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 小学语文
二年级上学期北京教案(汇总18篇)

公益项目可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
公益活动中，如何处理好公款的使用和资金透明度问题？我
们可以借鉴以下公益项目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升今后的公益
活动效果。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一

人的成功，来自于智慧的运用。而智慧的产生又和人对客观
事物的观察分不开。没有观察，就没有正确的思考，就没有
新事物的发现，也就没有了智慧与成功。

要获得智慧，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打开观察力的宝库。达
尔文曾经讲过：“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
智，只是在觉察那些很快就要消失的事物，并且对它们仔细
观察方面，比一般人强些罢了。”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俄
国的巴甫洛夫则在自己的实验室门外，工整地刻上了这样的
话：“观察，观察，再观察。”小学生和中学生，从现在就
开始培养自己的观察力，这是件重要的事情。

有的同学认为，观察只是上课时老师带着大家做的事情，让
看什么就看什么，让怎么看就怎么看。其实，敏锐的观察力
主要是日常生活中多多留意的结果。

北京有个叫李东旗的女同学，她非常留意周围的事物。天空
的云彩、地面的汽车、水壶上的蒸汽等，常常成为她观察的
对象。时间一长，她养成了对什么都留心的习惯。一次，她
看到晚间拍摄的照片上，灯光四周有几条光芒，就琢磨起来：
“多奇怪！光芒怎么来的？为什么眼睛看不见些条条？再有，
怎么照片上无论灯大灯小，光芒的数量就是一样的？”



她不单观察，还动手研究。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李东旗
认为，光芒的条数恰巧与相同镜头中多边形光圈的边数相同。
她的论文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活动奖。

留心身边的事物，可以发展我们的观察力。传说瓦特是看见
水壶盖子的起伏发明了蒸气机，牛顿是在苹果砸了脑袋后才
找出万有引力定律的。这些传说都说明，留心周围的事物才
能培养观察力，才能获得成功。

要提高观察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持之以恒地不断观察。
有的同学做事情就那么“五分钟热气”，来得快去得快。还
有的人喜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都不会提高自己的观察力。
下面的几项，是所有希望获得良好观察力的同学都应该做到
的。

每天坚持写300字上下的日记。每个月写一份对大自然的观察
记录，包括天气变化、生物生长等内容。每天都要选择身边
的一件物品找出它的特征，然后，把这些特征告诉你的父母、
老师或者同学，请他们猜一下你描述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猜
错了，说明你没有抓住那个事物的特点。你就再来几次，直
到别人猜对为止。要求自己改掉粗心的毛病，在读书的时候，
字字推敲；考试交卷前，认真核对。

以上这些只要坚持不懈，你的观察能力和学习水平会很快提
高。

掌握好观察力这把钥匙吧！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二

认识十三个生字，会写十个字。

认识13个生字，会写10个字。



两课时。

教学目标：认识十三个生字，会写十个字。初步感知课文内
容。

教学过程：

一、审题、导入新课。

谈话：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的首都是哪儿吗?说说你对北京
有哪些了解?

二、读中识字。

1、教师范读课文。

2、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画出生字。

3、小组内读课文：互查读音。

三、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自主识字。

1、出示图片：你看到北京的那些美丽的景物?这些景物美在
哪里?(教师随即出示词语。)

2、“读读记记”下面词语。

绿树成阴鲜花盛开风景优美来来往往高楼大厦名胜古迹

四、写字指导。

1、分析字的结构。

2、注重同偏旁的字。



3、突出主笔的字：央、市、旁、城

4、教师范写：边写边讲解。

五、自由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北京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2、用书上的一句话概括?读出语气

3、学生质疑，提出不懂的问题。

六、布置作业。

教学目标：了解课文内容，感受首都北京的巨大变化。初步
感受课文按不同方面连段成篇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自由读课文：

北京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用书上的一句话来概括。

2、有感情的读这句话，读出赞美的语气。

二、朗读感悟，了解内容，体会情感。

1、自由读课文：作者都抓住了哪些景物写出了北京的美?这
些景物的特点是什么?

2、学生讨论得出：天安门：庄严、美丽，宽阔的广场人民英
雄纪念碑。



柏油马路：又宽又长，绿树成阴、鲜花盛开。

立交桥：许多、有绿毯似的草坪、拼成图案的花坛，车辆来
来往往、川流不息。(读出立交桥的美)

名胜古迹和公园、高楼大厦：许多、风景优美。

3、教师小结。

三、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四、实践活动。

交流有关的北京变化的资料。

五、布置作业。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三

1、我国的首都在哪里？第一、五段都说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
它到底美在哪里？小声自已读课文，自已体会。

2、通过看图引导同学看看课文众哪几个方面讲了北京的美丽？

3、再读课文，让同学说说自已又认识了哪些四字词语，结合
图体会“绿树成阴、鲜花盛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意
思，鼓励同学用自已知道的词语来形容它的美。

4、说说自已知道的北京的高楼大厦、名胜古迹和公园。

5、朗读感悟北京的美。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四

1、认识“央、瓦”等13个生字。会写“央、交”等字。



2、激发学生热爱首都北京的情感。

3、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部分。

一、谈话导入。

1、课件出示北京行政图。

今天老师就要带同学们到北京去旅游一番。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同学们把课文试着读一遍，并划出生字。

2、读准生字的字音，再将生字连成词读一读。(出示词语)

3、轮流当小老师带大家读词语，愿意读哪个就读哪个。

4、全体齐读词语。

三、再读课文，理解新知，指导朗读。

(一)再读课文。

1、你们的词语读得可真不错，你们能把课文也读好吗?

3、说说看，他读得怎么样?

4、指导：读书要声音响亮，有感情，要读准字音，要注意停
顿。

(二)理解课文，指导朗读。



1、教学第二自然段：

(1)点击课件，展示天安门以及天安门广场画面和第二自然段
文字。

(2)说说你看了什么?

(3)教师范读第二自然段。

(4)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解释“中央”“庄严”“矗立”等词的意思。

(5)小组选出代表配乐比赛朗读第二自然段，评出“朗读奖”。

2、学生自主学习第三自然段：

(1)课件出示北京马路和立交桥画面以及第三自然段文字。

(2)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再读读文字说说你读懂了什么，有
什么不懂的问题。

(3)学生分四人一小组自学讨论。

(4)分小组汇报讨论结果。

解释“绿树成阴”“川流不息”等词语的意思。

(5)分男、女生比赛朗读第三自然段，评出“朗读奖”。

3、教学第三自然段，拓展知识。

(1)集体朗读第四自然段。

(2)点击课件，播放北京的名胜古迹、公园、高楼大厦画面，



让学生感受北京的美。

(3)自由组合，互相讨论看到了什么，以某个景点为例，续编
一个自然段。

(4)当回“小导游”：分小组选代表上讲台演讲续编的内容，
教师点击课件，配上相应的图画。“旅客”有问题，也可以向
“导游”提问。

(5)评出“导游奖”和“小组合作奖”。

四、课外延伸。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把你搜集
来的关于北京的资料告诉大家。

五、集体配乐齐读全文。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五

活动目标：

1、能围绕北京这一中心话题用较连贯的语句表达自己的见解。

2、了解北京的建筑和景色。

3、体验热爱祖国的情感。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中国地图、北京图片、绘画纸、彩笔



活动过程：

1、共同回忆有关情节：

讨论：“我们的家叫中国，那中国的首都在哪儿呢？”

2、幼儿看图片讨论：

交流各自对天安门的认识：

天安门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是怎么的？
人们是怎样观看升国旗的？

边看图片边验证他们的介绍，小结。

3、交流北京著名的古迹、特产。

你们还知道哪些北京非常有名的古迹？建筑？

你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地方？为什么？

4、选择北京非常著名的古迹、建筑留影：

想不想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北京的景点照张像？

教师用相机为幼儿拍照留影。

活动反思：

让幼儿进一步巩固、加深对北京名胜的了解，培养幼儿的爱
祖国的意识。在幼儿讲述环节，幼儿还需要教师的提示和指
导，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六

1、认识13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身喜欢的局部，
感受北京的美丽和巨大变化。

3、有热爱祖国首都的意识和感情。

认识生字，会写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背诵自已喜欢的局部，感受北京的美丽攻巨大变化，有热爱
祖国首都的意识和感情。

教学流程：

一、导入;

1、2008年的奥运会将在哪里举行呀?

2、说说自已在电视上看到的北京，请去过北京的同学说说自
已印象中的北京。

3、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课文是怎么描写北京的。板书课题，
同学跟着写。

二、初读感悟

1、小组练读课文。请小组同学自已布置读的方式，可以齐读、
个别读，也可以分段读。在读中把没见过的词语画出来。在
小组里练读新词，互相正音。

2、出示含生字的词语，组织同学说一说自已认识哪些词语，
领大家读一读。



3、教师用生字卡片，检查同学的认读情况。

4、各小组轮流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流利，可以小组齐读，
也可以派代表上讲台朗读。读后进行评议。

5、说说自已读懂了什么。

三、朗读感悟：

1、我国的首都在哪里?第一、五段都说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
它到底美在哪里?小声自已读课文，自已体会。

2、通过看图引导同学看看课文众哪几个方面讲了北京的美
丽?

3、再读课文，让同学说说自已又认识了哪些四字词语，结合
图体会“绿树成阴、鲜花盛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意
思，鼓励同学用自已知道的词语来形容它的美。

4、说说自已知道的北京的高楼大厦、名胜古迹和公园。

5、朗读感悟北京的美。

四、再读抒情。

1、用自已喜爱的方式读，读出喜爱与赞美。

2、展示读，选出自已读得好的，读给大家听，其他小朋友评

一、朗读欣赏：

1、从小就知道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祖国的心脏。还记得语
文课上读过的“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还记得一首歌里
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从北京传出来
的声音，响遍神州大地。世界各国人民的眼睛，也越来越多



地聚焦于北京。北京是一本厚厚的线装书，书里有周口店的
北京猿人，有数百年来的帝王将相，有世世代代劳动人民伟
大的发明。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红墙、黄瓦，读到京
剧、茶馆，读到胡同、四合院。北京是一幅多彩的油画，画
里盛开着鲜花，飘动着车流和人流，散发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从这幅画上，我们能读到高耸的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彩虹
似的立交桥，许许多多的建设成绩。古老的北京，在不停地
书写着新的一页，不停地画着新的图画。今天我们就继续来
欣赏北京的美。板书课题：北京，同学跟着书写。

2、老师范读，同学欣赏后说说自已的感觉。

3、同学读，老师欣赏。

二、感情背诵：

1、同学选择自已喜欢的局部背诵，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2、同桌互相背诵、交流。

三、巩固识字，指导写字。

1、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读，认读课后的四字词语。

2、认读要求会写的字，并用这十个词分别组词。

3、说说可以用哪些方法记这些字。

熟字加偏旁：优、阴、坛、城、图

熟字减偏旁;央、交、旁

编字谜：在大房子里过冬(图)

形近字：巾——市



找相同点：城和坛都有土字旁;国和图都有口字框。

4、练习书写;

(1)老师在黑板上范写“央”字，并让同学说明要注意的地方。

(2)请同学当小老师，范写交字，再评议

(3)其他生字由同学讨论该如何正确书写。，然后书空、描红、
临写。

四、实践活动：

1、同学们将收集到的资料放在教室里展示。

2、交流北京有哪些变化。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七

1、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读，认读课后的四字词语。

2、认读要求会写的字，并用这十个词分别组词。

3、说说可以用哪些方法记这些字。

熟字加偏旁：优、阴、坛、城、图

熟字减偏旁；央、交、旁

编字谜：在大房子里过冬（图）

形近字：巾——市

找相同点：城和坛都有土字旁；国和图都有口字框。



4、练习书写；

1）老师在黑板上范写“央”字，并让同学说明要注意的地方。

2）请同学当小老师，范写交字，再评议

3）其他生字由同学讨论该如何正确书写。，然后书空、描红、
临写。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八

1、小组练读课文。请小组同学自已布置读的方式，可以齐读、
个别读，也可以分段读。在读中把没见过的词语画出来。在
小组里练读新词，互相正音。

2、出示含生字的词语，组织同学说一说自已认识哪些词语，
领大家读一读。

3、教师用生字卡片，检查同学的认读情况。

4、各小组轮流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流利，可以小组齐读，
也可以派代表上讲台朗读。读后进行评议。

5、说说自已读懂了什么。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九

1、从小就知道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祖国的心脏。还记得语
文课上读过的“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还记得一首歌里
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从北京传出来
的声音，响遍神州大地。世界各国人民的眼睛，也越来越多
地聚焦于北京。北京是一本厚厚的线装书，书里有周口店的
北京猿人，有数百年来的帝王将相，有世世代代劳动人民伟
大的发明。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红墙、黄瓦，读到京



剧、茶馆，读到胡同、四合院。北京是一幅多彩的油画，画
里盛开着鲜花，飘动着车流和人流，散发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从这幅画上，我们能读到高耸的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彩虹
似的立交桥，许许多多的建设成绩。古老的北京，在不停地
书写着新的一页，不停地画着新的'图画。今天我们就继续来
欣赏北京的美。板书课题：北京，同学跟着书写。

2、老师范读，同学欣赏后说说自已的感觉。

3、同学读，老师欣赏。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十

【学习目标】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9个字。积累句子。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
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爱读科学童话故事，能从童话故事中吸取力量，陶冶情操。

【教学过程】

一、创境揭题，诱发情感

出示两幅画面：笋芽儿、竹子。

(画外音：小小的笋芽儿不到2个月就能长成健壮的竹子，多
么奇妙啊，生长后的竹子浑身都是宝，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好
处。想知道笋芽儿是怎么一天天长大的吗?)

揭示课题：4笋芽儿



二、初读感知，学习生字

三、读读画画，了解笋芽的生长经历

愿意当可爱的笋芽吗?

咱们通过读读书、画一画，把你们的生长过程记录下来吧：

1、同学自由读书，勾画有关笋芽生长的词句反复练读。

2、试着画出笋芽生长为竹子的过程，同位交流“笋芽生长
录”：

全班评画，老师板画。

指导朗读有关句子。

四、朗读感悟，体会笋芽的成因

2、指导朗读春雨、雷公公呼唤的句子以及妈妈关爱、太阳公
公温暖的句子：

引导同学找出描写美好春光的句子，指导朗读。

3、分角色有感情练读课文，补充“笋芽生长录” 的画：

展示读书，老师板画。

五、总结全文

笋芽儿们，在温柔的春雨姑娘滋润，雷公公的呼唤，妈妈的
关爱，太阳公公的温暖下，你们自豪地长大了。把你们最想
说的话写在“笋芽生长录”上。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十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由生字组成的新词;

3.理解课文内容，懂得“每个人都要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教学重点： 萨沙和妈妈之间的对话

教学难点 ：懂得“每个人都要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并引
导学生不甘于做弱小的人。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

导 学 过 程 二 次 备 课

一、游戏导入，激活思维

(对对子游戏)

例如：明对暗夜晚对白昼东升对西沉强大对弱小

二、揭题导读，体现个性

1.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与弱小有关的故事。题目就是《我
不是最弱小的》，老师相机板书课题。

2.指名学生读课题，教师通过评价鼓励学生读出个性。

4.教师配乐讲故事，学生听后把自己的感受和老师、同学交
流交流。



三、读中感悟，真情体验

1.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因为这一篇课文中有许
多生字和新词，小朋友要多读几遍，把它们读正确。

2.学生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中哪些句子是写蔷薇花的?
找到后，用自己喜欢的记号标一标。

3.交流自己所画的句子，老师相机出示：

(1)林中旷地附近长着一丛丛野蔷薇，一朵花刚刚开放，粉红
粉红，芳香扑鼻。

(2)滂沱大雨已经冲掉了几片花瓣，花儿低垂着头，因为他娇
嫩纤弱，毫无抵抗能力。(这两个句子尽管都是描写蔷薇花的，
但第一句重在通过朗读感受花儿娇嫩美丽，惹人喜爱;而第二
句则重在体会花儿已被滂沱大雨折磨得毫无生气，完全没有
抵抗能力了。在这种对比中，激起学生对蔷薇花的关爱之情。
)

4.你看到了这一株野蔷薇，会怎么想?

5.萨沙是怎么做的呢?(依据学生回答，揭示描写萨沙做法的
句子：“他掀起雨衣，盖在粉红的蔷薇花上。”并出示课文
插图，指导学生读好句子。)

5.静静地读读课文，想想萨沙为什么这样做，边读边把你的
体会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一写。

6.小组交流各自的体会，要求结合课文内容来谈。

7.课堂交流，相机出示重点句，指导感情朗读。交流时重点
引导学生体验这样两点：

(1)父母亲言传身教，用自己保护弱小者的的实际行动教育了



萨沙。这里要联系上文他们的做法来谈。

(2)萨沙内心不甘于做弱小者，不愿意只享受别人给予的保护。
这里要抓住妈妈的答话，引导学生通过读，通过想象，感受
到萨沙在妈妈眼中是弱小的;此外要抓住萨沙反问的话语，体
会萨沙内心不愿意做一个最弱小的人，因此他要去保护比自
己更弱小的蔷薇花。

四、想象倾诉，“链接”生活

1.联系自己的生活谈体会

同桌交流后，再指名说说自己生活中保护弱小的事。教师适
时点评，并引导学生联系课文中萨沙的做法，将妈妈的话拓
展为“每个人都要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植物、动物或其他
的东西。”)

2.想象三四十年后的景象

4.齐读课题，并把创编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十二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天安门在北京城的中央，红墙、黄瓦，又庄严，又美丽。天
安门前面是宽阔的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京有许多又宽又长的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鲜
花盛开。北京新建了许多立交桥。立交桥的四围有绿毯似的
草坪和拼成图案的花坛。各种车辆在桥上桥下来来往往，川
流不息。

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和风景优美的公园，还有许多新建的高



楼大厦。站在高处一看，全城到处是绿树，到处是大楼。

北京真美啊!我们爱北京，我们爱祖国的首都!

小学二年级语文北京课文篇十三

style="color:#125b86">二年级语文《北京亮起来了》教
案4

本课是一篇写景的文章，作者把视角投向了华灯高照、川流
不息的东西长安街;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环形路上的立交
桥;繁华的王府井、西单商业街;古老的故宫、美丽的角楼，
运用优美的文字从不同方面介绍了我国首都北京那五光十色、
灿烂迷人的夜景，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自改革开放
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作者对首都北京的热爱、赞美
之情。

全篇课文共有六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总的介绍北京的夜景
照明情况。其中“灯的海洋”“光的世界”有点睛的作用，
使小读者被吸引，有兴趣看看那迷人的北京之夜。第二自然
段主要介绍了三个场景：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东西长安街;
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的天安门城楼;广场四周的高大建筑物。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初步理解新词在课文中的意思，能认读
“辉、煌、幢、繁”4个字。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4、继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大家互帮互助，提高识字
能力。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1、正确掌握本课生字新词，并学会应用。

2、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的能力。

教具准备：词语卡片、图片。

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片，点明课题：

师点击鼠标，出示以下景物的图片：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城
楼;环形路上的立交桥;王府井、西单商业街;故宫、角楼，让
学生说说这是什么地方?简要的介绍介绍。

师：夜幕降临了，这些景物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从课文中
找到答案。教师板书课题：《北京亮起来了》。

二、师生互动，识记生字：

1 让学生自己读课文，边读边在课文中标出生字，画出新词。
借助汉语拼音读一读。

2 同桌之间开展相互间的学习：



打开课后的生字表，分别读一读，如果读得不正确，进行纠
正，互相帮助。

两个人读一读画的新词。

学习完毕，同桌相互评议学习情况

3 教师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幕、临、街、闪、夺、勾、喷、府、紫、禁、束

在读生字的过程中，对读得不准确的地方及时提醒。(最好让
学生发现问题，培养听的能力)

看电脑画面，读词语：

夜幕降临、五光十色、银光闪闪、光彩夺目、华灯高照、川
流不息

(1)学生自己练习读，如果有问题及时请教。

(2)指名小组读，比一比谁读的正确，开展组际竞赛。

说说你怎样记住这些生字的字形：(先让学生说说哪些字记不
住，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然后师生交流记忆的方法。)

幕：上下结构的字，上边是一个“莫”，下面是“巾”形近
字有：慕、墓

府：这是一个形声字，外形内声，里面是“付”

夺：上下结构，注意与“奇”区分。

紫：.注意与“紧”区分。



街：左中右结构，中间是“土”字和“土字旁”

4、再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然后打手势告诉老师。

(2)指名分段读，听一听谁读的正确、流利，结合学生读书情
况，进行评价。

三、练习巩固：

做游戏：教师把生字写在小星星的背面，然后把星星贴在黑
板上，以小组为单位到前面摘，摘下后，看清生字并带领同
学们读一读。而后结合生字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达到记忆
的目的。

如：这个字的偏旁是什么?

这个字可以组成什么词语?

它有哪些形近字?请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游戏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之间进行比赛，并引导学生从
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展示学习成果。

2、教师指导学生书写生字：

让学生打开语文书看课后的第二题，观察每个生字的占格情
况。

让学生说说这些字的占格情况。

在书中练习描写。师走下去巡视，及时帮助那些书写有困难
的学生。



进行展示，进行表扬，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布置作业：抄写难字。

提出问题。

结合课文内容找找学习资料。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课文内容，感受首都北京夜晚的美景，激发学生对首
都北京的热爱之情。

2、结合课文插图，联系生活实际，知道北京的新变化，体会
北京辉煌、亮丽的原因。

3、进行朗读训练，培养学生有语气朗读的能力。

教学重点：

1、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2、结合课文插图，联系生活实际，知道北京的新变化，体会
北京辉煌、亮丽的原因。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变换角色。

请同学们听一段老华侨的录音：内容是说说七十年代的北京
城夜景，当时，一到晚上，商店关门，街上没有霓虹灯，道
路很黑，街上的车辆也很少。然后老华侨听说祖国改革开放
后，变化很大，但是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亲自回来看



看，他特别想知道现在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呢?(这段录音教师
可以模仿这位老华侨，让学生有切实的感受。)

教师：谁愿意当讲解员给老华侨介绍介绍?(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学生变换角色讲解员。

1、介绍的内容是：《北京亮起来了》。并进行板书。

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出示题目：

指名分段读，想一想：北京夜晚的特点是什么?边听边在课文
中画一画(辉煌、亮丽)板书词语后，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
说词语的意思。

分配任务，深入理解：

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课文介绍了哪些地方的夜景?(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城楼;环形
路上的立交桥;王府井、西单商业街;故宫、角楼，结合学生
的回答，让他们看看有关的画面。)

小组长和同学一起读读有关的语句。

每个人在小组内谈谈自己的感受，大家相互补充。

大家有语气地读读。

(学生在谈感受的过程中可以结合课文中的语句。可以借助课
文中的插图，还可以借助找到的课外资料。)

(学生在理解的时候，遇到问题及时提出来，大家共同解
决。)



2、师生共同交流：(引导学生一处一处讲解。)

重点围绕以下地方;

“东西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
河从天而降。”(结合图片认一认华灯，川流不息说明这里的
车很多，多得像水流不断，每辆汽车的车灯都亮着，灯光一
闪一闪的，从高处看，就像天空中无数星星构成的银河。)

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这里的灯光各种各
样，五颜六色，看上去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把繁华的大街变成了比白天更美的不夜城”(商店的橱窗分
外明亮，绚丽多彩的广告牌，颜色各异的霓虹灯为商业街平
添了一番美丽，再加上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们，来自五湖
四海的外国宾客，这些商业街就显得格外热闹。)

一束束灯光照着古老的故宫，长长的城墙和美丽的角楼倒映
在湖面上，银光闪闪。十分动人。(这些建筑物虽然古老，但
是当灯光成为他们的外衣后，就别有一番风韵。)

(在学生结合语言环境理解时，可以参考插图、可以结合图片、
教师要恰当地运用教学软件及时让学生们欣赏那迷人的夜景，
感受北京之夜的辉煌与亮丽。)

练习有语气地朗读：

自由读。

指名读一读，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读。

教师进行指导：注意读出长句中地停顿。

(广场四周，彩灯勾画出/ 一幢幢/高大建筑物的雄伟轮廓。)



(一束束灯光/ 照着古老的故宫，长长的城墙/ 和美丽的角
楼/ 倒映在湖面上，银光闪闪。十分动人。)

小组练习有语气的朗读。

全班范围内指名让学生有语气朗读。

评一评谁的语气好，为什么?

3、联系实际，结合课外资料说说你眼中的北京的夜景?

先让学生在小组内说一说。

小组选派代表进行汇报。

播放北京的夜景，让学生们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