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 二年级比本
领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篇一

这节课上下来，我总感觉意犹未尽，相信同学们也会有同样
的感觉。每个天真的孩子都喜欢故事，所以我就把他们带进
童话世界。再加上画简笔画是我的强项，看着老师笔下生动
的小动物跃上黑板，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
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同学们当小老师讲重点生字是我非
常满意的地方，因为他们“讲起课来”游刃有余，我们平时
的'功夫没有白费。

在学习课文时，我采用起因――过程――结局的故事结构来
展开教学，课堂上更加有了活力，学习主动，思维活跃，朗
读热情特别高，真是其乐融融。在学习“得意洋洋”和“垂
头丧气”时，同学们那一喜一悲的反差表演，那么逼真，那
么生动。当然，最让我得意的还是同学们提出的那个“大象
伯伯不比本领”的问题，这么好的学生是我的骄傲，每节课
我都喜欢让同学们提问题，因为他们的精彩表现让大家快乐，
也让我这个老师快乐无比。

在最后部分，我原本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同学们对梅花鹿和
金丝猴说些什么?可是一方面时间已经有些来不及了，更重要
的是同学们既然都说得这么好了，完全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
所以干脆去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同学们读书。



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篇二

谁的本领大》讲的是风和太阳开始都认为自己的本领最大，
两次比本领后双方悟出了道理。课文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语言亲切、活泼，富有童趣。课文注意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
有自己本领和长处，一定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和看待别人。

本课是一篇故事，很适合二年级学生学习，很容易拉近师生
的距离。在教学中，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根据课文
的特点，充分利用文中的插图，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理解课
文内容。例如：在教学太阳说：“风先生，你还敢同我比本
领吗？”时，充分利用图片，引导学生模仿太阳的自以为是、
骄傲，学生的模仿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还加上了一些动作，
很快学生就领悟了其中的意思。在教学中，我还通过形象地
动画，让学生进入情境，更形象，更生动地诠释了两次比赛，
高度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太阳和风各自
的本领。这篇故事主要以太阳和风的对话为主线，因此在引
导学生学会分角色朗读课文时，我放手让孩子们充分地读，
领会太阳和风说话时的语气、神态，然后激励孩子们加上动
作，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将它作为课本剧排一排，演一演，
比一比。学生们最喜欢比赛了，而且本篇课文的内容也是比
一比，因此学生朗读得很有激情，表演也很投入、卖力，也
演得很出色。

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篇三

在学习《比本领》这一课时，在初读了课文后，我说：“同
学们，你们现在有什麽问题想提出来，可以和老师说一说。
我们试着来解决一下。”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个学生举起了
小手，我心理暗自高兴，“不错吗，我班学生能在初读课文
后就能提出问题，看来预习到位。”于是我就叫起来一个。
他说：“老师，梅花鹿为什么跑得快，而猴子跑得慢呢?”这
个问题一说出来，我很吃惊，学生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难道这样的话还叫问题，给人的感觉是在和人较劲。但转念



又一想，不能打消了学生提问题的积极性，于是我说：“这
是和它的生理有关，是天生的。”这样这个问题就算是这样
应付过去了。下课后，我认真地思考了，认为对于学生的提
问，作为教师的我应该有效的指导，这样才不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在语文教学中先让学生认真读书，在读不懂的时候再问，这
就避免了问题的盲目性。而且有问题了先在小组内讨论，这
样浅显的问题在小组内就解决了，减少了无用的消耗，同时
优化了问题，使问题更有价值。在小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让学生提出，鼓励不同的见解。

总之，课堂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但要有方式方法，
让学生紧扣所学课文提出相应的问题，达到良好的学习目的。

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篇四

《谁的本领大》是小学一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口语交际。进
行完本次训练后，我发现有得有失。现反思如下：

一、回答问题热情高。

1、“同学们，动物王国准备召开一次比本领大会，你们想一
想有哪些动物会参加这次比赛？”

2、“你们想一想自己喜欢那种动物？”同学们对这次口语交
际很感兴趣，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性子急的就喊了起来。

二、小组讨论热火朝天（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
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

“你喜欢的动物有什么本领？怎样去和别的动物相比呢？在
小组内交流。”我的话一说完，孩子们就进入了热烈的讨论
状态。



三、学生们表演欲望强

“这些动物是怎样比本领的呢？大家想到讲台上演一演当时
的情景吗？”这时，如林的小手举了起来。

就这样，口语交际在学生们兴致勃勃的表演中结束了。可在
同学们的写话作业交上来时，我发现了问题，下面是两个孩
子的作业。

学生甲：我喜欢暴龙，因为的本领大，它能迎着风追赶草原
上那些可怜的动物，把它们当成自己的点心。

学生乙：老虎的本领大，它是森林之王，别的动物都怕它，
它能吃小羊、小鹿，小兔等。

看着这样的作业，我陷入了沉思：这两个孩子这么崇尚暴力，
怪不得平时那么爱欺负人。也怪我当时没及时指导，我记得
课堂上有学生说过类似的话，我光顾着保护孩子们说话和表
演的积极性了，忽视了对孩子们的是非教育。

水的本领大社会教案篇五

《谁的本领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为了达到教学大纲的要
求：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2、学习用普通话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阅读6、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
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并乐于与人交流。教学时我采用了“想一想”、“说一说”、
“读一读”的方法来完成这些目标。

“想一想”：每次比赛前，让学生想想风和太阳有什么心理
活动，这实际上为学生感情朗读作铺垫。比如，在风和太阳
第一次比本领时，为了体会它们的骄傲、自信，我设计了这



样的句式：要比这个，那可是我的________，我只
要_____________，这小孩还不________________。通过训练，
帮助孩子准确地把握情感，这样再指导学生朗读时就不用花
大力气了，也就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说一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发展的主体，教师应注重
学生的参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让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中积
极主动“说”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一种方式。我
在课堂上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畅所欲言的热烈氛围，激发学
生的表现欲，提高学生“说话”的积极性。在一开课的时候，
把课文的主要内容变为填空题，在学生自由朗读的基础上，
通过完成练习，理解课文。结束课时，在学生懂得道理的基
础上，进行拓展训练，让学生演演两次比赛结束之后，太阳
和风先生会说些什么，使文章的中心得到升华。

“读一读”：想完了，说完了，那么就要通过读来引导学生
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在上面的基础上，孩子朗读到位了，
道理自然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