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实
用7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加
以应用。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一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深化教育和实施高效教学为
主线，以教师的专业水平的提高为主攻方向，开展“高质轻
负”课堂教学的研究，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
提高我校的教育质量。

1、认真完成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的教学任务。

1、学习习惯

（1）继续掌握正确的读写姿势，并养成习惯。

（2）继续培养专心倾听的习惯，养成认真写铅笔字的习惯。

2、汉语拼音

（1）继续巩固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阅读、学
习普通话。

（2）认识大写字母，能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

3、识字写字

（1）准确认读450个生字，会写350个生字。



（2）能按笔顺正确书写、默写生字。能按字的结构把字写端
正、匀称。

4、口语交际

（1）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听懂别人说的一段话和一件简单的
事。

（2）能在看图或观察事物后，用普通话说几句意思完整、连
贯的话。

（3）能当众说话，做到口齿清楚，语句完整，有礼貌。

5、阅读

（1）继续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指定
的课文。能复述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2）能联系语言环境和生活实际，理解常用的词语的意思。

（3）能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想像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知道课文的大意。

6、写话

（1）能运用学过的词语写句子，能理顺次序错乱的句子。

（2）学习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画和简单的事物，写几句连贯
的话。

（3）学会“祝贺”、“购物”、“待客”等方面的言语交际
的本领，能用几句连贯的话把有关的内容写下来。

（4）学习使用逗号、句好、问好和感叹号。



2、对于每一课的教学，做到精心备课、创新上课、耐心批改
作业。在备课上，规范备课环节，明确细化每课时的教学目
标，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使用教材，设计教学方法。

3、上好常态课，迎接等级鉴定验收工作。

4、全面落实《市教委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
规定》，做好减负工作。

5、本学期听课数量不能少于15节。

6、逐步完善“361助学课堂”模式，全面提高课堂效率。

7、完善校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制定活动计划和评价方案，并
单独写教案。

8、积极参加“教研活动”。

9、优化备课活动，为“高质轻负”课堂的研究奠基。

10、优化课后作业，提高课堂效率。

11、优化辅导，提高培优补差的实效。

12优化测试，检验课堂效果。

（一）认真完成人教版第三册的教学任务。

教学措施

教师在准确把握教科书书编写意图的基础上，要创造性地使
用教材，既符合教材编写意图，又不拘泥于教材。在每组教
学过程中应该安排哪些教材内容，布置学生进行哪些学习准
备，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



1、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分析记忆字形，看图或联
系上下文理解词义。发挥创造性，设计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
在游戏中、在活动中、在语言环境中巩固识字。注意纠正学
生的写字姿势，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2、重视朗读指导，采用多种方法，每篇课文都要给学生充分
朗读的时间，充分利用插图，联系生活实际，帮助学生在语
言环境中理解词语和句子的意思。

3、注意每组教材在内容上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设计教学方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4、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习伙伴”的作用，借以引导
学生认真思考，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积极参与交流、讨
论和语文实践活动。将游戏、唱歌、猜谜语、表演等引进课
堂，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进自然、社会，走进沸腾
的生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5、引导学生积累好词佳句、优秀篇段并复习巩固学过的字词，
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综合练习。教学时，要鼓励学生独立完
成练习，主动积累词句，将积累的词语运用于口头和书面语
言之中。

6、鼓励学生互相释疑，合作释疑，培养他们勤思善问的习惯
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继续做好培优补差工作，大力提高三生的成绩。

利用课余时间为三生做全面的辅导，使他们都能取得较大的
进步。同时为他们搭建展示自己的平台，使他们感受到成功
的喜悦。

（三）上好每一节常态课，规范备课环节，明确细化每课时
的教学目标，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使用教材，设计教学方法。



用新的理念，按照“六项标准”和“361助学课堂”精心备课，
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四）规范工作细节，耐心批改作业。规范自己的作业批改
行为，规范用笔，保持作业本的整洁，注明时间、等级、评
语。注重对学生写字的培养。

（五）认真开展校本课程的教学，制定出活动计划和评价方
案。培养学生正确、流利的背诵《古诗词》的内容。

（六）积极投身到“教研活动”中去。以良好的状态积极参
与，精心备课。并努力做好师傅的引领工作。

（七）本学期结合“减负”规定，开展“高质轻负”课堂教
学研究，继续探究“361助学课堂”模式。真正把“讲堂”
变“学堂”，从而打造“生动活泼，低负高效”的课堂，提
高教育质量。抓住听课的机会，并写出心得体会。

（八）优化课后作业，提高课堂效率。把作业的安排作为备
课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弹性作业的做法，根据学生的基础
水平和学习状态有选择地安排作业，不留书写作业。

本计划以提高教师素质为基础，以解放思想、一心一意抓课
堂教学为重点，以新课程标准为指针，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语文综合素养为目的，为全面提高语文教学成绩而努力
奋斗。

总之，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本人将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
将其不断加以改进，完善。我会一丝不苟的开展各项工作，
扬长补短，争取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使学生的身心能
得到健康的发展。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二

经过一年的语文学习，学生已经认识了好多生字，积累了一
些词汇，语言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部分同学学习没有
自觉性，依赖性较重，所以班级中学习成绩层次分明。对于
这部分学生有待于今后教学中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其学习积
极性，引导其主动地发现、探究。使他们感到学习语文的快
乐，进而不断产生学习的动力，并逐渐使学习成为自身发展
的需要。本学期的语文教学教育任务还是十分艰巨，重在培
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语文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学生的书写习
惯要花时间纠正、培养，学写一手端正、美观的铅笔字。另
外还要引导学生多背诵中华古诗文，养成每日阅读书籍的习
惯，注重课外识字的'能力培养，逐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1.本册教材安排了八个单元的学习，其中识字教学是一个个
单元(第二单元)课文学习七个单元。

2.本册教材除去一个单元的识字学习(4课)，共有课文25篇。
每个单元里包含着口语交际和语文园地。每个语文园地都以
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巩固语文知识，发展语文能力。

3.、识字的安排，实行认写分开，多认少写。全册要求认
识450个常用字，写会250个生字。

教科书集中编排了1个识字单元，渗透汉字文化，体现汉字规
律，着力于激发识字兴趣，指导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

1.复习巩固汉语拼音，能借助汉语拼音识字、正音。

2.认识450个字，会写250个字。要求认识的字能读准字音，
结合词句了解意思，不作字形分析，不要求书写。要求会写
的字能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意思，正确书写，练习在
口头和书面表达中运用。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在生活中自主
识字。养成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3.会使用音序查字法，学习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培养独立
的识字能力。

4.喜欢阅读，对阅读有兴趣。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制定的课文和自己喜欢的课文片段。

5.能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语句的意思，在阅
读中主动积累词语。

6.能阅读浅显的课外读物，能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7.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号。

8.逐步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和愿意与人交流的意识，能认真
听别人讲话，听懂主要内容，能主动与别人交谈。

9.对写话有兴趣，能把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在写话中乐
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了解日记的格式，学习写
日记。

1.随着学生识字、写字量的增加，识字的巩固是识字教学的
一个重点。

2.加强词、句训练。

3.要重视朗读的指导和训练。

4.加强习作与阅读、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的联系。

5.养成课外阅读的良好习惯，增加到课外阅读量。

1.生字的认识与书写。

2.朗读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3.综合性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4.写话兴趣的培养，掌握习作的基本要领，初步掌握使用好
词好句。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三

生字表：

莺、拂、堤、柳、醉、咏、妆、丝、绦、裁、剪、塔、餐、
厅、狼

脱、袄、寻、羞、姑、遮、掩、探、嫩、符、解、触、杜、
鹃、羚

邮、递、裹、寄、局、堆、破、漏、懊、丧、啊、猬、绚、
籽、蚯

邓、坛、龄、格、握、致、勃、挖、选、茁、移、挥、填、
扶、蚓

曾、蒙、泞、顺、迈、踏、荆、棘、瓣、莹、觅、需、献、
宝、礼

糕、特、嘛、买、粉、糖、蔗、汁、菜、熬、算、销、劳、
的、确

郊、泛、波、纹、葱、软、毯、异、恋、舍、求、株、拾、
骑、跨

程、魔、术、建、筑、演、营、务、判、饲、养、理、应、
剧、管

州、涌、峰、耸、湾、隔、峡、与、陆、谊、浓、齐、奋、



繁、荣

传、统、贴、宵、巷、祭、舟、艾、堂、乞、巧、郎、饼、
赏、菊

甲、骨、类、漂、珍、饰、品、随、易、损、币、财、赚、
赔、购

菠、煎、腐、茄、烤、煮、爆、炖、蘑、菇、蒸、饺、炸、
酱、粥

津、溜、辣、乎、喷、腻、绵、脆、邦、亭、咨、询、贫、
蛋、记

盒、聊、坪、郁、囱、般、精、叮、咛、婶、冈、懂、案、
拼、母

堡、插、凶、狠、补、充、攻、商、量、驾、轰、驳、药、
赞、合

股、昏、泡、尿、茸、醒、晃、免、费、列、屎、撞、贪、
脾

陀、螺、毽、倒、翁、枪、橡、控、坦、克、沿、哀、慢、
炒、渡

洪、毒、蛇、兽、伤、灾、难、仍、退、继、续、认、训、
被、恢

朱、德、扁、担、志、伍、泽、敌、抽、陡、难、仗、疼、
料、敬

泼、族、民、度、敲、龙、驶、容、踩、铺、盛、碗、祝、
福、健



轿、救、摩、托、防、渔、货、油、轮、科、考、荫、蔽、
撑、康

宿、寺、危、辰、恐、惊、似、庐、笼、盖、苍、茫、寿、
悬、崖

雾、淘、顽、于、暗、岸、街、梁、甚、至、切、躲、失、
驼、骏

累、添、柴、烧、旺、渐、哎、呀、冒、烫、终、浑、淋、
灭、激

二年级语文知识点下册

一、近义词：

美丽—漂亮非常—特别秀丽—秀美中央—中心快活—愉快

欢乐—欢快美丽—漂亮好像—仿佛勤劳—勤快连忙—急忙

挂牵—挂念专心—认真仔细—细心必须—务必观察—观看

二、反义词：

饥寒——-(温饱)索取——-(奉献)寒冷——-(温暖)虚
假——-(真诚)

冷漠——-(热忱)破坏——-(保护)危险——-(安全)复
杂——-(简单)

安静——-(热闹)普通——-(特殊)熟悉——-(陌生)容
易——-(困难)

开始——-(结束)快活——-(悲伤)仔细——-(马虎)好
看——-(难看)



买——-(卖)退——-(进)快——-(慢)长——-(短)正——-
(反)

美——-(丑)贫——-(富)冷——-(暖)恨——-(爱)细——-
(粗)

远——-(近)真——-(假)哭——-(笑)朝——-(夕)轻——-
(重)

好——-(坏)单——-(双)高——-(矮)生——-(死)迎——-
(送)

二年级语文学习方法

一、激发兴趣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应该是教师必做的功课之一。实践表明，
兴趣是学生主动学习的源泉，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沉闷
的教学方式，积极大胆地寻求一种趣味盎然的学习环境，让
学生自由讨论、自主交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学习是
快乐的。教师不吝赞美之词，褒奖那些有独特看法的学生，
在这样的气氛中，学生不但陶冶了情操还受到了激励，只有
这样他们自主学习的劲头才会更加充足。

引入情境，激发探究心理，利用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适时创设情境在课堂上尤为关键，课堂时间虽短，但是每一
个环节都很重要，要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主动地进入到自主
学习的状态，并且在一堂课中自始至终地坚持下来，就只有
创设情境。小学二年级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以
识字写字为主，那么照书本上教、在黑板上写就显得过于呆
板了，不生动活泼，没有情境，在学生的头脑中字迹就模糊，
抽象而不具体。我们可以用很多办法来改变这种局面，比如，
卡片识字、图片识字，这样就把左右大脑全部调动起来帮助
学生记住文字;猜谜识字，针对那些可以设谜的字，把这个字



写到黑板上，教师说出谜面，让学生去猜，强烈的好奇心促
使学生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情境之中。

另外，利用美术图画醉人的美感很容易把学生引入到你设置
的情境当中，还有音乐优美的旋律也是制造情境的手段之一，
无论哪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好奇心，使之形成
一种努力探究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教
学中。

二、引导探究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关键

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目的就是教人掌握捕
鱼的方法。学习语文也一样，如果想要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
生能够主动学习，关键在于教会他掌握语文学习的方法，引
导学生主动探究，促进学生自主学习，领会、发现、交流，
从而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

在教师把学生学习的.充分调动起来后，就要引导他们主动参
与了，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加强。另外，在语文教学中，为
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可以打破常规，让学生自主选
择段落来学习，比如，每一组选一段。如，以《假如》为例，
我把它分成几段，让每个小组自己选，选完之后学生之间可
以自由交流，于是学生情绪高涨，等到全班交流时个个跃跃
欲试，不甘人后，一堂课就在学生的朗读中、交流中完成了，
那种理解和感悟恐怕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所达不到的，
而教师的作用仅仅是引导而已。

同时，要鼓励学生质疑问难，要让学生敢于发现问题，敢于
提出问题，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主动探究，一探究竟的想法也
就是他们主动学习的动力。

三、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

既然“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



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那么，作为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在学习语文课的时候就应该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良好
的书写习惯是在一二年级阶段形成的，这一点作为二年级的
语文教师不能不重视。具体实践中有很多方法，篇幅所限，
不再赘述。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四

二、本学期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

教学内容方面：

1、复习巩固汉语拼音，能借助汉语拼音识字、正音。

3、会使用音序查字法，学习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培养独立
识字的能力。

5、能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
读中主动积累词语。

7、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号。学习使用句号、问号和
叹号。

学习习惯方面：

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和学习兴趣，培养认真的学习态度。

三、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分析

四、教学措施

1、加强业务、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授课能力。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篇五

1、积累文言词语，理解词的不同含义和多种用法。

2、正确、流畅地朗读，并能基本背诵课文。

3、揣摩语言，领悟作者语言运用的精妙，体会狼与屠户的形
象，把握文章主旨。

4、拓展延伸：多角度分析问题；关注社会，探究人与动物的
关系。

把握古文朗读的方法，积累文言词语，体会语言的精妙。

逐步培养学生客观认识社会，对美好自然的关注。

老师搜集有关狼的文章及图片：如毕淑敏的《母狼的智慧》
及一组狼的图片；学生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词，了解文言词
语的多义现象，反复阅读，理解课文内容，圈点勾画，有疑
难之处画上“？”。搜集与狼有关、带狼字的成语或歇后语，
根据自己的了解画出狼的形象或与情节有关的画面。

同学们，你们知道图片上的是什么动物？在生活中，你是否
见过真正的狼？或许我们更多的只是在公园里、电视、图画、
文学作品中了解过狼的形象。然后师生共同交流有关狼的知
识：如狼外婆、狼和小羊、以及有关狼字的成语“如狼似虎、
引狼入室、豺狼当道、狼奔豕突、狼藉满地”等。（可让学
生自由回答，激发学生的热情），并得出结论：

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不够光彩——反面的形象。

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与狼有关的作品《狼》。仔细看
一看，这一作品是作者是谁？



学生回顾有关蒲松龄的知识。教师出示材料。

如：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
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
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穷困
潦倒。然而坎坷的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加深了他对当时
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社会弊端的认识和了解，
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毕一生精力完成短篇小说集《聊
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聊斋志异》，是蒲松
龄的代表作，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多数故事通过描写妖狐神
鬼来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或揭露官府黑暗，或批判科举弊
端，或表达婚姻自由。它语言简练，描写细腻，人物形象鲜
明，故事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欣赏歌曲：《说聊斋》。

1、朗读并熟悉课文。

（1）教师范读，创设情景：（同时结合flash朗读）

声情并茂，有急有缓，让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把握阅读
节奏。使学生初步解决阅读障碍。

2、引导学生再自读课文，并解决下列问题

（1）读一读课文，解决暂时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

（2）小组合作，质疑释难。根据注释梳理文句，完成对文章
内容的理解。

（3）好了，相信大家已经对课文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现在，如果有同学还有对文章的内容及字词不理解的话，请
自由提问。



学生提出不理解的字词，老师可略作归纳，然后讨论解决。
（教师完成指导）

缀行（)屠大窘（）苫蔽成丘（）弛担持刀(）

眈眈相向（)目似瞑（）隧入（）狼亦黠矣(）

3、检查阅读。

如果大家都对文章的内容没什么疑问了，老师出示材料考察
一下。

4、看来大家都还解决的不错，请看下边的图片，你能用文中
的语句复述课文吗？

（1）复述：进一步理解，熟悉课文

（2）进一步明确故事的情节。（遇狼——惧狼——御狼——
杀狼）

1、赏析：

（1）文中有两个形象，让学生自己选择并扮演其中的一个形
象，以该形象的语气来说说当时的想法。这样可以深入的了
解课文，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3）议狼：请学生多角度评价课文，并得出自己的启示。。

（4）你能说说本文的主旨是什么吗？或学习本文后懂得了什
么道理？

提示：对待狼一样的恶人，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
胜利。（答案不求一致，尽量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只要言
之成理即可）



1、从课文中，我们感受到狼的贪婪、凶狠和狡诈，它还是反
面形象，是坏人的象征，杀狼理所当然，顺理成章。那么狼
真的是那么可憎可恶吗？抛开课文，联系社会，我们对狼还
有别的认识吗？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老师也可以提示探究方
向，推荐书目，蒲的另一篇文章。

2、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狼了，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讲，我们
应该怎样对待狼？

3、展开想象，将本文改写成一篇白话故事，提倡求异思维，
可以改变故事的结果。

附：板书

狼

狼缀行——假寐诱敌——打洞——被杀：狡诈、凶残

屠户遇狼——惧狼——避狼——杀狼：机智、勇敢

1、止有剩骨一狼得骨止2、缀行甚远3、一狼仍从择其善者而
从之

4、恐前后受其敌5、顾野有麦场6、弛担持刀7、一狼径去。

1、并驱如故2、其一犬坐于前3、目似瞑，意暇甚4、一狼洞
其中

5、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六、歌曲欣赏《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词曲：齐秦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凄厉的北风吹过

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

报以两声长啸

不为别的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

一、指导思想

教学中以兴趣为先导，时刻注意培养学生语文喜欢的态度。
在教学过程中，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全面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他们的终
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在语文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此为
教学的主体理念，分析教材、学生的基础上制定学期计划。

二、学情分析

本班共有学生48名，有6学习后进生。经过第一学年的学习，
已经有了一定的汉字积累量，不过对偏旁部首的认识还不熟。
汉语拼音巩固率一般，音序清晰，这为本册的音序查字法打
下了基础。写字姿势正确，但有4人因身体原因及习惯不良，
需再加强写字习惯的督促。大多数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习
惯较好。本学期计划进行每天中午半小时学生的自由阅读时
间，再加大阅量。

三、教材分析（教材内容、教学重点、学段重点等）

二年级教材包括一个识字单元和七个阅读单元，识字部分安
排在教材的第二单元，穿插在阅读单元之间。在第一单元之
后，安排了“快乐读书吧”。在全书最后，安排了几个附表：



识字表、写字表。每个单元内部的具体安排如下：课文3-4篇、
口语交际（间隔安排）、语文园地：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
用、书写提示/我的发现/展示台、日积月累、和大人一起读。

四、教学重难点

1、认识450个字，会写350个字。要求认识的字能读准字音，
结合词句了解意思，不作字形分析，不要求书写。要求会写
的字能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意思，正确书写，练习在
口头和书面表达中运用。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在生活中自主
识字。养成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要规范、端正、整洁、
美观。

2、喜欢阅读，对阅读有兴趣，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指定的课文和自己喜欢的课文片段。

3、逐步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和愿意与人交流的意识，能认真
听别人讲话，听懂主要内容，能主动与别人交谈，讲述简短
的故事和见闻。说话时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

五、教学目标（知识目标、学期目标）1.识字写字

（1）认识常用汉字450个，会写汉字250个。(2)喜欢学习汉
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

（3）巩固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学习使用音
序查字法查字典。

（4）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常用偏旁，能按笔顺规则写字，
注意间架结构。

（5）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端正
整洁。2.阅读



（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2)用普通话正确、流利
地朗读课文。(3)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
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

（4）学习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

（5）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
人交流。(6)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
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1）学说普通话，逐步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2)能认真听
别人讲话，努力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3)听故事，能记住并
讲述主要内容。(4)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
貌。(5)有表达的自信心，积极参加口语交际。

六、教学措施

1、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分析记忆字形，看图或联
系上下文理解词义。发挥创造性，设计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
在游戏中、在活动中、在语言环境中巩固识字。注意纠正学
生的写字姿势，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2、重视朗读指导，采用多种方法，每篇课文都要给学生充分
朗读的时间，充分利用插图，联系生活实际，帮助学生在语
言环境中理解词语和句子的意思。

3、注意每组教材在内容上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设计教学方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4、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习伙伴”的作用，借以引导
学生认真思考，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积极参与交流、讨
论和语文实践活动。将游戏、唱歌、猜谜语、表演等引进课
堂，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进自然、社会，走进沸腾
的生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5、引导学生积累好词佳句、优秀篇段并复习巩固学过的字词，
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综合练习。教学时，要鼓励学生独立完
成练习，主动积累词句，将积累的词语运用于口头和书面语
言之中。

6、鼓励学生互相释疑，合作释疑，培养他们勤思善问的习惯
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能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
有成功的体验，参与班级中的管理工作中来。

8、在拼音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插图，教学多媒体，在语境中
学习，培养观察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9、优化课堂行为，备好每一堂课，使学生上完课后都能有所
得，都有充实感。

七、教学时间安排

本班大部分学生活泼好动，好学上进，接受能力也较强，语
文学习兴趣比较浓厚。通过一年的学习，能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发言，尝试合作学习，掌握了
基础知识，形成了一定的学习技能，并能正确写字，书写规
范，掌握字的音、形、义，理解常用词语，并进行简单的运
用。绝大多数学生愿意与别人进行口语交际，能说会写一句
或几句话，意思比较完整。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
地背诵指定的课文。

当然，也有一些在学习上暂为落后的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主
动性，学习效率不高，做事有头无尾等。针对这些问题，本
学期在教学中，要注意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位
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让每位学生都能体验
到学习所获得的成功和乐趣。



全册教材由“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3）”与“识字”、“课
文”组成。“识字”安排了2个单元，每单元4课，共8课。课
文安排了6个单元，每单元3～5课，共23课。

1、关于识字。本册继续采用“识字分流”的办法安排生
字。“识字”课有三种形式：

（1）词串识字。

（2）看图会意识字。

（3）形声字归类识字。

2、关于课文。全册教材安排课文23篇，其中韵文6篇。有些
课文内容与秋季风光有联系；有些课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
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有些课文让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人生
等。

3、关于练习。全册教材共安排综合练习8个，每单元后面安
排1个。练习以综合性为主，内容包括学用字词句、写字、读
读背背、口语交际等。

教学重点为识字写字、朗读背诵、口语交际和写话。教学难
点是学会字词并运用字词、口语交际和写话。顺应儿童的认
知特点和学习语文规律，将采取模仿、迁移等训练方式，让
学生进行语言的积累和内化。

本册教学内容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口语交际等
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学习习惯

（1）继续掌握正确的读写姿势，并养成爱惜学习用品的习惯。

（2）继续培养专心倾听的习惯，养成认真写铅笔字的习惯。



（3）培养勤于朗读背诵，乐于课外阅读的习惯。

2、汉语拼音

（1）巩固汉语拼音，能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学习普通话。

（2）认识大写字母，能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

3、识字写字

（1）准确认读401个生字。并掌握课本安排的26个常用偏旁。

（2）能按笔顺正确书写、默写生字272个；能按字的结构特
点把字写端正、写匀称。

4、口语交际

（1）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听懂别人说的一段话或一件简单的
事。

（2）能在看图或观察事物后，用普通话说几句意思完整、语
句连贯的话。

（3）能就所听所读的内容，用普通话回答问题，做到语句完
整。

（4）愿意与别人进行口语交际，态度大方，有礼貌。

5、阅读

（1）继续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指定
的课文。能复述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2）能联系语言环境和生活实际，理解常用词语的意思。



（3）能凭借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所描绘的情景，
知道课文的大意。

6、写话

（1）能用学过的部分词语写通顺的句子；能理顺次序错乱的
句子。

（2）学习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画和简单的事物，写几句连贯
的话。

（3）学会“祝贺”“购物”“待客”等方面的言语交际的本
领，能用几句连贯的话把有关内容写下来。

（4）学习使用逗号、句号、问号和感叹号。

1、让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分析记忆字形，看图或联
系上下文理解词义。发挥创造性，设计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
在游戏中、在活动中、在语言环境中巩固识字。注意纠正学
生的写字姿势，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2、重视朗读指导，采用多种方法，每篇课文都要给学生充分
朗读的时间，充分利用插图，联系生活实际，帮助学生在语
言环境中理解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并能有感情的朗读出来。

3、注意每组教材在内容上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设计教学方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教学时要充分发挥“学
习伙伴”的作用，借以引导学生认真思考，展开丰富的联想
和想象，积极参与交流、讨论和语文实践活动。将游戏、唱
歌、猜谜语、表演等引进课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把视
听与思考相结合，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发展，
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化，设计好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适
时演播，恰当讲解。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进自然、
社会，走进沸腾的生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4、引导学生积累好词佳句、优秀篇段并复习巩固学过的字词，
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综合练习。教学时，要鼓励学生独立完
成练习，主动积累词句，将积累的词语运用于口头和书面语
言之中。

5、鼓励学生互相释疑，合作释疑，培养他们勤思善问的习惯
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6、充分利用“晨诵”、“午读”的时间，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增强语文素质。坚持写小练笔，打好作文基础。

7、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进行教学反馈，减少学生之间的差
异。

本册教材由“识字”、“课文”和“语文园地”组成。各部
分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课文”安排了8个单元，
每单元4~5课，共34课。每单元安排1个综合练习，共8个。

本册继续采用“识写分流”的办法安排生字。全册共安排生
字450个，其中要求会写的350个。

本册教材安排课文34篇，其中韵文8篇。大体上按内容分为8
个单元:1~4课为“秋光篇”，课文内容大都与秋天的物候有
关；5~8课为“生活篇”，意在反映儿童的生活乐趣；9~12课为
“祖国篇”，意在培植学生爱祖国、爱首都、爱中华民族的
情感；13~17课为“人生篇”，意在让学生认识社会，明辨是
非，学会在故事中感悟生活；18~21课为“团结篇”目的是引
导学生与人要友好相处，团结合作；22~25课为“情感篇”意
在让学生学习用真情获得真情，培养爱心；26~29课为“环保
篇”，主要教育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30~34课为“科学
篇”，意在让学生关注科学，从而爱科学，学科学。

本册教材仍然坚持“多编少搬”的原则，所编选的课文，仍
然体现内容丰富、充满情趣的特点。本册课文语言规范，浅



显易懂，便于对学生进行朗读、背诵、复述、口语交际等训
练。插图精美，富有童趣，便于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培
养其形象思维能力。

202班大部分学生学习认真，上课能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
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明确的学习目的
性。但课程的开放意识不够，把学语文简化成“读读记记抄
抄写写”，属于“信息储存”的较多，能“享受学习乐趣”
的较少。所以本学期在学生已经有良好的识记习惯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感受学习语文的情趣上要加大措施，应时地开展较
多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1、学习习惯。

（1）继续掌握正确的读写姿势，并养成习惯。

（2）继续培养专心倾听的习惯，养成认真写铅笔字的习惯。

（3）培养勤于朗读背诵，乐于课外阅读的习惯。

2、汉语拼音

（1）继续巩固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阅读、学
习普通话。

（2）认识大写字母，能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

3、识字写字

（1）准确认读450个生字。会默写出350个生字。

（2）能按笔顺正确书写、默写生字。能按字的结构把字写端
正、匀称。

4、口语交际



（1）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听懂别人说的一段话和一件简单的
事。

（2）能在看图或观察事物后，用普通话说几句意思完整、连
贯的话。

（3）能当众说话，做到口齿清楚，语句完整，有礼貌。

5、阅读

（1）继续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指定
的课文。能复述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2）能联系语言环境和生活实际，理解常用的词语的意思。

（3）能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想像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知道课文的大意。

6、写话

（1）能运用学过的词语写句子，能理顺次序错乱的句子。

（2）学习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画和简单的事物，写几句连贯
的话。

（3）学会“祝贺”、“购物”、“待客”等方面的言语交际
的本领，能用几句连贯的话把有关的内容写下来。

（4）学习使用逗号、句好、问好和感叹号。

1、识字教学与语言积累相结合，尽量体现开放课程理念。

2、心情日记继续写，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为学生提供丰富多
彩的习作源泉。



3、加强课外阅读，每月进行阅读展示，通过“阅读小明星”
评比，引导学生对所读之内容有自己简单的看法和评价。

第一周识字1（秋的四字语）、1、秋天的图画、2、黄山奇石；

第二周3、植物妈妈有办法、4、古诗两首、语文园地一；

第三周识字2（校园生活三字文）、5、一株紫丁香、6、我选
我；

第四周7、一分钟、8、难忘的一天、语文园地二；

第五周秋假

第六周识字3（华夏文化三字经）、9、欢庆、10、北京；

第七周11、我们成功了、12、看雪、语文园地三；

第八周识字4（哲理成语）、13坐井观天、14、我要的是葫芦；

第九周15、小柳树和小枣树、16风娃娃、17、酸的和甜的、
语文园地四；

第十周期中检测

第十一周识字5（处世为人的谚语）、18、称赞、19、蓝色的
树叶；

第十二周20、纸船和风筝、21、从现在开始、语文园地五；

第十三周识字6（关爱他人的对文）、22、窗前的气球、23、
假如；

第十四周24、日记两则25、古诗两首语文园地六；



第十五周识字7（人与自然的拍手歌）、26、“红领巾”真好、
27、清澈的湖水；

第十六周28、浅水洼里的小鱼、29、父亲和鸟、语文园地七；

第十七周识字8（科学四字语）、30、我是什么、31、回声；

第十八周32、太空生活趣事多、33、活化石、34、农业的变
化真大；

第十九周语文园地八、期末总复习；

第二十周期末总复习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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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目标

1、继续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借助汉语拼音识字、正音。

3、继续使用音序查字法和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培养独立识字
的能力。

5、能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
读中主动积累词句。

7、学习使用句号、问号和叹号，体会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8、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对联、古典诗词、格言警句。



三、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把握同组教材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2、识字和写字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3、阅读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4、口语交际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5、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

四、教学安排

第一单元15～17课时第五单元15～18课时

第二单元13～15课时第六单元14～16课时

第三单元15～18课时第七单元15～18课时

第四单元15～18课时第八单元15～1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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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累文言词语，理解词的不同含义和多种用法。

2、正确、流畅地朗读，并能基本背诵课文。

3、揣摩语言，领悟作者语言运用的精妙，体会狼与屠户的形
象，把握文章主旨。

4、拓展延伸：多角度分析问题；关注社会，探究人与动物的
关系。

把握古文朗读的方法，积累文言词语，体会语言的精妙。



逐步培养学生客观认识社会，对美好自然的关注。

老师搜集有关狼的文章及图片：如毕淑敏的《母狼的智慧》
及一组狼的图片；学生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词，了解文言词
语的多义现象，反复阅读，理解课文内容，圈点勾画，有疑
难之处画上“？”。搜集与狼有关、带狼字的成语或歇后语，
根据自己的了解画出狼的形象或与情节有关的画面。

同学们，你们知道图片上的是什么动物？在生活中，你是否
见过真正的狼？或许我们更多的只是在公园里、电视、图画、
文学作品中了解过狼的形象。然后师生共同交流有关狼的知
识：如狼外婆、狼和小羊、以及有关狼字的成语“如狼似虎、
引狼入室、豺狼当道、狼奔豕突、狼藉满地”等。（可让学
生自由回答，激发学生的热情），并得出结论：

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不够光彩——反面的形象。

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与狼有关的作品《狼》。仔细看
一看，这一作品是作者是谁？

学生回顾有关蒲松龄的知识。教师出示材料。

如：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
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
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穷困
潦倒。然而坎坷的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加深了他对当时
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社会弊端的认识和了解，
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毕一生精力完成短篇小说集《聊
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聊斋志异》，是蒲松
龄的代表作，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多数故事通过描写妖狐神
鬼来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或揭露官府黑暗，或批判科举弊
端，或表达婚姻自由。它语言简练，描写细腻，人物形象鲜
明，故事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欣赏歌曲：《说聊斋》。

1、朗读并熟悉课文。

（1）教师范读，创设情景：（同时结合flash朗读）

声情并茂，有急有缓，让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把握阅读
节奏。使学生初步解决阅读障碍。

2、引导学生再自读课文，并解决下列问题

（1）读一读课文，解决暂时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

（2）小组合作，质疑释难。根据注释梳理文句，完成对文章
内容的理解。

（3）好了，相信大家已经对课文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现在，如果有同学还有对文章的内容及字词不理解的话，请
自由提问。

学生提出不理解的字词，老师可略作归纳，然后讨论解决。
（教师完成指导）

缀行（)屠大窘（）苫蔽成丘（）弛担持刀(）

眈眈相向（)目似瞑（）隧入（）狼亦黠矣(）

3、检查阅读。

如果大家都对文章的内容没什么疑问了，老师出示材料考察
一下。

4、看来大家都还解决的不错，请看下边的图片，你能用文中
的语句复述课文吗？



（1）复述：进一步理解，熟悉课文

（2）进一步明确故事的情节。（遇狼——惧狼——御狼——
杀狼）

1、赏析：

（1）文中有两个形象，让学生自己选择并扮演其中的一个形
象，以该形象的语气来说说当时的想法。这样可以深入的了
解课文，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3）议狼：请学生多角度评价课文，并得出自己的启示。。

（4）你能说说本文的主旨是什么吗？或学习本文后懂得了什
么道理？

提示：对待狼一样的恶人，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
胜利。（答案不求一致，尽量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只要言
之成理即可）

1、从课文中，我们感受到狼的贪婪、凶狠和狡诈，它还是反
面形象，是坏人的象征，杀狼理所当然，顺理成章。那么狼
真的是那么可憎可恶吗？抛开课文，联系社会，我们对狼还
有别的认识吗？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老师也可以提示探究方
向，推荐书目，蒲的另一篇文章。

2、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狼了，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讲，我们
应该怎样对待狼？

3、展开想象，将本文改写成一篇白话故事，提倡求异思维，
可以改变故事的结果。

附：板书

狼



狼缀行——假寐诱敌——打洞——被杀：狡诈、凶残

屠户遇狼——惧狼——避狼——杀狼：机智、勇敢

1、止有剩骨一狼得骨止2、缀行甚远3、一狼仍从择其善者而
从之

4、恐前后受其敌5、顾野有麦场6、弛担持刀7、一狼径去。

1、并驱如故2、其一犬坐于前3、目似瞑，意暇甚4、一狼洞
其中

5、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六、歌曲欣赏《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词曲：齐秦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凄厉的北风吹过

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

报以两声长啸

不为别的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