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 二
年级语文第六单元教学计划(大全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篇一

一、备课时间： 年 月 日

二、教学内容：六年级语文上册第八单元：艺术的魅力

三、单元知识结构：

本组教材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为专题组合课文的。选编
本组教材的意图，一是欣赏音乐、绘画、戏剧等各种艺术形
式的美，受到梅的熏陶，培养热爱艺术的情操；二是学习作
者是怎样在叙事是展开联想和想象的，是怎样把眼前看到的
内心的形象自然融合在一起，学习作者表达感受的方法；三
是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四是从实际
出发，根据各自条件，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尽可能多的了解
各种艺术。本组教学伊始，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这方面的文
章和书籍，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和实际。

四、教学目标：

1、学会8个生字和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学习作者表达感受的方法。

3、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语言，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



4、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尽可能多的了解各种艺术。

5、阅读学生搜集并能整理相关的资料，并能对所学的资料进
行整理。

6、阅读学生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及方法。

五、教学重难点：

1、引导学生体会课文表达的情感及方法。

2、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热爱艺术的情操。

六、课时划分：

本组教材计划用10课时安排教学。其中，精读课文4课时，略
读课文2课时，“口语交际·习作八”3课时，“回顾·拓
展”1课时。

25.《伯牙绝弦》„„„„2课时 26.《月光曲》„„„„2课时

27*.《蒙娜丽莎之约》„„„„1课时 28*.《我的舞台》„„„„„„1
课时

《口语交际·习作八；回顾·拓展八》„„„4课时

七、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要引导学生通过网络、影视、报刊等资源搜集有关资料，
留心观察身边的艺术。

2、注意了解学生学习某种艺术过程中的真切感受，在课文教
学中做相应安排。

3、要注意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使本组教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

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篇二

1、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适时采用xxx四人小
组xxx合作学习的形式。

2、继续复习巩固汉语拼音。

3、引导学生借助拼音和字典学习生字，发现生字与熟字的联
系，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偏旁部件字形，并创设多种情境复
习巩固生字。

4、阅读教学中给学生比较充分的读书，交流阅读感受的时间，
重视朗读指导，读中悟，读中积累并学会运用鼓励学生互相
释疑，培养，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口语交际教学要提前做好准备，教学时重视创设情境，激
发兴趣和点拨引导，放手让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6、充分利用教材，展开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将游戏唱
歌，猜谜语，表演等引入课堂，也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在
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篇三

(一)汉语拼音继续复习巩固汉语拼音，能借助汉语拼音识字
正音，阅读。

识字与写字

1、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2、认识常用汉字xx个，会写xx个。要求认识的字能读准字音，



结合词句了解意思，不作字型分析，不要求书写;要求会写的
字要能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意思，正确书写，练习在
口头和书面表达中运用。

3、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
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4、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
整洁。

5、会使用音序能用音序和部首检字法，学习独立识字。

(二)阅读

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指定的课文和自己喜欢的课文片段。
学习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

2、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
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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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像，获得初步的情
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5、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号。在阅读中，体会句号、
问号、感叹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6、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3
万字。

7、喜爱图书，爱护图书。



(三)写话

1、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像中的事物，写出
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

2、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

3、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四)口语交际

1、学讲普通话，逐步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

2、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努力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

3、听故事、看音像作品，能复述大意和精彩情节。

4、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

5、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

6、有表达的自信心。积极参加讨论，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表的
意见。

(五)综合性学习

1、对周围事物有好奇心，能就感兴趣的内容提出问题，结合
课外阅读，共同讨论。

2、结合语文学习，观察大自然，用口头或图文等方式表达自
己的观察所得。

3、热心参加校园、社区活动。结合活动，用口头或图文等方
式表达自己的见闻和想法。



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篇四

一、教材内容：

本单元是继本册教材“心中有祖国”、“人间真情”、“奋
斗与生存”、“民俗民风”、“景物聚集”之后的又一组很
具感染力、可为学生楷模、以介绍“名人风采”为主题的课
文。本单元共安排了《给家乡孩子的信》、《钱学森》、
《詹天佑》、《鞋匠的儿子》四篇课文，及一个介绍家乡名
人的习作6和一个练习6。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学生字继续采用“识写分流”的方法，学习本单元的20个
要求会写的生字和8个只要求认识的生字。

2、加强学生的朗读指导，在正确、流利的基础上，理清文章
脉络，感悟文本语言，品析人物的特点。

3．继续指导学生领悟和运用一人一事的写作方法。初步体会
倒叙方式的基本特征和表达的好处。

4、复习巩固书信的格式，使学生能熟练地运用书信与别人交
流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情况。

5、鼓励学生利用多种渠道、方式进行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搜
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6、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能力，鼓励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讨论，
得出结论。

（二）情感目标：



1、让学生体会巴金爷爷让生命开花的情感，理解“人生的价
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2、学习钱学森热爱祖国、时刻不忘祖国的高尚情怀。

3、体会詹天佑不怕困难、不怕嘲笑，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杰
出的才干主持修筑成功了我国独立完成的第一条铁路——京
张铁路，体会他的爱国情怀。

4、了解林肯是个什么样的人，体会他的宽容谦逊、仁爱正义
的形象。

三、教学重难点：

1、《给巴金爷爷的信》通过信中的语言文字，体会巴金爷爷
对下一代的关心，激发学生为社会添光彩，为别人奉献爱，
让生命开花结果的愿望。在阅读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进行说话、写话的语言实践。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
体会字里行间的情感。

2、《钱学森》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多层次地品读人物语言，
感受钱学森的“深深爱国情”和“拳拳报国志”，感悟人物
语言所包含的情感，使学生受到热爱祖国的教育。

3、《詹天佑》了解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遇到的各种困难，体
会詹天佑的爱国热情和创新精神。通过具体事例体会詹天佑是
“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4、《鞋匠的儿子》能有感情朗读对话，理解林肯三番话的含
义，感悟最后一句话的哲理，体会林肯仁爱正义、宽容谦逊
的人格魅力及从容自信的应对能力。

四、教学实施：



本单元12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给家乡孩子的信》2课时

《钱学森》2课时

《詹天佑》2课时

《鞋匠的儿子》2课时

习作62课时

练习62课时

二年级语文第八单元计划表做篇五

1、会认“榆、沐、拧、略、呈、奉、混、蔽”9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内容，了解北方农村儿童欢快的生活。

4、感受童年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教学方法】三勤四环节

【重点难点】

了解北方农村儿童欢快的生活，感受童年的快乐。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和多媒体。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定向·诱导

(一)同学们，我们虽然都生活在北方，但大多的时间都呆在
城市里，很少有机会亲近大自然吧?今天，老师要带大家到农
村去，看看那儿的小朋友们平日里，都进行哪些有趣的活动。

2.揭示课题，板书。

3.让学生说说看到题目后想知道些什么，教师归纳。

a.柳笛是怎样制作出来的?有什么用?

b.榆钱是什么样子的?味道怎样?

(二)出示【学习目标】

1、多媒体展示【学习目标】

(1)、会认“榆、沐、拧、略、呈、奉、混、蔽”9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读懂课文内容，了解北方农村儿童欢快的生活

(4)、感受童年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2、让学生读目标，了解学习要点。

二、自主·探究

根据提纲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边画、边查(做到不动笔墨



不读书)：

(一)出示自学提纲

(1)、标出自然段，画出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或查字典解决。

(2)、柳笛是怎样制作出来的?有什么用?

(3)、榆钱是什么样子的?味道怎样?

(4)、柳笛和榆钱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欢乐?找出文中
具体的语句感悟，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二)学生根据提纲自主学习。

(三)展示交流，分享快乐。

(1)、注音：

榆树

沐浴拧一拧省略呈现奉献混合遮蔽

(2)、反馈：

春天，我们折下----------一管柳笛就温润地呈现在手中。

a、找出描写做柳笛动作的词语，读一读。让学生亲自动手做。

b、从做的过程你感悟到什么?(做柳笛的快乐)

c、自由读，指名读。同时指导学生读出快乐。

作用：吹。找同学来试吹。感受吹柳笛带来的欢乐。引导学
生理解作者童年吹柳笛的快乐。并指导朗读。



a、愿怎么吹就怎么吹

b、吹出的音色各不相同

c、我们的样子

(3)、反馈：它们亮晶晶、绿莹莹的，真像一串串晶莹的玉荚。

(出示榆钱图片)，感受榆钱的美。

(出示学生摘榆钱的图片)让学生感受摘榆钱的快乐和榆钱的
美味。

味道：折下一枝，像吃糖葫芦一样吃下去，那滋味真美妙!第
一片------------尝到土地的芬芳。

师朗读，学生(闭上眼睛感受榆钱的美味。)

三、讨论·解疑

1、春天把自己的歌声藏在柳树的枝叶里，每个孩子都有本事
把这歌声找出来。

a、(理解：春天无处不在，柳笛吹出的歌声正是那藏在柳树枝
叶里春天的歌声。是孩子们用吹柳笛的办法让人们听到这美
妙的歌声。从中可以看出故乡的柳笛美、故乡的孩子聪明、
可爱。体会到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热爱之情。)

b、指导学生朗读这段话，感受这份情感。

2、为什么开头写柳树、榆树的样子?与做柳笛、吹柳笛、吃
榆钱有什么联系?

学生讨论理解“组材方法”：总——分



四、反馈·总结

1、总结全文：

作者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童年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的快乐，表现了作者对________的热爱和
对________的向往。

口语交际：

说一说你记忆中春天里还有哪些植物也能够带给你快乐吗?

【板书设计】

柳笛和榆钱

柳笛---------吹

榆钱---------吃对故乡的热爱和童年快乐生活的向往

孩子---------乐

【作业设计】

1.朗读课文。

2.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童年里发生的一件快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