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
(汇总13篇)

公益事业不分大小，每一个公益行动都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和改变。参与公益活动可以通过捐款捐物、志愿服务、宣传
推广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接下来，小编将为大家推荐一些精
彩的公益活动总结，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和
思考。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本组教材为本学期最后一个单元，它以“异国风情”为专题，
向学生展示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异国风情画卷，教学时既要
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教
育，又要综合运用本学期学过的阅读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
阅读能力。

1. 学习掌握“脊、莞、姹”等17个生字，认识“尴、尬”
等31个字;正确读写“祷告、姹紫嫣红、应接不暇”等词语。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摘录、积累好词佳句。

3. 复习巩固本学期注重培养的阅读能力——体会文章的思想
感情和联系上下文与生活实际来理解含义较深刻的句子。尤
其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自己读书。

4. 采用“整体感知——潜心会文——总结提升”的方法，进
行单元整组教学，在单元各篇课文中要结合本班学生学习情
况大胆放手，从目标制订到学法选择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

5. 围绕“异国风情”的主题进行切合实际地资料搜集与处理，



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教
育，使学生受到审美情趣的陶冶。

1.认识“睹、弛”等8个生字，读读记记“悠闲、松弛、尴尬、
熟视无睹、彬彬有礼、翩翩起舞”等词语。

2. 巧妙引导学生学会借助词语提炼课文主要内容，并能在辨
别与争论中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学会抓住关键词语品读
课文，领悟课文先概括后具体叙述的表达方法，积累优美的
语言。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了解泰国大象的特点，感受泰国的独特风情与文化，体会
大象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

抓住与象共舞的画面引导学生展开丰富想象，在比较与欣赏
中感受人象共舞的和谐画面，感受语言的魅力。

将“读”作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学习方法：一步步引导学生懂
得——读要目标明晰，读要由浅入深，读要辨析比较。在一
次次的读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词语入手提炼主要内容，从
词语入手感受和谐画面，逐步提升阅读质量。

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前选取小学课文中介绍过的风土人情画
面巧妙导入，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一个整体认识。结课前呈现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升华主题。

《与象共舞》是人教版教材(五下)的一篇略读课文，饶有趣
味地讲述了泰国人与大象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展示了泰国
独特的地域文化。文章浅显易懂，学习中既要使学生体
验“万象之国”泰国的独特风情与文化，激发对异域文化的
学习兴趣，又要帮助学生领悟课文先概括后分述的表达特点，
提高欣赏语言的能力。针对教材特点及学生学习状况，在设



计本课时本着“尊重学生，放手自学”的原则，从学习目标
的制订就开始放手，逐步使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
并在老师的帮助下逐步感受自我学习的快乐。为了有效完成
学习目标，我将大胆取舍，只选取课文最高潮(第五段)进行
学习，以保证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

课前导入：播放许巍歌曲《蓝莲花》

人们爱旅游，也追求自由，有一种旅游必须身临其境，有一
种旅游却可以足不出户，跟随课文就能去“神游”!让我们一
起去游历四方：

出示各地典型象征意义图片：(台湾日月潭、天都峰、秦兵马
俑、荷兰牧场、威尼斯小艇)

1、谈话导入。今天老师带着大家神游另外一个国家(播放图
片)。

简介：泰国富有“千佛之国、黄袍之国”的美誉。这里到处
是金碧辉煌，尖角高耸的庙宇、佛塔，无处不有精致美观的
佛像，为泰国妩媚动人的热带风情平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息。
今天，我们既不去欣赏泰国迷人的热带风情，也不去感受它
佛教文化的神秘，而是跟随作者赵丽宏去感受与象共舞的另
一番情趣。(板书课题：强调“象”与“舞”的写法)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想了解些什么?请为自己制定学习目标。

在学生支离破碎的目标制订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梳理完成以
下目标：

(读：了解内容

想：情感表达方式



用：迁移运用)

1.自由读课文，努力完成学习目标。自己试着解决自己提出
的问题。(强调留下读书的痕迹：兴奋处疑难处、共鸣点)

2.和同桌简单交流读书感受。

3.检查读书效果：

4.思考词语：(老师也搜集了一些词语，请你读一读这些词语
都和谁有联系?)

(1)不慌不忙悠闲沉着晶莹温和悠然而去

(2)冲锋陷阵攻城守垒以一当十以一抵百

透过这组词语你又看到了怎样的大象?(勇猛)(读出来)

(3)行礼谢幕彬彬有礼

透过这些词语你对泰国的大象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温文尔雅
的大象聪明乖巧的大象)

(4)翩翩起舞摇头晃脑踮脚抬腿舞之蹈之

读着这些词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对泰国的大象有了什么新
的认识?(聪明灵活的大象活泼可爱的大象)

5.再读词语，用心感受：

教师有意把词语串成每段的第一句话，并相机呈现：“熟视
无睹、国宝、聪明而有灵气、跳舞”等词语。引导学生在倾
听中发现:每段的第一句话就是全段的中心句，把中心句串起
来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



6.小结：大家在第一环节教学中，自己读书，了解了主要内
容，老师作为你们的学习伙伴和大家一同学习，帮助大家学
会了在读书中摘记关键词语，并且引导大家学会思考，学会
运用。

再看这些词语，你还会有什么发现?(初步感受“和谐”及象
在泰国的特殊地位)

3.汇报交流。

预设1：

翩翩起舞：引导学生联系下句理解：

舞蹈的大象，没有一点儿笨重的感觉，它们随着音乐的节奏
摇头晃脑，踮脚抬腿，前后左右颤动着身子，长长的鼻子在
空中挥舞。

请学生反复朗读这段文字。

预设2：

感染：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象群翩翩起舞，观众都拥到了宽阔的场
地上，人群和象群混杂在一起舞之蹈之，热烈的气氛感染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

引导学生思考“感染”的根源，在思考中想象“人群和象群
混杂在一起舞之蹈之的热烈气氛”。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找到的词语进行想象训练。抓住看似普
通的词语大胆想象，引导学生感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乐趣。
同时巧妙地将口语表达与想象力训练有机结合。)



预设3：

陶醉：

毫无疑问，它们和人一样，陶醉在音乐之中了。

引导学生充分地阐述“陶醉”的理由，在讲述中回顾全文，
感受人象相处的和谐美好。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找到的词语进行小结训练。抓住词语引
导学生回顾全文，感受象在泰国的特殊地位才能感受象完全
放心地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原因。

4.小结并指导朗读这段话：

2.呈现一组组大自然和谐的画面，升华主题——冰心老人说：
“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
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
就了环境的美。”

与象共舞

尊重信赖

和谐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本课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关于元宵节的民俗常识。
针对本课文章较长，所涉及的内容离孩子的现实生活较远的
特点，在课前我便让学生们熟读课文，并查找了大量的相关
资料。同时，我也将许多孩子们不常见的民俗内容利用多媒
体课件的形式生动形象的向孩子们展示出来，并查阅了大量
关于民俗方面的资料。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当中，孩子们确实



被精美的图片以及一些关于民俗的小故事所吸引，并能很好
的融入其中，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孩子们都能主动的参与进
来，特别是对于他们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如：花灯、吹糖
人……等更是爱说爱听。

本文虽为散文，但在写法上却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比如，
对比，详略得当，按时间顺序等，在了解课文的基础上学生
们都能够很好的掌握。

但在教学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没有大胆放手让孩子们去说
自己感兴趣的风俗活动，而是按照我事先制定好的思路让学
生按照时间的顺序去以此列举，这是课堂过于被动，没有调
动好学生的兴趣，另外，没有注意到课堂中生成的一个关键
问题，学生读完课文后并不认为故乡的元宵是静悄悄的而是
热闹的，事后我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这的确是孩子们真实
的应该生成的想法，在课堂上我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拿出
来，让孩子们讨论为什么作者说故乡的元宵不热闹，而我却
忽略了这个问题。

总之，在这次教学过程中，我有了很大的收获，我认为语文
教学是一杯香浓的热茶，也许刚刚品尝会觉得其中有很多的
苦涩，但细细品来就会发现其中奥妙无穷。

人教版五年级下语文教案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准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总目标
和阶段目标，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学
习与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全册教学目的要求



1使学生的养成良好的精神品质，培养文学欣赏能力，使学生
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2.认识171个字，会写201个字，有一定的独立识字能力。

3.能用硬笔、毛笔书写楷书，并有一定速度，书写中体会汉
字的优美。

4.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抓住文章的大意。
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5.在阅读中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在
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算法，作出自己的判断。

6.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培养读书看报的习惯，
收藏并与同学交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课外阅读总量不
少于25万字。

7.养成观察事物的习惯，积累习作素材，能有条理写简单的
记实作文。

8.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能策划简单的社会活动，学写活动
计划、总结和倡议书。

重点难点

1、重点：突出重点，注重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注重基
本技能的训练，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2、难点：在阅读中学习并掌握课文表达思想感情的一些方法。

教改专题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全面培养学生整体
素质。实验周期：二年



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

（一）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

（二）重视文化的熏陶,注意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统一。

（三）加强读写训练，启发督促学生多读课外书，养成读课
外书的习惯，同时指导学生注意积累，勤动笔，养成做读书
笔记的习惯。

（四）改进“语文百花园”练习形式，不滥抄滥做，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

（五）经常和家长联系，构建家校和谐来协调教育。

本期教学质量目标

及格率：90％以上优秀率：80％以上

各单元教学目的要求与教学进度

第一单元（20课时）

1、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欣赏童话美丽
奇妙的情境，认识生字25个，会写46个。

2、引导学生初步学习童话的表现手法，展开想象，学写童话。

第二单元（20课时）

1、认识本单元23个生字，会写225个。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促进对课文的
理解。



3、通过朗读，提高阅读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单元（21课时）

1、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认识30个生字，会写34个。

2、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领悟课文中令人感动的内容，受
到思想感染和教育。

第四单元（20课时）

1、指导学生认识32个生字，会写38个。

2、注意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学会课文中描写人物的方法，
体会这样描写的作用。

第五单元（22课时）

1、指导学生认识34个生字，会写42个。

2、加强阅读指导，激发阅读兴趣，扩大阅读视野，提升第六
单元（23课时）

1、指导学生认识30个生字，会写28个。

2、以读为主，理解重点语句，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3、重视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多样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课
外阅读兴趣。

一、教材分析：

教材继续按专题组织单元，共设计了八个专题．依次是：我
爱阅读，月是故乡明，学习说明性文章，生活的启示，遨游
汉字王国，父母之爱，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走进毛泽东。



其中第一单元“我爱阅读”和第五单元“遨游汉字王国”还
安排了不同呈现形式的综合性学习内容，是学习内容与形式
更加丰富多彩。

每个单元包括导语、课例、口语交际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懂得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能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
和谐，社会生活更加美好。

4、初步感知说理性文章的表达方法。尝试从生活中选择事例，
并结合事例说说礼貌待人的好处。积累有关礼貌待人方面的
谚语、格言。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通过研读、感悟三个事例中不同人物的表现，感受
使用礼貌的内涵以及使用礼貌语言的好处。

教学难点：

感知文章的表达方法，尝试从生活中选择事例，说明礼貌待
人的好处。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学会本课5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在学生读通读顺课文的基础上，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清
楚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

3、指导学生写字。

教学过程：

1、今天，我们来学习19课，伸出手，和老师一起写课题。礼
貌这个词你们一定不陌生，说说你对这个词的理解或者看法？
（态度和善、热情、主动、周到、尊重女性、爱护幼小、仪
表端庄、言行一致、整洁卫生）

那文中的作者对礼貌又有哪些看法呢？

3、学生自由读，教师巡视

4、这些词语认识吗？试着读一读：



5、老师想请5个同学来读课文，要求读得既正确、流利又声
音响亮，能达到要求吗？自由地练一练，自己读得不好的地
方多读几遍。

6、指名读，请刚刚读得特别认真的同学来读

指导学生概括

8、指导写字：嫌、傅学生描红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到由于“我”为珍珠鸟创造了安逸舒
适的生活环境，精心地呵护它们，逐渐得到了它们的信赖。
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摘抄
描写珍珠鸟外形和动作的语句。

4、产生喜爱小动物的情感，领悟信赖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
基础，要爱护动物、善待生命。

教学重点：

了解珍珠鸟由“怕人”到“不怕人”的变化过程，并探寻其
变化的原因。从而体会到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要靠彼此的信
赖。

教学难点：



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含义。

教学准备：

自制课件。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优秀文化传统，诚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课
题。什么是诚信呢？就是互相忠诚、互相信赖。其实不单是
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它，就是与动物交往也需要如此。下面先
请欣赏一组配乐的画面：百花盛开，百鸟争鸣。这是一个鸟
语花香的世界，也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的生态环境。人的'存在，
使鸟儿有了依托，鸟的存在，给人平添了多少情趣！鸟类是
人类的朋友，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色彩和情趣。尤其在有些
作家的眼里鸟岂止是人类的朋友，简直就是疼爱有加的儿女。
不信吗，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曾经是专业篮球运动员的当代
作家冯骥才写的散文《珍珠鸟》。读题目，师生共同介绍作
者。

二、课前预习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珍珠鸟外形和动作的语句。

3、找出作者精心呵护一对大珍珠鸟的内容。

4、试背自己喜欢的段落。



5、试着用一句话，概括文章内容。

三、展示交流

1．学生自主汇报字词：

垂蔓、葱茏、啄着、撞得、嚓嚓、较远、扒开、趴在、颤动、
好熟、呷呷嘴

“巢”的笔画，订正“框”的笔顺。

结合课文相关语句，理解词语意思：决不、神气十足、再三、
信赖

2．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课文描写了“我”为珍珠鸟创造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
它们由怕人到能与我和睦处，说明了“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
的境界”。）

3．师生共同介绍珍珠鸟，了解到它是一种怕人的鸟，阅读课
文中描写珍珠鸟外形和动作的语句，练习朗读。

品读作者精心呵护一对大珍珠鸟的内容，初步感受作者对珍
珠鸟的关爱。

四、反馈检测

1、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给字注音

巢chao蔓man驳bo瞅瞅chou雏儿chur

啄zhuo呷呷xia睑jian眸mou



3、画出课文中描写珍珠鸟外形和动作的语句。

五、板书设计

7珍珠鸟

怕人不怕人

信赖

美好的境界

第二课时

一、课前预习

1.从哪些语句看出小珍珠鸟逐渐信赖了作者？你有什么感受？
做简要批注，再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2.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4、找出在“我”的举动下鸟儿的反应。

5、文章的结尾有何深刻含义？又有什么特点？

二、导入

播放珍珠鸟的视频画面，请同学们浏览课文，找出作者是怎
么描写珍珠鸟外形的？冯骥才先生饲养了一家三只珍珠鸟，
在小鸟与大作家相伴的日子里，作者曾以他的笔触流泻下了
一时的感受，还记得是什么吗？齐读――“信赖，往往创造
出美好的境界。”

三、展示成果，汇报交流。



1．检查自学情况

2．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学生质疑。

3、深入学习，感悟理解

（一）从哪些语句看出小珍珠鸟逐渐信赖了作者？你有什么
感受？做简要批注，再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1学生汇报交流，教师点拨：

（1）“探脑袋”：小珍珠鸟的好奇心多强呀！

（2）“屋里飞”：

自由读，指名读。

（3）“喝茶水”：

它的这一系列举动，确实有了很大变化。看来大家越来越了
解它了,它先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它
是一只的小鸟。然后它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
偏过脸瞧瞧我的感受，它真是一只的小鸟。它放开胆子跑到
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它更是一只的小鸟。

（4）“啄笔尖”：同桌合作朗读这一段。

（5）“肩头睡”：

（冯骥才先生的话：“我的生活秩序是很严的。无论有多么
忙，我还是要保证每天有写作的时间。”）（冯骥才将呵护
小鸟看得比写作更重要）

指名读本段。



四、品读感悟，拓展延伸

学生分组赏读文章，思考：

1、文章开头为何强调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鸟？

（“怕人”是珍珠鸟的突出特点，由于“我”对鸟儿的爱护、
尊重，鸟儿才会有由胆小--渐渐胆大--开始亲近我--完全信
任我这样的变化过程。这为下文做了铺垫，前后形成对比也
突出了本文的中心。）

2、文章的结尾有何深刻含义？又有什么特点？

（这句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不仅仅是人与动物，人与人也是
如此，尊重对方的生存空间，真正做到不以强凌弱，不以大
欺小，这是建立信赖关系的前提条件，而有了信赖无疑会使
世界多一抹温柔的色彩。这种结尾特点叫做卒章见志。）

3、既然人与动物尚能如此，那我们人与人要创造这种境界应
该如何？

（要点：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相互信赖）

（二）关注描写人的语句，体会信赖是彼此创造的：

2、此时，我们再来体会作者的感受。你感到仅仅是鸟信赖人
吗？

四、反馈检测

1、继续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回忆自己的生活中，亲身经历或读到过哪些人与动物，人
与人彼此信赖的事，写下一篇日记。



板书设计：7.珍珠鸟

大鸟信赖探脑袋

珍珠鸟――――――――――――人屋里飞

小鸟爱喝茶水

啄笔尖

肩头睡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教学目标

了解《三国演义》的作者及作品内容，激发学生想阅读名著
《三国演义》的兴趣。帮助学生识记生字新词，并理解重点
词语的意思。引导学生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说出课
文的主要内容，抓出故事的主要人物。

教学重点：

通过《三国演义》的相关背景介绍，激发学生阅读名著《三
国演义》的兴趣。

识记生字新词，并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抓出故事的主要人物，并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
顺序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让学生熟读课文，搜集有关《三国演义》的资
料等。

教学过程：

一、以诸葛亮的相关话题，谈话导入

（一）诸葛亮简介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
丞相。他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
葛连弩。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二）《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你都知道哪些呢？
（引出课题《草船借箭》）

二、简介作者及故事发生的背景

（一）了解作者：罗贯中（约1330年—约14）名本，字贯中，
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主要作品：小说《三国演义》
《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杂剧《风云会》等。

（二）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

《草船借箭》这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曹操实力雄厚，刚刚打败了刘备，又派兵进攻孙权，于
是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刘备派诸葛亮到孙权那里
帮助作战。孙权手下大将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设下圈套，
假意让他负责赶造十万支箭，企图以造不成箭违误军令的借
口加以陷害，于是就发生了这个故事。

三、初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二）检查生字新词掌握情况

将需要识记的生字新词放在幻灯片的蝴蝶图片上，让学生抓
蝴蝶识生词，通过游戏，帮助学生识记下面的生字新词：妒
忌曹丞相都督委托惩罚鲁肃遮起来私自水寨擂鼓呐喊插满周
瑜弓弩手幔子2。理解生词和重点词语的意思。

妒忌：对才能、名誉、地位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

推却：拒绝，推辞。

委托：请人或者机构等代办。

调度：调用，安排。

呐喊：大声喊叫助威。

神机妙算：惊人的机智，巧妙的谋划，形容有预见性，善于
估计客观形势，决定策略。

四、默读课文，理清课文条理

（一）这个故事主要写了哪几个人？谁向谁借箭？（周瑜、
诸葛亮、鲁肃、曹操；诸葛亮向曹操借箭）

（二）这篇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分别是怎样的？（事情发展的顺序；事情的是由周瑜妒
忌诸葛亮，想出让他造十万支箭的办法陷害他引起的；然后
诸葛亮找鲁肃帮忙，到曹营“借”到十万支箭；最后诸葛亮
如期交箭，周瑜自叹不如。）

（三）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给课文分段，并简单概括段意



一部分：（1、2）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用短期造十万支
箭的任务为难诸葛亮。（起因）

二部分：（3——9）写诸葛亮请鲁肃帮忙，巧妙地做好借箭
的准备，再利用草船向曹操借箭。（经过）

三部分：（10）写诸葛亮如期交箭，周瑜不得不佩服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结果）

五、布置作业

（一）抄写生字

（二）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把这个故事简
单的讲给家长听。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五自然段。

2、通过对具体语言材料的阅读赏析，理解含义较为深刻的句
子，学习人民子弟兵在洪水恶浪面前，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从课文具体的语言文字中，体会解放军战士勇往直前的精神
风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仍旧和时光老人回到那难忘的，
和人民子弟兵一起深入抗洪第一线，打响这气壮山河的大江
保卫战，请用朗读来表达你们的热情。学生齐读课题。



2.学过这篇课文，你脑海中浮现哪些词语?齐读黑板上词。

二、学习新内容

(一)、学习第一部分

1、从这部分中你知道了什么?(情况非常危机)

2、此时此刻真是——万分危急!(课件：课文)课文中用了三个
“告急”，三个“!”，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到了
情况的万分危急。你能把这种情况读出来吗?指导朗读，齐读。

3、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课件：课文)在这万分危
急的关头，……(齐读)

4、小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几十万解
放军官兵和几百万人民群众一起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的——
大江保卫战!

(二)学习第二部分

在这气壮山河的大江保卫战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九江的大堤上看一看。

学习活动一：

过渡：一个个画面都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的心，那下面我们按
照顺序来说说你所看到的感人画面。

1.学习事迹之一：大堤抢险

(1)交流感受

a.“四百多名·········出现了。”(体会到子弟兵
救援神速)



师：你对哪个词感受最深?生：从“顿时”“一声令
下”“上”感受到官兵行动迅速。

师：是啊!他们在与洪水抢时间呢!请你再读这句话。

师：谁还有补充的?生：我从“一条长龙”感到了人多。

师：那这长龙是谁?不错，人民子弟兵。第一自然段也有一
条“暴怒的巨龙”，又指谁?生：奔腾不息的长江水。

师：看来这是一场龙与龙的决战，这样的战斗必定会是气壮
山河的。谁还想读?

b.“官兵们肩扛……..他们全然不顾………..”(体会到战士
们意志坚强，奋不顾身的精神)

师：看看这沙包，每袋足足有一百多斤重，请你再读第一句。
(这沙包真是沉呀!)“穿梭”你体会到了什么?哦，官兵们行
动快呀!

师：战士们这样就是因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生：大堤，保住大堤

生：读有的为了行走快捷，索性赤脚奔跑起来。

师：索性是什么意思?(干脆。)你再读读，干脆点!读得真好。
赤脚奔跑，因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起说，大堤，保住大
堤。请你读接下来这句。

师：嶙峋是什么意思?

生：山石突兀、重叠

生：齐读“大堤，保住大堤!”



c、出示“狂风卷着巨浪猛烈地撕着堤岸，战士们高声喊
到：‘狂风为我们呐喊!暴雨为我们助威!巨浪为我们加油!’
一个个奋然跳入水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人墙。
”

生：团结

师：当时情况怎样?说明了什么?

生：坚强、不怕牺牲，面对困难、危险的勇敢无畏

师：(板书：英勇无畏)战士们对困难的蔑视，这更是乐观的
精神呀!(板书：乐观)

师：这样的场面用文中的对联就是：(出示)风声雨声涛声，
声声震耳;雨水汗水血水，水水相融。

过渡：子弟兵是那么的让人敬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惊心
动魄的场面吧!

(2)播放视频，身临其境体会战士的心情。

谈感受

(3)带着感受练读，指名读

(4)播放音乐齐读

2、感悟“铁汉本色”

过渡:是啊!如果说刚才描写的是一组抗洪抢险的群英图,那么
第四自然段就是对黄晓文的大特写.这就是点的描写，而上面
描写的叫面，在写作中，这叫点面结合，我们以后在写作中
还要加以学习)



学习活动二：

默读课文，用自己的话向小组成员介绍黄晓文事迹，说说他
是一个怎样的人。

(1)同学们，在黄晓文的事例中,你又感悟到了什么呢?(生：
黄晓文有钢铁一样的坚强的意志，黄晓文不愧是铮铮铁
汉)(好，我们看)

2)这是一组什么描写?哪些字比较重要?出示：(咬牙、拔、扯
下、捆、扛、爬……)

3)把“拔”,这是怎样地拔?(课件将“拔”放大)

(用力地拔、迅速地拔、坚定地拔……),

4)我们再来读读这个句子,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体会，谁来
读?

5)带着这种感觉我们一起来读。

小结：黄晓文拔出的是铁钉,更拔出了人民子弟兵的英勇无畏,
这样的铮铮铁汉,我们能忘记吗?(不能)像黄晓文这样的战士
仅仅是一个吗?课文是什么说的?(指名说)

过渡：是的，这样不顾自己安危，心系人们的人数不胜数，
下面我们再去认识一些这样的人物吧。

3、学习“勇救群众”的场面

学习活动三：

请同学们轻声朗读第五自然段，看看战士们的身影都出现在
什么地方?小组间分句子读一读。



(1)战士们都救出了哪些人?仅仅这些吗?

(3)欣赏图片

(3)出示关键词，试背课文

飞向飞向飞向

(三)走出战场，情感升华

过渡：是啊，我们会铭记年夏天的这场大江保卫战。这些人
们子弟兵你们会忘记吗?齐读最后一段。

1、激情朗读“大江，永远………。”

2、《为了谁》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群可歌可泣的抗洪英雄，
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这首歌，永远记住这群英雄。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教学目标：

1、认识9个汉字，了解偏旁与生字的关系。

2、学会积累表达“笑”的词语。

3、学会积累“寻找”这一类的词语。

4、熟读《好天气与坏天气》的故事，做到正确、流利，读懂
内容。

教学重点：

1、认识9个汉字，了解偏旁与生字的关系。



2、学会积累表达“笑”的词语。

教学难点：

1、学会积累“寻找”这一类的词语。

2、熟读《好天气与坏天气》的故事，做到正确、流利，读懂
内容。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进行了一个单元的学习，我们又学会了很多的知识，现在让
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吧……

学生自由畅谈。

导入新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文园地五》。

二、识字加油站

1、出示“厨房、厕所、车厢、大厦”。

领读词语，出示拼音学生自读。

依次出示图片，学生说一说这些图片展示的内容，你知道这
些场所的用处吗？

（预设）：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观察这些汉字与“厂”的关系，试着说一说。

2、出示“洞穴、窟窿、窑洞、窄小”。

领读词语，出示拼音学生自读。

依次出示图片，学生说一说对这些图片的认知。

（预设）：洞穴狭小而潮湿。

观察这些汉字与“穴”的关系，试着说一说。

3、出示“厨房”等全部词语，认读词语，开火车读。

学生自由表述。

4、观察这些词语，并说一说发现。

预设：都是“厂”“穴”的偏旁。

5、出示要求会写的9个生字，讲解并让学生组词。

6、出示生字：说一说你所积累的同偏旁的字词。

三、字词句运用

1、读一读，再选择一两个词语演一演。

出示课件：微笑狂笑傻笑笑眯眯笑呵呵

2、小组自由交流、表演：逐一出示图片帮助理解。

3、读一读，再选择一两个词语演一演。

出示课件：眉开眼笑破涕为笑哈哈大笑捧腹大笑



4、小组自由交流、表演：逐一出示图片帮助理解。

5、我的表演：一个同学说，一个同学表演，大家做观众。

6、读句子，注意变色的部分，试试怎样读更好。

出示三个句子：

（1）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
事。”

（2）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我过不
去。”

（3）老师和颜悦色地说：“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也就
不一样。”

讨论读好句子的关键：

（1）“连蹦带跳”读得要欢快一些，后面要读出反问的语气。

（2）“难为情”读出为难惭愧的语气，注意省略号的断断续
续。

（3）“和颜悦色”是老师的神态，读老师的话语，语气要亲
和，语调要轻柔而语重心长。

四、我的发现

1、出示词语“教诲、寻找、伙伴、灾难、明亮、柔软”，引
导学生观察。

指导：我发现“寻”和“找”的意思相近，“寻找”的意思
也和它们差不多。



2、同学们自由谈论其它词语。

总结出词语特点。

3、想一想还有哪些词语？

预设：这样的词语还有：遥远、摇摆、海洋、错误……

五、日积月累

1、今天一起来读《弟子规》。

播放歌曲：中华弟子规。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

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

——《弟子规》

2、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

3、《弟子规》告诉了我们什么？

预设：生活中要注意仪表，穿衣戴帽都要注意，要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

预设：要培养自己的才德，注意修养自身，不要攀比吃穿。

4、我还知道《弟子规》里的句子！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

5、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这些句子的意思。

六、我爱阅读

1、读一读文章，你读到了什么？

2、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讲的是谁？

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轮读、小组合作读。慢速咬准字音，不
断加快速度地读。

3、练习快速、流利朗读，熟读。

小组派代表展示。

4、把文章读通顺、读流利。想一想短文里一共有几个人物？

5、找一找文中表示心情的词语。（预设：“高兴”“害
怕”“不知怎么办”“哈哈大笑”“哭”）

6老奶奶为什么哭个不停，老爷爷是怎样劝她的？听了老爷爷
的话，她怎样做的？

7、读了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

（预设：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事情。）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九

一扫清障碍

1读准字音，找准词，用线在书上画出生词所在的句子。读通
句子。在句子中理解词语的意思。最后读熟课文。

二了解课文写了什么，并分层

2围绕课题作者写了哪些内容。（板书：生活习性、外形特点、
传奇经历）。

3这篇课文写了什么事？（这篇课文写了麋鹿的生活习性、外
形特点、传奇经历）。

三教学生字

4教学生字。重点是“沛”的指导。学生会把“沛”的右边写成
“市”。

第二课时

一故事引入课文

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3000年前，相传有一天，姜子牙正
在为自己的坐骑所发愁，因为别的神仙都有自己的动物坐骑
了，像美丽高雅的仙鹤、凶猛有力的狮子、老虎等都被人家
选了，他在想，我该选什么呢？选狗选猫？太没面子了吧，
我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神了，应该有一种特别好的动物来
做我的坐骑。找找吧，他这么张眼一望，看到了真不错。你
们知道他的坐骑是什么了吗？（板书麋鹿）

1课文围绕麋鹿作者写了哪些内容？



二精读课文

1为什么麋鹿外形奇特？麋鹿长什么样呢？默读2、3自然段。
并画出相关的句子。

1）理解“更”字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2）了解麋鹿的样子。画出相关的句子，勾画出作者介绍的角，
尾巴，蹄子，毛色。想想作者介绍的顺序。（从上到下，再
到整体）并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3）读描写麋鹿外形样子的句子。出示驯鹿的图，让学生仔细
看图，这是什么动物？（学生大多答是麋鹿），请学生根据
刚才所学的知识，想想这是不是一只麋鹿？学生很快就发现
了不同之处。

4）老师小结：你们所说的这些理由，都是麋鹿区别于其它鹿
的显著特点，作者紧紧抓住了这些特点来写，现在我来告诉
人你们这头很像麋鹿的鹿叫“驯鹿”。

5）老师出示真正的麋鹿的图。让生再说一说麋鹿的样子。

2麋鹿的外形与它的生活习性有联系吗？（教师根据学生的回
答介绍相关的说明知识如列数字，比较说明等）

师小结：麋鹿奇特的外形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
环境而演变成的。

3第二节介绍的麋鹿的外形奇特，第三小节再写是不是多余了
呢？（让学生知道概括写和具体写的写作知识）

4让学生向解说员一样，介绍麋鹿。

过渡：麋鹿不仅外形独特，而且身世也极富有传奇色彩，戏
剧性的发现、悲剧性的盗运、乱世中的流离、幸运中的回归，



让我们可喜可悲可叹可怒。

6请默读第5、6、7小节，用——线画出让你喜怒衰乐的句子。
认真读读。（师在指导学生在读中悟）

7让生介绍麋鹿的传奇经历。

8齐读第一自然段，什么是理想的放养的地方？

师小结：这一段不仅交待了麋鹿的生活场所，而且还通过精
彩的描写，激发了读者的阅读下文的兴趣，并与结尾相呼应。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场所，才能让这群珍奇动物茁壮成
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

教学目标：

1、通过朗读，感悟艄公战胜惊涛骇浪的英勇无畏和高超的技
艺。



2、由对艄公的敬仰和赞颂内化为自我要求。

3、学生有看得见的进步。

教学准备：

powerpoint

教学过程：

一、渲染黄河气势营造活动环境

（出示相关词语。）

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们一定有话要说，想说什么吗？

（出示填空：“这就是的黄河！”）

2、是的，刚才同学们说的都是一些真切的感受，真切的感受
最能震撼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再去回味一下上节课读到
的一句话。女同学先读，男同学再读，最后全班一起读。
（出示课文第1小节）

（女生读，男生读，全班读。）

3、（1）是的，这样的黄河怎能不令作者胆战心惊呢！那黄
河上小小的羊皮筏子更是牵动了作者和我们的心。打开书本，
读读2-5小节。

（学生自由读。）

（2）读完这一段，一定有一些词句在牵动着你，有哪些呢！
再默读一下，一边读一边把它画下来。

（“小小的”与“整个儿”；……）



（3）此时作者的心情是提心吊胆的。刚才同学们说的都是自
己的感受，是同学们读了课文后体会到的，我觉得应该通过
朗读展示出来，好吗？先自己读一读，一会来展示你们朗读
的精彩。

（学生自由读2—5小节。）

指名朗读，相机评价指导。

（4）看来，这小小的羊皮筏子确实在牵动着作者的心，再读
读第2-5小节，你肯定有话要说！

（出示填空：（）——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可以用文中的语句，也可以用自己的话。

二、展现人物情态映衬信赖心理

1、现在老师要问一问，皮筏上的乘客和这位同学凭什么能谈
笑风生？

（因为艄公有很好的掌筏技术，乘客们对艄公很信任。）

2、那艄公凭什么赢得了乘客的信任？

（相机板书：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3、从哪儿可以看出来？找到了吗？能具体说说吗？

（学生读书上相关文字。）

三、收篇点明题意揭示“主人”内涵

1、三读最后一小节——



（1）羊皮筏子之所以能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流，那是
因为读——

（生齐读最后一小节。）

（2）之所以羊皮筏子能在汹涌的黄河上鼓浪前行，那是因为
读——

（生第二次读最后一小节。）

（3）之所以乘客能谈笑风生，那是因为再读——

（生第三次读最后一小节。）

2、再读最后一节（诗歌形式）——

艄公仅仅是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吗？

这样的艄公令我们肃然起敬，让我们不由得赞颂。

（屏显：用诗歌的形式显示最后一小节）

自由读、一组读、两组读、三组读、全班读

此时，我们心中一定有很多话要说，谁来说？

出示填空：（）——他，就是黄河的主人！

此时的语言已经汇成了一首壮丽的诗篇，这不仅是艄公战胜
黄河的动人诗篇，更有艄公对黄河的一片深情，更有对黄河
的热爱！

四、联系实际说身边人。

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做自己的主人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让学生领悟只要勇敢智慧、镇静机
敏，就能战胜艰难险阻的道理。

3、结合生活实际说说还有哪些人凭着自己的本领和智慧成为
某一方面的主人。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人们为什么称艄公为“黄河的
主人”。

教学准备：

课件

一、复习导入：

1、通过上堂课学习我们知道黄河的主人是谁？

2上节课，有同学问，一个普通的艄公怎么会成为黄河的主人，
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继续学习课文，请大家快速浏览课
文，用课文的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

指名说、出示、齐读末句

二、体验黄河的壮美

1、“惊涛骇浪”你知道这是怎样的浪涛？给你什么感觉？



2、那又高、又大、又凶猛的黄河看得作者袁鹰胆战心惊、提
心吊胆！那么，什么使作者胆战心惊，他又为什么提心吊胆
呢？请同学们快速朗读课文的1—5自然段，找出有关的句子
读一读，再说说自己的理解。

3、交流！

（1）作者为什么胆战心惊？（出示句子）

（2）读了这段话，你仿佛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

（3）见过黄河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目睹一下母亲河的雄
姿。

播放录像。

你想说些什么呢？

师：是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
每天都是这样奔腾不息，掀起万丈狂澜，它那磅礴的气势令
人震惊，令人折服。

（4）让我们齐读一下第一自然段，读出黄河那磅礴的气势。

三、体验羊皮筏子的惊险

1、是呀，这样的黄河怎能不让我胆战心惊！而我又在为什么
提心吊胆呢？再读课文2—5自然段，画出课文中的有关句子，
多读几遍，好好体会。

2、交流：

（1）谁先来读读你找出的语句，再谈谈你的体会。

生：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好像只要一个小小



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羊皮筏子太小太轻了，在那么
险恶的黄河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只要一个小浪头都可以打
翻它了。

生：读。

生：读。

（2）：真不错！我们继续交流！

生：再定睛一瞧，啊！那上面还有人哩。不只一个，还有一
个……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个人！那么小的羊
皮筏子上还坐六个人，危险就更大了。

生：我也从这儿感觉到很危险，我真担心他们会不会沉下去。

师：真危险哪！你能读出这种危险来吗？

生1、2：朗读。

师：我建议你把“五、六”连在一起读，再读一次，体会一
下是不是更好。

生1、2：朗读。

师：老师听出了你的担忧，听出了你的惊异，听出了你的害
怕！

引读：这六个人，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流。读到
这儿，你见到了怎样的情景？

生：我好像看到六个小黑影，一会儿被波浪送到半空，一会
儿又坠到谷底。

师：这六个人坐着羊皮筏子就如一片树叶在黄河的风浪里穿



梭、颠簸，你看他们若隐若现，忽左忽右，好像只要一个小
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多惊险哪！真让人心惊肉跳，
不禁使我想起一句诗，这真是“君看一叶舟，出没**里”呀。

（3）你还从哪里体会到了羊皮筏子的危险？

生：也只有十只到十二只羊那么大的体积吧……还摆着两只
装得满满的麻袋。那么小那么轻的羊皮筏子上有六个人已经
很危险了，居然还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袋，真让人提心吊
胆。

师：如此悬殊的对比，谁都要为它捏把汗。

3、小结：作者初次见到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黄河是胆战心
惊，再远远望见激流里鼓浪前行的羊皮筏子，感到新奇而又
担忧；再仔细一看发现那筏子上居然有六个人和满满两麻袋
物品，更是提心吊胆。

让我们用朗读再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吧。齐读课文的1—5
自然段。

四、领略艄公的风采

1、在那波涛汹涌的黄河中，有这令人提心吊胆的羊皮筏子，
你敢乘座吗？老师我可不敢！乘客敢吗？读句子。

他们脚踩滔滔的黄水，面对滔天的巨浪，可说是危机四伏，
他们怎么还有心情说说笑笑呢？

2、艄公是怎么做的，竟然能让身处险境的乘客们如此放心？
请同学们读读课文，画出描写艄公的句子，多读几遍，抓住
你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谈谈自己的体会。（要能说服人敢上
去乘坐。）



交流：

（1）艄公很沉着，他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
大胆地破浪前行。他非常镇定，不慌不忙。

师：想想艄公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他又会如何克服？

生：黄河里会有旋涡，艄公早就发现了，因而早就避让开了。

生：黄河里会有暗礁，艄公对黄河的地形很了解了，早有防
备，竹篙轻轻一撑，就过去了。

生：黄河里会掀起巨大的风浪，艄公会提醒乘客小心，自己
稳稳地掌好舵。

（2）艄公凭什么克服这些困难的？是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
一只简简单单的羊皮筏子？

生：不！

师：那是凭什么？

生：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生：更凭着他的沉着！

生：更凭他丰富的经验！

（3）这样的艄公让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忍不住要来赞颂他。
出示、齐读“他凭着勇敢和—————”

师：面对奔腾咆哮的黄河，站在岸边的我都不由得要胆战心
惊，并为河中的羊皮筏子提心吊胆，而羊皮筏子上的乘客们
却个个谈笑风生、从容镇定，都是因为羊皮筏子上的艄公，
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驾筏技



术，战胜了惊涛骇浪，把筏撑得很稳，保障了乘客的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说艄公才是黄河当之无愧的主人。

五、延伸拓展，升华主旨

2、今天，同学们上课能专心听讲，积极动脑，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问题，祝贺你们，你们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学到这儿我想把爱迪生的一句名言送给大家，请看大屏幕，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坚强者在命运风暴里奋斗。——爱迪
生”（读三遍！）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二

1、同学们，你们了解黄河吗？生交流资料，师板书：黄河。
是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哺育了中华民族，养育
了中华儿女。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赞颂过她。我
们一起诵读李白笔下的黄河。齐读诗句。这节课，让我们一
起走进现代著名作家袁鹰的《黄河的主人》，齐读课题。能
读得再气势点更好，再读课题。

2、读了课题，你想说什么？你提的问题很有价值，我们通过
读课文一起来探究。

二、初读感知

1、下面，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注意：看清字形，读准字音，
不熟悉或容易出错的地方，标出来，多读几遍。

3、谁是黄河的主人？凭什么说“艄公是黄河的主人”？浏览
课文，找到句子画出来。

三、精读感悟



1、跟他意见一致的？同学们真会读书。出示句子他凭着勇敢
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
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

（1）在这句话中，你理解了哪个词？理解“如履平地”“惊
涛骇浪”。

2、同学们，课文中有个段落写了黄河的“惊涛骇浪”，请看
第一自然段。

（1）出示第一自然段。自己读读这段文字，你仿佛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你能读出黄河的气势吗？注意“顿号”，
在朗读时它的停顿比逗号还短，用在这两个词之间，读起来
快，听起来更有气势。男生读试试。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想看看吗？播放视频。面对着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一起来读
出心中的感受。

小结：艄公就在这样的黄河上“战胜了惊涛骇浪”，你觉得
艄公如何？――勇敢。真不愧是黄河的主人！让我们一起来
赞美艄公吧。

3、同学们，艄公是做什么的？对，艄公就是撑船的，文中的
船指的是？――羊皮筏子。哪些句子写了羊皮筏子？请找出
来，抓住关键字词，说说羊皮筏子的特点。学生交流：

（1）“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
像只要一个小小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再定睛一
瞧，啊，那上面还有人哩！还有一个……一、二、三、四、
五、六，一共六个人！这六个人，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
水面漂流。”

体会小、轻，看一看文中插图，然后再来读这句话，读出你
自己的感觉。（教师用多媒体展示羊皮筏子的图片）体会到
筏子虽小，但载人载物很重，在黄河上漂流很险。指导有感



情朗读。

小结引读：羊皮筏子那么小，那么轻，载人载物又那么多，
在汹涌的激流里时隐时现，艄公是多么勇敢啊。怎能不让人
赞叹？齐读“他凭着……他是黄河的主人”

4、看到这小而轻的羊皮筏子，载着人在万马奔腾、浊浪排空
的黄河上漂流着，作者“我不禁提心吊胆……”艄公、乘客
又是怎样的表现呢？同学们默读第六自然段，边读边画出词
语。然后小组交流。

（指着黑板提示）“我”、艄公和乘客分别是怎样的表现？
生交流师相机板书：提心吊胆、专心致志、谈笑风生。你能
联系上下文理解这三个词吗？对，可以采取找近义词的方法。

a筏子上的乘客不害怕吗？对，当遇到大浪时，艄公――“小
心地注视着水势”；风浪过后他开始――“大胆地破浪前
行”。从这里足以看出艄公的镇静和机敏。跟这样的艄公在
一起乘风破浪，你害怕吗？你对艄公很信赖。你看筏子上的
乘客还不停地向岸上指指点点呢。

b练习写话。此时，你就是那乘客，你看到什么，指点什么？
会兴奋地说什么？出示文图写话（身临情境，想象说话）：
皮筏上的乘客谈笑风生，他们向岸上指指点点，有的说，有
的，还有的。那从容的神情，就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览窗
外的景色。

学生交流。你们的指指点点把我也带入了黄河，不再提心吊
胆。

小结：更值得敬仰和赞颂的是艄公面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
齐读最后一段。黄河的主人不属于他还会属于谁呢？请同学
们全体起立，一起发自内心地赞美艄公。读――（“他凭
着……”。）让我们再一次深情地赞颂这机智勇敢，勇于与



大自然抗衡的黄河主人们！起――“他凭着……”

四、说写结合，赞美艄公的风采

1、同学们，滔滔的黄河水从远古流到了现在，更将从现在流
向未来，黄河的主人用他特有的魅力征服了黄河，征服了我
们所有读者。此时此刻，你肯定有许多话要对艄公说，请大
家拿出纸、笔，写出你想说的话。“我想对艄公说……”2、
真情朗读自己写的话。

五、总结延伸

今天，你们勇敢地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天，你们
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你们就是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
人。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齐读）撑起自信的竹篙，扬起
希望的风帆，努力拼搏，成为学习、生活的主人！

二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三

1、能正确认读本课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从中体会“我”和“父
亲”的心理活动，并能概括“我”的心情变化的。

3、理解道德只是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为什么实践起来却很
难；读懂“我”从钓鱼这件事中所获得的启示。

1、体会 “我”和“父亲”的心理活动，懂得从小接受严格
教育的重要，并从中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提高抵
制“鱼”的诱惑的能力。

2、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词句。

１、多媒体课件。



２、学生在课前寻找、查阅关于鱼类生活习性的资料，初步
了解定时禁捕对保护鲈鱼繁衍生长的意义。

1、导语：知道詹姆斯·兰费蒂斯吗？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
建筑师，他为我国广大读者所了解，不是因为他的建筑成就，
而是他写的一篇短文，叫《做得对做得好—天知地知》。天
知地知，就是无人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有件事做得对
做得好。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一篇课文。选入课文时题目改为《钓鱼的启示》（板书课题）
我们一起把课文的题目读一遍。

2、理解题目意思。

1、纠正生字读音，指导书写。

2、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

（重点指导“乞求”“不容争辩”“诱惑”“告诫”“抉
择”等词语）

3、课文内容

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从对课文内容的了解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写事的记叙文。读
这样的课文，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课文内容。但是，我
们还必须读出课文隐藏的情感。请用心读课文，一边读一边
想体会到了课文中的什么情感。板书（如：得意 依依不舍
感激）

1、自读课文并找出有关描写“我”的情感变化的语句，并用
（）表示。

2、交流



（1）出示语句

师：课文哪些语句，写从钓鱼到放鱼“我”的情感变化？

（学生说完，课件显示有关语句）

（2）钓到大鱼时的心情

指导：在朗读种体会，联系《江上渔者》体会

（3）把鱼放回湖里时的心情。

指导：逐句指导，在朗读种体会，在想象中体会。

（语句：“爸爸！为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当父亲再次要我把鱼放回湖里时）

“可是不会再钓到这么大的鱼了。”我大声争辩着，竟然哭
出了声。

我又抬头看了一下四周，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皎洁的月光下
看不见其它任何人的影子时，我再次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了父
亲。

我慢慢地把鱼钩从大鲈鱼的嘴唇上取下来，依依不舍地把它
放回到湖里去。

3、指导朗读。

1、自读课文件找出描写父亲情感的句子。

2、交流与指导。

（1）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父亲的态度和“我”又什么



不同？在课文的哪些地方？（课件随机显示有关语句）

3、逐句指导

父亲盯着鲈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孩子，
你得把它放回湖里去。”

指导：从“得”字你体会到什么？

“你还会钓到别的鱼的。”父亲平静地说。

指导：从父亲平静的语气从中体会到什么？

尽管没有人看到我们，更无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钓到这条
鲈鱼的，但是从父亲不容争辩的声音中，我清楚地知道，父
亲的话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指导：“不容争辩”什么意思？（板书：不容争辩）请看看
课文中的插图，体会体会。

（课件显示插图）这是当时的情景。儿子从父亲不容争辩的
声音中，领会到父亲的话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正慢慢地把鱼
钩从大鲈鱼的嘴唇里取下来。

请展开想象，当儿子向父亲再次投去乞求的目光的时候，父
亲不容争辩地说些什么？我当儿子，谁来当父亲？(师生合作
表演)

从父亲“不容争辩”你体会到什么？

4、讨论

父亲要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里，态度为什么那么坚决？父
亲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先在小组里讨论，然后在班上交流。



在鲈鱼捕捞开禁前的2个小时，我钓到了一条大鲈鱼，却在父
亲的坚持下，又把它放回湖里。这一过程并无人看见。小时
候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启示？会
怎样影响我的成长?我为什么对父亲满怀感激之情？这些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继续学习。

1、写生字词，要求会写的生字每个写3个；带生字的词语每
个写2个。

2、朗读课文。

3、摘录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句子。

钓鱼的启示

我 父亲

钓鱼 得意

放鱼 依依不舍 不容争辩

1、听写生字词。

2、说说“钓鱼”部分的体会。

（一）默读思考：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你是
从课文什么地方体会出来的？

（二）学生读书思考，并画出有关语句。

（三）交流与指导

1、提问：作者从钓鱼这件事中得到什么启示？谁读读课文中
的句子？



（课件出示：“转眼间34年过去了，……就会获得道德实践
的勇气和力量。”其中，“但是，……就会获得道德实践的
勇气和力量”划上横线。）

2、“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却不止一次的遇到了与那条
鲈鱼相似的诱惑人的“鱼”。这“鱼”指的是什么？
（“鱼”指的是形形式式的诱惑，指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

3、“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但是实践起来却很
难”这句话什么意思?

5、小结。

用自己的话填空：作者从34年前那个夜晚钓鱼的经历中得到
的启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6、指导朗读这段话。

比如

在家里：父母不在家，电视很精采，是完成作业还是看电视？
你……

选举班干部，看到有的同学找人帮忙，你……

在公共场所：买东西时，售货员多找了钱给你，你……

2、 搜集有关道德修养的名言警句。如：孟德斯鸠：“衡量
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

四、作业：小练笔

生活处处有规则，学了这篇文章，老师心潮起伏，不禁要对
所有的人说：“人们啊！请自觉遵守规则吧。”同学们，你
们希望人人遵守规则吗？那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写一写



注意事项，提醒大家遵守吧，可以为湖边的木牌写一则“钓
鱼须知”，也可以为洗手间的水龙头写一则“用水须知”等
等，只要是你在生活中发现的需要人们遵守规则的地方，都
可以写一写，做一个善意的提醒。

钓鱼的启示

严格教育

道德实践

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