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 二年级
找春天教学反思(优质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一

《找春天》这篇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
作者把春天比作一个小姑娘，她害羞，所以遮遮掩掩，躲躲
藏藏;她美丽，有着嫩绿的秀眉和色彩斑斓的眼睛;她活泼，
娴熟地弹奏着动人的音符，快乐地荡秋千，兴奋地叫着、笑
着……多么迷人的春天。“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
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
吧?”……多么优美富有诗意的语言。怎么样让学生感受到语
言中蕴含的画面，语言中蕴含的情感呢?怎样在教学中实现语
言的增量呢?教学本文时，我是这样做的：

一、奠定情感，读好课文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先播放《春天在哪里》的歌曲，让孩
子们听音乐，猜歌名，在学生熟悉的旋律中，营造一种轻松
和谐的氛围。再让学生说说有关春天的词语、句子或诗歌，
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接着围绕“孩子们找到春天了吗?
从哪里找到的?怎样找到的?”引导学生品读课文的语言文字，
感受春天就像一个羞涩、美丽、活泼的小姑娘。课文第一段
我抓住两个 “!”，猜想孩子们的心情，说说如果是你，这
时最想干什么?在学生充分交流后，奠定了情感基础，再指导
朗读，孩子们想找春天，想接触春天的急切心情就很容易表
现了。第二段教学时，我让学生找出描写孩子们急着到外面
去找春天的动作的词：“脱”、“冲”、“奔”、“找”。



这时适时引导：这段该怎么读?为什么这样读?想马上去寻找
春天的急切的心情怎么读才表现得更好?反复让学生练读，为
学生营造了氛围：面对春天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到自己就
是那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的孩子，有一种跃跃欲
试、按捺不住的惊喜。我们应用盼望、高兴的、急切的语气
去读课文第三至七段，抓住文中的五个比喻句和四个反问句，
引导学生朗读，体会暗喻的精妙。这三句话把春天生机勃勃
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春天增添了不少生机。
教学时，先让学生读句子;再让学生改，把反问句改成陈述
句;接着让学生说，课文中的“眉毛”“眼睛”“音符”“琴
声”分别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然后，比较句子如：

1、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像是春天的眉毛。

2.、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课文原句)你
更喜欢那句，为什么。从而让学生体会暗喻的精妙及反问句
在这里带给我们的活泼。最后有感情读时，学生自然都能读
好了，能读得亲切、活泼、有趣了。

二、积累运用，提升语言

接着我把教学的重点落实在积累语言和运用语言上。我让学
生模仿4——7自然段的句式说写一句话。有的说：细长的柳
枝轻轻地摆动，那是春天的头发吧?有的说：可爱的小燕子叽
叽喳喳，那是春天的使者吧?有的说：尖尖的笋芽努力地拔节，
那是春天的虎牙吧?有的`说：细细的雨丝轻轻地飘洒，那是
春天的银丝吧?看到孩子们表达的不错，我又马上顺势引导教
学了第八小节。并且结合《同步练习》作业中的第7题，设计
了一个仿说仿写的训练，让学生仿照第八自然段的最后一句
话补充下列句子：春天来了!她在----------------，在----
------------------;她在----------------，在----------
------------。没想到孩子们是那么富有想象力，裘皓琦说：
“春天来了!她在枝头给桃花化妆，在柳条上给柳树梳头;她
在草地上弹琴，在小溪里唱歌。”



孙启竣说：“春天来了!她在山野里玩耍，在花园里比美;她
在布谷、百灵嘴里叫，在小溪、江河怀里唱。”戴予诺
说：“春天来了!她在嫩绿的叶子上做客，在美丽的花丛中逗
留;她在喜鹊燕子嘴里叫，在梨花迎春脸上笑。”卢裕恒
说：“春天来了!她在小溪里游泳，在柳树下乘凉;她在树林
里散步，在草地上漫舞。”史宬森说：“春天来了!她在潺潺
流淌的山涧里吟唱，在散发芳香的泥土里吐芽;她在幽绿平坦
的草坪上嬉戏，在皑皑消融的积雪下成长。”

没想到孩子的语言是那么有潜力的，那么丰富，作为教师既
要努力钻研教材，寻找语言训练点，又要善于引导学生，挖
掘他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实现语言增量。

三、寻找春天，扩展语言

我想，教材的编写意图不仅是要引导学生去感受春天，更是
要激励学生在自然的大课堂里主动学习，去发现、去探索、
去想象。上完本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带领学生到
学校的小公园和校场湖去寻找春天了。虽然是早春，春天的
气息并不浓，但是积攒在地下、枝头、叶尖的勃勃生机，只
要用心去观察、去发现，却也别有味道。回来后我让孩子们
画了关于春天的图画、写了关于春天的日记、念了关于春天
的拓展文章，还背了关于春天的诗歌……围绕着春天的主题，
进一步丰富扩展了学生的语言。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二

《找春天》这篇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
作者把春天比作一个小姑娘，她害羞，所以遮遮掩掩，躲躲
藏藏;她美丽，有着嫩绿的秀眉和色彩斑斓的眼睛;她活泼，
娴熟地弹奏着动人的音符，快乐地荡秋千，兴奋地叫着、笑
着……多么迷人的春天。“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
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
吧?”……多么优美富有诗意的语言。怎么样让学生感受到语



言中蕴含的画面，语言中蕴含的情感呢?怎样在教学中实现语
言的增量呢?教学本文时，我是这样做的：

课文第三至七段，抓住文中的五个比喻句和四个反问句，引
导学生朗读，体会暗喻的精妙。这三句话把春天生机勃勃的
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春天增添了不少生机。
教学时，先让学生读句子;再让学生改，把反问句改成陈述
句;接着让学生说，课文中的“眉毛”“眼睛”“音符”“琴
声”分别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然后，比较句子如：1、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像是春天的眉毛。2.、小草从地下探
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课文原句)你更喜欢那句，为什
么。从而让学生体会暗喻的精妙及反问句在这里带给我们的
活泼。最后有感情读时，学生自然都能读好了，能读得亲切、
活泼、有趣了。

接着我把教学的重点落实在积累语言和运用语言上。我让学
生模仿4——7自然段的句式说写一句话。有的说：细长的柳
枝轻轻地摆动，那是春天的头发吧?有的说：可爱的小燕子叽
叽喳喳，那是春天的使者吧?有的说：尖尖的'笋芽努力地拔
节，那是春天的虎牙吧?有的说：细细的雨丝轻轻地飘洒，那
是春天的银丝吧?看到孩子们表达的不错，我又马上顺势引导
教学了第八小节。并且结合《同步练习》作业中的第7题，设
计了一个仿说仿写的训练，让学生仿照第八自然段的最后一
句话补充下列句子：春天来了!她在----------------，在--
--------------------;她在----------------，在--------
--------------。没想到孩子们是那么富有想象力，裘皓琦
说：“春天来了!她在枝头给桃花化妆，在柳条上给柳树梳
头;她在草地上弹琴，在小溪里唱歌。”

孙启竣说：“春天来了!她在山野里玩耍，在花园里比美;她
在布谷、百灵嘴里叫，在小溪、江河怀里唱。”戴予诺
说：“春天来了!她在嫩绿的叶子上做客，在美丽的花丛中逗
留;她在喜鹊燕子嘴里叫，在梨花迎春脸上笑。”卢裕恒
说：“春天来了!她在小溪里游泳，在柳树下乘凉;她在树林



里散步，在草地上漫舞。”史宬森说：“春天来了!她在潺潺
流淌的山涧里吟唱，在散发芳香的泥土里吐芽;她在幽绿平坦
的草坪上嬉戏，在皑皑消融的积雪下成长。”

没想到孩子的语言是那么有潜力的，那么丰富，作为教师既
要努力钻研教材，寻找语言训练点，又要善于引导学生，挖
掘他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实现语言增量。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三

新学期第二天，我们学习了第一篇课文——《找春天》。这
篇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新学期第一天，
我们讲评了寒假作业，然后布置的回家作业是在自家庭院找
一找春天的气息。而且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刚巧那天艳阳高
照，就连早晨刮得风都是暖洋洋的。我还发现好多同学都没
有穿外套。因此上课时我及时抓住这一情节开始导入课题，
一下子把学生带进了春天的怀抱。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大声朗
读课文。在读书过程中学生借助拼音读准生字。这时我出示
生字，通过“开火车”、男女赛读等多种形式让孩子读准字
音。

通过动作表演来理解“害羞”“躲躲藏藏”“遮遮掩
掩”“闻到了她”“触到了她”等词语，课堂中笑声一片，
学生在愉快中体会字词理解字义。然后利用多媒体课件，让
学生欣赏各种春天美丽的画面，体会春光的美好，再播放歌曲
《春天在哪里》，让学生一边欣赏一边想象春天的美景。把
音乐美与语言文字美图画美融合于一体，让学生在美景中赏
读课文。随后让学生带着问题精读课文，岀示自学提示：我
们看到了春天的什么？我们听到了春天的`什么？我们闻到了
春天的什么？我们触到了春天的什么？想回答好这几个问题，
课文必得熟读才行。于是，我让学生用抢答的方式回答问题，
补充答案，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怕自己错过
了回答问题的机会。



第二节课我们主要进行了小练笔的练习和扩词。在小练笔中，
刘彤写道：粉红色的桃花不知不觉地开放，那是春天的笑脸
吧？欣蕊写的是：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叽叽喳喳的叫着，
那是春天的歌声吧？看到孩子们表达得这么好，我由衷得感
到高兴。扩词是延续了上学期的做法，这一过程中，孩子们
你争我抢，小手得丛林总是在我面前，孩子们眼睛亮亮的，
放着喜悦的光芒。都说自信的人是最美的，确实如此！二二
班的孩子如此张扬，透着自信，透着美丽，透着快乐！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四

学生们了解到，真实的物体与影子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画法，
也了解了应该怎样画影子，解决了本课重难点。倒影真是太
美了，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学生的作品形式多样，
有的'画动物，有的画景物。学生的设计构思都较以前有了很
大突破。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五

三角形与四边形是学生在生活中常见的图形，但学生对于三
角形和四边形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感知，特别是四边形，在
学生的认识范围中，四边形是长方形、正方形、梯形、平行
四边形等这些特殊四边形，而且这些四边形在大多数学生的
头脑中是一个个独立的图形，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教学的开始通过出示十四个图形，让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经
验对图形分类。这里我对书上的例题进行了调整，书上十四
个图形是彩色的，而我所出示的十四个图形是一色的.。我觉
得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由于年龄较小，比较容易受一些不
相关的因素的干扰，教师就把这些不相关的因素干扰降到最
低，毕竟我们今天不是来学习怎样分类。接着教师就展示学
生不同的分类结果，这里我通过课件将两种分法合并展示，
让学生能十分清晰地观察到不同分类结果的不同之处，然后
通过大家的讨论，使学生初步感知这些图形的特征，为后继



的学习作准备。

对于什么是三角形，学生根据经验，第一直觉就是，有三条
边，三个角的图形叫三角形，我及时引导，一条边就是一条
线段，那三条边就是三条线段，这样就与学生原有的认知沟
通了起来，形成了知识链。在认识什么是“围成”时，让学
生动手搭一个三角形，并让学生讲出你是怎样搭的，学生在
表述过程中虽然不能清晰完整地表述出三角形的定义，但学
生都能谈到在搭的过程中小棒的顶点要靠在一起，进而理解
什么是围成，这时教师出示一个三条线段中有1个端点没有合
在一起的图形，学生马上就能指出其不正确的地方，接着教
师出示“围成”的图形，学生对此概念也就能清楚的理解了。
最后让学生根据已出现的板书用数学的语言规范的表达出三
角形的定义。

对于最后一个环节，我出示了由三角形与四边形组成的机器
人,请学生说说是由哪些图形组成的,并数一数各有几个，目
的是在巩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有序观察的习惯与能力，
图形出示三个填空的目的是，让学生清楚的知道长方形、正
方形是特殊的四边形，统称四边形,不要将它们孤立开来，最
后的思考题，让学生在一个四边形上画一条直线，可以分成
两个什么图形，目的是让学生初步体会到多边形都可以分割
成我们认识的图形，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伏笔。

二年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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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六

本单元是学习“7-9”的乘法口诀，在教学中，对口诀的记忆
如果单纯的依靠读、背，肯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学生学得
也比较累。所以我设计了多种形式的练习。比如开火车，幸
运转转转，读儿歌，看图列算式，画一画等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从而有加大了练习量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乘法口诀是学生解决乘法运算的重要钥匙，因此，它的教学
可算得上是乘法计算教学的奠基石，显得尤为重要。《表内
乘法二》是北师版小学数学教科书第七单元的内容，是在学
生学习了2—6的乘法口诀后进行教学的。学生已经学会了2~6
的乘法口诀，表内乘法二与表内乘法一相比数量上要多得多，
难记些。如何记熟这些口诀也给孩子们的学习设置了障碍。
面对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所了解的'现实，教学的侧重点应放在
口诀的理解和记忆上。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发现口
诀中存在的规律，让学生利用“上下句对比记、口算结果”
等方法去巧记。练习形式注重趣味性。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七

本次口语交际和写话是本组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组
教学的延伸，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将本组课文所学到的'知识和
能力进行迁移，培养他们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

口语交际和写话的内容比较广泛，既可以谈自己生活中的感
受，也可以谈自己想象的故事。因此，教学中我着力拓宽学
生的思路，广开言路，允许学生既可以就某一方面内容来谈，



也可以把几方面内容综合起来谈。把说话落实到笔头上，做
到会说、能写，扎实地落实说和写的教学目标。同时，用故
事会的形式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采用
多种多样的课堂形式，使学生感受课堂的趣味性，使语文学
习更加生动有趣。

本节课需要注意的是，在练习写话之后，可以引导学生交换
看，让学生学习别人写话的优点。教师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情
况，就学生写话中存在的共同问题给予指导，对有进步的学
生给予鼓励。

二年级语文找春天教案反思篇八

安老师的教学设计从整体上看各项内容完备，有条理，各个
维度设计科学富有层次，充分体现了新课程对语文教学的要
求，并且将教学目标落到实处。如紧紧抓住课文文本，词句
去感受春天。课堂一开始，教师就引导学生读“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仔细地找啊找啊”使学生读出了感情，读
出了感悟，把学生带入了春的世界，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兴
趣。进而通过教师范读、学生齐读、自读等多种方式，培养
学生阅读能力和感悟语言的能力。教师重视学生阅读。从读
入手，以读导读，以读导写。尤其在教师范读后学生试读环
节，处理的非常到位。

生的成就感，调动了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在学习课文的
过程中感悟春来了，感悟大自然的美和文本的精当描写之妙，
学习方法与情感体验并重。

在安老师的教学设计中，我认为在课堂概述方面应当增加对
学习内容和本节课的价值及重要性的介绍，这样对后续教学
目标的制定指导性更强。同时，我认为教学目标对过程与方
法的层面确定时，对学生本节课的学习过程表述还不能明确，
方法提炼概括不清晰。



在教师实施过程中，我建议安老师在仿照课文进行创编时适
当分层要求，便于每个学生都能达到一定的目标，体会学习
的成功。在结束语时，我认为教师应引导学生抓住春天这一
大好时光，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使文章主题得以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