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
议(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议篇一

2、说说雷雨。

师问：雷雨在你的印象中是怎样的？

生1：是有雷声的。

生2：先有闪电再打雷。

生3：雨点很大，速度也很快。

师：那雷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去读读课文吧。

3、学生按要求自读课文。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特别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

（2）看看课文是怎样把雷雨一步一步写下来的。

1、学习字词。

（1）齐读生字。“压、垂、乱、虹”

在认读的过程中，老师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如“垂”的读音，



学生指出是翘舌音；“虹”字怎么记？学生的回答有：“虫+
工=虹”；“一只虫子在咬一个工人。”（老师夸奖他真会动
脑筋，但能不能再编得好一些？）“虫子在工作。”（一个
小女孩这么说。）

（2）开小火车读生字，开双轨火车读生字。

（3）读词语。（开双轨火车读，齐读）

2、指名分小节读课文。

1—3小节：雷雨前

4—6小节：雷雨中

7、8小节：雷雨后

3、理清课文脉络：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老师板书）

1、自由读雷雨前（1—3自然段）的景象。

边读边思考：雷雨前的景象是怎样的，想想你是从哪些词句
中感受到的？把你的理解读出来。

2、品读句子，随机点拨

师：雷雨前的景象是怎样的呢？

生1：读“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这里的乌云是满
天的，而且还是黑沉沉地压下来（边说还边做手势，非常形
象的样子，但也有种如梗在喉的感觉。）（师出示第1小节）

生2：“满天”可以看出乌云真的很多很多的。

生3：而且蝉一声也不叫了。



师：是啊，为什么蝉都不叫了呢？蝉儿们，你们怎么了？

生1：太可怕了。

生2：天气太闷了，我要回家了。

师：从哪里也感受到闷呢？

生：叶子一动也不动就是没有风，所以很闷。

（师利用多媒体演示“满天的乌云压下来的样子”。）

看后问学生：你看到了什么？

生1：我看到满天的乌云全都慢慢地压下来，把东西都挡住了。

生2：那些房子和树都被遮住了。

师：是啊，那谁能来读读，读出闸门的感觉来。

生读。

师：那么，读了第2、3小节你有什么新的感受了呢？

生：“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里的“乱摆”说明
风很大。

师：“树枝乱摆”有什么想说的？

生1：说明风很大，树枝也乱摆了。

生2：老师，我有个问题。风来的时候，蜘蛛为什么要从树上
垂下来，逃走呢？

师：你的问题提得真好，这也正是老师想问的呀，谁知道呢？



生：因为树枝乱摆，说明风很大，蜘蛛就要逃了。

师让学生模仿小树大树，伸起双手，跟着大风乱摆起来。
（情景模拟）

老师作随机的采访，为学生：你为什么要乱摆呀？你为什么
停不下来呢？

再读句子，读出风大。

师：我们再来看看逃走的蜘蛛（课件演示）。问：蜘蛛是怎
么逃的？

生1：它先吐出一条线，再慢慢下来。

生2：因为它很害怕，所以逃走了。

生3：它逃的时候速度很快。

师：它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逃走啊？

生1：风太大了，要摔下来了。

生2：待会下雨的话，它会从网上掉下来的，因为网会被打破
的。

师：那就请你把它的害怕读出来。

（指名读、齐读。）

师：大风吹来了，树枝在风中乱摆，现在蜘蛛也逃走了，你
能不能用上“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来说一说？（出示图）

（1）同桌说说。



（2）指名说。

生1：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小草、小花都被吹歪了。

生2：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树枝吹歪了，树叶也被吹掉了。

生3：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晒在外面的衣服被吹得乱飘。

生4：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晒在外面还来不及收进去的衣服
被风吹得乱飘，好像在对主人说：“赶快把我收到屋里去吧。
”

生5：衣服好像还在说：“我都快要掉下来了。”

师：你还能说说这儿没有的景物吗？

生2：风把衣服都吹走了。

生3：大风吹进窗户，桌子上正好有一张纸，风就把纸吹走了。

师：你还看到了什么变化？

生：我看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出示句
子）

（指名读。）

读后问：听着听着，你又听出什么来了？

生1：闪电很亮很亮，雷声也很响。

生2：“越来越亮”不是一下子就很亮，而是一点一点地亮起
来了。

（师多媒体演示）



师：你怎么吓得跳起来了？（课件中响起了很响很响的雷声）

生：因为雷声越来越响了。

读句子，女生读，男生读。

3、总结梳理，朗读提升。

（1）师生共同小结：我们学习了1—3小节，看到了满天
的——（生）乌云，又看到了——（生）蝉一声也不叫，接
着还看到了——（生）大风来了，蜘蛛从树枝上垂下来，逃
走了，然后又看到了——（生）闪电，还听到了——（生）
雷声，这一切都让你感觉到——（生）雷阵雨就要来了。

（2）齐读1—3小节。

读后师说：大雨马上就要来，就来年生字宝宝也要躲起来了，
我们跟他们说再见吧。

1、巩固字词。

去掉拼音读生字，并组词读一读。

2、学写“垂”字。

（1）书空。

（2）和老师一起住进田字格（师范写）。

（3）生自己写一个。

（4）评价写得怎样？

（5）取长补短，再写一个。



师：至于那只逃走的蜘蛛后来怎样了呢？雷雨中、雷雨后又
是怎样的景象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

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议篇二

1、老师提问“你喜欢什么动物呢？”

学生回答：“我喜欢……是因为……”

再问:你喜欢狐狸吗？（导出新课）

板书：11金色的脚印

2、自读课文，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有哪几个角色，他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小组讨论）

启发式提问，老师板书：

小狐狸

喂奶放生

咬木桩

喂食

老狐狸正太郎

拯救

评：帮助学生理清课文，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板书很好！

3、快速默读，找出文中让你感动最深的地方，做简单的批注。

“知恩图报，有情有意，友善，浓浓的亲情……”



老师总结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4、解释“脚印为什么是金色的？”

评：情感升华部分，培养学生关爱动植物，热爱大自然的思
想情感。

评析：

夏老师和杨老师风格不同，他很儒雅，沉稳内敛。

《金色的脚印》作为一篇

自读课文，夏老师的教学设计步骤很简单，构思非常清晰有
条理，目的是给学生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和文本进行心灵对
话。但整堂课学生思维不够活跃，课堂气氛略嫌沉闷。

作为一篇阅读篇目，注重的是学生自我情感体验。这节课的
最大亮点是教师让学生快速默读课文，找出感动最深的地方，
做简单的批注。教师有意识指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遗憾的是，也许时间分配不合理，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很少。
假如狐狸的品质，如：知恩图报、有情有意、友善、浓浓的
亲情等，是由学生自己讲出来，而不是教师讲出来的话，这
堂课会更加精彩。

本课的不足之处是对学生的错误没有及时纠正，如普通话的
某些发音。一个小女孩在黑板上写了“狐狸对人类很善良”。
“善良”一词误用，应改为“友善”，教师没有注意这一点。

整节课时间分配不合理，对时间的把握不到位，导致拖堂和
草草收场。



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议篇三

出示竹子图片。师：这是什么？——竹子。竹子小的时候我
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出示生字卡片）——笋。（出示实物）
这就是笋。（动画演示“笋”字的写法）我们也来书空一下。

师：笋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笋芽儿。跟
它打个招呼——笋芽儿你好！我们一起跟它打个招呼——笋
芽儿你好！——大家好！

（出示课题）笋芽儿这三个字中的“笋”、“芽”二字是生
字，你会写吗？请你轻轻翻开课本，在课文中的田字格中，
写一写这两个字。（生练写。）

实物投影：一学生写的字，评一评写得怎么样。

【个人观点：评同伴写的字的优劣，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写
字。值得提倡。】

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课文，课文的题目就是——笋
芽儿。老师想请同学们先来读读课文，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
方法来读课文。第一遍读的时候可以看看课后的拼音，把这
些字的字音读准确。如果读第二遍的时候，你可以用“v”这样
的手式告诉老师。第二遍读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课文读得
通顺。如果你还有时间那还可以读第三遍。明白了吗？开始
读吧！（生读）

师：老师这里有一些词语，你会读了没有。（男女生轮读，
女生先读。）出示：呼唤。女生读，有拖音。师范读更
正——呼唤。“揉眼睛”、“漆黑”、“扭动”、“唠叨”、
“向上钻”——“钻”是一个动词，读的时候要注意它是一
个平舌音。“辫子”、“滋润”——你们“滋润”的“润”
也读得很好，它也是个平舌音。“山冈”——“冈”到底是
第几声。“自豪”——好像没有读出一种“自豪”的感觉来，



再读。

【个人观点：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教师适时正音，自然，有
效。】

同桌互读老师课前发下来的词语卡片。师巡视。中间表扬学
生们互读的方法好、多。

【个人观点：同桌互读，合作学习，并观察发现及时表扬学
生的学习方法，值得学习。】

师：已经会读的小朋友眼睛看着老师。

师：通过刚才的读，我们不仅会读了这些词语，而且能感受
到笋芽儿慢慢地长大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老师觉得，它
在长大的过程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哎，它长大也是一件不
太容易的事，幸亏它在长大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好朋友。仔
细听一听，这是谁的声音。（播放打雷下雨的声音）这
是——声音。春雨姑娘和雷公公都是笋芽儿的好朋友，他们
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呼唤”（出示词语卡片“呼唤”）
笋芽儿。老师建议大家再读读课文，春雨姑娘和雷公公的呼
唤各有什么不一样？赶紧读吧！（生读）

你有发现了吗？说给旁边的同学听听。把你的发现说给大家
听一听。（生说）你怎么知道春雨姑娘的声音是很小的呢？
课文中是怎么说的——（生：是“低声”呼唤……）板书：
低声。雷公公又是怎么样呼唤的——粗重（板书）。他们呼
唤笋芽儿时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春雨姑娘她呼唤了沉睡
中的笋芽儿，所以她是——（出示词语卡片）“低声呼唤”。

老师作笋芽儿，学生做春雨。读句子（出示：低声呼
唤：“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再读句子，呼唤课
件中的笋芽儿。



师范写“唤”字，讲解要点。师：你会写吗？找到这个词语，
在它的后面认真对地写一写。提醒学生的写字姿势。

【个人观点：“呼唤”这个词语为什么要放到这里来讲？】

师：已经写完的小朋友咱们可以来看一看，雷公公是怎么呼
唤笋芽儿的？课文中没有写，你来猜一猜，他会呼唤些什么？
自己准备一下。（生准备）谁来呼唤一下？（生答）

春雨姑娘的呼唤和雷公公的呼唤各不相同，听了春雨姑娘的
呼唤，笋芽儿是这样说的（出示句子：笋芽儿撒娇地
说：“是谁在叫我呀？”）谁来说一说。（评价学生说这句
话时的语气——高兴、生气、奇怪……）到底是怎样说的呢？
课文中有一个词语——“撒娇”。平时你都会跟谁撒娇？
（跟妈妈）笋芽儿是个小不点，她可喜欢撒娇了，我们也学
着她的样子来撒娇一下，读。（师评：我看见那边有一个小
姑娘，读的时候身子都摇起来了，最像“撒娇”的样子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读。

是呀，听了春雨姑娘的呼唤，笋芽儿醒来了。听了雷公公的
呼唤，（出示句子：笋芽儿扭动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向上钻。
）自己先读一读。点名读。配上动作再来读这个句子。

笋芽儿一个劲儿向上钻，妈妈看见了，忙给她穿上一件又一
件的衣服，还不停地唠叨，妈妈在说些什么呀？（出示句子：
妈妈不停地唠叨：“千万别着凉。”）生读。

笋芽儿的妈妈跟我们的妈妈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照顾我
们。有了春雨姑娘的滋润，有了雷公公的呼唤，有了妈妈的
细心照顾，笋芽儿终于钻出了地面。课文哪一个自然段是写
笋芽儿钻出了地面——第6自然段。赶快读一读，说说笋芽儿
钻出地面她都看到了些什么？（生读）交流。课文当中没有
写的，你想到了，笋芽儿可能还看到了什么？生说。



所以（出示句子：笋芽儿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怎么也看不
够。）对呀，笋芽儿太喜欢这个世界了。“世界”这个词也
是今天我们要会写的。大家先来看看世界的“世”它怎么写？
（动画演示）看清楚了吗？马上考考大家，世界的世第二笔
是什么？第三笔是？第四笔是？会写了吗？请你把字在田字
格里写一写。写好的同学，请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出示：
世界真是！）你可以用上书本上给你的词语，也可以自己想
像一下。请生说这个句子。

小朋友，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美丽、奇妙的世界。春天
各中图片播放。

看到这么美妙的世界，笋芽儿心里是怎么样的呀？所以她高
兴地说（出示句子：笋芽儿高兴地说：“多美好的的春光啊！
和要快快长大！”）生读。谁来试试，点名读。一起来试一
试。句子前面有一个词语已经提醒我们这个句子该怎么读。
（高兴）

【个人观点：把字词教学穿插在朗读指导之中。有效又不露
痕迹。】

今天我们这篇课文当中，春雨姑娘她是在低声呼唤。听了春
雨姑娘的呼唤，笋芽儿是怎么说的？雷公公他是用——粗重
的嗓音在呼唤？看美好的世界，笋芽儿是高兴地说。看来课
文当中人物怎么样地说，这个怎么样对于读好句子是很在帮
助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朗读方法。今天我们小朋友都学
会了。（汇总句子，逐个出示：a、低声呼唤：“笋芽儿，醒醒
啊，春天来啦！”b、撒娇地说：“是谁在叫我呀？”c、粗
重：“……”d、高兴地说：“多美好的的春光啊！和要快快长
大！”）

先分配角色，引导学生想想应注意什么？可以做怎样的动作？

师：如果下节课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话，我想请小朋友们帮



帮老师，我们还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在下节课学习的？同桌两
个小朋友先讨论一下？（生说）

老师就跟据你们说的这些内容，回去再准备一下，我们下节
课继续来学习！回到家里也可以再去想一想，这篇课文你还
有什么问题，下节课可以提出来。下课。

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议篇四

1、老师提问“你喜欢什么动物呢？”

学生回答：“我喜欢……是因为……”

再问：你喜欢狐狸吗？(导出新课)

板书：11金色的脚印

2、自读课文，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有哪几个角色，他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小组讨论)

启发式提问，老师板书：

小狐狸

喂奶放生

咬木桩

喂食

老狐狸正太郎

拯救

评：帮助学生理清课文，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板书很好！



3、快速默读，找出文中让你感动最深的地方，做简单的批注。

“知恩图报，有情有意，友善，浓浓的亲情……”

老师总结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4、解释“脚印为什么是金色的？”

评：情感升华部分，培养学生关爱动植物，热爱大自然的思
想情感。

评析：

夏老师和杨老师风格不同，他很儒雅，沉稳内敛。

《金色的脚印》作为一篇

自读课文，夏老师的教学设计步骤很简单，构思非常清晰有
条理，目的是给学生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和文本进行心灵对
话。但整堂课学生思维不够活跃，课堂气氛略嫌沉闷。

作为一篇阅读篇目，注重的是学生自我情感体验。这节课的
最大亮点是教师让学生快速默读课文，找出感动最深的地方，
做简单的批注。教师有意识指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遗憾的是，也许时间分配不合理，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很少。
假如狐狸的品质，如：知恩图报、有情有意、友善、浓浓的
亲情等，是由学生自己讲出来，而不是教师讲出来的话，这
堂课会更加精彩。

本课的不足之处是对学生的错误没有及时纠正，如普通话的
某些发音。一个小女孩在黑板上写了“狐狸对人类很善良”。
“善良”一词误用，应改为“友善”，教师没有注意这一点。

整节课时间分配不合理，对时间的把握不到位，导致拖堂和
草草收场。



二年级语文听课记录评语及建议篇五

1、抽读生字卡片。(指名读、开火车读、齐读)

2、出示图片：上部分是小动物，下部分是名称。到台上的同
学举著名称的图片带大家读三遍，然后说一句话给大家听，
话中要有这个动物朋友。(大部分学生能说出来，说不来的老
师给予引导)

1、全班齐读韵文。

2、学生自由背诵。

3、学生借助插图练习背诵。

4、学生表演背诵。(小组表演背诵、个人表演背诵，有的学
生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动作表演背诵)

1、师：课文只写了六种小动物，真是太少了，我们来说说几
种吧？

2、教师示范：师：老师先说，蜜蜂花丛采蜜忙。你们谁来说？

3、生：青蛙田里捉虫忙……

4、师小结。

听课评议

1、教师指导学生背诵韵文时采用了许多手法，如自由背、借
助插图背等，效果较好。

2、拓展练习让学生模仿韵文的形式，练习说话，有效锻炼了
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和思维能力。



语文听课笔记总结：教师指导学生背诵韵文时采用了许多手
法，练习说话，有效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和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