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篇一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规范书写。

2.认识“耀、庄、稼、射”这4个生字。

3.观察画面，看清图意，使学生初步了解初冬季节自然界的
一些景物特点，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4.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规范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1.指导学生学会难字：初、茫、塔、厚



2.观察画面，看清图意，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趣，导入新课。

1.请学生听歌曲《四季歌》，边听边记忆：歌中介绍了哪几
个季节？

2.教师出示画面：春夏秋冬，让学生进行初步观察，说说季
节的特点？

3.揭示学习内容：今天老师就要和大家共同欣赏初冬的景色，
板书课题《初冬》。全班齐读课题。

二、学习本课生字和词语：

1.让学生自己读课文，边读边标出生字，画新词。借助汉语
拼音读一读。

2.同桌之间开展相互间的学习：

1）打开课后的生字表，分别读一读，如果读得不正确，进行
纠正，还可以借助工具书查一查，读准字音。

2）两个人读一读画的新词，相互解答不明白的词意，利用工
具书查一查，看看解释。

3）学习完毕，同桌相互评议学习情况

3.教师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读一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2）在读生字的过程中，对读得不准确的地方及时提醒。（最



好让学生发现问题，培养听的能力）

3）看投影，读词语：

初冬田野庄稼耀眼

光芒柿子模糊白茫茫

先让学生自己练习读，再指名读：

4）结合学生遇到的难字说一说记忆字形的方法。（教师板书）

厚：先写“厂”字头，再写里面的两部分，里面是“日”不是
“白”字，最下面是“子”。要写紧凑。

塔：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字旁，右边是“草字头”与一个
“合”，注意与“答”的区分。

茫、芒：这两字的相同点是：两字都是上下结构的字，读音
相同；不同点：“茫”比“芒”多一个三点水旁。注
意“亡”字的笔顺：点，横，竖折。

初：左右结构，左边是衣字旁，右边是个“刀”。

淡：左右结构的字，左边是三点水旁，右边是两个“火”字
在一起，“淡”的反义词是“浓”。

动手书空写一写。（教师让学生进行板演，易错的地方用彩
色笔标出来，提醒其他同学注意）

5）理解词意：（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解，让学生先说
一说意思，相互补充，利用工具书查一查）

三、读课文，看插图，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1.让学生自己练习读课文，要做到正确和流利。

2.同桌之间进行互查。

3.与小组成员一起看插图，说说画面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
而后练习读书。

4.教师检查学生读书情况：

（1）指名读书，大家进行评价。

（2）读完课文后你有什么感受？请大家自由地谈一谈

四、练习：

1.指导学生进行书写：

1）让学生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而后描写。

2）教师让学生进行板演，进行评价。

读一读生字能把生字和音节用线连起来。

五、总结本课学习情况。

六、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提出不懂的问题。

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初步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初冬季节的自然界的一些景物特点,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2.指导学生学习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词句的方法,培养学生理
解词句的能力。

3.指导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能正确,流利,有语气地朗读
课文。

4.继续培养学生参与学习的能力,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词句的方法,培养学生理解词句
的能力.

教学难点:

知道初冬季节的一些景物特点，理解课文中太阳、田野和树
林在雾中、雾后有什么不同。

教具准备：电脑，录像机。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教师先引导学生回忆：一年有几个季节？



师：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走来，万物
发生了变化，欢笑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现在正是深秋时节，
过些日子冬天即将来临，那冬天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叫什么
呢？巧妙的引出课题。

2.教师板书课题《初冬》

二、初读课文，理清文路。

1.学生自己读一遍课文

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指名读生字词：

初冬田野庄稼耀眼

光芒柿子模糊白茫茫

3.配上音乐，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做到：

1）标出自然段序号

2）评价老师朗读情况

三、细读课文，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词句。

（一）第一自然段

1.自读，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2.结合生活实际理解白茫茫。

1）这样大的雾，课文中用什么词语形容？（结合生活实际理
解白茫茫）



2）读白茫茫，要求：慢一些

3）看电脑演示，进行品读。

（二）第二自然段：

1．指名读，数一数有几句话，想一想有什么没读懂的地方？

2．根据学生的问题，指导学生理解词句。

1）隔着我们和田野、树林间的这层纱，指的是什么？

2）结合生活实际理解：模模糊糊

3．思考：这两句话中为什么前一句用“望”，后一句
用“看”？

4．指导朗读，看电脑演示，试着把模模糊糊的感觉读出来。

（三）第三自然段：

1．师生分别读一遍，然后比较读的情况。

2．指名谈体会，理解文章内容，帮助学生体会词语。

3．看电脑演示，体会：发出淡淡的光，然后在感悟的基础上
练习读。

（四）小结：

1．课中练习：让学生口头练习

1）下雾时，远处的塔、小山都（）了。

2）下雾时，近处的田野、树林都（）了。



3）下雾时，太阳像个红球，（）淡淡的光。

进行评价：

1）下雾时，远处的塔、小山都（望不见）了。

2）下雾时，近处的田野、树林都（看不清）了。

3）下雾时，太阳像个红球，（发出）淡淡的光。

2．总结学法：刚才我们在理解词句时，运用了结合生活实际
的方法。在读书读报时遇到读不懂得词句，可以结合生活实
际想一想平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或者做这些事情的情况，
这样就可以读懂了。

（五）第四、第五自然段：

1．观察下雾时和雾散后的两幅图。说说自己的感受。

2．自己读四、五自然段

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1）雾散后，太阳（）光芒来。

2）雾散后，远处的塔、小山都（）了。

3）雾散后，近处的田野、树林也（）了。

3：电脑演示下雾时和雾散后景色的对比，体会后练习朗读。

（六）第六到第八自然段：

1．小组自学。要求：



1）一个同学朗读。

2）其他人结合一段内容谈体会。

3）同学间相互补充。

2．汇报学习成果

3．看录像体会初冬景色的特点。

四、再读课文，总结全文。

1．朗读全文

2．师生共同介绍有关初冬景色的资料

3．总结：在学习这一课的过程中，我们运用结合生活实际的
方法理解了词句；在学习

的同时，同学们不仅读懂了课文，而且领略了初冬的景色，
收获真不少！

五、布置作业

1．根据课文内容自己配乐朗读全文。

2．从课外书中找一找，读一读描写各个季节的景色的文章。

板书设计：

下雾时雾散后

望不见望得见

看不清看得清



发出射出

[教案教学设计]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篇二

(课件出示两张蟋蟀的图片)

师：同学们认识这两个小东西吗?它们叫什么?生：蟋蟀。

师：对，这是它的大名，它的小名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蛐
蛐)

师：蟋蟀这小家伙虽然小，但早已是大名鼎鼎，它的出名不
仅是因为它能唱歌，更是因为他的住宅，今天我们就一起学
习第7课《蟋蟀的住宅》。

板书：蟋蟀的住宅(齐读课题)师：“住宅”一般是指人的住
房，可是蟋蟀是动物，为什么也叫住宅呢?这是因为这篇课文
的特点就在于作者把蟋蟀当作人来写。学习课文的时候同学
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师：下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按要求做：(课件)

(1)、读准字音、记住字形。

(2)、联系上下文解释重点词语。

(3)、思考：蟋蟀的住宅有什么特点?蟋蟀的住宅是怎样建造
的?

2、学生自由读课文，教师巡视。



3、认读本课的生词。

(1)自由读。(2)指名领读。(3)齐读。

4、联系课文，学生理解哪个词就请他说哪个词，老师重点指导
“随遇而安”。

三、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

1、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蟋蟀的住宅有什么
特点呢?(板书：住宅特点)

大家一起看大屏幕，同学们可以从三方面思考。(课件出示)

2、请同学们默读相关课文，画出相关的句子。

3、小组讨论交流蟋蟀住宅特点。学生读课文汇报：(师生归
纳)1学习选址部分。(板书)

师：蟋蟀在为房子选址上与其他昆虫有什么不同呢?谁能读一
读这部分课文?

指名读相关课文。

师：是呀，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蟋蟀不肯随遇而安，那
么“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呢?

生：“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满
足。师：课文的哪些地方表现了蟋蟀“不肯随遇而安”?生：
课文中讲到蟋蟀慎重..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x。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蟋蟀
不肯随遇而安......。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课件)蟋蟀
对住宅的选址是很慎重的，绝不肯随遇而安。



2、学习蟋蟀住宅的外部特点。(板书：外部)

(1)师：下面谁能读一下描写蟋蟀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呢?指
名读课文。

(2)师生归纳特点：向阳、隐蔽、干燥、有门、有平台。(课
件)

3、学习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板书：内部)

(1)师：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呢?谁来读一读相关的句子?指名
读相关的句子。

(2)师生归纳特点：光滑、平整、简朴、清洁、卫生。(课件)

4、重点句子理解。

师：我们已经了解了蟋蟀住宅的特点，现在我们一起来体会
这部分中的两个重点句。

(1)课件出示句子：“当四周很安静是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
上弹琴。”修辞手法是什么?这样写得好处。

(那是因为蟋蟀的整个身体都是那么的柔弱，施工的工具又仅
仅是它那细弱的前足和后腿，把这些再与它的住宅相比较，
就不能不说蟋蟀的住宅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了。

师：从这个句子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蟋蟀那种吃苦耐劳的精
神。

师：是呀，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蟋蟀不肯随遇而安，那
么“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呢?

生：“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满
足。师：课文的哪些地方表现了蟋蟀“不肯随遇而安”?生：



课文中讲到蟋蟀慎重..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x。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蟋蟀
不肯随遇而安......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课件)蟋蟀对
住宅的选址是很慎重的，绝不肯随遇而安。

2、学习蟋蟀住宅的外部特点。(板书：外部)

(1)师：下面谁能读一下描写蟋蟀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呢?指
名读课文。

(2)师生归纳特点：向阳、隐蔽、干燥、有门、有平台。(课
件)

3、学习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板书：内部)

(1)师：蟋蟀住宅的内部特点呢?谁来读一读相关的句子?指名
读相关的句子。

(2)师生归纳特点：光滑、平整、简朴、清洁、卫生。(课
件)4、重点句子理解。

师：我们已经了解了蟋蟀住宅的特点，现在我们一起来体会
这部分中的两个重点句

(1)课件出示句子：“当四周很安静是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
上弹琴。”修辞手法是什么?这样写得好处。

(那是因为蟋蟀的整个身体都是那么的柔弱，施工的工具又仅
仅是它那细弱的前足和后腿，把这些再与它的住宅相比较，
就不能不说蟋蟀的住宅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了。

师：从这个句子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蟋蟀那种吃苦耐劳的精
神。



四、了解蟋蟀是怎样建房的。

师：蟋蟀住宅的特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伟大的工程
是怎样建造的呢?(板书：建造过程)

请学生快速默读课文并小组交流。(小组交流后，师生归
纳。)

师：首先想一想：蟋蟀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建造住宅的呢?谁来
说说。(板书：时间)

生：“蟋蟀盖房子大多是x，秋天初寒的时候”。

师：对，这就是蟋蟀盖房子的时间。(课件出示)

师：同学们读完课文后，大家觉得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辛苦
吗?(辛苦)下面请同学们小声读课文第8自然段，找出写蟋蟀
盖房子动作的句子，并划出动词，我们从动作中体会蟋蟀盖
房子的艰难与辛苦。(板书：动作)

学生归纳后汇报。

师：蟋蟀的住宅建好了，可是它好像并没有满足，它还要做
什么?

生：整修。

师：对，整修。(板书：整修)那么蟋蟀是怎样整修的呢?谁来
读一读描写蟋蟀整修住宅的句子。

师生归纳：长时间，加深加固(课件出示)

生回答：(勤劳，持之以恒，认真工作、不辞劳苦的精神)

(师板书：勤劳、持之以恒)



师：下面我们就再次朗读描写蟋蟀建造房子的动作，以及它
整修住宅的过程，体会蟋蟀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精神，体
会作者对这种精神的敬佩赞扬的思想感情。

五、小结：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蟋蟀的住宅

住宅特点：选址外部内部

建造过程：时间建造整修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篇三

1．学会9个生字，能正确读写14个词语。

2．认真观察图画，理解句子的意思，能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学习怎样读好较长的句子。

3．能理解“也”，并能正确运用“也”字说句子。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春天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你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
发生了什么变化？学生自由说，这节课老师带同学们到大自
然去看一看。

二、学生看图

出示幻灯片，启发、引导（果树开花图）

1．同学们请看图，仔细观察，图上画的是什么？



2．观察后学生说出，同时教师分别在图下出示“桃花、梨花、
苹果花、杏花”的音节及生词，并齐读。

3．这是发生在什么季节的什么事？这些花是什么颜色？状态
怎样？像什么？

（桃花、梨花、苹果花、杏花春天开放，粉红的桃花、雪白
的梨花、苹果花，非常鲜艳、美丽，像花园）

4．（出示果树结果图），你看到了什么？出示音节及
词：“杏子、桃子、梨、苹果”学生认读。

5．桃子、杏子、梨、苹果什么季节成熟？长得什么样？你感
受到了什么？

三、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自读课文，划出自然段和生字词，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说说自己是怎样记住它的。

2．指名读生词和课文，边读边学习生字新词。

3．重点指导

（1）认识“讠”“禾”这两个偏旁。

（2）“桃”的右半部笔顺是：

“许”右半部是“午”不是“牛”

“成”的笔顺是： ，它是翘舌音。

（3）指导书写，认清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指名读生字、词。（看图）

2．学生读课文。

二、看图学词学句

1．课文有几个自然段？课文中是怎样描绘这两幅图的？指名
朗读。

2．读第一段，你知道了什么？“许多”是什么意思？“许
多”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结合投影，理解“许多”）

3．读第二段，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说我们村成了花
园？（结合图画）

练习用“也”说话。

（春天果树开满了花，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苹果花，
真美丽，我们村像个大花园。）

4．有感情地读第二段，指导学生用赞美的语气读，读后学生
看图说说意思。

5．读第三段，用自己的话说说这段的意思。

（到了秋天，果树结满了果子，果子熟了，有又红又大的桃
子，黄澄澄的梨子、杏，红通通的苹果，我们村成了果园）
指导学生用喜悦的心请读。

6．学了这篇短文，你知道了什么？

（果树春天开花，秋天结果。）



三、总结

进行思想教育

春天非常美丽，花开了，草绿了，我们要用双手把祖国打扮
得更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四、布置作业

1．第1课时后完成1题、2题。

2．第2课时教学中读3题，先读，再练习说。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篇四

1．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学会本课11个生字，认识5个生字。能
正确读写要求学会的词语。正确流利地朗读短文。

2．了解这几种动物的特点及分类。

3．在学习的过程中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与人合作的精神的
培养：

4．培养学生识字的兴趣，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用音形义的特点科学地识记生字。

多媒体计算机、教学课件、动物资料、动物图片、字卡等。

一、出示图片，激发学习兴趣。

1.将许多有趣的动物图片发给学生，学生在小组内合作认识
小动物。

2．将图片翻过来，学生合作试着认认后面的动物的名字。



3.生读自己已会的词语，鼓励学生做个有心人，多认字。

4．揭示课题，交待任务。

教学实录：

师：很高兴认识在座的小朋友，今天，邹老师要和大家共同
来上一节语文课，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更希望你们在这节
课中学得轻松愉快！

师：看到小朋友们一个个这样精神，老师好喜欢你们，我这
有许多有趣的动物图片奖励给你们看看，高兴吗？以小组为
单位，由小组长带领，共同来看，好吗？（学生合作看图片）

师：多有趣的小动物呀！下面请你们把图片翻过来，后面写
的就是这种动物的名字，你们试着认认这些字，看看哪些字
不用老师教，不用拼音你就认识。哪些字不认识，你们在小
组内交流一下，可以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试着认认这些字，
好，开始。（小组内试着认生字）

师：老师发现咱班有的小朋友真棒，认识那么多字，有的小
朋友还特别聪明，没有老师讲，通过和小朋友流就自己会了
好几个字。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们了。这样，谁勇敢地站
起来，把你认识的字读一读。

生：我认识黄鹂。

生：我认识“狗”字……

师：你们认了这么多字，能不能说说你是用什么办法认识的。

生：因为我属狗，所以认识狗字。

生：我是看书认识这些字的……



师：你们都很善于学习，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识字的场所比
如书上、牌扁、广告、小朋友的名字等，只要你做个有的人，
就会在不经意间认识很多字。就像刚才那几位小朋友那样，
自己认那么多字，多棒呀！这节课我们就再来学习几个非常
有趣的字，来学习识字学词学句二中的第一课，好，快快打
开书，看看，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有哪些。

二、自读小短文，画出生字词。

1．打开书，从卡片中找出本课要学的几种动物，小组合作将
动物分类。并说说分的理由。

2.看看书上的图，知道书上是怎么写的。再读读本课的小短
文，把本课要学的生字用不同的符号画下来。

3．小组合作认读生字，合作读一读小短文。

4．检测学生阅读短文情况，是否读准生字词的音，并在读文
时学习本课的生字词。

教学实录：

生：今天我们要认识9个小动物，学习十一个生字。

师：书上的那九个小动物就是老师刚刚发给你们图片上的动
物，请你们根据小动物的不同特点，在小组内试试给他们分
分类，开始。（学生合作在小组内给动物分类）

师：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生：我们组分成了三类，一类是鸟类，一类是虫类，一类是
家畜类。

生：我们组是按腿分的，第一行是两条腿的，第二行是多条
腿的，第三行是四条腿的。



师：你们分的都有道理，打开书，我们看看书上是怎么分的。
（打开书）

生：想

师：那你们在读儿歌时遇到不会的字和词该怎么办？

生：可以借助拼音。

生：可以问问同学和老师。

师：那好，请你拿出笔，一边读儿歌，一边把不大会的字画
出来，在小组内合作认认生字，合作读儿歌，开始。要认真
准备，一会老师可要检测你们学习的情况。（生合作读儿歌
画生字学习）

师：你们学得非常认真，好，谁愿意站起来读这段儿歌。
（出示第一段儿歌）生读

师：这段儿歌里有几个生字呢？谁说说。

生：有鹊、杜鹃、鹂。

师：读准了这些字的字音，我们再来读一读儿歌。（生读）

师：点击“搭窝”，注意这个词要读准。现读一遍。

师：点“飞翔”，什么是飞翔呀？你能不能做这个动作。
（生做动作）

师：好，谁能加小动作和表情来读读这段话，表示你对这段
话的理解。（找一名学生来读）

师：‘好，第二段，你们再来读一读，再看看生字。



师：我们来读一读本课的生字，注意这个字念“蝉”不
是“蚕”，如果你读成了平知音，别人肯定会把字误认为另
外一种小动物，瞧瞧，老师手里就拿了一个蚕蛹，那蝉是一
种什么样的动物呢？谁知道，可以说一说，老师这有一段关
于蝉生长过程的小资料片，你们想看看吗？（播放录相）

生：我见过……

师：其实有很多人讨厌蜘蛛，因为它长的很丑，但蜘蛛默默
地为人类做了许多贡献，其实蜘蛛不是昆虫，但只要有昆虫
的地方，就会有蜘蛛，它控制着昆虫的数量，想一想，如果
世界上没有蜘蛛，昆虫的数量不知要多多少倍。了解了这些，
你自己再读一读儿歌，一齐大声有感情地读。

师：那第三小段，你们就自己读一读。巴，读的时候注意把
生字读准了，还可以加上动作来读。

师：好，这回谁能完整地把儿歌给大家读一读。

三、观察生字，发现规律。

1．在欢乐的音乐中做找朋友的游戏，小组合作将词语放在相
应的动物图片下面

3．计算机多媒体演示三个形旁“乌”“虫”“犬”的演变过
程，了解造字的规律，知道鸟旁的字一般与鸟有关，虫旁的
字一般与虫有关，犬旁的字一般与兽有关。激发兴趣，进一
步了解形旁表义的功能。

教学实录：

师：你们读得真好，下面我们轻松的活动一下好不好？要求
把问题卡片放在相应的图片下面。读一读。



师：我们把儿歌读全了，又读准了生字、词的字音，这回该
干什么了？

师：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本课的生字词，你发现了什么？

师：好，我们再看一看，老师再给你看一样东西，请你注意
看一看，想一想。

师：这回谁再能说说这些字的规律。

四、利用规律，合作认识生字。

1．演示“鹂”字的课件，告诉学生像这样的字，一部分表音，
一部分表意的字是形声字，利用形声字的特点进行识字也是
一种非常好的识字方法。

2．其实同学们已经学过许多的形声字，你们看看今天学的生
字中还有哪个字也是形声字？学生说哪个。教师就引导学生
学习哪个生字。

3.告诉学生今天要学的生字都是形声字，大家可以用这种方
法来识记本课的生字。也可以采用你喜欢的学习方法来识记。

4.生生合作运用多种识字方法来学习其它生字。

5.学生汇报学习情况。

6.检测学生学习情况。

7.指导书写其中两个字。

教学实录：

师：好，我们再看一看，老师再给你看一样东西，请你注意
看一看，想一想。



师：这回谁再能说说这些字的规律。

师：好，现在老师给你们看一个字，鹏，你看到了什么？

生：妈

师：对了，你们再看看今天要学的字还有哪个是形声字。

生：晴

师：好，你们来看看这个字，演示…老师告诉你们利用形声
字的特点来识字也是一种很好的识字方法，希望今后大家识
字时多多用用这种方法。老师告诉你们剩下的这些字都是形
声字，下面你们根据形声字的特点合作来认认这些字，可以
组组词、连造句、看看图片，看谁学得认真，记得牢。开始。

师：你们学得真好，老师考考你们。

师：我们写一写今天学的字好吗？你们觉得哪个字最难写，
哪个字最难写就写一写哪个字。

二年级单元作业设计语文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查阅资料：

收集整理郑和航海资料，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揭题导入

郑和，明朝宦官。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阳洲人。
祖与父都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
解。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任内官监太监。



14率舰队通使“西洋”(当时称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为
西洋。)两年而返。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600多年前郑和远航的一幕。板书：郑和远
航

二、检查自学效果。

1.认读生字：监炫载(读四声)缰(与“疆僵”区别)

2.出示词语：派遣宏大炫耀威胁呼啸咆哮袭击

名扬海外镇定自若化险为夷严阵以待

自读，指名读;借助工具书理解意思;任选一个或几个造句;齐
读词语。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教师相机指导，正音。

4.讨论分段。

5.同座位互读全文。

三、学习课文

1.出示自学提示

默读课文，思考：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的首次壮
举，作者是从哪几方面向我们进行介绍的?边读边作简要的批
注，记下自己的心得和不懂的问题。

生读画后自主交流，师巡视点拨，首次：第一次壮
举：“壮”在哪里?

2.谁能概括的说一说?从哪几方面看出是“壮举”?指名回答。



学生结合1—6自然段的内容谈理解。

(郑和首航比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了100多年，其
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
的顶峰。)

每艘宝船长150米，宽60米，有10多层楼房那么高。每条船上
有9根桅杆和12面风帆，可以乘坐1000多人，需有二三百人驾
驶。

船上配备着航海罗盘等当时最先进的仪器。紧挨着宝船的还
有许多战船、粮船和水船。

……

3.为什么要有这个“壮举”?(即为什么要远航?)郑和远航有
什么意义?

自由读课文，想一想，画一画。指名回答。

你对郑和远航怎样认识?

引导学生这样回答：我认为郑和远航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
这可以从6自然段看出“郑和率领船队出洋7次，前后一共到
过30多个国家……”

师在学生回答时，随机出示补充文字资料。(西方学者称：只
有举世无双的特混舰队才能远航非洲;郑和舰队——集先进科
技之大成;郑和舰队军事建制整军行动优于商船;舰队规模庞
大帅舰甲板有足球场大;当代10大航海科技郑和舰队拥有2项;
《郑和航海图》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哥伦布、麦哲伦只有几
条船、百十名水手百年后海上列强打破郑和神话等等。)

四、回顾全文



1.郑和率领船队出洋7次，为什么略写其余六次的远航?这样
写有什么好处?

2.为什么直到现在，有关国家还流传着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
事?

3.郑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扬帆起航”，途中和各国友
人“友好交流”、一次又一次“战胜凶险”，真是令人回味
无穷。今天，我们读到这几百年前激动人心的一幕幕，由衷
地为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民的开拓、探索精神而感到
自豪。

五、作业

感情朗读课文;查阅郑和远航相关资料;了解祖国航海事业的
发展情况。

五年级语文上册第八单元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