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优
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篇一

知识与技能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朗读感悟，体会雷锋精神，懂得奉献爱心，乐于助人。

过程与方法

1、通过朗读感悟雷锋的足迹是什么?通过背诵积累语言。

情感态度价值观：懂得奉献爱心，乐于助人。

重点

1、识字、写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雷锋精神。

难点：理解文章最后一句话“哪里需要献出爱心，哪里需要
帮助，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的深层含义。

教法：诵读感染法、引导点拨法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播放音乐《学习雷锋好榜样》导入课题。

同学们，你们知道歌里唱的是谁吗?(板书：雷锋叔叔)相机识
记书写“锋”“叔”

1、介绍雷锋生平

他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解放军战士，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
他不求回报。他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
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为了纪念他把每年的3月5日定为学习雷
锋纪念日。这节可我们就一起去寻找雷锋叔叔的足迹。(板书：
你在哪里)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老师深情范读，生初步感知文章内容。

2、生自读课文，圈出生字，并借助拼音读准字音，同桌相互
正音。

3、出示生字

1、识字

重点提示：“锋”、“曾”韵母都
是“eng”。“泞”“荆”“莹”韵母都是“ing”

2、写字

冒、需、雷：上大下小，上宽小窄。



迈、迷、迹：注意笔顺。先里头，后外头。注意迹的里面写
法。

滴、洒、泥、泞：都是三点水旁。注意滴右边的写法。注意
洒右边是个西字。

三、朗读感悟，体会雷锋精神

1、学生再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感悟，文章从哪里开始寻找雷
锋的足迹的。并找出相关的段落，多读几遍。

2、分角色朗读，并思考从小溪和小路的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3、小组讨论、交流。

四、完成课堂作业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

2、读课后的词组。

二、精读课文

2、交流画面(重点汇报第二节、第四节)

三、学习文章第2节

1、齐读第二节。

2、在小溪边找到了雷锋的足迹(他在干什么?)抱着迷路的孩
子回家。



3、想一想假如你是这个孩子，你迷路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的?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

教师小结：(难过、害怕、着急)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叔叔抱着你回家你是怎样想的?

(高兴、很感谢、喜欢他)

4、同学们想一想，雷锋叔叔抱着孩子回家是不是一帆风顺
的?他遇到了什么?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

老师相机小结：

蒙蒙的细雨、泥泞的路

理解学习生字：曾——曾经。泥泞——道路上因为有雨水变
得有烂泥不好走。脚窝就是——脚印。

在小溪边雷锋的足迹是在帮助一个孩子，并且雷锋叔叔送孩
子回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四、学习文章第四节

1、齐读第四节。

2、在小路上找到了雷锋的足迹(他在干什么?)背着年迈的大
娘。

3、同学们，雷锋叔叔为什么会背着年迈的大娘呢?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

教师小结：(摔倒了、迷路了、大娘累了)

(高心、开心、感动)

4、同学们再看课文，雷锋叔叔背着年迈的大娘回家是不是一
帆风顺的?那他遇到了什么?

老师相机小结：理解学习生字：年迈——年老。荆棘——带
刺的灌木。瓣，形近字有辩辨辫等。晶莹，课文里说晶莹的
什么?露珠。还可以说晶莹的什么?宝石。

5、齐读第五节

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帮助，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
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五、联想与思考

(1)、思考：

我们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雷锋。他正在()，他正在()。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

(2)我们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雷锋叔叔的足迹，在这里足迹是
什么意思?

学生讨论、交流、汇报

老师小结：是一种献出自己的爱心，乐于助人的精神。

六、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谈谈你身边的雷锋。



七、布置作业

1、根据课文所提供的事例“雷锋冒着蒙蒙的细雨，把迷路的
孩子送回家”或者“雷锋踏着路上的荆棘，把年迈的大娘送
回家”展开想像，进行扩写练习。

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篇二

一、教材分析：

《神奇的镜子》是一篇描述爱迪生童年时期敢于实践，运用
生活中的发现——镜子对光的折射现象大胆尝试，最终为母
亲创造了良好的手术环境，及时帮助了医生，挽救了母亲生
命的故事。文章行文简洁、易懂，通篇没有对爱迪生聪明才
智的正面评价，而是通过一件事情的记叙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教学目标

1.懂得认真观察、细心发现的重要意义，激发爱科学的兴趣。

2.认识14个生字，认识1个部首，会写8个字。

3.理解父亲在整件事情中的情感变化，体会小爱迪生在救护
母亲中的作用。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够复述课文内容。

三、 教学重难点

这是一篇生动的记叙文，从始至终作者没有一句直接赞扬爱
迪生的话，但是在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后面隐藏的却是小爱
迪生勇敢尝试、聪明细心的才智，所以这是本课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同学们，你们知道镜子有什么用途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文
章就和镜子有关。(板书课题)

2.质疑：读了课题你想了解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读中识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把生字
标出来。

2同桌互读互查，纠正读音。

3. .老师出示词语，交流识字方法。

“检”与“捡”要相区分，可以做动作。

“决”与“快、块”要相区别，可以组词。

“医”的部首三框是本课中的新知识，要落实，并且要指导
书写这个字，要注意笔顺(书上有)

4 .课件出示词语，(包括课后的读一读)，进行“开火车”
或“夺红旗”游戏，分组竞赛认读词语、生字。

5. 听老师范读课文，边听边想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注意
听准字音。.

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相机介绍课前了解的爱迪生生平及其发
明。

师：看，爱迪生多了不起啊!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平均



每15天就有一项发明，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被
誉为世界发明大王。(课件出示课文最后一段)那么这句话谁
会读?为什么这么读?(带敬佩的口气)

齐读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 开火车读词语。

2、指名读课文，边读边想，爱迪生为什么要救妈妈?他的妈
妈怎么了?

学生会说得了阑尾炎，接着就请学生说说对阑尾炎的了解。

二、朗读感悟课文

1、默读第2自然段，找出最能表现妈妈当时处境十分危险的
句子?

课件出示第二段，抓住“直打滚”、“急忙”、“马上”等
词语感悟妈妈病情的紧急。

有感情地朗读这一自然段

2、学习第三自然段(课件出示妈妈躺在病床上的情景)

(1)过渡：此时此刻，你想对医生说什么?

(2)出示第三自然段，理解句子：医生环顾四周，迟疑了片刻，
说：“不行，光线太暗，没法做手术。”老爱迪生说：“那
就多点几盏油灯。”医生还是摇头，连连说不行。大家急得
团团转。



指名读

师：难道医生和爸爸没有想办法吗?

师：爸爸想的什么办法?

师：医生怎么说的?为什么连连说?

(3)指导朗读(注意爸爸的着急，医生的无奈)

过渡：就在大家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小爱迪生又是怎么做
的呢?

3、学习第四自然段

师：爸爸看到了，什么反映?

课件出示：爸爸一见又急又气，责怪道：“什么时候了?还胡
闹!”

师：爱迪生怎么说的?

课件出示：爱迪生委屈地说：“我，我想出办法了，不信您
瞧!”

师:谁来读读爱迪生的话?你为什么这么读?(爱迪生这时候是
很委屈的)

想想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是怎样说话的?

分角色，男生读又气又急的爸爸，女生读满腹委屈的爱迪生。
老师导读

过渡：爱迪生真的想出办法了吗?屋子为什么会变亮呢?我们
一起走到妈妈的病床边看看当时的情景吧!(课件演示屋子变



亮的情景)

师：此时此刻你想对爱迪生说什么?

师：这时的爸爸用书上的一个词形容就是(恍然大悟)一下子
明白就叫恍然大悟 。

师：通过爱迪生想出的好办法，手术的结果怎样了呢?齐读第
五自然段

三、总结

1、老师想问问大家，爱迪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2、你看，爱迪生小小年纪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救了妈妈，让
我们都来夸夸爱迪生怎么样?

四、拓展阅读

1.把爱迪生小时候孵小鸡的故事印发给学生阅读。

2.搜集爱迪生的名言，抄在积累本上。

3读短文，回答问题。

聪明的韩愈

从前，有位教书先生，他给学生出了一道题：看谁用不多的
钱买一件东西能把书房装满。学生人人动脑，认真思考。放
学后，他们都到集市上去了。

第二天，有的买来了稻草，有的买来了树苗——可是谁的东
西都没有把房子装满。

一个叫韩愈的学生走进书房，从袖子里取出一支蜡烛，把它



点燃。烛光立刻照亮了整个屋子。先生见了，高兴地连声说：
“好!好!韩愈真聪明。”

(1)教书先生出了一道什么题目?

(2)学生分别买来了什么?

(3)谁最聪明?

(4)你认为什么可以装满屋子?

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篇三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让学生感受水乡秀丽的风光和水乡人民的美好生活。

3、激发学生热爱自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让学生感受水乡秀丽的风光和人民生活的美好，激发学生热
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一、谈话导入

1、小朋友，上次我们一起欣赏了美丽的水乡风光，今天让我
们再一起走进水乡，唱一唱优美、动听的——《水乡
歌》——齐读课题。

2、要唱好这首动听的水乡歌啊，先要把歌词读准了。(个别
学生读词语，男女生赛读，齐读。)

3、小朋友们的歌词读的真美呀，下面我们赶紧去欣赏一下美
丽的水乡吧。



4、播放放课件，欣赏水乡美景。

5、小朋友，你们看到了些什么呀?

二、再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段“水多”。

1、学生自读课文——把你认为美的地方多读几遍。

2、交流：你觉得水乡美在哪儿?学生回答，相机完成板书。
是呀，水乡美就美在这里的“水多、船多、歌多”。

3、下面请小朋友们再读读课文，这回呀选择自己喜欢的水乡
特点来读一读，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下。

4、下面先请喜欢水的小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下，说说水乡的水
有什么特点呀?(水多水清)

5、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水乡的水多?赶紧在书本中找一找(学
生找词语读一读读出水的多)。

6、谁能把词语放到句子中读好的?

7、是啊，这里是池塘，那里是池塘，池塘——(引读池塘一
个连一个)，踮起脚尖儿，你会发现，池塘里的水清澈见
底!——(引读处处绿水荡清波)指名读。

8、小朋友，伸出你的双手，用你的动作，比划划。(处处绿
水荡清波)。

8、师生合作读：师读第一句，生读2、3句。谢谢小朋友们的
配合，让老师感受到了水乡的水真多、真美呀!

10、好，让我们一起读读第一段，用朗读来表达你的感受吧!



(二)学习第二段“船多”。

1、过渡：水乡的水真多、真清呀，在清清的水面上，有什么
呀?(小船)。

(1)小船多吗?从课文哪里看出来的。(指名回答)。听出来了，
从这些词中体会到船多?(学生找词语读一读)。

2、在预习课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提出来，不知道驳是什
么。驳也是船的一种，(出示课件)这就是驳船，它一般是由
拖轮在前面拉着或者在后面推着向前行驶的。

3、这里的船不仅多，还很美，你们感受到了吗?从哪儿感受
到的?你们看，湖面上的白帆都连成片了，就像是天上的云朵
在飘动，飘满湖面飘满河。(齐读)

4、教师渲染意境：绿水辉映着白云，白帆连着蓝天，真是美
不胜收啊!我们一起读读(齐读第二小节)。

5、小朋友读的真棒，下面老师就要你们来配合下，老师提问，
你们回答，可以吗?男女同学配合问答。

(三)学习第三段“歌多”。

1、过渡：水乡人民用他们的勤劳不断谱写着一首首幸福的歌
儿，所以水乡的歌也多。

2、小朋友们读读课文第三段，找找文中哪些词语描写了水乡
的歌多?(学生自读课文回答。)

4、瞧，渔民们满载而归，鱼啊、虾啊装了“一箩又一箩”。
他们一边装，一边唱歌，他们把鱼、虾，连同歌声一起装进
了箩里，所以说“千首曲，万首歌，装满一箩又一箩”。

5、水乡人民乘着船儿每天早出晚归，为幸福的生活而忙碌，



你来夸夸他们!水乡人民真()。

6、望着船里满载的劳动成果，渔民们，你们心情怎样呀?你
们想唱些什么吗?

7、看来你们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好日子，这就是“新生活”。
谁来唱唱你的新生活?

8、我们再来一起唱一唱水乡人民的新生活吧!是啊，水乡人
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都来赞
美它、歌唱它。小朋友们拿起书，让我们再来唱一唱这动听的
“水乡歌”吧!

三、指导书写

1、课文读的真棒，水乡人民还要考考小朋友们字写的棒不棒。

2、出示“船、飘”。

3、谁来叫叫它们的名字。

4、说说这两个字的共同点。

5、观察第一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整个字在田字格里
的位置，怎样放好看?

6、学生跟着老师书空，唱笔画。

7、学生描红、仿写。

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16个，会写其中的8个。



2、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品味大自然的美，引导学生做一个诚实的人。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本课生字的音、形、义。

难点：理解内容。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磁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播放大自然美丽风光，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

2、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二、播放录音，整体感知。

1、播放课文录音，说说你听懂了什么?

2、利用拼音，自由读课文，标出课文中的生字。

三、认识生字，识记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面，学生试认。

2、教师领认，强调读音。

3、用自己的方式记住生字读音。

四、指导书写，巩固识字。



1、观察各个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议一议，哪些生字需要注意。

3、教师指导难写的'生字的书写。

五、学习生字，读准生字。

1、出示认读卡片。教师领读，学生跟读。

2、学生试读，齐读，开火车读。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

2、懂得大自然的美是要靠大家去保护，要有环保意识。

3、品味大自然的美，引导学生做一个诚实的人。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内容。

难点：理解“当着百灵鸟的面……我觉得羞愧”的意思。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磁带、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检查，复习旧知

1、听写生字。

2、抽查认读生字。



二、播放录音，感知课文。

1、听录音，说说你听懂了什么?

2、画出本课生字新词。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画出课文中有多少个自然段。

2、读第一自然段，说说本文中讲了哪两个人?

3、教师范读2-4自然段，回答问题。

(1)他们到森林里去玩，带了什么?

(2)他们听到了什么?

4、默读第5-8自然段，理解莉莉说的话。

四、读读课文，感悟升华。

1、你从课文中体会到了什么?

2、在今后，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巩固所学知识。

2、品味大自然的美，引导学生做一个诚实的人。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生字词。



难点：理解内容。

教学准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给下面的词语注上正确的读音

撕碎()羞愧()

垃圾()饮料()

二、识字加油站。

自+(心)=(息)——————休息

()+少=()_____

()+瓦=()_____

米+()=()_____

二年级版语文名师教案电子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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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