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 小学二年级
语文葡萄沟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大全6

篇)
幼儿园教案要注重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接下来是一些高二教案的范文，供大家借鉴和学习。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葡萄沟》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教科书小学二年级语
文下册的教学内容。课文以新课标的思想为指导，要求学生
通过学习课文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领略葡萄沟
的风土人情，产生对葡萄沟的向往和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
之情。

一、情景交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欣赏课文动画，使抽象变具体，使静止变活动，使教材
活起来，从而调动学生的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了
学生的求知欲。通过课文动画，把声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化静为动，变无声为有声，让学生面对绚丽的画面、鲜艳的
色彩、动听的音乐，做到目观其形、耳闻其声，感知课文的
整体美，为学生领悟课文铺路架桥。

二、欣赏图片，让学生进入葡萄沟，畅游葡萄沟，尽情欣赏
葡萄沟的景色，了解葡萄沟的特产，领略新疆的风土人情，
喜爱那里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向往新疆这个美丽的地
方。

三、形象直观，突破教学重难点。

由于小学生缺乏生活体验，不知“梯田”、“阴房”是什么
样子的；茂密的枝叶怎么会搭起一个个绿色的凉棚；五光十



色的葡萄又是怎样的。此时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将山坡上一
层层的梯田，阴房的外观，墙四壁的。小孔，阴房内的木架
及挂钩，绿色的凉棚，五光十色的葡萄，把相关的图片展示
给学生看，很好的突破了教学重难点。正如《语文课程标准》
中所说：“阅读教学应当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教师必须充分利用现代
教育技术为学生创设情景，激发情感，使他们通过直观的形
象步入文本境界，感知课文内容。

四、查阅资料，拓宽语文学习天地。

《基础课程改革》提出：“提倡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
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
识的能力，解决问题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新教材提倡有
条件的学生上网、查询、阅读，以促进语文学习方式的改革。
为了使学生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教师要积极引
导学生在课前及课后，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资料，在课上、
课下相互交流，以此扩大学生语文课外阅读量，开拓学生语
文学习的新天地。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讲述了狐狸妈妈为小狐狸出外寻找食物，被猎人追赶，在危
难之际大声呼喊让小狐狸逃走。几年之后，长大的小狐狸回
到原来的住处，发现自己住过的山洞附近的一棵树下长着葡
萄。他明白了是**的葡萄，懂得课**的爱。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故事内容。

2、能正确读写本课的8个生字及用生字组成的词语。

3、让学生初步进行自主、合作学习，进行思、说、读的训练。

4、体会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感受母爱的伟大。激发学生对



童话故事的兴趣。

从狐狸妈妈对小狐狸的爱中体会母爱的伟大。

1、体会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感受母爱的伟大。

2、正确有感情地朗读。

2课时

学习课文

1、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学过一首儿歌《**的爱》，哪个同学
还记得？（指名背诵，给以表扬）

2、有一只小狐狸肚子饿了，呜呜地哭着向妈妈要吃的，狐狸
妈妈会怎么做呢？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并把不理解的词语画下来，
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检查阅读情况

a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其他同学朗读情况，纠正不正确的读
音。

b指名复述课文大意

3、师并板书：妈妈爱小狐狸

1、默读（1-6）自然段，同学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指名回
答

2、从这部分课文你读懂了什么？（妈妈很爱小狐狸）



3、从哪儿能看出妈妈很爱小狐狸？请同学们把有关的句子画
下来。

a“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狐狸妈妈终
于来到了长着葡萄的村庄。”

谁能读出路途的遥远，**的劳累？指名学生有感情的读

b“翻过一座山，翻过两座山，又翻过第三座山，家就在眼前
了，她听到小狐狸呜呜的哭声了。狐狸妈妈实在跑步动了，
把葡萄放在一棵树下，打算歇一会儿。”

“实在跑步动了”妈妈多爱自己的孩子呀！

师领读，指名读。读到这里你想说什么？

c“呜——危险！快逃呀！”

这句话应该怎么读？想象狐狸妈妈当时的处境。指名读

4、联系上下文体会，为什么妈妈不直接带着小狐狸逃走呢？

“实在跑步动了”让孩子“快逃呀！”

猎狗越来越近，妈妈让孩子快逃应该怎么读？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读

5、想一下猎狗怎样追？妈妈会怎样？

你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结局？不希望有什么样的结局？

（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

6、师：在紧急的时刻，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孩子，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7、谁能带着感情再次读1—6自然段？请同学们认真听，看是
否读出了妈妈对小狐狸的爱。

8、听到呼喊声后，小狐狸逃走了，后来在山洞附近的书下发
现了一棵葡萄，想一想葡萄是从哪儿来的？（引导学生默读
课文联系上下文寻找答案）

9、小狐狸明白了葡萄是从哪儿来的，他还明白了什么？

“小狐狸放开嗓子”喊道：“妈妈，谢谢你！”应该怎么读？
用什么样地感情读？

齐读最后一段。

1、也许妈妈还活着，它们还会重逢，也许妈妈已经不在了，
也许故事还没有结束，展开你想象的翅膀想开去：

“如果妈妈还活着……”

“如果妈妈已经死了……”

2、学生练笔

3、组织全班交流

学习生字

一、自读课文，用自己的话讲讲课文故事。想象狐狸妈妈被
猎人追赶时的情景，体会妈妈对孩子无私的爱。

二、继续交流上节课的续写。

三、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1．运用已有的知识分析记忆本课生字。

2．指导书写。

（1）观察字的间架结构，指名发言。

（2）范写“摘、嗓”。

摘：注意右边不要写成“商”

嗓：左上不边的三个“又”要小

（3）比较组词

狐（）理（）饿（）摘（）棵（）

孤（）狸（）鹅（）滴（）颗（）

（4）学生描写、临写。教师巡回辅导。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杏子，
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
萄成熟了。

葡萄种在山坡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
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
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
了。要是这时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
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儿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
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



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葡萄沟生产的
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一、教材分析：

课文介绍了我国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盛产葡萄的情况以及葡
萄干的制法，说明了“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表达了作者
对葡萄沟的赞美之情。

本课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葡萄沟是个好地方以及好在那些方面。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学习用“五光十色”、“热情”、“有名”等词语口头说
话。

4、能对课文优美的句子进行摘抄。

5、感受维吾尔族老乡的热情好客。

教学重点：让学生知道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并有感情朗读
课文。

教学难点：让学生理解葡萄的特点及葡萄干的制作方法，并
读好长句。

二、教学目标：

1、知道我国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是盛产水果的地方，激发学



生热爱伟大祖国的思想感情。

2、学生在语言情境中，理解葡萄沟美在哪里。

三、教学设计：

（一）激情导入

1、播放音乐《咱们新疆好地方》

师：我知道同学们都十分喜欢音乐，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下，
先听音乐，想一想这是什么地方的歌曲，你可以拍手也可以
随音乐做动作。

2、师：这是什么地方的歌曲？（新疆）学生回答

3、师：让我们随着刚才轻盈、欢快的歌曲来学习今天的新课。

4、出示课题：《葡萄沟》

师：让我们来齐读课题（生齐读）

（二）理解课文

学习第一段：

1、师：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你想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吗？

生：想（自由读第一段）

2、师：抽一个同学读。（评价）

3、师：读了这段你从什么地方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

（生自由的说，师相机板书）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



一读吧！（生齐读本段）

4、师：让我们来考一考葡萄沟吧！（指黑板提示）——葡萄
沟真是好地方。

学习第二段：

1、师：请同学们自由读第二自然段。（生读）

2、师：读的真认真！从这段中你感受到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
请同桌互相说说。——根据说的内容边读边讲解。（抽小组
共同来回答）

如：生说：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一个个绿色的
凉棚，（允许同桌相互补充）。师：说的可真好，能不能把
这句读给大家听一听？（生读）“一个个”表示葡萄怎么样？
（多），那好，大家就把“葡萄”多的意思读出来好吗？
（生读）

3、师：葡萄有很多颜色，请在书上把描写颜色的词语
用“——”勾出来。

生：读出描写颜色的词语。

4、师：葡萄沟里的葡萄不但很多、很美，连老乡也非常好客，
大家把这句话找出来，我们请一个同学来读。（抽生读）

5、师：读的真不错，假如你是一位游客，热情的老乡会对你
怎么说？看看课文的插图，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是播放轻
音乐）

生回答，师给予鼓励。

6、师：维吾尔族老乡这样好客，让我们再夸一夸葡萄沟吧！



学习第三段：

生：葡萄干的味道可真甜呀！

2、师：想不想知道葡萄干是怎样制成的？

3、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生读）

5、师：现在请同学们互相说一说，请加上“先、接着、再、
后”等表示顺序的词语。（先互相说，再抽同桌起来说一说）

6、师：说的真好，那么这里生产的葡萄干究竟怎么样呢？
（鲜、甜）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读，怎样才能读出“甜”的
感觉？（抽生读，再齐读）

7、师：读的很好，把鲜、甜的感觉都读出来了，让我们再夸
一夸葡萄沟吧！（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三）小结：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这里水果多、葡萄美、人热情，葡萄
干是那么有名，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话夸一夸葡萄沟吧！最
后带着这样的感觉再读一读全文，相信你们的感觉又不相同。
（生自由读）

（四）抄写：

师：读的真好，葡萄沟美不美？好不好？想不想去？那好，
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今后去开发建设新疆，建设我们西部，
这一课有许多优美的句子，想不想记住它们？（想）那好，
就选择自己喜爱的抄在本子上。

四、板书设计：

葡萄：五光十色



葡萄沟——好地方老乡：热情好客

葡萄干：色鲜味甜

二年级葡萄沟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一、教材分析：

课文介绍了我国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盛产葡萄的情况以及葡
萄干的制法，说明了“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表达了作者
对葡萄沟的赞美之情。

本课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葡萄沟是个好地方以及好在那些方面。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学习用“五光十色”、“热情”、“有名”等词语口头说
话。

4、能对课文优美的句子进行摘抄。

5、感受维吾尔族老乡的热情好客。

教学重点：让学生知道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并有感情朗读
课文。

教学难点：让学生理解葡萄的特点及葡萄干的制作方法，并
读好长句。

二、教学目标：

1、知道我国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是盛产水果的地方，激发学
生热爱伟大祖国的思想感情。



2、学生在语言情境中，理解葡萄沟美在哪里。

三、教学设计：

（一）激情导入

1、播放音乐《咱们新疆好地方》

师：我知道同学们都十分喜欢音乐，现在让我们放松一下，
先听音乐，想一想这是什么地方的歌曲，你可以拍手也可以
随音乐做动作。

2、师：这是什么地方的歌曲？（新疆）学生回答

3、师：让我们随着刚才轻盈、欢快的歌曲来学习今天的新课。

4、出示课题：《葡萄沟》

师：让我们来齐读课题（生齐读）

（二）理解课文

学习第一段：

1、师：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你想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吗？

生：想（自由读第一段）

2、师：抽一个同学读。（评价）

3、师：读了这段你从什么地方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

（生自由的说，师相机板书）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
一读吧！（生齐读本段）



4、师：让我们来考一考葡萄沟吧！（指黑板提示）——葡萄
沟真是好地方。

学习第二段：

1、师：请同学们自由读第二自然段。（生读）

2、师：读的真认真！从这段中你感受到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
请同桌互相说说。——根据说的内容边读边讲解。（抽小组
共同来回答）

如：生说：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一个个绿色的
凉棚，（允许同桌相互补充）。师：说的可真好，能不能把
这句读给大家听一听？（生读）“一个个”表示葡萄怎么样？
（多），那好，大家就把“葡萄”多的意思读出来好吗？
（生读）

3、师：葡萄有很多颜色，请在书上把描写颜色的词语
用“——”勾出来。

生：读出描写颜色的词语。

4、师：葡萄沟里的葡萄不但很多、很美，连老乡也非常好客，
大家把这句话找出来，我们请一个同学来读。（抽生读）

5、师：读的真不错，假如你是一位游客，热情的老乡会对你
怎么说？看看课文的插图，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是播放轻
音乐）

生回答，师给予鼓励。

6、师：维吾尔族老乡这样好客，让我们再夸一夸葡萄沟吧！

学习第三段：



生：葡萄干的味道可真甜呀！

2、师：想不想知道葡萄干是怎样制成的？

3、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生读）

5、师：现在请同学们互相说一说，请加上“先、接着、再、
后”等表示顺序的词语。（先互相说，再抽同桌起来说一说）

6、师：说的真好，那么这里生产的葡萄干究竟怎么样呢？
（鲜、甜）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读，怎样才能读出“甜”的
感觉？（抽生读，再齐读）

7、师：读的很好，把鲜、甜的感觉都读出来了，让我们再夸
一夸葡萄沟吧！（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三）小结：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这里水果多、葡萄美、人热情，葡萄
干是那么有名，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话夸一夸葡萄沟吧！最
后带着这样的感觉再读一读全文，相信你们的感觉又不相同。
（生自由读）

（四）抄写：

师：读的真好，葡萄沟美不美？好不好？想不想去？那好，
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今后去开发建设新疆，建设我们西部，
这一课有许多优美的句子，想不想记住它们？（想）那好，
范文子上。

四、板书设计：

葡萄：五光十色

葡萄沟——好地方老乡：热情好客



葡萄干：色鲜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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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五月有杏子，
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
葡萄成熟了。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
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
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
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
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阴房里制成葡萄干。
阴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
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
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
鲜，味道甜，非常有名。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权宽浮，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