缺。句子缺少不应该省略的主要成份。(主、谓、
宾)，造成句子结构不完整的语病。如在老师的教育下，进步
得很快。(缺少主谓)雄伟美丽的天安门城楼。(少谓语)老师
向全班同学提出下课十分钟不做作业。(少宾语)

4、搭配不当。因句子中相关的成份之间互相不能搭配而造成
的病句。如：我的家乡是宁波人。缩句变成“家乡是人”(主
谓搭配不当)我们在同坡上种满了果园。(动宾搭配不当)我们
把教室打扫得整整齐齐。(连带成份与中心词之间搭配不当)

5、重复累赘。过多地动用修饰词语反而显得多余，豪迈了病
句。如：在班队会上，小军首先第一个发言。“首先”
与“第一”重复了。

6、词序颠倒。因词语排列次序颠倒而造成病句如：老师的办
公桌上放着一叠厚厚的考卷。考卷没有厚薄之分，显然是把
一叠与厚厚的词序颠倒了。

二年级语文《欢乐的泼水节》知识点



字：傣、端、桶、灌、鼓

词：凤凰、清水、泼水、象征、幸福、花瓣

重点句子：

1、西双版纳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泼水
节。

2、大街的两旁早已准备好了清水，清水里有的滴上香水，有
的撒上花瓣。开始泼水了，大家互相追赶，你拿瓢往我衣领
里灌，我端盆向你身子上泼。

3、老人、孩子、姑娘、小伙儿，个个身上湿淋淋，人人脸上
笑开了花。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谁身上泼的水多，就意
味着谁得到的幸福多，怎么能不高兴呢!

4、地上铺满了火红的凤凰花瓣，空中回响着欢乐的象脚鼓点。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二

1、认读本课词语，体会重点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明白凡是要多动手，多
实践，别盲目相信。

理解重点句，明白道理。

教师：生字、词语卡片，杯子，金鱼

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做小实验

一、提问导入：

1、一次，一位科学家向几个小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



题，一个叫玛利亚的小朋友发现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那科学
家为什么要向小朋友提出这个错误的问题?这节课我们一起来
学习讨论!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和课文中的汉字娃娃打打招呼。

2、认读生字

3、读词语

二、朗读课文，感悟内容

1、齐读课文，边读边思考：科学家向小朋友提出了一个什么
问题?

2、读后交流

(1)科学家提出了什么问题?

引导学生读读第一自然段。

(2)你觉得这个问题奇怪吗?哪儿奇怪?

(3)指导读，读出奇怪的语气来。

3、小朋友是怎么议论的呢?

(1)根据小朋友的发言，相机理解“抢着说”

(2)你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刚才大家都争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课文里说的哪个词语?议论纷纷。

(3)分角色朗读第二自然段。

4、引读第三段

(1)玛利亚觉得他们都没有说对，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因



此，她的心里充满了疑问，课文里第三自然段有一个词告诉
了我们?赶快去找找吧!理解“满腹疑惑”

(2)妈妈怎么说?

5、玛利亚动手实验，发现了什么?读第四自然段，勾画有关
的句子。

6、是这样的吗?我们也来做做这个实验。

(1)演示实验。理解“水漫出来了”

(2)这样的'结果是玛利亚根本没有想到的。因此，她感到又
奇怪又生气，你能通过你的朗读表现出来吗?读句子：哎呀，
水漫出来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3)玛利亚这么生气，是为什么呢?

7、第二天，玛利亚找到那位科学家，质问他怎么可以提错误
的问题来骗他们，科学家听了，哈哈大笑。这是为什么?学生
回答后相机出示第六自然段。指导学生读科学家说的话。

8、玛利亚听了，高兴地说“哦，我明白了!”玛利亚明白了
什么?指导读第七自然段，读出高兴。

三、总结拓展

生活中你看到、听到或经历过类似的事吗?讲一讲。

四、作业

学了这一课，你有什么收获?先说在请完成书上的最后一题。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三

1、发现汉字结构特点。

2、发现多音字、形同音不同的特点。

3、积累词组。

4、学会填标点。

5、朗读儿歌。

6、口语交际。

7、才艺展示。

1、引导同学发现多音字、形同音不同的特点。

2、感受情境，填写标点。

3、通过口语交际培养同学献爱心的思想与行动。

生字卡片，《爱的奉献》的歌曲磁带，画面。

课时划分：

1、出示生字，同学拼读，朗读词语。

2、教师引导：大致理解词义。

3、同学仿照例子写一写。

4、教师擂台读

5、同学结合此特点想想还有哪些熟字是这种构字特点。



6、汇报小组讨论结果。

7、教师出示生字，同学分一分。

1、同学读句子，并拼读要填写的字。

2、同学填写教师指正。

3、引导同学说说：多音字的特点。

4、说说哪些是多音字？

5、教师小结。

1、同学朗读生字词，说说特点。

2、朗读句子，举例。

1、先自读词语，找出不认知的字。

2、理解词语，引导同学多想多说。

3、小组读，全班读。

1、同学试读句子，体会语气。

2、请同学读，大家指正。

3、请同学说还有哪些表达可以用问号。

4、请同学说说还有哪些表达可以用感叹号。

5、同桌之间试用问的语气和感叹的语气对话。

1、结合字音，同学自读。



2、分组朗读短文。

3、同学们理解：藤和瓜为什么很好？

4、看图朗读。

5、想象情景朗读。

6、看课文插图朗读。边读边扮演。

7、教师与同学一起读。

8、同学们说一小段话，交流评比。

9、教师引导，学了短文后的想法。

1、让同学扮演盲人，然后让他们说说看不见有多么不方便。

2、让同学扮演残疾人，让他们说说生活是多么痛苦。

3、小组讨论，俺们和残疾人相比有哪些优势。

4、汇报结果，教师总结。

1、谈谈自身在路上会看见有哪些残疾人，有哪些行动的不便。

2、出示图片，想想假如你看见了，会怎么做？

3、教师引导指正，大家评论。

4、残疾人还会遇到哪些困难，你会怎样协助他们？

让一位同学扮演盲人过马路，另一位同学给他协助，把说的
和做的扮演出来。



1、播放歌曲《爱的奉献》，同学跟唱。

2、同学感受歌曲意境。

1、教师出示歌词。

2、同学试着读一读，教师指正。

1、同学朗读自身的日记。

2、大家评一评日记写的好不好。

1、合唱歌曲，谈谈你的感想。

2、俺们在生活中、学习中该怎样做，举例说说。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四

1、指名一生唱《小乌鸦爱妈妈》。

2、小朋友，还记得我们在一年级时学过的这篇课文吗?那只
爱妈妈的小乌鸦，深受我们小朋友的喜欢。“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知道回报父母关爱的孩子一定会受到大家喜
爱的。今天我们还要来学习一篇这样的课文。

3、板书课题，齐读，正音。

1、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只有一个儿子”这句话是谁说
的?课文中划出相关的句子。

2、交流出示：“哦?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在哪里呀?”老爷爷
说，“我只看见一个儿子啊。”

(1)指导读句。



3、请同学再读课文，用直线划出三位妈妈说的话。用曲线划
出三个儿子来到井边不同表现的句子。

4、个别读三位妈妈介绍儿子的话，要求读出妈妈们的`不同
语气。

5、小结，过渡：一个妈妈为自己儿子的聪明伶俐又有力气而
感到自豪;另一个妈妈也在为自己儿子有一副美妙的嗓音而骄
傲。只有第三个妈妈平平淡淡地介绍了自己的儿子。

6、三个妈妈一边谈论着三个儿子，一边打完水，拎着水桶往
家走。一桶水可重啦!(出示此句)这桶水究竟有多重呢?请一
个小朋友读读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文里哪句话写出了
这桶水很重。(练习)

7、正在妈妈们最累的时候，迎面跑来三个孩子，看到妈妈这
么吃力地拎着水，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呢?请小朋友交流一下刚
才划到的句子。

8、指板书师述，是啊，难怪在一旁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老爷爷
会说——我只看见一个儿子啊。

再次出示：“哦?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在哪里呀?”老爷爷
说：“我只看见一个儿子啊。”

(1)看见这一幕的老爷爷真的不明白有几个儿子吗?想一想该
怎么读。(明知故问)

(2)多形式练读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老爷爷说只有一个儿子了吧，可是，那些
妈妈还不明白，你能不能告诉他们呢?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一
位母亲作为对象，练习说话。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五

一、我的发现

本部分包含发现识字规律和多音字用法两项内容。

2、“我会填”是让学生在读读、说说、用用的过程中，发现
汉字的一字多音现象。

二、日积月累部分包括读记短语、填标点和读三项内容。意
图是积累语言、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培养学生的爱心。

三、口语交际

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我想这样做》。教材已经为学生创
设了情境。

四、展示台

展示活动可以让学生自己组织、开展，体现自主性。教师要
做好指导。

1、在教学《日记两则》时就鼓励学生写日记，并提醒学生注
意保存。

2、让学生把课桌围成一个大圈，作简单的舞台布置。

3、课前让有兴趣的学生收集《爱的奉献》的歌词，并主动地
识字、学唱。可以进行个人表演或小合唱。

4、让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展示自己的才能。如，唱其他歌、跳
舞；讲关爱和奉献的故事；说一件令自己感动的事。

知识与能力:



1、认识6个生字及相关词语。

2、让学生在读读、说说、用用的过程中，发现汉字一字多音
现象。

3、和同桌合作认读生字、用自己的方式识记生字词。

4、正确、流利、有感情的诵读儿歌。

5、通过展示台，学会自主学习。

过程与方法:

教师用生字卡片导入新课，学习本课生字、词语。本课采用
合作学习为主的教学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让学生了解残疾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困难。

2、懂得关心、照顾残疾人，从小树立助人为乐的思想。

1、引导学生发现多音字、形同音不同的特点。

2、感受情境，填写标点。

1、通过口语交际培养学生献爱心的思想与行动。

2、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学生自主学习。

1、教师准备词语卡片，小黑板。

2、课前指导学生把课本翻到118页，反扣在桌子上。把文具
摆放整齐，做好上课的准备。



口语交际

一、游戏导入，深入感受

1、有哪几位同学想扮演残疾人，然后让说说你们的感受。

2、同学们，我们身体健康，学习、生活十分方便，我们多么
幸福

啊！但是在我们身边，有一些残疾人生活不方便，他们多么
需要我们的帮助啊！现在我们来谈谈遇到残疾人时该怎么办，
看谁最有爱心，说的办法最好。

3、同学们说说我们和残疾人相比有哪些优势。

二、想想说说

1、谈谈自己在路上看见有哪些残疾人，有哪些行动的不便。

2、（创设情景）如果你看见了，你们会怎么做？

a.身体有缺陷的同学上体育课。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六

1．了解故事《剃头》，知道阿凡提是怎样巧妙地惩治巴依老
爷的。感悟阿凡提的聪明和帮助穷人的正义感。产生阅读整
本书的兴趣，让书成为他们的朋友。

2。引导学生运用泛读法、精读法、摘记法、提问法等方法去
阅读书籍，并实际运用到课外阅读中，提高阅读效果。

3．在阅读过程中，感知角色，产生美好的情感。



激发阅读故事书的兴趣，让学生在“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的过程中体会与享受读书的快乐。

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指导学生归纳阅读方法，培养读书做
笔记的习惯。

人物贴画，课件。

一、激趣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要阅读一些
课外书，积累好词好句，为以后写作文打下基础，今天这节
课呀我们就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是《阿凡提的故
事》。

二、认识书本封面、扉页、目录。

1．观察封面。书名、作者、出版社、图案。

2．认识扉页。是书翻开后的`第一页（即整本书的第二页），
扉页的作用首先是补充书名、著作、出版者等项目，其次是
装饰图书、增加美感。

3．前言。

4．了解目录。

目录包含几部分？小标题和页码。

怎样快速地找到故事？先看小标题，再找到页码。

训练学生利用目录找到故事。

三、交流喜欢的故事。



1．师介绍自己喜欢的小故事。（师相机板书）

（1）听故事录音。

（2）自己读故事，指名交流。（板书：读故事）

师：要想有更多的收获，我们还要把文章中用得好的词语和
描写生动的句子摘录下来，现在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个故事，
请同学们拿起铅笔，用你喜欢的方法去细细品读吧，可以自
己读，也可以和你的同桌一起品味，边读边把你觉得用得好
的词语和生动的句子画出来。

（3）看故事视频。（板书：爱积累）

（4）谈谈体会。（板书：谈体会）

阿凡提——幽默机智。巴依——愚蠢贪财。

2．师小结方法，出示阅读提示：

（1）读故事。

（2）爱积累。

（3）谈体会。

3。小组成员按照“阅读提示”交流自己喜欢的故事，说说为
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在《阅读记录卡》上做记录。

4．全班交流。

四、课外阅读方法总结。

师过渡：《剃头》这个故事听过了，读过了也看过了，那你
喜欢故事中的阿凡提吗？为什么？不仅我们小朋友喜欢阿凡



提，大人也喜欢他。阿凡提不仅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
就是在国外也非常有名。听听老师对阿凡提的介绍。

1、介绍阿凡提。

2、师小结：平时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读了故事情节，还要思
考这个故事反映了什么人物品质。可以把故事说给父母、朋
友听。

3、在这本书中，阿凡提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一起读：要想
变聪明，就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小朋友从故事中读懂了一个
道理，真了不起。

五、阅读延伸

小朋友，阿凡提的故事会告诉我们许多变聪明的办法。希望
大家把读书当成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一位可以
陪伴终身的伙伴。愿大家能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成为博
览群书的小博士。最后响起我们的读书口号：读书让我快乐，
读书让我增添智慧。

六、推荐书目：

严文井《“歪脑袋”木头桩》

冰波《孤独的小螃蟹》

陈伯吹《一只想飞的猫》

板书设计：

《阿凡提的故事》

阿凡提——幽默机智



巴依——愚蠢贪财

读故事

爱积累

谈体会

二年级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七

《格林童话》阅读指导课

《格林童话》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童话故事读本。书中用富有
象征意义的形象来影射善恶，将生动有趣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中对童话形象的设置和对话的呈现都会让儿童引发对自
我的追问。本次教学的二年级学生处于低段学龄，孩子形象
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较弱，在教学中突出图片与文字的交
叉对比，搭建对比阅读的阶梯，形成新的阅读期待。

1.在《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对比阅读中，使学生初步
建立人物的外貌形象、动作与人物特点共性联系。

2.在对比阅读中让学生尝试总结童话故事的哲理，并通过结
合自己喜欢的童话故事去印证自己的发现，从而引发阅读期
待。

3.通过人物特性与故事结果的联系，使学生进一步体会童话
故事中说明的道理，感受童话故事经久流传的文化魅力。

在对比阅读中让学生尝试总结童话故事的哲理，并通过结合
自己喜欢的童话故事去印证自己的发现，从而引发阅读期待。

《格林童话》、ppt



一课时

一、巧引游戏，回放故事情节

1．同学们，《格林童话》是一部深受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集。
这本书大家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你们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故
事叫什么名字？（提问生发言。）

2．哇。大家读书真仔细！那我们先来一起进行童话故事寻宝
大赛吧，看谁能回答对宝箱里的.问题，获得“童话小达人”
的称号，有没有信心挑战一下？（出示《白雪公主》和《灰
姑娘》的相关题目）

3．同学们果然是会观察爱思考的好孩子，全部都找出了正确
答案！那么有哪位同学火眼金睛能够发现这些图片是出自哪
两个童话故事呢？（引出两篇故事）

二、经典对照，品读《格林童话》

1．《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是《格林童话》中两个大家都
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大家从父母的口中、动画银幕上、手
头故事书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已经了解了故事的内容。
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在你们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人？（生分
享交流并板书美丽善良）

2.同学们，这两个人物在故事中都有着美丽善良的人物特点，
大家从书中的哪里发现了两位女主角的美丽呢？现在我们分
组合作。一二组找白雪公主的片段，三四组找灰姑娘的片段。
（生发言）

预设我是找到了文中写两个人的衣服的词，（外貌描写）美
丽的外貌哪位小画家能够结合你找到的片段上台来画一画白
雪公主的样子。（给图片上色，并相机出示描写白雪公主外
貌的句子。）那灰姑娘又是什么样子呢？生想象外貌。（对



比）

追问：从两人的外貌差别大家能联想到什么呢？

3.我们从外貌的片段可以看出白雪公主的纯真无忧无虑、灰
姑娘生活的窘迫懂事。这就是文字留白的魅力。文中没有对
于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前期生活的描述。善于思考的小达人们，
展开想象你们觉得那时候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会发生什么故
事呢？（生小组讨论并交流）

预设1：我知道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要做善事。

预设2：不能心怀嫉妒，要宽容。

预设3：要乐于帮助别人。

预设4：做事要持之以恒。

追问：从哪里看出这个道理？

5.同学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每个人物都会出现与其一一
对应的外形、对话，为的就是更加突出每个人物的特性。这
样鲜明的人物特性可以帮助我们联系生活实际明白生活中的
道理。

三、印证方法，乐读《格林童话》

1.童话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故事，因为故事中充满童真的
形象和鲜明的人物性格使得童话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流传。
今天咱们三班的童话小达人特别的厉害，通过这节课的阅读
学习明确了故事的人物特点以及故事中的道理。课前老师请
小考官自己出题，谁想来当出题官pk一下？（出示题目）

2.各位童话小达人们，想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吗？现在大家



都是拥有阅读童话故事的“超能力”小达人了，可以在格林
兄弟的童话世界咱们已经能够自由自在的阅读，想不想去探
索一下新的童话世界？带上咱们这节课获得的“超能力”一
起去《格林童话》书海中遨游吧！

板书设计：

《格林童话》

人物特性

共性联系

童话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