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精选10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一

一直以来学生都畏惧写作文，所以要让学生写好作文的第一
步就是要消除学生的畏惧心理，让他们爱上写作文。在本节
课上，我自始至终都在极力的为学生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氛
围。整节课从师生互动小游戏“三星智力快车”导入，在上
课伊始就为学生营造快乐学习的氛围。接下来的几个教学环
节，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有趣的游戏“我说你做”和“画
方圆”中，游戏结束后教师巧妙引导学生把看到的、听到的、
想到的写下来，游戏的过程为学生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学生
在游戏中感受快乐，在快乐中轻松的完成了习作片段的描写，
从而达到了让学生乐于写作的教学目标。

二、创设源头活水，让学生有话可写

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怕”的心理呢？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一样，学生感到作文太难的原因是学生生活经验少，积
累的素材缺乏。如果老师在作文教学中只注重一些作文方法、
作文技巧等程式化、理念化的理论传授和指导，以为让学生
懂了这些就能够教好作文的话，那无异于是“纸上谈兵”，
教出的学生也只能像个“赵括”，理念条条熟，道理样样懂，
真要是写上几笔，写出真情实感来就难了。作为教师，就应
该想方设法拓宽学生写作素材的渠道，多创设一些情境，多
组织一些让学生参与其中的活动，才能让学生多积累一些作
文的生动素材，增加学生的现实体验，引来作文的的源头活
水。比如，本节课上我通过两个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游戏“我



说你做”和“画方圆”，使全体学生都能积极的参与其中，
获得真实的感受，所以学生写起作文片段来就会思如泉涌，
写出来的习作片段也显得生动，充满了真情实感。

三、层层递进，让学生掌握写作方法

指导学生的。在做完第一个游戏“我说你做”后，让学生分
析被蒙上眼睛的同学依照其他同学写出的作文片段所做
的“打蚊子”的表演，为什么和老师的表演有不同之处这个
问题，引导学生明确要想使场面准确的再现，就要注意仔细
观察，然后就学生刚才的习作片段中存在的不足引出场面描
写的另外一个写作要点“点面结合”，在对第二个游戏场面
的描写中，学生就能够注意仔细观察，点面结合的方法，使
习作片段写的更加完整，更加精彩。通过这样层层递进的指
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了写作方法，写出的作文片段也个
性鲜明。

四、师生共同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本节习作指导课我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新课程理念所提倡的
“参与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是在“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
为主，共同参与”的理念指导下，强调在教学中体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其核心就是充分调动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贯彻教学民主
的理念，创造师生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和乐于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在双边
教学过程中，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原则。这节课自始至终，师生都共同参与其
中，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除了参与游戏以外，学生
还积极参与评价——请他们评价一下其他同学的习作片段，
指出写得精彩的地方和还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让学生积极
参与的评价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评价的过程中更好地掌
握场面描写的方法，让学生养成修改作文的习惯，而且充分
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当然，在这节作文课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

一、自身的能力还需通过日常的读书、练笔再提升。

二、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多开发结合本地实际的作文训练素
材，为学生的习作引来“源头活泉”。

三、对于学生的情感的调动还需更有激情。

今后，有益的启示我要发扬，不足之处要努力改进。作文教
学之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们不能因为道
路难走而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更不能为了应付考试，得高
分让学生选择抄袭的捷径。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加强平
时积累，通过脚踏实地的训练，为学生的习作创设有源之水。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二

本单元以“多彩的春天”为主题，其中包括了儿歌、课文、
故事、古诗几种体裁的教学内容。可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
一年四季不太分明，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春天的美丽及春天
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备课组尽量将课件做得更生动形象些，
能使学生产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主动地、兴趣盎然地去领
会。我们为孩子设计了许多跟春天有关的歌曲，让孩子在美
妙欢快的音乐声中去体会快乐，学完《识字1》后，我让孩子
们构思一幅春天的图画，在班里评出“小画家”。学完《柳
树醒了》和《春雨的色彩》后，我让孩子们利用课余和周末
到公园、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春天的足迹，从而巩固自己对春
天的认识和体会。在学《邓小平爷爷植树》时，我跟孩子们
讲述了邓小平爷爷与深圳的故事及让学生们了解“植树节”
的意义。学完《古诗两首》后，我就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利用
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去公园放风筝。

第一单元的教学结束了，他们画了美丽的图画，讲了春天的
发现，他们还要在植树节时亲手种下一棵树，和父母一起去



公园放风筝……虽然在这样一个四季不分明的城市里上着跟
春天有关的课文，有些吃力，但是看着孩子能和老师一起在
大自然中努力地寻找春天，我内心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孩子
们懂得善于去发现了。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三

班级：姓名：

b.纠问式刑事诉讼的突出特点

c.对抗式刑事诉讼的突出特点 d.审问式刑事诉讼的突出特点

4.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已过追诉时
效，该人民法院依法()a.裁定终止审理b.退回检察院补充侦
查c.退回检察院作不起诉处理d.撤销案件 5.王某因涉嫌受贿
被立案侦查。在被第一次讯问后，王某申请讯问自己的侦查
员刘某回避。对于王某的申请有权作出决定的是()

a.公安局局长b.检察院检察长c.检察院检察委员会d.政法委书
记

6.某甲在某宾馆盗窃外宾财物数额巨大，被宾馆保安当场抓
获，根据管辖规定，该案应当交由()

a.人民法院立案b.人民检察院立案c.公安机关立案d.国家安全
机关立案 7.某人民法院指定律师刘某担任未成年被告人王某
的辩护人，但王某拒绝律师为自己辩护，并坚持自行辩护。
人民法院应当()

d.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

9.下列表述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是()



a.盲聋哑人因其生理上的缺陷而不能作证人b.被剥夺政治权利
的人不能作证人 c.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
人d.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能作证人 10.言词证据与实物证
据划分的标准是()

a.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b.证据的作用c.证据的来源d.证据与
案件的关联程度 11.下列证据中，可能成为直接证据的是()

d.三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

早于()a.2005年3月5日b.2005年3月10日c.2005年3月19
日d.2005年5月10日 16.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
疑人对于侦查人员有关案件情况的提问()a.有权保持沉默b.应
当如实供述罪行c.应当如实回答d.可以拒绝回答 17.辩护律师
在刑事诉讼中（）a.受委托人要求的约束b.受指定人民法院意见
的约束c.受公诉人意见的约束d.有权独立发表辩护意见 18.下
列证据种类中，属于人证的是（）

a.勘验、检查笔录b.鉴定结论c.书证d.视听资料

19.被害人某甲，在上班途中被一辆汽车撞死。刑事诉讼中对
该案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是（）

a.某甲所在单位b.人民检察院c.某甲的叔叔d.某甲的配偶

22.某地发生一起伤害致死案件，公安人员赶到案发现场后，
两名犯罪行为人已经逃跑。公安机关应当（）

c.便于当地群众旁听d.便于分析犯罪情况，加强防范措施e.便
于新闻媒体采访报道 24.下列人员中，不能被委托为辩护人
的有()

25.下列关于口供的描述，说法正确的有()



a.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b.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
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c.没有被告人
口供，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d.
口供也是证据的一种，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一种根
据 e.只有本案共同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一般不
能据以定罪判刑 26.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
诉的案件审查后，根据案件情况，可分别作出的决定有()

a.提起公诉b.免予起诉c.不起诉d.撤销案件e.补充侦查

e.赵某年老体弱，不能进行体力劳动

28.下列人员属于刑事回避范围的是（）

a.法院院长b.法院副院长c.刑事审判庭庭长d.检察委员会委
员e.检察院检察长 29.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
当遵守的规定是（）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6分，共18分)36.简要回
答立案管辖的划分依据。

六、论述题(本大题12分)

39．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与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诉讼地
位和诉讼权利上的异同。

七、案例分析题(本大题15分)40．阅读下列案例材料，然后
回答问题。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四

二、三自然段写乌鸦想办法喝着水，传统的教学通常是教师
演示，让学生理解喝着水的过程，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为了让学生尝试探索新知的经历和获得新知的体验，我设计



了让学生在自读课文的基础上，4人小组合作动手做实验，研
究乌鸦喝着水的过程。学生实验完成后，不禁发出：“呦，
水真的升高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时，讲解是多余的，
通过合作实验，学生主动悟出了乌鸦是怎么喝着水的。由于
设计的实践活动符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很好地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学生在读一读课文、做一做实验、说一说实验过
程中兴趣盎然地学习语文，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教学反
思二这节课我给学生讲《第二次乌鸦喝水》的故事，故事是
这样的：乌鸦飞呀飞，在路上遇见了小白兔，它问小白
兔：“小白兔，请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水？”小白兔朝前
指了指说：“前面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口井，在那能找
到水”乌鸦谢过了小白兔向前飞去，很快乌鸦就找到了那口
井，乌鸦心里高兴极了，它得意地把井边的小石子一个一个
地叼起来，一个一个地投到井里，可是乌鸦投了许多小石子，
也没见到水升上来，乌鸦真的累坏了，这时那只小白兔到井
边来打水，看见了用嘲笑的口气问：“还用你的老办法呢？
不管用了吧？”乌鸦的脸红了，只见小白兔把井边辘轳上的
水桶放入井里，一会儿就打上来满满的一桶水。小白兔请乌
鸦喝水，乌鸦美美地喝了个够。接着我再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1、为什么乌鸦的办法不灵了？

2、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深了，懂得的道
理也更多了。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五

借助拼音，自学生字词：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
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初步认读生字。然后
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合看情境图，联系生



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由于一年级学生辨认字形不够精细，
有些字比较难学，我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如“凉”是后鼻
音，“凉”和“量”声调的差别，“情”和“晴”字形和语
义的区别等，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取得较好的
效果。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六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古诗词大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语言
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教版第二册语文课本第一单元
课文里的《春晓》《村居》让幼年的孩子们在古诗里感受春
天的鸟语花香、杨柳拂堤、草长莺飞的景致诗情画意之美。
窗外绿意由浅愈浓，艳阳高照，暖风习习时方知春已远去，
夏天正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夏天会有怎样的一番景象
和别样的情趣呢，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笔下的《小池》把课
堂里的孩童带到了初夏时节的小池边。瞧，尖尖的小荷叶从
清透的池水中钻了出来，蜻蜓静静地立在荷叶上，展示着优
雅的身姿，池边绿荫照水，好一番情趣盎然，生动活泼的画
面。泉眼、树阴、小荷、蜻蜓……不需要出门，那一幅初夏
时节纯朴自然的动人画面就深深地映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指导》中明确指导低年级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要以读为主，先读通、读懂，再读出形、读出韵。
然后要以趣激情，以情促思。低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尚未充
分发展，但情感表现得相当丰富。他们的情感极易被激发。
古诗教学，要努力创设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氛围。要图文结合，
还要激发想象。教学时我是这样做的：

师：“池”是什么部首的字？它和什么有关？请你用“池”
组词。

生：池塘、池水、小池。

师：小池指的就是——



生：小池塘

师：小池塘里有什么呢？诗人杨万里描绘了小池的哪些景象
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小池》。（板书课
题）

师：边读边想，古诗里藏着哪些画面，你看到了哪些景象？
（读后反馈）

生：诗中有小荷。

师：小荷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描绘一下吗？小小的荷叶像什
么？

生：小荷叶像盘子。

师：小荷叶像把伞。

师：不对。你再仔细看看。（师画简笔画）

生：小小的荷叶像象牙。

生：小小的荷叶像羊角。

生：小小的荷叶像弯弯的月牙。

师：你们的比喻真形象。刚长出来的小小的荷叶原来是这样
子的，两头尖尖的。怪不得诗人写——（生读）“小荷才露
尖尖角”

生：古诗下面有插图，我从图上看到了。

师：你们真用心，你们喜爱小小的荷叶吗？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这个句子。



（教学解析：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极少有甚至没有看
到过刚出生的荷叶，所以要他们描绘荷叶的样子时就会凭着
平时从电视上看到或从图画上对荷叶的认识记忆来描绘。通
过简笔画和课文插图的直观观察，孩子才有所了解，才对诗
句有所理解和体会。叶圣陶先生指出：“图画不单是文字说
明，且可以开拓儿童的想象。”教材里每一首诗都绘制了插
图，这些插图不但精美而且与诗的内容密切相关。所以插图
是学生想象内容、理解古诗的好帮手。《新版课程标准解析
与指导》在古诗教学指导中还明确指出：要引导学生创造性
地描述与插图相对应的某一诗句。）

师：诗中还有哪些景象呢？请你找一找，谁先找到了，谁就
上台来画一画，把景画出来。

生：诗中还有蜻蜓。

师：请你上来画一画。

（教学解析：兴趣是低段古诗教学的不二法门。我们班的孩
子最爱画画。我先带个头画了两片尖尖的荷叶，从他们的眼
神我就看出，他们早已跃跃欲试了。只见他们一个个鼓足了
干劲，都想上来画。一个个叫了起来“老师，诗中有太阳，
你看‘树阴照水爱晴柔’。”“还有树阴。”“还有池
水。”……孩子们有的画池水，有的画树阴，有的画太
阳……一幅生动的画面呈现在了黑板上，呈现在了所有孩子
们的面前。孩子们显得尤为满足和欢乐。）

当孩子们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位孩子上来画泉
眼，明显对“泉眼”理解不够。

师：谁能上来画泉眼？

（一个小朋友昂首挺胸地“冲”上讲台，挠了挠头，又下去
了。）



师：泉眼就是泉水从山洞里流出来的那个口子。（师画上简
笔画，孩子们豁然开朗。）

师：泉水流得怎样呢？

生：细

师：是的，泉水充满爱惜地细细地流着。请你上来画一画泉
水。

师：泉水是怎样的？颜色？触摸的感觉？请你想象一下？

生：泉水是清凉的。

生：泉水是清澈的。

生：泉水是透明的。

师：这位小朋友画的树阴还不够到位。要怎样才会有浓浓的
树阴呢？

生：要树多，树叶茂盛……（又上台添了几笔）

师：孩子们你们画得太美了。能看到这么美的画面，我们要
感谢谁呢？……这么优美的诗你会喜爱吗？让我们美美地读
一读古诗。

（教学解析：学生理解了古诗的内容，体会了诗歌表达的情
感后，入情入境地诵读，诗中的画面便再次呈现在孩子们的
眼前了。）

（教学解析：没有想象，就没有情境，就没有了品位，没有
了创意。诗是诗人由情感体验勾勒出的画面和意境。在教学
中，教师要学会拓展这种意境并引导学生想象创造意境。一
堂课下来，孩子们收获满满。有了对初夏的认识，有了对本



课古诗的感悟和理解，还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创想，多么的不
可思议。）

语文，美在字字句句，美在情景交融，美在穿越时空的分享
与相遇……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七

借助拼音，自学生字词：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
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初步认读生字。然后
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合看情境图，联系生
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由于一年级学生辨认字形不够精细，
有些字比较难学，我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如“凉”是后鼻
音，“凉”和“量”声调的差别，“情”和“晴”字形和语
义的区别等，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取得较好的
效果。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八

学情分析：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加法、减法和加减法的
验算。根据《标准》的要求，笔算加减法限定于三位数加减
三位数，因此本单元主要讲解三位数的加减法。本单元是在
二年级下册“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的基础上来进行
教学的，学生在此之前已经学习了几百几十的进位加法和退
位减法，本单元主要介绍三位数加减三位数中连续进位和连
续退位减，这是学生学习笔算加减法的难点。

教学目标：

1、采用小组和合作学习方式，熟练掌握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计



算方法。

2、通过多种形式练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计算能力。

3、培养学生养成认真审题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掌握三位数加三位数连续进位的计算方法。

教学准备：口算卡、投影片

教学方法：谈话、讲授、练习法、合作学习法

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揭示内容

（把两箱物品加起来）

师：请你动手列竖式算一算，这六艘船的排列顺序是不是和
你估计的一样？

二、课本第19页，直接在表格中写出上下两个加数的和。

师：有什么办法即不用在稿纸上列竖式有能够将上下两个加
数的和算得准确呢？

问：在这道题目中哪座建筑高？我们应该怎么考虑问题？

四、算出玉米上算式的得数

五、开锁游戏

锁头上有得数，钥匙上有算式，请将算式和相应的得数连起
来。



六、判断，课本20页第7题，判断各题有无错误，说说错在哪
里。

七、536、915、351、85、464、208、649、873、792、127

上面哪两个数加起来得1000？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八、共同分析21页第9题。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九

一、判断题(每道小题3分共12分)

1.0除以任何一个不是零的数都得0.()

2.用5去除一个三位数，商一定是两位数.()

3.40÷8读作8除40.()

4.一个数除以7，余数最大是8.()

二、口算题(8分)

(1)0÷8=(3)360÷6=(5)360÷3=(7)3000÷6=

(2)800÷4=(4)24÷2=(6)4200÷2=(8)125×3×0=

三、计算题(1-4每题5分,5-6每题6分,共32分)

1.395+2954÷7

2.4515÷5÷3

3.3036÷6-142



4.189×7÷9

验算：

四、文字叙述题(每道小题5分共20分)

1.一个数的`3倍是1101，这个数是多少?

2.497是7的多少倍?

3.被除数是3280，除数是8，商是多少?

4.7除3526，商是多少，余数是多少?

五、应用题(每道小题7分共28分)

1.动物园有56只猴子，是大象只数的7倍，大象有多少只?

2.动物园有8只大象，56只猴子，猴子的数量是大象的多少
倍?

3.动物园有8只大象，猴子的只数是大象的7倍，有多少只猴
子?

一上语文第二单元教案篇十

教材分析：

本单元内容是在二年级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角的知识概念
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介入一种新的数学学习工具“量角器”，
所以要求学生会用量角器量出给定的一个角的度数的大小，
要要求学生用量角器学会画出指定度数的角来。本单元在以
上内容基础上还渗透了两个新的知识点：平角（180°）和周角
（360°），借助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学具密切联系生活当中的



实物及图画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这些知识。

本单元要求学生应用自己手中的一副三角板学会拼出特殊的
角度数来，比如：90°、135°、120°、180°等。

学情分析：

班级里的大多数学生都能掌握角的分类，都能积极动手、动
脑、动口，通过折叠、演示较好的完成本单元所学内容。还
有少数学困生在老师的积极引导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学
习工具也能基本完成这单元的学习任务，具体表现在这些学
生动手操作的能力较弱，所画出的角的边不直，度量角的方
法不准确，造成量出角的度数有较大误差，画角的时候使量
角器的中心点和角的顶点和一条边不能完全重合，画出角的
大小有误差。还有个别学生对量角器上的两排数字理解混淆，
一排数字是的角度是有0刻度起到180°，一排数字是由180°
起到0刻度线。需要教师指导强调射线在端点的哪一边，或者
说角的开口在角的顶点的哪一边而定。

组织教法：

本单元内容是借助学具“量角器”和三角板等直观的学习工
具，将数学中的角度引入实际生活当中，让学生联系生活中
的实物上的角的特点学习这个单元的内容，学生学习积极性
高涨、学习兴趣浓厚，动手操作的能力普遍较强。

指导与实践给本单元学生学习内容带来了方便。教师在课堂
上编出一些学生容易记忆的口诀或顺口溜，便于学生理解掌
握知识，比如“量角画角都一样，中心顶点要重合，边线射
线是一条，角的开口方向不一定，角的度数是唯一，平角原
本一条线，不过顶点在中心，周角一圈很特殊，角的两边一
条又重合”。通过这些使学生易于理解的`口诀引导学生对五
类角的种类加强记忆，从而掌握。



不足及改进：

这个单元的内容学生动手操作的较多，个别学生浮躁，在度
量角度数和画角时，由于粗心，使较容易的画图常常出现错
误，需要教师更多的关注这些学习较粗心的学生，逐步转化
学习方法。

教师的教具较为单一，多媒体课件无法使用，这些课堂演示
的内容较少，给学生的直观接受知识的能力变弱，内化知识
的能力变弱。需要教师多制作教具，制作出较为优质的课件，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学习直观性较强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