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 二年级活动课教案
(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篇一

1、能从颜色、样子两个方面来观察菊花，能根据自己观察到
的想象到的说一段通顺的话。

2、能将自己说的话写下来变成一段通顺的文字，标点运用准
确。

3、能恰当的运用打比方和成语。

4、能恰当的用上“??有??有??还有??真是??”，“??有的??
有的??还有??”，“??就像??又像??”等句型。

指导学生能按从颜色、样子两个方面来观察菊花，能根据自
己观察到的，想象到的说一段通顺的话，并能写下来，正确
运用标点符号。

在短文中能恰当的用上“??有??有??还有??真是??”，“??
有的??有的??还有??”，“??就像??又像??”等句型，同时
还能适当的用上打比方。

学生回答

学生回答



3、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播放秋天的花朵。

你觉得秋天的花朵怎么样？学生回答

出示相应的句子：秋天的花朵！

（一）观察菊花的颜色美。

1、你们觉得秋姑娘把哪种花变的最美？最想去看一看！板
书“菊花”好！就让我们走进菊花，说说菊花。

播放菊花的图片。

看了菊花，你有什么想说的？能说的具体些吗？（颜色）

2、出示句子：菊花有有有，真是。

根据观察，学生说说菊花的颜色。

3、用一个成语来概括所有的颜色？（五颜六色、五彩缤纷）

把成语用进句子里，再说一说菊花的颜色。

4、小结：

这红的、黄的、五彩缤纷，五颜六色都是菊花的？板书“颜
色”

菊花的颜色可真多、真美啊！

（二）观察菊花的样子美。

过渡：除了颜色还有什么也让你觉得菊花很美？板书“样
子”



1、观察礼花菊

（1）仔细观察一下这几朵，你觉得像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2）你们说的都很像，老师这儿也找到了一幅图，你们看像
不像？出示礼花图

出示句子：菊花像。

学生根据观察与自己的想象说一说。

（3）谁能说的更生动更好？

出示句子：（）的菊花像（）的礼花。

（4）这几朵菊花就像礼花，所以啊人们称它为礼花菊。点击
名字

2、逐幅出示蜂窝菊、火焰菊、瀑布菊、千手菊的图片，让学
生展开想象，说一说这些菊花像什么，试着猜一猜菊花的名
字。遇到学生想象困难的地方教师可以先出示菊花的名称，
给学生的想象架设一座桥梁。

3、根据观察，说说菊花的样子。

（1）菊花的种类可真多啊，各不相同：有的像？有的像？还
有的像？

出示句子：菊花有的像，有的像，还有的像，真是。

学生根据句子练习说话。

（2）你们也能用一个成语把菊花的样子都概括出来吗？



老师送给你们一个成语叫：千姿百态齐读

把成语用到句子里，再说一说菊花的样子。

（三）总结菊花的美

1、刚才，我们一起观察、欣赏了菊花，你们还记得是从哪两
个方面来观察的吗？（颜色、样子）

2、你们能根据刚才所观察到的，从这两个方面来完整的说一
说菊花吗？

学生说菊花。

通过对菊花的颜色、样子的仔细观察，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
菊花的美。

1、说一说

出示句子：秋天到了，菊花盛开了，有有有，真是。走进看
一看，菊花有的像，有的像，还有的像，真是。

学生自由练习并指名回答。

2、补一补

你们觉得秋天的花朵怎么样？谁来补上这句话。

出示最后一句：秋天的花朵。

指名再说一说。

3、写一写

小朋友们，秋天的花朵是那么美，让我们把它们记下来，好



吗？

打开本子，写一写：秋天的花朵。不会的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注意格式正确。

学生写。

请学生交流。

小朋友，秋天不仅花朵美，叶子也很美，请小朋友利用课余
的时间，在校园

菊花颜色五颜六色五彩缤纷

样子千姿百态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篇二

播放《春节序曲》，学生听音乐拍手进教室。让学生感受春
节的气氛，以谈话的方式导入新课。

1、播放歌曲《冬天的请帖》，让学生感受歌曲的意境和情绪。
学生仔细聆听歌曲并结合感受说说歌曲意境和情绪。

2、再次播放歌曲《冬天的请帖》。

学生说说歌曲的强弱规律，并用身势节奏为歌曲伴奏。

3、第三次播放歌曲《冬天的请帖》。学生轻声跟唱歌曲。

1、播放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中包含独唱、独奏、表演唱、
小组唱、合唱、合奏等多种表演形式。）介绍节目的表演者。
学生欣赏音乐会，回答节目的表演形式。

2、出示“比一比谁的歌儿多”字样及拉歌规则。



学生分组讨论哪些歌曲或曲目适合在“新年音乐会”上表演，
选出拉歌带头人。

3、分组拉歌。

4、出示“我的金点子”。在黑板上写出“××中队新年音乐
会节目单”，记录学生最喜欢的节目。

5、介绍歌曲《祖国歌》，选定“新年音乐会”压轴节目为
《祖国歌》，展示歌单。

6、各小组展示自学歌曲的情况，分组接龙演唱《祖国歌》。

7、随琴轻声齐唱《祖国歌》。

8、组织《祖国歌》的排练活动。学生讨论并排练歌曲的其它
演唱形式。

9、请同学们选出“小导演”，负责正式节目单上各节目的排
练。（学生自由组合并推(转载于选“小导演”负责组织排练
工作。共同商讨填写节目策划单并排练节目。）

1、请同学们推选“新年音乐会”主持人。

2、指导主持人做好相应的准备，为需要伴奏的节目伴奏。

3、将各组的节目策划单贴在黑板上，分组表演节目。学生自
评、互评与师评。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篇三

1．通过询问家长、阅读课外书、去图书馆、上网等形式收集
有关邮票的资料，进一步了解邮票的知识。在活动中，进一
步懂得做个有心人，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发现，去创造的



道理。

2．在交流展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同学之间合作学习的能力，充分体验到在实践中学习语文的
乐趣。

教师：启发引导学生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多方面收集查找资
料。搜集相关资料。

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多方面收集邮票、集邮册，
查找相关资料。

一、“我会问”

1．学习了《邮票齿孔的故事》后，你知道了什么？

2．请看课后“我知道”。自己读读这些资料，说说你又知道
了什么？（学生朗读课后提供的两篇资料，说说自己的认识。
）

3．你还知道哪些邮票的`知识？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学生相互交流自己所知道的邮票知识。）

4．除此之外，你还想知道什么？

（学生自由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疑问。如：第一枚邮票是什么
样子？邮票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邮票有哪些种类？邮票是
怎样设计出来的？）

5．同学们真是善于思考、会学习的好孩子。这些疑问你找到
答案了吗？你是用什么好办法解决的？（学生谈自己的做法。
如：查阅课外书、询问家长、查找、整理有关资料、上网
等）。



二、“我的发现”——小组合作，展示、汇报自己的成果

1．“我说邮票”。

你家里有集邮的吗？

（4）看看你的邮票反映的内容是哪一类的？有关的同学可以
自由组合在一起，互相介绍（学生根据邮票的不同内容重新
组合，建立新的小组合作交流）。补充介绍资料一：邮票的
种类——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航空邮票等。

（5）分类请学生展示自己的邮票并介绍。

介绍完自己的邮票和知道的情况，小伙伴提问，再—一解答；
还可以再介绍小伙伴没问到而自己认为有必要讲的情况。

教师用实物投影仪展示邮票。

2．“我知道得更多”展示台。

这么有趣的邮票蕴含着很多知识，现在交流自己收集的资料，
自由汇报自己了解的邮票知识。

（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上台展示自己的资料，并介绍自
己了解的邮票知识。）

教师适时利用实物展台展示学生收集到的资料。

教师根据学生收集的资料可适时再补充提供资料，例如，资
料二：有趣的邮票——木质邮票、丝绸邮票、唱片邮票、发
光邮票、电子邮票等。

三、我会做——“我是小小邮票设计师”

2．设计邮票，请小伙伴提出建议。



3．展示学生作品。我们还可以将优秀作品提供给邮政局。

四、“我会办”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学到了很多的邮票知识。大家一起
举办一次邮票专题知识展览。

附：教学用资料

资料一：邮票的种类（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航
空邮票）略。

资料二：有趣的邮票（木质邮票、丝绸邮票、唱作邮票、发
光邮票、电子邮票）略。

资料三：癸未年特种邮票。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篇四

1．在想想、讲讲、看看、做做的基础上，幼儿初步了解树和
人的关系。

2．增强幼儿的环保意识。

1．树和人呼吸循环图。

2．六张背景图。

3．轻音乐磁带。

一．以美的语言引出主题，引起兴趣。（配乐）

评析：活动一开始就以配乐的优美故事引出主题，引起幼儿
浓厚的兴趣，为接下来



二．引导幼儿根据生活经验说说动物们离开森林的原因。

1．为什么动物都要搬家呢？

三．看看、讲讲树和人的关系。

1．讲讲树和人的关系。

（1）提问：树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用
树来干什么呢？

（2）幼儿讨论。

（3）交流。

2．重点了解树和人的呼吸循环图。

（出示教具图）

（1）提问：大树和人在干什么？它们吹得是什么气？

（2）小结：原来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正好被大树吸进去了，
而大树呼出的氧气被我们吸进去了，空气中的氧气越多，空
气就越新鲜。

（3）幼儿亲身体验：老师做大树，小朋友做人游戏。

四．保护大森林。

1．提问：如何保护我们的大森林？

2．植树。我们一起为大森林种上好多的树，让小动物都回到
大森林里，好吗？

（幼儿分组绘画）



二年级综合活动课教案篇五

1、通过送礼物等游戏的方式，认识大小标记及其特征。

2、学习用目测的方法比较物体大小。

3、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1、大、小标记图片、大小娃娃各一

2、各类大小不同的物品：幼儿人手一份、教师处若干

3、一把大椅子和一把小椅子、大小娃娃家

1、导入。“今天，老师和小朋友玩个游戏。我说‘请起立’，
你就说‘我起立’；我说‘请坐下’，你就说‘我坐下’，
试试看好吗？”

2、“今天，有两位客人和我们一块儿做游戏。”

1出示大娃娃。“这是大大，我们拍拍大大，对它说句话好
吗？”（大大你好！大大我喜欢你！大大欢迎你！）“请起
立”“我们一起说‘大大力气大、大大是个大胖子、大大要
吃大蛋糕’…”（加上动作）

2出示小娃娃。“这是小小，我们也和小小打个招呼好吗？”
（小小你好！小小我请你喝水！小小我跟你玩！）“请起
立”“我们一起说‘小小力气小、小小不锻炼、小小吃小面
包’…”

3、游戏：给大大、小小坐椅子。

“这儿有两把椅子，看看它们一样吗？”（不一样。一把大、
一把小）“我请大大和小小坐椅子，谁来帮助它们？”



小结：大大坐大椅子，小小坐小椅子。

4、幼儿送礼物

要求：幼儿能在目测比较出礼物的大小后，将对应的送给客
人，并能讲一句话。

（1）教师提供，个别幼儿进行。

1相同的两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相同的三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3从许多同类的东西中（每类3---4个）找出大小不同两件东
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每个幼儿将自己小篮里的礼物送给大大和小小。

（3）将大大小小送回相应的家，幼儿在娃娃家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