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
课标解读(实用8篇)

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我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接下来，请
大家阅读以下范文，思考其中的观点和建议是否适用于我们
自己的情况。

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课标解读篇一

《坐井观天》这则寓言故事是二年级下册中的一篇精读课文。
文章通过青蛙和小鸟对“天有多大”的争论，阐明了一个深
刻的道理：看问题、认识事物，要看得全面，不能像青蛙那
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坐井观天”的字面意思，学生
通过读课文，很容易便知道：坐在井里看天。可是，“坐井
观天”是个成语，它有一定的寓意，而体会它的寓意，对于
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他们对
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因此，如何让学生从内心深处体
会到这则成语的寓意，是本课教学的重难点。

在教学过程中，我充分相信：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同时
也是支持者和帮助者。也就是说，教师既要在前引导，又要
从旁帮助，和学生一起合作、探究，实现和谐的互动，共同
完成学习目标。于是，我在这一课的教学中，特别设置了这
样一个环节，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3人一组）分角色朗
读课文，让他们通过朗读来感悟这一成语的寓意。刚开始，
大部分学生声音很小，而且读不出青蛙和小鸟对话时争论的
语气。后来，我在旁引导，并鼓励他们。

为了更进一步体会“坐井观天”的寓意，我让学生亲自动手
看一看，这使学生情绪高涨，因为他们尝到了动手的乐趣，
学习的乐趣。由于我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自由表现的平台，学
生们都能大胆地说出自己观察时所看到的。此时，教师再适
时引导：书卷起来看到的是天花板的一部分，青蛙也是一样



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事物呢？学生便从中悟出道理，
知道此成语的寓意：认识事物要全面，不能只看某一部分。
最后我又补充归纳“坐井观天”的寓意：我们看问题或者认
识事物要全面，不能像青蛙那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这样
一来，又加深了学生的体会。本课教学的重难点由此突破。
我不难感受到：学生的潜力有多大，真的难以想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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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因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文章通过生动有趣的
对话，给孩子们讲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通过青蛙和小
鸟对天的大小的争论，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看问题，认
识事物，站得要高，看得要全面，不能像青蛙那样犯了错误
还自以为是。

1﹑理解词语“无边无际”﹑“井沿”,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2﹑理解课文寓意。



理解词语“无边无际”﹑“井沿”,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的寓意。

生字卡片小鸟和青蛙的头饰

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来听你们的课，希望同学们能将你们最
棒的`一面展示出来好吗?要想展示出自己最棒的一面，必须
做到“大方、大胆、大声”。能做到吗?好，下面请示3位同
学带领我们复习一下本课要求会认的3个生字。(指名带读)

1、刚才同学在带我们复习生字时，组了一个“井沿”，在课
文的哪一自然段?谁能找到(指名读)

2、“井沿”指的什么地方?谁来把小鸟和青蛙贴在图中正确
的位置?(指一名同学上台贴图片)

3、自由读课文，想一想青蛙和小鸟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天
有多大的问题)

4、小鸟认为天有多大?用书上的一个词概括出来。(无边无
际)

5、“无边无际”是什么意思?学生可能只能说出“大”。

6、我们的操场大吗?我们的夷陵广场大吗?能用无边无际形容
吗?无边无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看不到边际)

7、还有哪些地方能用无边无际来形容?

8、既然这么大，小鸟的话该怎样读?(学生自由练读后指名朗
读)

9、我们还可以从小鸟的哪句话中看出天很大?(飞了一百多
里)



10、青蛙认为天有多大?(井口)。所以它认为小鸟在说“大
话”。什么是“大话”?(假的、夸张的话)显然青蛙很不相信
小鸟的话。谁来读一读?出示青蛙的话，指名读，齐读。

11、你们认为青蛙和小鸟谁对?

12、为什么小鸟会对?(飞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事物)

13、想像一下，小鸟曾经飞到过哪些地方?(高山、大海、森
林)

14、是啊，小鸟飞过这么多地方，看到过很多事物，知道的
知识自然多。这就叫“见多识广”(板书)跟我读。

15、青蛙为什么会错?谁来帮青蛙找找原因?(生说)

17、出示第6自然段，根据青蛙的表情和它说的话，再帮青蛙
找找它还有什么错呀?(学生自由朗读并体会)

18、犯错不可怕，谁都会犯错误，可它虚心接受别人的劝告
了吗?还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这叫“自以为是”。(板书)跟
我读。

1、现在同学们再看题目，“坐井观天”形容什么样的人?(目
光短浅并且自以为是的人)

2、如果青蛙此时跳出井口，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么?(生
说)

3、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个表演赛，找一组男生，一组女生来演
青蛙和小鸟，看哪一组演得好。(指名表演，带上头饰)

13坐井观天

小鸟 无边无际 见多识广



青蛙 井 口 目光短浅 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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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这则寓言，通过生动有趣的对话，给孩子们讲
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文章通过青蛙和小鸟对天的大小
的争论，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看问题、认识事物，站得
要高，看得要全面，不能像青蛙那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
这一寓意，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因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

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他们经常把部分当整体，“管中窥
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看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但
他们在生活中却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学艺，常会有这样
的感觉，刚接触时，自我感觉特别好，以为自己会了，待到
用时，方才明白，山外有山，学无止境。这异于“坐井观
天”啊。因此，进行本课的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成语故事《坐井观天》，让学生懂得目光短浅，眼界狭小，
见识就会有限的道理。我认为可针对学生喜爱故事的特点，
利用插图，激发他们主动读故事，引导他们评价故事中的人
与事，从中理解和懂得故事所包含的道理，还可以启发学生
大胆想象，续编故事。要让学生把故事中的道理与自己和周
围世界联系起来，感悟故事，感悟生活。因此，朗读、质疑、
讨论、评价、想象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

1.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对话;

2.发挥想象力，初步理解寓意;

3.理解“井沿”“大话”“无边无际”等词语。



懂得“坐井观天”寓意，明白本词含有贬义。教育学生开拓
视野，多读书籍，增长见识。

1.小黑板;

2.小青蛙、小鸟的头饰及图片

为了奖励你们这些聪明的小朋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有
趣的故事，想听吗?从前啊，有一口古老的井，井底生活着一
只青蛙。它每天坐在井底，从来没有出去过，就这样平静地
生活了很久。终于有一天，飞来了一只小鸟，落在井沿上，
它们俩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坐井观天》这个成
语故事。

请同学迅速把书翻到60面，大声读读这个故事。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每个字，读通每句话。

出示生字幻灯片。学生通过提示认识生字。

2、想一想：

这篇课文写的'是谁和谁发生争论的故事? 争论什么?(天的大
小)

板画，井，把青蛙移到井里

指图理解：井沿：就是井边。

过渡：它们俩碰到一起是怎么争论的呢?请同学们拿起笔，再
次小声读读课文，找出它们的对话，用“--------”画记出
来。

一共有几次对话?谁来读出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对，就是课文
的第二段和第三段。



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课标解读篇四

1、认识3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能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发挥想象，初步理解寓意。

重点：认识8个生字，能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难点：通过青蛙和小鸟对天的大小的争论，使学生理解一个
深刻的道理：看问题、认识事物，要站得高、看得全面，不
能像青蛙那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会正
确看待问题。

（一）谈话导入

1、师用白板聚光灯功出示“观天”，剩余部分遮盖起来，问：
“观”是什么意思？同学们经常看到的天有多大？（生交流）

2、互动小判断：“老师白板上只有‘观天’二字。”学生判
断这个说法对不对，然后老师显示剩余部分，为后文如何看
待事物做铺垫。

3、有一只小青蛙坐在水井里看天，它看到的天有多大呢？我
们来学习课文《坐井观天》。

（二）学习生字

出示生字，学生小组学习生字，交流识字方法。生开火车读
字，识词。

信、沿、抬、际、蛙、错、答、还



井沿、无边无际、不信、抬头、青蛙、弄错、回答、还用

（三）听录音，初步感知课文

（四）朗读感悟

1、自由读课文，找出文中小鸟和青蛙的三次对话。

2、看插图练读第一次对话。

3、感悟第二次对话。

（1）男女生分角色读第二次对话。

（2）说说读懂了什么。思考：小鸟和青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
看法？

（3）比赛读读小鸟人为“天大”的句子和青蛙认为“天小”
的句子，看谁读得好。

4、感悟第三次对话。

（1）小组合作学习。分角色朗读。

讨论：小鸟和青蛙都是笑着说的，它俩笑的含义是什么？

（2）朗读对话，读出适当的语气。

（五）戴头饰表演

（六）拓展活动

1、思考：如果青蛙真的跳出井口，他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
么？



2、全班交流。指名续编第四次对话（戴头饰）。

（七）谈感悟

学习了这篇寓言，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课标解读篇五

1.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懂得“坐井观天”这个成语的意思。

2.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教学重点：青蛙和小鸟的对话。让学生理解青蛙和小鸟对
天有多大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

2.教学难点：理解“坐井观天”的意思。

1.有关水井的教学挂图一幅、小鸟图一幅。

2.本课课文录音带一盒及注音生字卡。

：两课时。

1.板书课题：坐井观天

2.张挂教学挂图。板书：观。讲解字形、字义。

3.解释课题：坐井观天，就是坐在井里看天。

4.提出问题：谁坐在井里看天呢？在井里看到的天是什么样
子呢？请大家听我读课文。

1.要求学生一边听，一边想上面的两个问题。



2.要求学生听准生字的读音。

1.学生自读课文：现在，请同学们自己读一遍课文。读的时
候，要注意读准生字的字音，用序号把这一课的几个自然段
标出来。

2.指名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

1.出示注音卡片：观沿答百别弄际抬信

2.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3.用生字练习组词。五、课堂练习

1）.指导书写生字。

2）.比一比，再组成词语：

井()观()沿()百()

开()现()没()白()

3）.齐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得流利。

1.张挂教学挂图，读题。

2.上一课，我们初步读了《坐井观天》这篇课文。今天，我
们来细读、理解。

1.学习第一自然段。对照挂图，让学生说明青蛙和小鸟各自
所处的位置。板书：井沿。讲解生字。井沿：井沿，就是井
口的边沿。沿，读第二声，不要读成第四声。

2.讲读第二、三自然段。



(1)青蛙向小鸟提出了什么问题？(你从哪儿来呀？)

(2)小鸟是怎么回答青蛙的？(我从天上来，飞了一百多里)

(3)“一百多里”在这里说明了什么？(一百多里是一段很长
的路程，在这里说明小鸟飞了很远，天很大)

(4)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第二、三自然段。

3.讲读第四、五自然段。

(1)朗读第四、五自然段。

(2)“说大话”是什么意思？(大话是指夸张的话)

(4)小鸟是怎么回答青蛙的？(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
很哪！)

板书：无边无际

(5)无边无际是什么意思？用来形容什么？(无边无际没有边
际的意思。在这里用来形容天非常大)

(6)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第四、五自然段，注意“哪”的读音
和语气(“哪”作语气词，读轻声，不读第三声)

(7)青蛙和小鸟为了一件什么事争论起来了？(为了天有多大
的问题争论起来)

4.讲读第六、七自然段。

(1)青蛙为什么认为天不过井口那么大？(因为青蛙天天坐在
井里，抬头看见的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2)指导朗读“我不会弄错的。”(自信、肯定、自以为是的



语气)

(3)小鸟为什么笑了？(小鸟笑青蛙眼光太狭窄，只能看到井
口那么大的一小片天，还自以为是，不承认自己的看法有错
误)

(4)小鸟为什么叫青蛙跳出井口来看一看呢？(因为青蛙跳出
井口以后，眼界就会变得开阔，就会看到无边无际的天空，
就不会再坚持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了)

(5)指导朗读“你是弄错了。”(其中的.“是”字，表示了肯
定的、勿容置疑的语气)

5.小结：这篇课文是一则寓言，它通过青蛙和小鸟对天的大
小的争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问
题，认识事物，站得要高，看得要全面，不然就会像青蛙那
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坐井观天，就是指青蛙坐在井里看
天，把天看得只有井口那么大。以后，人们就用“坐井观
天”这个成语来形容那些目光狭小、见识短浅，而又自以为
是的人。

1.指名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填空：

青蛙坐在()看天，看到的天不过()那么大。小鸟站在()看天，
看到的天()。

3.把课后的字写在田字格里。

写字提示：比较下面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偏旁在形体上有什么
不同。

长)



附：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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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认识本课中的生字新词，正确书写。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坐井观天字面的意思和它其中的深意，
引导学生看问题要全面，不能片面的理解，不要做目光短浅，
自以为是的人。

3、分角色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4、培养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以及插图理解语言文
字的能力。

教学重点：

1、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看问题要全面，不能片面的理解，
不要做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懂得看问题要全面、不能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
道理。

教具准备：

教学课件、挂图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教师出示坐井观天的挂图，让学生仔细观察，然后说一说图
画的意思，初步感知这个成语的意思，然后揭示课题：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2课《坐井观天》，板书课题。

二、进入新课：

（一）、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不认识的字标上生字的字音，多读几遍。

2、在小组内读课文，数一数，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标好自
然段序号，小组长检查是否正确。

3、指名读课文，订正生字词的读音，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二）、认识生字：

1、教师用课件列出生字，分小组读一读，比一比：谁读的最
正确。

2、自己读一读词语。

3、结合书上的图指一指，说说“井沿”指的`是哪？（井的
边）

（三）、再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1、自由读课文（2——3遍）

2、同桌按自然段读课文，互查字音。

3、教师指名读，比一比，谁读的正确、流利。



（四）、整体感知：指名按自然段读，说说故事里都有谁，
它们在什么地方就什么问题争论起来。（青蛙和小鸟在一口
井处就天到底有多大争论起来。）

（五）、细读课文，深入理解：

1、天有多大？轻声读课文，找一找小鸟用什么词来形容天。
（无边无际）请你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2、读读这句话，说说你对这个词怎样理解。鼓励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和上文提到的小鸟“飞了一百多里”等方面来理解。

3、指导学生有语气的朗读这句话：小鸟非常自然。

4、青蛙认为天有多大呢？找到相应的句子读一读。

课件出示：上有插图和青蛙的话：“朋友，别说大话了！天
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

读一读，说说你有什么体会。然后练习朗读，体会青蛙的语
气：非常自信。

5、青蛙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指名读第六自然段，说一说。

投影片：配有青蛙的图和它说的话：“朋友，我天天坐在井
里，一抬头就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

读一读，谈谈你的理解。青蛙为什么会错了？错的原因是什
么？小实验：卷起圆纸筒看屋顶有多大。（教师要鼓励学生
大胆的谈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学生认真听，进行相
互补充。）

6、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练习分角色朗读二——七段，做到正
确、流利、有语气。



（六）整体综合：

1、展开想象，说一说：如果青蛙跳出井口，它会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先自己练习说，组织好语言再回答）

（对自己的无知和自以为是感到惭愧，

不再只凭自己所见到的一点来片面看问题，……）

2、让学生自愿结合，有语气的朗读课文，如果愿意，可加上
动作进行表演。

三、作业：有语气的朗读课文，家长进行评价。

略

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课标解读篇七

教学目标：

1．认识3个生字；

2．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对话；

3．发挥想象力，初步理解寓意；

4．理解“井沿”“大话”“无边无际”等词语。

重点难点：

懂得“坐井观天”寓意。

教学准备：

1．生字卡片；



2．小青蛙、小鸟的头饰。

前置自学：

1、自读课文，读的时候，要注意读准生字的字音，用序号把
这一课的几个自然段标出来。

2、做生字注音卡

3、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4、小鸟、青蛙看到的天一样大吗？为什么？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小青蛙和小鸟为了一件事争吵起来，谁也不让谁，咱们来看
看是为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13、坐井观天（板
书课题）

二、借助拼音，初读课文

借助拼音自由读文。

1、标出自然段序号.

2、初步认识生字、新词。

3、接读课文，集体正音。

三．学习课文，理解内容



1、同学们，课文中讲青蛙住在什么地方——（井里）（老师画
“井”简笔画）

2．那么，小鸟从哪儿来的呢——天上飞来，落在井沿上。
（请学生贴小鸟图和青蛙图的位置）

3、看插图填空：青蛙坐在（），小鸟落在（）。

小结：现在同学们知道了，这只小青蛙的家住在井里，小鸟
呢？从天上飞来，飞累了，落在井沿上，那么它们为什么事
争吵起来了呢？小鸟和青蛙进行了几次对话？（师范
读2——7自然段，生倾听）

（它们为天有多大的事争论。（师板书：天有多大？）

(一共进行三次对话2——3自然段是第一次对话，4、5自然段
是第二次对话，6、7自然段是第三次对话。）

5、分角色读第二次对话，思考：

（1）、青蛙说小鸟“别说大话了”这里的大话指什么？

(2)．青蛙的观点是什么？它眼中的天是什么样？它为什么说
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呢？

(3)．小鸟的观点是什么？它眼中的天是什么样？“无边无
际”是什么意思？

(4)．你认为青蛙和小鸟谁说得对？小组讨论一下，并汇报。

全班分角色再读第二次对话。

7．下面，我们看本文题目

“坐井观天”，现在你明白“观”是什么意思吗？是谁坐在



井里看天呢？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学井里的小青蛙呀，老师希
望你们看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知识，千万不要当“井底之
蛙”。

第二课时

一、听写词语

二、做乐园

板书设计：

13、坐井观天

小鸟无边无际（飞了一百多里）

青蛙井口大天天坐在井里

二年级语文坐井观天教学设计新课标解读篇八

教学目标：

1、能分角色朗读课文，有感情朗读对话。

2、发挥想象，初步理解寓意。

教学重点、难点：

能分角色朗读课文，有感情朗读对话，理解寓意。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幻灯、纸筒、头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师：通过学习第二次对话，你们都知道些什么?

生自由回答。

师：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生根据课文内容提问题。

师：下面，我们就围绕“它俩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这
个问题自由读课文，想想再回答。

生根据课文内容回答。

1、因为青蛙整天坐在井里，看不到井口范围以外的天，所以
它以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2、因为小鸟天天在空中飞，亲眼看到天很大很大，所以它认
为天“无边无际”。

二、亲身实践，探究新知。

师：说得真好，请同学们走出教室，说说你看到的天有多大?

生：天，无边无际。

生：天，的确很大。

师：你们再用纸卷成纸筒去看看天，说说看到的天有多大?

生：天不过纸筒口那么大。

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生：因为长长的筒壁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所以看上去天只有
纸筒口那么大。而走出教室看天，没有什么障碍挡住我们的



视线，所以天无边无际。

师：看画面，你们明白青蛙为什么认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吗?(多媒体画面演示：青蛙坐在井里看天)

生：(看画面)明白了。这时因为青蛙的视线被厚厚的井壁挡
住了。所以它认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师：说得好极了，下面，我们来读读第二次对话。

(小组分角色朗读)

三、学习第三次对话。

生：他俩笑的含义不一样。

师：小组合作学习第三次对话，先分角色朗读，再相互讨论
他们的笑各有什么含义?

生讨论后回答：

1、青蛙笑小鸟错了，自己是对的。

2、小鸟笑青蛙过于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

3、青蛙觉得自己天天坐在井里看天，最了解天的大小，不会
弄错的，小鸟居然和他争论，实在可笑。

4、小鸟笑青蛙确实弄错了，还自以为是。

师：说得太棒了。

5、我觉得“天天”“不会”要重读，这样就读出了青蛙很傲
慢的语气。



6、我来读读小鸟说的话。

7、我觉得“不信，你跳出井口看一看吧。”要读得很有耐心。

师：你真是一只聪明可爱的小鸟。

四、拓展知识。

师：假如青蛙真的跳出了井口，它看到的天是什么样的?这时
它会怎么说?(投影出示习题：青蛙听了小鸟的话，真的跳出
了井口，这下子，它惊呆了，心想：。于是对小鸟
说：“。”小鸟“。”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再回答。

五、整体回顾课文。

分角色带头饰朗读。

六、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