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精选8篇)
教师在编写初一教案时，需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能
力，制定合适的教学计划。以下是一些典型的大班教案范文，
希望能够激发教师们的创新思维和教学能力。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一

1.教师板书新生字：钠砝码

同学们，老师不知道这几个字读什么音?是什么意思?谁有办
法帮一帮老师?

2.学生回答：查字典或看课本

3.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查字典，一组看课本。

4.汇报学习所得：谁对这几个字了解得最清楚?(查字典的一
组)

5.教师谈话：对，字典的用处可大了。今天，我们就去字典
大楼里去走一走，看看字典大楼里有什么。(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2.画出本课的生字。

三、学习生字

1.自由拼读，先自行消化较容易的生字。

2.出示要求认读的生字卡片



四、再读课文

1.抄写本课生字。

2.熟读课文。

3.查一查本课不理解的词。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二

1、乘法和表内除法(二)包括7—9的乘法口诀和用口诀求商；
倍数关系的三类应用题；有余数的除法；乘除两步计算式题。

2、万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3、分米、厘米、毫米和克的认识。

4、直线和线段。

5、万以内的加法。包括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万以内数的
笔算。

二、教材分析

1、表内乘法和除法(二)。主要学习7—9的乘法口诀和用口诀
求商，有余数的除法，倍数关系的三类应用题。表内乘法和
除法的计算是一切整数、小数、分数乘除口算和笔算的基础
之一。学会解答倍数关系的三类应用题，有助于理解分数、
百分数三类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同时可为寻求解答有关倍数
关系的复合应用题的捷经创造条件。

2、万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主要学习计数单位百、千、万数
位顺序表，万以内数的组成及读法和写法。学生掌握了这些
知识，学习万以内四则运算就有了基础。学习多位数的读写



也就不会有困难。算盘的认识，主要使学生了解算盘是我国
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从而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3、分米、厘米、毫米和克的认识。主要教学这些单位的具体
大小，单位间的进率和化聚。这些知识，对于学生运用数和
量的工具，去进一步认识周围事物，解决实际问题，都是至
关重要的。

4、直线和线段。主要教学直线和线段的直观认识。介绍直线
和线段的特征。指导学生量线段的长度和按指定的长度画线
段。这些知识是进一步学习几何形体的基础。

5、万以内的加法。主要教学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万以内
的笔算加法及连加的计算。用调换加数位置的方法验算加法。
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口算和笔算打下基础。

三、全册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乘除法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掌握全部乘法口
诀，能熟练地计算表内乘除法。掌握除数是一位数，商也是
一位数的有余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比较熟练地进行计算。

2、认识计数单位百、千、万，了解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
十进位关系。学会比较数的大小。掌握万以内的数位顺序。
能较熟练地读、写万以内的数。

3、掌握加法的笔算法则和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方法。能较
熟练地进行万以内的加法笔算和百以内的加法口算。掌握用
调换加数位置验算加法的方法，初步具有验算的习惯。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三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经历编口诀的过程，能找出6，7乘法口诀的规律，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能力。

2、能记住6，7的乘法口诀，会用乘法口诀正确求积。

3、让学生初步体验6，7乘法口诀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感受
数学的价值。

教学重点：

会用乘法口诀。

教学难点：

正确求积。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背诵1~5的乘法口诀。

2、摘苹果游戏(利用电子白板画苹果树和乘法题)

二、激趣引入

(课件演示，红红到书店买台历，并与售货员对话)

售货员：每本台历6元。

师：你看到了什么数学信息？你想提什么数学问题？怎样解
决？

学生的回答适时解决，当学生出现6×6时



师问：这个有口诀计算吗？(没有)该怎么计算呢？

(1)想加法6+6+6+6+6+6

(2)想：5×6+6

问：用什么方法计算更快呢？(乘法口诀)

师：我们发现有口诀计算起来真快，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编出6，7的乘法口诀吧！

揭示课题并板书：6，7的乘法口诀。

二、探究新知

1、教学6的`乘法口诀

教师：一本台历6元，要求4本台历多少元，就是求几个几是
多少。会列乘法算式吗？

学生：6×4=24

教师：能根据乘法算式编一句口诀吗？

学生：四六二十四。

教师：5本台历多少元？算式怎样列？口诀怎样编？6本
呢？……

让学生把算式和口诀依次填入表里。

做完以后同桌互相检查，再请学生在全班展示，集体订正。

教师：同学们真不简单，自己编出了6的乘法口诀。那么每句
口诀的意思你都知道吗？



学生：“六六三十六”的意思是6个6得数是36。“六七四十
二”的意思是……

2、教学7的乘法口诀

教师：你又看到什么数学信息？想提什么数学问题？

仿照6的乘法口诀编写方法编出7的乘法口诀。

教师：小朋友，你们能自己编出7的乘法口诀吗？让学生把算
式和口诀依次填入表里。同桌互相检查，互相帮助，集体订
正。

教师：你是怎样想出“7×7”的得数的？

学生：刚才我们学习6的乘法口诀时已经知道“六七四十二”，
用42加7就是“7×7”的得数。

教师：你是怎样编出“七八五十六”这句口诀的？读一读，
背一背。翻开书31页，将7的口诀补充完整。

三、加深理解

1、游戏：对口令(课堂活动第1题)

(1)老师对全班

(2)同桌对

(3)师说全班抢答

2、摆小棒(课堂活动第2题)

教师在展台上用6根小棒摆1个六边形？，告诉学生这个图形
叫六边形。



教师：摆1个六边形用几根小棒？(6根)

教师：那么摆两个六边形要几根？摆3个呢？摆摆看。

学生摆后汇报。

教师：如果不用摆，那你知道摆7个六边形要几根小棒吗？

学生：我知道，要42根。因为1个六边形要6根小棒，摆7个六
边形就是7个6，六七四十二。

教师：怎样列式？用哪句口诀计算的？

学生口述，教师板书。6×7=427×6=42口诀：六七四十二

四、运用拓展

1、练习九第1题口算

2、看口诀写算式

五、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学会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吗？

引导学生小结，回答略。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诗句，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
的意思



2、能够根据诗意想象出初夏荷池的美景和小孩偷采白莲，不
藏踪迹的可爱形象;培养学生学习古诗的能力和热爱美好事物
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1、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小池》。大致了解白
居易诗的艺术风格。

教学过程：

一、调动积累，导入新课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池上》，要求：读准字音，把诗句读通顺。

2、检查初读情况。

3、学生再读古诗。要求：边读边想诗句的意思，画出不理解
的词句。

4、小组合作学习，理解诗意。

(1)结合前后句和插图，借助工具书，自己理解诗句的含义。

(2)小组逐句内容交流自己的理解，互相启发、补充，

5、集体交流，了解《池上》意思。

三、品读感悟，体会意境

1、学生自由轻声诵读诗句，边读边想画面。

2、学生交流“看”到的画面。



3、师配乐配动画朗读古诗《池上》。

4、生配乐有韵味地诵读前两行诗句。

四、吟诗炼字，情景交融。

1、小娃“偷采白莲”不会被发现吗?

2、学生默读谈理解。

3、抓住“不解”体会小娃纯真、质朴，练习读出情趣。

四、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1、学生带着理解，再次练习有情趣地朗读。

2、你还知道哪些以儿童为题材的诗歌?生试背。

3、总结学习方法，过渡到白居易诗的艺术特色。

4、初涉白居易诗的另一特色。(讽喻诗)

《问友》

种兰不种艾，兰生艾亦生。

根亥相交长，茎叶相附荣。

香茎与臭叶，日夜俱长大。

锄艾恐伤兰，溉兰恐滋艾。

兰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

沉吟意不决，问君合何如。



五、背诵古诗并默写古诗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五

1.导言，诱发动机。

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吃饭，你们知道做饭的米面都是从哪
里来的吗?(学生答后总结)对啦，我们做饭用的粮食都是农民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那么，农民劳动是怎样辛苦呢?下面咱们
学习一首古诗——《锄禾》。(板书课题)

2.范读，激起情感。锄禾优质课教案教学设计

《锄禾》这首诗，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简洁通俗，形象鲜明
生动，感情真挚朴实。通过教师情绪饱满的范读，使学生能
在学习之始，初步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的感情。

3.识字，结合课文。

本课7个生字：当、汗、滴、盘、粒、辛、苦，这些字都比较
容易掌握，可指导学生自学，教师重点点拨。注意读准字音，
认清字形，在语言环境中理解字义，并适当扩词。

4.串讲，理解内容。

《锄禾》是学生入学以来接触到的第二首古诗，学生对诗的
词语和内容不易理解。因此，要采取逐句讲读的方法，边读
全诗，边讲句子，边释词语，注意讲清古代单音节词与现代
双音词的关系：

禾——禾苗，日——太阳，当——正当，

午——中午，汗——汗水，土——泥土，



知——知道，盘——盘子，中——里面，

5.看图，启发想象。

《锄禾》这首诗配有一幅生动形象的插图，插图集中描绘了
一位农民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拿着着毛巾拭汗，抬头望那当
空烈日的情景。教学时，可提出以下一些问题，引导学生想
象：

这位农民为什么站在田里?他在做什么?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
么?他在说什么?农民从播种到收获要付出多少辛勤劳动才换
来粮食。

6.朗读，感受形象。

语言精炼，节奏鲜明，音韵和谐，形象生动，含意深长是古
诗的特点。学生通过反复的朗读，/可以从中受到感染和陶冶。
教师可出示抄有课文的小黑板，指导学生按下面的停顿和重
音朗读全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畅谈，联系实际。

有些儿童并不知道碗里的每一粒饭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
随便丢掉，不知爱惜。通过畅谈讨论，引导学生摆出浪费粮
食的现象，看到自己的缺点，从而懂得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
做一个尊重农民，珍惜粮食，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六

：能结合现实情境熟练认读钟面上时针和分针所指示的整时、



半时、几时刚过和快到几时四种时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使学生经历观察、操作、归纳等学习数学的过程，体验数
学活动的探索性。

：对学生进行孝敬老人等方面的品德教育。

个 性 化 修 改

熟练认读钟面上时针和分针所指示的整时、半时、几时刚过
和快到几时四种时刻。

钟表模型

1课时

师；小朋友们，大家想一想上节课，我们都学习了哪些知识？
把你知道的告诉你的同位。

演示旗杆在四个时刻（四个时刻用钟表出示）的影子，（也
可以让学生提前自己量一量）让学生观察，你会发现什么？
并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发现。各小组选出代表，组间交流各
组发现的规律。教师适时组织学生参与评价，及时小结，及
时发放丰收园里的大苹果。

1、实物投影出示教材14页第4题，先让学生完成教材上的空，
再让学生看图讲一个故事，并让学生谈体会，教师要抓住机
会对学生进行孝敬老人等方面的品德教育。

2、让学生独立完成教材15页第6题，做后对答案。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七

教师要在引导学生诵读文本的同时，体现多样的识字形式。



把识字教学与阅读文本有机融合，在反复的读书体会中，赋
予汉字情感，渗透汉字文化，总结识字规律，教会识字方法。

1、引导学生读会标。

[设计意图]体现在生活中识字的理念。

[设计意图]

经历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识字习惯和方
法。在这里，老师调用学生已有知识的储备，鼓励学生将这
些方法用于解决自己学习中的问题。

一、情景导入：

在音乐声中，教师诵读课文《妈妈睡了》。

(在舒缓、轻柔、抒情的音乐声中，教师行走在学生中，不时
抚摸着孩子们的小脑袋，有感情地诵读课文《妈妈睡了》。)

[设计意图]创设情景，体现文本本身的文化价值：为学生营
造一种安静、美丽、纯洁、亲切的氛围。文本本身与教师的
声音、动作及传递出的情感本身亦是一种浸润。在这里教师
注重培养学生认真倾听的习惯，要求学生：“争取让每个字
都进到你的小耳朵里”。

师：听老师读完，你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啦?

[设计意图]这既是一个学生对课文整体把握的过程，又是一
个鼓励学生质疑的过程。教师在这里对学生的问题，暂且不
做回答，鼓励学生课文应用心，就会自己找出问题的答案。
在后面的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会作出相应处理。

二、板书课题，初步渗透汉字的内涵。



师：(板书课题《妈妈睡了》)注意看老师写“睡”字。左边是
“目”，右边是“垂”。那我们来试试，把自己的眼帘垂下
去，轻轻地，慢慢地……哟,是不是快睡着了?看汉字多神奇,
我们在写它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的意思了.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具体的板书和一个“垂”字的简单理解，
使得学生在行动体验的过程中，朦胧感受到“中国字”的神
奇与魅力。

三、分层读文，在阅读中识字。

1、初读课文，自我识字。

师:在你读课文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或者以前认
得,现在又忘记了的字。我们可以先用铅笔把它轻轻地圈起
来;再用课前提到的那些方法认一认：有拼音的拼拼音，没拼
音的查一查，问一问。争取把课文中，每个字音都读对，每
个句子都读通。

(教师巡视在学生中，及时了解把握学生的阅读情况。)

[设计意图]对于学生而言，所谓“生字”，是自己不认识的
字，它包括了本课要认的字，还包括遗忘了的或课文中没有
选出的字。所以，让学生自己借助拼音或同学的帮助自主解
决，实际上是尊重学生的学情;这样的教学针对性更强，既培
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又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

2、练读长句、认读生词。

(教师根据学生初读的情况，出示难读的句子和词。)

[设计意图]学生在读文时，会有结合上下文的意思“猜读”
生字的现象，这里有意识将生字从一个大的语境过渡到小语



境，在逐步增加难度。这个环节中，教师一方面引导学生读
准字音，一方面指导学生读书的姿势：两脚平放，深深地吸
口气。告诉孩子们：这是会读书的表现。

师：课文里还有不认识的字吗?

3、在语境中渗透识字方法。

师：一个字我们不光要读准它的音，还应该知道它的意思才
行。

(围绕课文第二自然段，重点指导以下三个生字)

哄师：(板书“哄”字)读读这个字，你发现什么了?

(教师板书“呼”“吸”两个字，让学生做“呼”和“吸”的
动作。引导得出口字旁的字和口有关。)

师：你知道妈妈是怎么哄自己的宝宝睡觉的吗?

(学生结合自己生活实际而谈，体会妈妈哄宝宝时的温柔。出
示课文第二自然段，引导学生读出妈妈的温柔。)

熟：师：(学生再读第二自然段后)“睡得好熟好熟”还可以
怎么说?

师：对，好香好香，好沉好沉……就是好熟好熟。

(老师板书“熟”字，让学生找出和这个字长得很像的字。)

师：这两个字哪里长得像?怎么区分他们，你有巧妙的方法
吗?

(引导得出：把几个长得差不多的字对比着记，不容易混。这
也是记字的好方法呢。)



乏：(由第二自然段引出问题：“妈妈为什么在哄我午睡的时
候他自己先睡着了?” )

师：原来给熟悉的“之”加上一笔，就是“乏”了。我们今
后可以用这种给熟字“加一加”的方法来记字。

师：我们能给“乏”字加上一个偏旁，使它变成一个新字吗?

(在学生加偏旁的同时，请他们做出与这个汉字相对应的动作，
从而使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汉字的偏旁不同，它代表的意
思就有可能不同。)

[设计意图]在这一环节中，认识字形与理解字义、生发情感
有机融合。有一些字义儿童在生活经验中早已掌握，老师则
通过讲述或谈话唤起儿童的原有体验，不作详细解释。有一
些字义比较抽象，儿童很难理解，老师就结合课文具体的句
子进行朗读体会。

4、在品读生情中，理解、运用词语。

师：老师这里有五个词语苹果，分别是：慈祥、红润、均匀、
深沉、美丽。如果请你选一个送给妈妈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认真读读课文，从文中找到你选这个词语苹果的原因。

(学生先自读课文，再与同桌小伙伴交流，最后进入集体讨论。
)

这个环节中教师重点引导理解“慈祥”一词：

师：课文是怎么写妈妈慈祥的?哪里看出妈妈慈祥了?

生1：课文里说：“妈妈在微微地笑着……”

师：那你也微笑着读读，读出妈妈的微笑来。(生读)用表情
来配合朗读，是读书的好方法。



生2：课文中说：“妈妈好像又为我想好了一个故事……”

师：慈祥是一种表情，是用来形容长辈的，那些爱你的人，
在对你微笑的时候，你就会从他脸上看见慈祥了。

[设计意图]在这一环节中，“慈祥”一词是理解的难点，教
师根据一首学生耳熟能详的《游子呤》来感受“慈祥”这种
难以言传的语言内涵，又通过对“慈”字心字底的理解，赋
予了汉字深厚的人文情感，并通过“读”传达出来。

四、游戏：汉字魔术

教师依次出示六组字卡。

1、闭、闻、问、闪、间。

(教师指读生字时，门字框不变，只更换字卡里面的部分。)

2、润、汗。

3、热、熟。

4、哄、吸。

5、客、页、额。

6、乏、泛、眨。

(以上每组形声字出示时，形旁不变，只换声旁)

[设计意图]本环节，辅以形象直观的可翻动字卡，对学生形
成强烈的感官刺激，潜移默化地感受到汉字的形体之美，激
发学习汉字的兴趣。

五、拓展阅读，检验学习效果。



示小诗。《妈妈，您睡吧!》

[设计意图]教师有意将本课所学生字放在一首小诗中，检验
学生对生字掌握情况的同时，也是在回归本课的主题，那就
是亲情与爱。

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北师大版篇八

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上册(认识时、分的关系)

1.知识与能力：结合生活实际，进一步认识钟面，认识时、
分、秒，知道1时=60分。

2.过程与方法：在实际情境中，能够准确读出钟面上的时间。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结合情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初步养成遵守和爱惜时间的习惯。

在具体活动中认识钟面。

准确读出钟面上的时刻。

教师准备：钟面、挂图、电子表。

钟面学具。

分析法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1、出示挂图

教师提示：中国人盼了多少年了，北京申奥终于成功了!让我
们永远记住申奥成功的这个难忘的日子---(师指图上时间)。



2、教师出示钟面：拨出10时零8分。

师揭示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钟面上的时间。

二、探索新知。

a、观察钟面

1、师举钟面：请拿出学具钟面，仔细看一看，钟面上都画有
些什么，同桌互相说一说。

2、教师指名汇报：关于钟面，你知道些什么?

钟面上有3根针——时针、分针、秒针

钟面上有12大格，60小格。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有序地进行板书

b、拨一拨。

1、老师示范拨：让时针从1走到2，时针走1大格是几时?

时针走1大格是1时。

2、老师再拨：让分针从12走1小格是几分?

分针走1小格是1分。

(让分针从12走到1)，走1大格是几分?

分针走1大格是5分。

3、设疑：请自己拨一拨，当时针走1大格时，分针走了多远?



当时针走1大格时，分针走了一圈。

你能把拨的情况给大家看看吗?

4、引导讨论：(教师边拨弄，边提问)1圈有多少小格?

有12大格，60小格

是多少分钟?

分针走1圈有60小格，就是60分钟，时针只走了1小时。

得出结论：1时=( )分

c、我拨人认

1、教师在钟面上拨出不同的时间，让学生认读。

2、教师引导讨论：你是怎样认的?

先看时针，再看分针

时针走到几就是几时

分针走几小格就是几时分

3、组织活动：同桌之间进行你拨我认，再交换。

5、我说你拨：师说一个时间(如9时)，学生在学具上拨出来。

6、教师出示电子表，你知道电子表上是如何显示时间的吗?

(两点)前面的数表示几时，后面的数表示几分。

三、练习巩固



1、组织学生观察85页第1题，说一说每副图的意思。

组织分组，读一读钟面上的时间，并说说这个时间图上小朋
友在干什么?

再说一说：这个时间你在干什么?

渗透按时作息的教育。

2、引导学生看懂85页第2题，再让学生独立连线，再相互检
查。

3、独立、快速完成65页第3题，集体评议。

4、游戏：我拨你读。

同桌，一个人拨时间，一个人读出来是多少。

四、拓展性学习

把自己一天起床，吃早饭、上学、放学、睡觉……的时间说
给小伙伴听听，并把它记下来，制成简单的日程表。给爸爸
妈妈看，也可以帮爸爸妈妈设计一个简单的日程表。

五、总结。

师：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我们赢了——认识时间

钟面上有3根针——时针、分针、秒针

钟面上有12大格，60小格。



时针走1大格是1时。

分针走1小格是1分。

分针走1大格是5分。

当时针走1大格时，分针走了一圈。

1时=(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