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
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反思篇一

生命感恩。我愣住了，她接着解释道：“任何东西都是有生
命的，我们需要它们的陪伴和帮助才能过的快乐，我们也要
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关心爱护它们，让它们快乐。”这时，班
里响起的掌声代替了我的感言。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作业：把你要感激的人和事写下来，如果可以，拿给被感激
的人看一看，或者读给她听，告诉她你感恩的心情。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反思篇二

1、知识目标：正确认读本课“吃、忘、井、村、叫、毛、主、
席、乡、亲、战、士、面”等十三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
的“吃、主、住、以、叫、江、没”等七个生字。

2、能力目标：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能在朗读中表达出对毛主
席的崇敬之情。

3、情感目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

生词卡片、课件。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师：同学们喜欢听歌吗？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吗？（播放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师：说说你都听到了什么？

生：听到了毛主席。

师：你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吗？

生：他是我们国家的主席……

师：简介毛主席生平及主要贡献（课件展示），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一篇关于毛主席的文章。（板书课题：吃水不忘挖井
人）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配乐范读课文，同学们边听边想，毛主席给你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

2、自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读课文，同时用曲线在文中标出生字
词。

（2）同桌交流，再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自读、小组读、
分段读）

三、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检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吃、忘、井、村、叫、毛、主、席、
乡、亲、战、士、面”指名读。

（2）开火车读，小组竞赛读，评出最佳认字小组。



2、写字。

（1）出示我会写的7个生字:“吃、主、住、以、叫、江、
没”，指名认读、领读。

（2）教师范写田字格中的生字，学生书空。

（3）学生描红、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课堂总结

在这节课里，你学会了哪些知识？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反思篇三

《吃水不忘挖井人》讲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江
西领导革命时帮助乡亲们挖水井，解决了吃水困难。解放后，
乡亲们在井边立碑，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本来意思上是我们每天从井里取水上
来饮用，享受劳动成果，但是不能忘记那起先挖井的人。后
来，“吃水不忘挖井人”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并非专
指吃水这件事情，它比喻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好处，
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初创造成果的人，一句话，不忘
记根本。课文要告诉我们学生的肯定也就是它的比喻意思。
可是课文所描述的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都很远了，何况我们
的学生，他们更是生在幸福中，长在幸福里，他们根本不能
明白，这样的文章孩子们是不喜欢的。

怎样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呢？反复考虑后都觉得不行，就凭单
调的朗读来理解，告诉孩子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比喻享受
别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初
创造成果的人，一句话，不忘记根本”，肯定不行的。



孩子们不懂，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当时那样的年代，如果让
孩子亲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有所感触呢？我试
着找了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我让学生们展现了那个艰苦
的年代：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的人们……我把画面定格在
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来回走上好远的路，担回水，
画面是神奇的，孩子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开始嬉笑的表
情没有了，脸上的表情变了。趁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画
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有了直观的感
受，让孩子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就容
易多了。孩子们也有话可说了。

有了兴趣做基础，学习课文的时候就容易顺畅多了。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反思篇四

《观察物体》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体，在本册教材中这部
分是难点，它是在学生熟练掌握上下前后左右的基础上，对
学生空间概念的培养，现对教学中的不足做以下几点反思、
整理：

一、教学目标定位为：正确辨别从不同位置（正面、左侧面、
右侧面、后面、上面、下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

教学目标的定位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对于本课时来说我的
教学目标定的有些过高，本节课的难点过多，尤其是被观察
物体的选择，涉及到了透视图，所以部分同学出现了问题，
学生对于左右面的认识和亲自实践观察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二、教学中的课堂组织

本节课大部分学生都是随着老师的教学在听课，但本节课在
观察物体的'实践活动环节中，由于给学生的改错时间太过局
限，所以有几个同学没有改完错，在一直改错，没有注意听
老师下面的环节。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注意留给学生更多的



自我改错时间。

三、细节设计

本节课的教学环节从整体上来说还算紧凑，但有些环节是可
以更深入挖掘的，这些点需要教师在备课中自己挖掘，一节
课的点不能太多，但对于教学中的重点是必须要深入挖掘的。

四、学生能力的培养

在本节课中针对难点，我是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但一节课下来，发现还是自
己说的较多，给学生们“留白”的时间较少。

一节课下来，总会让自己有些收获，我相信一份收获就是一
份成长，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的！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教案全册带反思篇五

1、学会“忘、主、席”等9个生字。会写“洲、坝、挑”等
十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毛主席关心爱护人民群众为人
民解决吃水困难的事迹。

3、初步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

1、认识生字新词，朗读课文。

2、了解毛主席关心爱护人民群众为人民解决吃水困难的事迹。

初步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

生字词卡片，课件



2课时。

学习资料：初读课文，了解文章的主要资料，读准生字生词，
读通顺课文。

一、谈话导入、揭题：

板书课题，质疑问难。

预设：谁挖井？谁吃水？水是怎样的？怎样挖井的？为什么
不忘挖井人？

二、初读课文，了解文章的大体资料。

1、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自由读课文，教师听学生读课文，并
提示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充分地读书。

2、生字纠错。

（1）抽读要认识的生字生词：沙洲坝、挑水、浑浊、脏水、
卵石、激动、恩人、石碑

抽读要掌握的生字生词：忘记、主席、领导、革命、方便、
人民、旁边、想念、杂草丛生

难读的词语：瑞金、疑惑、苦笑、热火朝天、喷涌而出

（2）指名分段课文。

a分段读课文，指导学生通顺、流利地读书。

b指名读全文，正确、通顺、流利的读书。

c自由读书，思考提出的问题哪些是能够回答的？



d概括文章的主要资料。

说说文章写的是谁干什么？

3、没有弄明白的问题下节课继续学习。

三、学习生字，书写练习。

1、说说本课的生字哪些是能够自己学会的，你怎样记住它们？

2、在田字格中书写这些生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自己挑选简单的字书写。

教师可提示学生保留“席”“革”“导”“杂”几个学生容
易书写出错的字。

4、学生练习书写。

四、课后作业。

学习资料：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了解毛主席关心爱护人民群众为人民解决吃水困难的事迹。

教学过程：

一、回顾课文，复习文章的大体资料。

1、指名读课文，

2、说说课文写了什么？



二、学习课文，分段指导朗读。

1、继续由“水”入手，讨论提出的问题，沙洲坝人民吃的水
是怎样的？

提示：

第二自然段，写的是沙洲坝人民喝的水很脏，抓住“浑浊、
很脏、杂草丛生、苦笑”体会当地人的无可奈何，和吃水的
困难。在此基础上，朗读课文。

第三自然段，抓住“涓涓的泉水、喷涌而出、清泉、激动”
等词，体会井水的清澈。那里作者用比较的手法，写出不同
的水的样貌，突出了毛主席对乡亲们的关心。

2、他们是怎样挖水的呢？

提示：

第三自然段中，“第二天商量带头热火朝天亲自（铺、
垫）”表现出毛主席对村民的关心。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请
学生体会练读。

3、朗读背诵第三自然段。

4、村民为什么称这口井是“红井”？你读懂井边石碑上的字
了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用一个成语概括沙
洲坝人民的这种行为，理解“饮水思源”。

5、句式仿说：

四、整体感知，总结板书：



１、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的大概资料。

２、小练习

（１）区别组词。

望（）主（）席（）导（）便（）杂（）旁（）

忘（）住（）度（）异（）使（）柴（）傍（）

（２）写出文中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时刻——（）想念——（）浑浊——（）

立刻——（）疑惑——（）激动——（）

（３）照样貌把下面的句子补充完整。

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不忘（），时刻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