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 人教版下期语
文园地一教学设计(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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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篇一

教学目标：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积累词汇、诗歌。

3、口语交际。

4、展示作品。

教学重难点：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正文：语文园地一

教学目标：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积累词汇、诗歌。

3、口语交际。



4、展示作品。

教学重难点：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进行口语交际。

教学时数：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我的发现这一项安排了两组汉字，每组的前一个
字都是学过的熟字，后一个字都是要学习的生字，而后一个
字都是前一个字表示读音的部分。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辨一辨，
从中发现规律——利用形声字声旁识字的方法。在“我会
读”中应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巩固，记住生字。在“我会写”
中引导学生写出带有“木、月、艹、宀”偏旁的字，从中加
以巩固和运用识字方法。

教学过程：

我会认

1、学生看拼音读字、读词，在词语中认读生字。

2、辩字形，让学生自己去找出每组中两个字的异同。

3、组词语，区别每组两个字的意思。

4、书中的学习小伙伴是用什么方法学会生字的呢？你能帮她
告诉大家吗？（形声字声旁识字的方法或熟字减一减的方法。
）

5、出示“我会认”中生字，读准字音。重点指导：翘舌



音“支”，后鼻韵“龙”。

6、扩词练习。引导学生采取多种方式扩词。

7、改变语境，在不同语境中巩固生字。

出示下列词语，学生认读。

交朋友交通支招一支笔九龙坡龙头巨龙龙舟

要求请求凡人凡是平凡利用利益有利

我会写：

1、出示四组字引导学生认读。

2、引导学生发现每组字的相同点。回忆一下部首木字旁、月
字旁、草字头代表的意思。

3、书中的.学习小伙伴还能写出几个这样的字，你也能吗？

木字旁：树、林、枝、枫、样、杨、梅、柳

月字旁：明、肚、脸、胆、腿、脚、脑

草字头：草、花、蓝、苗、苹、苦、荷

宝盖头：宝、它、安、完、家、定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日积月累这部分是由“我会读”和“读读背背”
组成。“我会读”是本组教材中所学生字的复现，帮助学生
加以巩固。“读读背背”是一首表现秋天丰收景象的儿歌，与
“我会读”共同起到促进学生对语言积累的作用。



教学过程：

我会读：

1、学生分小组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朗读，后全班进行读词训练。

2、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造句。

3、交流词语的记忆方法，引导学生自己找出记住词语的好方
法，全班交流，互相促进。

读读背背：

1、教师示范读。

2、轻声读儿歌，不认识的字，看看音节多读几遍。

3、引导学生品读，比一比谁读得有味道。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儿歌。

2、拓展

将收集的秋天的儿歌读给同学听或自己写一写儿歌展示给同
学。

（朗读时需注意：轻声：庄稼高粱葡萄一声：黄澄澄红彤彤）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这次口语交际是进行秋游的前期准备，主要是讨论去哪，要
做些什么，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做事要
有一定的计划性，培养学生创造力。激发学生想说的热情，



能说清自己的计划和理由，并能用商量的口吻与别人交流。
在交际中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取长补短的好品质。

交际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学生搜集的有关景点或秋游路线的资料。

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走进秋天。

2、小组汇报，组内讨论。

引导学生出示自己课前搜集的有关景点或秋游的路线资料，
结合资料向小组的伙伴说说自己的打算，其他人要进行评价。

小组讨论谁的计划好，达成共识，进行补充完善本组的秋游
计划。

3、全班交流，统一计划。

各组陈述本组的计划和理由，进行评价，引导学生用商量的
语气进行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确定秋天计划。

4、讨论具体事宜。

引导学生讨论秋天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秋游的分工。

5、总结评议，提出建议。

教师总结秋天的计划研究情况，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自
己的建议。



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篇二

每次雷雨后，都会出现彩虹。彩虹很好看，由红、黄、蓝、
绿、紫、粉红和淡蓝组成的。

为什么雷雨后会出现彩虹，因为雨后，太阳蒸发掉了雨水，
光透过雨水就出现了彩虹，但过一会儿彩虹就会消失。因为
彩虹很好看，一到下雨时，我就会跑出来，到屋檐下，等雨
下完我就走出去等着彩虹的出现。我最喜欢彩虹中的红色，
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很喜欢彩虹，
不光是这样，彩虹里还有我最喜欢的颜色，绿色和蓝色，我
永远喜欢彩虹。关于彩虹还有一个神话，每次雷雨后，天上
出现了一座七彩桥，玉皇大帝便让雷公、电母、风婆、雨司
把胆敢上桥的妖魔、鬼怪劈死，再向织女借来七彩玉衣，让
成仙的人进入仙界。

现在彩虹已经不容易见了，因为人们污染环境，要珍惜彩虹
出现的时刻。

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篇三

1．培养学生关于观察，勇于交际的能力。

2．通过习作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3．通过我的发现教学，培养学生边读边想象的习惯。

4．积累对联。

5．通过趣味语文教学，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1、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勇于交际的能力。



2、培养学生边读边想象的习惯。

三、教学过程

（一）口语交际

1．生自由读要求，思考：本次交际的内容是什么？（交流各
自了解的自然奇观）

2．生自由分组交流。师提示：要说清这个自然奇观在哪里？
奇在何处？最好能说出奇观是怎么形成的。

3．生推荐生一名参加全班交际。

4．全班交流，师生注意评价。生可以提问，也可补充，还可
以讨论。

5．全班评议。

（二）习作

1．生在口语交际的基础上，围绕自己游览过或了解到的一处
自然景观，写一篇习作。

2．生审题，确定自己想写的内容。

3．生与同桌同学交流。

4．生拟定草稿。

5．师初评：

（1）语句通顺。

（2）没有错别字。



（3）有条理，有顺序。

（4）有重点、清楚地介绍。

6．生根据提示，四人小组评议。

7．定稿，抄习作。

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篇四

创设情境，以激发学生说的欲望，创设不同角色让学生体验，
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主动表现。放手让学生去观察、议论、
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从而使学生体验发现的快乐，感受
汉语的丰富。“乘坐语言快车”到字词游戏宫去看看，增强
读背的趣味性，体现小组合作精神。引导小学生自己合作交
流，具体体现了新课程“促进学生发展”的理念。

语文园地二教材分析篇五

教材分析：

这个语文园地有六项内容，包括分辨字音、比较形近字、字
的偏旁归类、读词语、读句说句和背诵古诗。

第一项“我会连”，要求把声母和含这个声母的字连起来，
以区别平舌音、翘舌音、鼻音和边音，读准每个字。第二
项“读读比比”，是比较形近字。上面三组都是一笔之差，
下面三组是独体字加了偏旁。第三项“我会找”，要求把
带“氵”“辶”的字分别找出来。要找的10个字都已学过，
画面提示练习以游戏的方式合作进行。第四项“我会读”是
识字的巩固练习。15个词中有熟词，也有熟字组成的新词。
通过读词来巩固认字，增加积累。第五项“读读说说”，这
次练习要认识的句型是“什么地方有什么”。第六项“读读
背背”，内容是一首古诗《画鸡》，作者唐寅。全诗描绘了



一只红冠白羽、漂亮威严的雄鸡。古诗不用讲解，学生反复
朗读，看看插图大致领会就行了。重点是用多种形式激发学
生读诗的兴趣，在反复朗读、背诵中增加语言积累。朗读仍
要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出诗句的节奏感。教学目标：

1、分辨字音，区别平舌音和翘舌音，鼻音和边音。

2、比较形近字，字的偏旁归类。

3、读词读句，巩固识字和积累词句。

4、读背古诗，激发学生学古诗的兴趣。

教学重点：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及生字词。

教学难点：仿说句子。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音节卡片。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我会连

1、谈话激趣：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大家来到语文园地，里面有许多游览
区，咱们先来到“我会连”这个游览区，谁连得又快又对，
我就把“红五星”送给谁。

2、开火车读准“zzhcchsshnl”。



3、在字母下面出示汉字，指导连线：

学生自己连一连。

同桌对一对，连得不一致的请教“生字表一”。

订正答案。

二、读读比比

1、谈话激趣：

2、学生边读边观察，与同桌交流自己的发现。

（上面三组字都是一笔之差，下面三组字是独体字加偏旁。）

3、比较形近字的差异，练习说完整话。

4、出示这些汉字组成的词，全班齐读。

三、我会找

1、创设情境激趣：

2、同桌分工，帮图上的小朋友“捡苹果”。

3、同桌展示“找”的苹果，并读一读。

4、读字：

把10个红苹果贴在果树上，学生做“摘苹果”的游戏，带读
生字。

（读儿歌：秋天到，秋天到，果园里真热闹，苹果红，苹果
香，小朋友们摘果忙。）



第二课时

一、我会读

1、谈话激趣：

上节课，咱们在苹果园里摘了“生字苹果”收获真不少！现
在我们做个“过独木桥，夺红旗”的游戏。桥上有许多“拦
路虎”，只有读准他们，才能“过桥夺旗”。

2、出示词语，学生自己练读，四人小组互读，教师巡视。

3、做过桥夺红旗的游戏：

指名“过桥”、四人小组接力“过桥”、男女接力比赛“过
桥”。

二、读读说说

1、谈话激趣：

过了“独木桥”我们又来到了“我会读读说说”游览区。让
我们读什么？说什么呢？

2、读句子，学生练读，指名读。

3、引导学生认识“什么地方有什么”的句型：

第一句讲什么地方？有什么呢？

请同学把第二句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分别用不同的线
画出来。

指导读句子，用声音的轻重、长短读出“什么地方”“有什
么”。



4、练习说话：

变一变，说一说：

我家门口有______。

江上有______。

河里有______。

海边有______。

天上有______，有______，还有______。

海里有______，有______，还有______。

三、读读背背

1、看图，说说这只公鸡美吗？你喜欢这只公鸡吗？为什么？

2、读古诗《画鸡》。

3、背诵古诗。

4、表演背诵。

四、作业：挑战题

1、_______有_______。

2、_______有_______，有______，还有_______。（自选）

第三课时

我们的画



教材分析：

口语交际《我们的画》是人教版第一册教学内容，文中的图
上画着一群小朋友准备画展的场面。他们有的构思，有的在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新作，还有的在评说别人的画。画面激发
学生展示交流绘画作品的欲望，提示了本次口语交际的形式
和内容。

教学目标：

1、能说出自己的画的内容和作画时的想法。

2、激发相互交流的兴趣，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3、培养说话大方、听话认真的习惯。

教学重点：指导学生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思。

教学难点：学会认真倾听。

教具准备：：“小小解说员”、“文明星”。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新课

1、我们一（2）班的小朋友又聪明又能干，谁想来说说你有
哪些本领？

请用上“我会——”说。（生答：会唱歌、跳舞、画画……）

2、那这节课让我们展示一下自己的画画本领，好吗？



3、齐读课题：《我们的画》。

二、活动：小小解说员

1、讲解游戏规则

游戏的名称叫小小解说员--------就是要我们把自己的画介
绍给大家，谁的声音响亮，介绍得又清楚，我们就评他为优
秀解说员，并颁发荣誉证书，其他小朋友要仔细听，因为谁
是优秀解说员，要请你们来评一评。

2、教师示范。

这样好玩的游戏老师也真想参加，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能
不能让我先说一说？你们要听仔细了，如果我说得好，就请
班长给我颁奖。

教师示范讲解、后评议、颁奖。

3、学生组内学习并交流.。

4、提供舞台，让学生表演，表演结束，评议颁奖。

5、做小记者采访。

（1）老师做记者采访：请问你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内容？你感
觉这幅画哪个地方画得最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你想画
还没有画上去的吗？那如果你按照你的想法再进行一下修改，
那真是一幅完美的画。课后去试试好吗？谢谢！

（2）学生自由组合，看看、评评别人的画，教师巡视个别指
导。

（3）请部分小组展示他们的合作采访。



（4）点评。

三、活动：图画公司

1、创设公司

那让我们来做买卖，开一家公司吧！

下面我宣布，我是开心图画公司的总经理，（配戴总经理证）
你们是我的六家分公司，我让大家做三件事：（1）把你们的
画放整齐，做到美观，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顾客来购买。（2）
小脑袋凑到一起，给自己的分公司取个名字。

2、请每个小组的小组长宣布公司名字。老师聘请小组长为分
公司经理，佩带标志。

3、由分公司经理推选好两名营业员，并佩带标志。

4、游戏规则的渗透。

游戏时小朋友可以自由购画，购画分公司经理要仔细看，评
选文明顾客和最佳营业员，并给其贴上文明星。

5、学生活动、教师参与。

四、活动：画展

2、让学生分组把画贴出来。

3、请听课老师来欣赏自己的画。

五、扩展活动

把今天举办的小画展活动向爸爸妈妈作个介绍。



板书：

我们的画

会唱歌、跳舞、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