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课堂实录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案 5 篇通用
  

 

课堂实录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案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习本课 17 个生字，会写 10 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露西在给爸爸的信里都写了什么。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露西懂得寻找生活中快乐美好的事物的乐观态度。 

  [教学重难点] 

  1.识字、写字，朗读课文。 

  2.比较露西前后两封信的差别，体会露西心情的变化。 

  [教学课时] 

  2 课时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1.我手上有许多小朋友给爸爸妈妈写的信，你们想不想听一听?(教师读信) 

  2.你们觉得哪封信写得好?为什么?(学生自由举手回答) 

  3.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位小朋友露西是怎么给她的爸爸写信的。(板书课题：

一封信)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课堂实录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案 2 

  教学目标： 

  1.学会 9个字，会认 10 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学习默读课文。 

  3.通过读课文，了解新式房屋的特点，感受现代科技的神奇，激发学生关注

现代科技发展的热情。 

  教学重难点： 

  学习生字新词，朗读课文。读文了解新式房屋的特殊功能，感受现代科技的

神奇。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准备： 

  1.生字卡片、生词卡、教学挂图 

  2.查找收集现代化住宅的资料及图片，了解我们平常所见的房屋的特点。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默读课文;识字;学习第 1、第 2自然

段。 

  教学过程： 

  一、 问题导入，激发兴趣  

  1.板书课题。 

  2.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3.梳理问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带着问题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难读准的字多读几遍。教师巡视辅导。 

  2.组内自主识字。教师要注意发现会学习的小组，教学生小组合作的方法。 

  3.检查初读效果。采用抽读生字卡片、“开火车”认读、挑读等形式，大面

积检查学生初读情况。 

  4.送生字宝宝回家，默读课文。要求：静下心来读课文，嘴里不出声，在心

里读。一边读一边想这种新式房屋有什么特点 ? 

  5.学习课文的 1—2自然段。了解新式房屋形状的特别，并朗读。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卡，上面写有“式、仅、超、瓦、华”五个字，问学生：说说你

有什么发现?你最会记哪个字? 

  2.书写时你想提醒小朋友注意什么? 

  3.教师范写“瓦”，学生在书上描红。 

  4.在本子上练习。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学习课文的 3—7自然段，了解新式房屋的特点，感受现代科技的神奇，激

发学生关注现代科技发展的热情;学写后面的四个生字。 

  教学过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1.认读生词。 

  2.师：昨天我们了解了一种新式房屋，它的形状真特别，谁来说一说。今天

呀，我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种新式房屋.看看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二、自主体验，合作学习 

  1.教师提示。 

  那你们赶快准备一下，打开课本第 101 页，默读第 3—第 6自然段。看看究

竟有哪些特殊的功能? 

  2.学生默读课文第 3—第 6自然段。(教师巡视，相机鼓励学生采用自己擅

长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 

  3.学生小组交流。 

  4.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估计)有的小组在认真地读相关要介绍的部分;有的小组边读边勾画重点词

句体会;有的小组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互相交流自己的感受;还有的小组读完

后，将有关内容画出来了。 

  5.教师巡视，发现小组学习好的方法就相机向学生推荐。 

  三、多向交流，读中感受 

  1.谈话。 

  大家真会合作学习，研究挺认真的!相信你们一定准备好了，我已经等不及，

看看哪一组的介绍，可以找到相应的地方读一读! 

  2.全班交流。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3.生：介绍的特殊功能是新式房屋的“屋身是一个大型的球形气垫房，气垫

房可以随季节变换而自动伸缩变化”。 

  教师引导。你向我介绍的这种新式房屋是不是就像我们到东湖动画城看到的

气垫城堡，而且它还能随季节的变换而自动伸缩变化。(相机板书：随季节变换

而伸缩变化) 

  夏天能伸，冬天就能缩，这样的屋身就不会破裂了!多有趣啊!谁还能来介绍

一下?读读这句话。 

  4.学生读句子。 

  (1)生：介绍“那扇既可称门又可称窗“门窗”，是用特别的感应材料做成

的，能根据天气的变化调节室内温度，相当于一个恒温器。如果烈日炎炎的夏季

来临，自动感应窗就会立刻行动起来，把室温调节在摄氏 25 度以内，房内凉爽

极了”。 

  (2)教师引导。这种感应材料做的门窗还真是很特别! 

  (出示句子：“如果烈日炎炎的夏季来临，自动感应窗就会立刻行动起来，

把室温调节在撮氏 25 度以内，房内凉爽极了。”) 

  (3)教师范读这句话，点红“如果”“就”两词。指名学生读。教师评。 

  (4)此时，屋子里的温度不冷不热，你仿佛把我带进了空调房里。夏天，大

家进空调房都有什么感受呢?学生交流感受。夏天进空调房很清凉!很舒服! 

  (5)教师拿出词卡“凉爽”，指名学生读，齐读。教师评。我已经感受到屋

内凉爽极了! 

  (6)拓展练说。 

  如果在其他的季节，自动感应窗又会有什么反应呢?指名学生说。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7)教师小结。 

  原来新式房屋就是这样随天气变换而自动调节温度的。(相机板书：随天气

变换而调节温度) 

  如果我住进这房屋，就能一年四季感觉到不冷不热，那简直太舒适了!这一

功能太吸引我了。 

  5.生介绍(读第 4、第 5自然段) 

  (1)师相机谈话：你瞧，风暴说来就来了!像猛兽一样凶猛，一般房子屋内的

东西到处滚动，砸碎了，连房屋都被掀倒了。不一会大地震相继爆发，普通房子

震动剧烈，屋内人们惊慌失措，顷刻间，房子全倒塌了。这太可怕了 !如果我住

进了这种新式房屋，就一 

  点儿也不必担心了。这样的房子多安全呀!谁愿意再介绍一下。 

  (2)出示句子“只要风一起……也不会滚动。倘若……根本不会倒塌的。”

指名学生读这句话。教师读这句话。(将“绝不会”“也不会”变红)再指名学生

读这句话。教师评。这会让我感觉到住进这房子更安稳了，是根本不会倒塌的 ! 

(将“根本不会”变红) 

  (3) 来，想介绍的就一起来介绍吧! 

  (4) 这样的房屋住着有什么感觉?(安全)出示句子“你瞧，多安全的房子!”

学生带着自己的感受齐读这句话。 

  6.生介绍的特殊功能是“从屋内往外看风景，要数晴天最美。白云从屋顶飘

过，玻璃瓦将它映得五彩缤纷，实在是漂亮极了’。  

  (1)这么奇特呀!好，我们就闭上眼睛跟着老师一起到屋内去看风景吧 !(相机

板书：从屋内往屋外看风景) 

  (2)播放音乐，学生闭眼想象。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3)学生交流自己看到的景象。 

  (4)教师评。呀，云彩真漂亮，是五彩缤纷的! 

  (5)出示词卡：五彩缤纷。指名学生读、齐读。 

  (6)教师质疑。云彩颜色五光十色，美丽极了!咦!平时，我们看到的云不是

白色的吗?怎么现在看到的云是五彩缤纷的呢?哪一组的代表能进一步给我介绍

一下? 

  (7)教师反馈。 

  听了你的介绍，这下我可明白了。你真聪明!能联系前文来学习，真有方法! 

好美的景象啊!让我们美美地读一读第 6自然段。 

  (8)播放音乐，师生齐读课文第 6自然段。 

  7.整体回归。 

  哎呀，住进这样的房屋就是一种享受!你们向我推荐的新式房屋的特殊功能

可真多!我都很需要。这样吧，大家就一起读一读第 3至第 7自然段，再给我来

个全方位的介绍吧!学生齐读 3至 7 自然段。 

  8.教师交流感受。你们介绍得太吸引我了，这座新式房屋不仅形状特别，而

且功能也很特殊。 

  四、指导书写，培养习惯 

  1.谈话。瞧!这些生字娃娃也被吸引来了，它们也想住进这新式房屋。只要

你们帮我记住它们，它们就可以住进去了。 

  2.出示。新式房屋外有“换、恒、市、狂”4个生字。 

  3.学生识记生字。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4.教师引导。 

  在你们的帮助下，生字娃娃终于都住进了新式房屋，它们可高兴了!可这些

生字还得住进田字格里，那它们在田字格里怎么摆才好看呢?请大家翻开课本第

103 页，仔细地看一看! 

  5.学生先自己观察田字格的字，然后在小组内说这些字怎么写好看。教师巡

视，相机引导学生重点从字的结构上去看。 

  6.学生描写生字。发现哪个字很难写? 

  7.教师边范写边讲解。 

  8.学生描写，写完后在小组内评议。 

  五、想象拓展，实践盾动 

  1.说说你们自己心中的新式房屋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先在小组内和自己的伙

伴说说，互相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 

  2.学生在小组内试说，相互提出好的建议。 

  3.全班交流，指名说。 

  4.布置自由练习作业。回家以后，可以向自己的家人介绍一下;可以查找一

下，在生活中还有哪些新式房屋;可以画一画自己心中的房屋设计;也可以写一写

你自己心中的新式房屋。 

  板书设计： 

  新式房屋 

  形状特别 功能特殊 

  随天气变化而调节温度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随季节变化而伸缩变化 

  安全 

  从屋内往屋外看风景 

   

 

课堂实录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案 3 

  一、说教材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一首文字秀丽，同时包含丰富自然知识的儿童诗，

它以诗歌的形式，用假设的语气，向我们介绍了四种天然的指南针：太阳、北极

星、大树、积雪，这一切对于小学生来讲是生动有趣的。这首诗歌在生动形象的

语言文字中，有机地渗透自然科学知识，符合二年级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是向学

生进行科普教育，发展学生观察能力的一篇有趣的课文。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特点，我把教学目标定为一下几点：  

  1、认识 4个生字，会写“盏、慌”两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诗歌内容，知道一些野外辨别方向的方法。  

  由于这是一首诗歌，我把教学教学重难点定为：流利地朗读课文，知道一些

野外辨别方向的方法。 

  二、说教法： 

  1、引导先学法。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课堂教学要十分

重视学法的指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的读书习惯。课前我要求学生根据

自学指南的要求，先学课文，完成一些相对应教简单的练习。当学生遇到困难时

可以利用工具书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2、“以读代讲”法。重视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重

要手段。*是一首文字秀丽，同时包含丰富自然知识的儿童诗，教学时让学生通

过各种形式的读，如：指名读、自由读、范读、小组赛读等，让学生在读中理解，

读中体会，积累语言。 

  3、“举一反三”法。针对本课特点，二、三、四、五节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我首先指导学生学习第二节，教师点拨，使学生掌握抓重点词句和知识点的学习

方法，指导学生朗读。然后让学生运用这一方法学习第三、四、五节，旨在教学

生乐学、会学。 

  4、“直观教学”法：通过课件的直观演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

理解，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突破教学难点。  

  三、说学法：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是为了不教”。结合我校的“先学后教”教学模式，

因此，我在教学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加强学法指导。“先

学后教”的教学模式积极倡导让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先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因此，我设计的学法是自主学习，读中感悟，这体现了先学后教的要求。 

  四、说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一堂课的开始，为了使学生尽快地进入学习状态，在情境创设中，应该做到

新颖，要让学生感受到一种新的情境，从而产生好奇心，达到集中注意力的目的。

教学开始，我首先创设情境，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你在大街上迷路了，你会怎

么做?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野外迷了路，你又会怎么做?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让

学生区分在不同的地点迷了路要用不同的方法。然后我顺势导入课文：我们来学

习课文，看看如果在野外迷了路，有什么办法分辨方向。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让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然后老师范读一遍，

让学生注意听老师是怎么读的，如字音、节奏等。接着让学生再次自由读课文，

按着老师的方法读诗歌，然后把本课的生字读一遍。这样，学生对于课文的生字

和大概内容就有了一个整体印象，培养了他们的自学能力。 

  (3)自主学习，突破难点 

  这一教学环节是为课文的教学难点设计的，通过初读课文，学生对白天、晚

上、阴雨天和冬天这四种情况下寻找方向有了初步的印象，但是，理解并不一定

到位。由于第三、四、五节的结构都与第二节相似，所以我首先让学生读读第二

节，通过朗读、课件演示，让学生知道“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紧接着学习生

字“忠”，然后进行词语积累，引导说话，除了“忠实的向导”还可以“忠实的……”。

接下来让学生按照这样的方法学习第三、四、五节。同时利用课件帮助学生理解

重点词“稠”和“稀”的意思。 

  (4)多种形式朗读，突出重点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诗歌教学更应强调多读少讲，让学生在读中感悟，

读中理解。本诗是写自然科学常识的诗歌，语言清新秀丽，富有情趣，我就安排

了各种形式的朗读：自由读、指名读、男女生赛读、小组读、齐读等方式。通过

反复朗读，学生既理解了课文，又积累了语言，培养了语感。  

  (5)游戏巩固，指导书写 

  学生学完课文之后，对课文有个总体的认识，我设计了游戏“喜羊羊回家”， 

  这样既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还检测了学生是否掌握了本课的生字，而且还

顺其自然地过度到指导书写。 

  五、设计理念 

  1、创设情境，寓学于乐。在教学中创设生动愉悦的教学情境，能使学生心

情舒畅，精神饱满，兴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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