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案全册反思(汇
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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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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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一课的内容实际上比较简单，与孩子们的生活实
际很近，所以最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识，特别是课后的省略
号更给大家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假如我也有这样的一枝神笔，我会……当然这也是本节课的
一处亮点。同学们说的还是挺不错的，也说的比较精彩，美
中不足的就是给大家展示的时间有点短了。

另外，在这节课上我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学习第二小节的
时候，我抛出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苦苦等待的时候，那时你
会想些什么？结果孩子们的回答几乎上全是希望妈妈早点回
来给自己做些好吃的等等。原因就在于我给的问题目的性不
强，学生会毫不忧郁的作出了回答。假如把问题换一种说法：
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饿的发慌，这
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这样学生就会很自然的说出很孤单、
很无助的感觉。然后老师接着引导而此时的小鸟也是这样在
家里（苦苦等待饿的哭泣）。在这个基础上指导学生朗读课
文，学生的体会应该是比较到位的。

因此，要想上好一节课，大框架确定后，还要在细节上多下
功夫，只有考虑的周全，才能应对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种种
问题，并能作出较恰当的回答。有时侯，一节课正是因为有
了这些不起眼的小问题而显得精彩，使整节课显得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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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理解他人，学习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帮助幼儿
学会正确处理同伴关系。

歌曲《山羊踩痛了小公鸡》磁带。

1、举出一组假定的社会情境，让幼儿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并
就此展开讨论。

2、组织幼儿讨论“如何想到同伴？”“如何给其他小朋友带
来快乐？”讨论前可讲几个故事的情境开头，启发幼儿想出
办法，并选取其中几种进行表演。

启发幼儿多角度设想情境，进行新的表演。

3、欣赏歌曲《山羊踩痛小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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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初步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写课文的8个字，字书写美观。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能展开想象仿写句子，培养有关爱他人、关爱环境的愿望。

教学重难点：

通过朗读启发学生爱他人、关爱环境。“假如我有一枝马良
的神笔”的朗读要随感情读出变化来感悟课文。

一、欣赏动画，导入课题。



3、板书课题：《23、假如》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圈出课文中的生字。

2、同桌相互学习生字的读音、字形、结构。

3、检查学生学习生字情况。(利用不同形式认读)

4、巩固学生识字。(课件出示水果树，每种水果里藏有生字。
)

三、自主学习，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齐读课文。《假如》优秀教学设计

3、指名学生读课文。(接龙式读)

4、教师范读，让学生体会课文的感情基调。

四、复习要写的字，指导书写

1、复习步骤：记住字音，认识字型，扩词，用词说话

2、小组交流。

a、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的?

b、哪个字容易写错?哪个字不容易写好?

3、指导书写，教师范写，注意重点的提示



4、评议学生的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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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作家说：每一个儿童都是一名诗人。

是的，儿童充满了想象力、创造力，他们希望认识社会、改
造自然。在儿童的心灵里，有着赤子般的真情，有着火山喷
发般的力量。虽然他们往往只能“假如”，但是这些“假
如”都是他们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独特认识，是他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假如》一诗，借“马良的神笔”，表达了对小树、小鸟、
残疾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些关爱，显示了儿童一颗博大而
纯真的心。

朗读这首诗，学生可能会产生许多共鸣，也可能会产生许多
新的“假如”，还可能产生写诗的冲动。这都要建立在关爱
之情的培植基础上。我们要通过这篇课文的教学，启发学生
关爱他人，关爱生活，关爱环境。

1．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有关爱他人、关爱环境的愿望。

1．语境认读。

让学生自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读一读。

2．采用多种方式识记字形。如，用换偏旁的方法识记（拉-
泣、摇-遥、澡-操）；用加偏旁的方法识记（寸-寻、良-食、
建-健）。



3．巩固运用所学的生字。

（1）组词运用。粮食、缩小、遥远、善良。

（2）迁移识字。教师为学生提供一段新的文字，让学生从中
找出刚刚学过的生字。

（3）说话应用。将本课所学的生字自编一段话，让学生尝试
运用所学的生字。

4．指导写字。

书写前，可以引导学生观察本课要写的八个字，先找一找容
易写错的字和不容易写好的字，在学生观察发现的基础上进
行写字指导。容易写错的字有：“哭（少点）、食（最后一
点写成捺）、体（少横）”。记忆易错字，可以引导学生编
顺口溜，如，“一只小狗两张嘴（哭）”。比较难写好的字是
“操、场”。“操”字的书写关键是要把右边写好，而写好
右边的关键是把上面品字写好。写“品”时，三个口要小而
扁，要给下面的木字留出位置。“场”字的书写关键是要把
右边的横折折钩写好：横宜短；第二折要与横平行；第三折
要向里收。

教师或学生讲述《神笔马良》的故事。

1．读通课文，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程序：范读：正字正音，让学生体会课文感情基调。

自由读：熟悉课文，要求读正确，读通顺，并读出适当的语
气。

复述：用自己的话来叙述课文的大致内容。

2．朗读指导。



诗歌的朗读讲究节奏、韵律的变化，随着情感的变化起伏，
朗读的语气、语速、轻重、缓急都要有所不同。指导朗读要
注意的是，重在感悟，不要过分强调声音形式和技巧。

这首诗的朗读有两个难点：

一是每段的句式相对一致，朗读时却不能一样，应该有一定
的变化。

二是各段所描绘的对象不同，朗读时应该突出各自不同的形
象。

突破难点的方法，最好是通过老师的范读来感染学生，带动
学生的朗读。重点指导读好下面的句子。

（1）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这句话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四次，可以按下面的提示指导朗读。

读第一次时，起音舒缓一些，停顿长一点，造成一定的悬念。

读第二次时，语速加快，形成一种关注下面事物的急切心情。

读第三次时，重读“马良的神笔”。强调“马良的神笔”，
意思是下面讲的事更重要。

读第四次时，声音由重到轻，语速由快到慢。

（2）“画一个红红的太阳”“画许多好吃的谷粒”“画一双
好腿”。

读这些语句时，感情也不一样。第一个是兴奋，第二个是喜
悦，第三个是沉重。

3．读熟课文，背诵课文。



课文最后一段，没有说为谁画什么，可让学生发挥想象，仿
照课文，说或写一段诗歌，还可以用图画来表现自己想象的
内容。

片断：朗读感悟

（1）指名个别读课文。

（2）重点句段的朗读训练和指导。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这句话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四
次，朗读时怎样处理？

（3）学生再读，教师范读，用多种形式让学生练习读。

（4）读熟课文，背诵课文。

（5）创设情境诵读课文。一是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与课文有
关的画面；二是用声音创造画面形象；三是用笔画出这些画
面。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各组选一名代表参赛，全班同学当
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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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首儿童诗，借助“马良的神笔”表达了对小树、
小鸟和残疾人的关爱，诗的'内容简单，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
儿童一颗博大而又纯真的心。是培养学生关心他人、关爱生
活、爱护环境的好教材。反思这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
两个亮点：

在导入新课时，我先让学生欣赏了《神笔马良》的故事，让
学生对这枝神笔充满遐想。在教学第二小节时，我让孩子们



带上鸟妈妈地和小鸟的头饰，想象假如自己就是小鸟或鸟妈
妈，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这样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在教学第四节时，我抓住那个给人带来无限
遐想的省略号，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假如你有一枝马良的
神笔，你想做什么呢？”没想到此时的课堂沸腾了，小手举
得像一片树林，学生们的回答非常精彩：假如我有一支马良
的神笔，我想在蓝蓝的天空中，再画一个地球，让越来越多
的人住到另一个地球上；假如我有一枝马良的神笔，我想给
没钱上学的小朋友画一座美丽的学校，让他们不用花钱就能
快乐地上学；假如我有一枝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绿色的
家园，没有污染，让我们生活在蓝天白云下，呼吸新鲜空气；
我想为盲人画一双明亮的眼睛，让他们都能看到美丽的世界；
我会给我们的学校画许多绿绿的树，五颜六色的花，使我们
的校园像花园一样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长期这样训练，
学生的想象力，就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学生的写作能力，也
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要老师在教学中，巧用课文的内容，
把握好的时机，提供好的方法，学生的写话水平，在不知不
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教学中，我让孩子自主识字，运用以往学过的识字方法自由
地展示，做到生教生，充分张扬了学生的个性，展示了学生
的能力。这样，孩子们动起来啦，整个课堂活起来啦，孩子
们主动参与，成为学习的主人，在乐中学，在学中乐，从而
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总之，整节课的设计，我注意把学习的自主性交给学生，使
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久地保持，做到乐学，
主动学，学有所得，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发展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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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有关心他人、关爱环境的愿望。

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学生关爱他人、关爱环境；初步认识四
个的特点，学写诗歌。

生字卡片

两课时

一、 导入新课

二、 识字写字

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

2．采用多种方式识记生字。

3．巩固运用所学的生字。

（1）给生字组词

（2）说话应用：用绳子自己编一段话，用上生字。

1．指导写字。

三、 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诗歌的内容。

1．自由读课文

2．教师范读

一、自读课文并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的大致内容。

二、朗读感悟



1．“假如我有一枝马良神笔”在诗中出现几次？

2．每一次出现都是为了画什么？

4．教师范读、学生复读、背诵课文。

2．朗诵比赛

四、 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