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大全6篇)
教学时间是指教学活动所占用的时间段，包括课时安排、教
学进度等。希望通过这些教案模板范文的分享，可以帮助教
师们提高备课效率和教学质量。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一

1.掌握11个生字的音、形、义，会认9个字、和一个多音字。
会写6个生字。

2.流利诵读全文，分角色朗读。

3.初读课文，朗读感悟。

掌握11个生字的音、形、义，会认9个字、和一个多音字。会
写6个生字。

1.初读课文，朗读感悟。

2.流利诵读全文，分角色朗读。

生字卡片、教学挂图

一、激趣导入。

1.教师提问：我们见过各种鱼儿，请大家把找到的资料拿出
来说一说。

2.学生自由发言。

3.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种十分奇特的鱼。这种鱼会上树。你们
见过会上树的鱼吗?



4.板书课题，指名读题，全班齐读。

5.想一想，你从中想知道什么呢?(生答)

二、学生初读课文。

1.读课文，找出藏在文中的生字娃娃，借助生字表中的音节
多读几遍，把字音读准。如果还有不认识的字，做上记号，
可以问问老师和同学。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

(1)自由认读。

(2)请“小老师”来带读生字，可以说说你用什么好办法来记
住它。

(3)出示生字卡片，学生齐读，打乱顺序分组读。

(4)去掉拼音，随机抽读。

3.记忆生字。

你记住了哪些字?是怎么记住的?(学生交流记字方法)

还没有记住的字，可以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继续识记。

4.自由读课文，看看有几个自然段?标出序号。

6.指名一个同学读课文的.第一段，请他邀请几个小朋友与他
合作读完课文。

7.请读书的孩子上台来，台下的小朋友给他们提出“读”的
要求。(声音要响亮，不读错字，不添字掉字)。



8.读书的同学也给台下的小朋友提出听的要求(认真听，不说
话)。

9.读后评议：谁读得好?好在哪里?不足是什么?

三、自主学习。

1.在小组中全体读全文，读熟后小组合作，分别由2——3名
同学扮演小蜗牛，一名同学扮演弹涂鱼，一名同学扮演大树，
互相合作，边读边演课文内容。

2.学生上台表演，比一比，哪个小组配合得好，哪位同学表
演得出色。一个小组演完以后，其他小组可以进行评价。

可以从人物的表情、对话的语气等方面来评价。

3.全班齐读课文。

四、指导书写生字。

1.观察，读记生字。

2.学生独自观察田字格中的字，看清楚字形，找出关键笔画。

3.看范写。

4.学生临写，注意强调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

5.对比观察，品字。

要求学生写完后仔细端详，与田字格中的字比较，有意识地
指导学生品味字的笔画美，结构美。

6.评析。



你的哪一个字写得?好在哪里?

五、作业设计。

1.书写生字。

2.朗读课文。

3.课后习题二：你还知道那些有趣的小动物?回家自己收集资
料。

4.课后习题三：课文中有很多带口字旁的字，找一找，圈出
来。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二

一、复习导入

出示词卡，学生认读。上节课我们在美好的春色中认识了这
些生字，学会了这些词语。老师也被这美丽的景色陶醉了。

二、学习生字

烟：形声字，依据火字旁，了解它的本义，主意它的书写。

学习学生交流识记的'方法。放：主意反文旁的书写。

三、背诵古诗

1、早春的山村，草长莺飞，杨柳依依。孩子们也将自己心爱
的风筝放飞。多美的春景图呀!它不仅吸引了诗人高鼎，也迷
住了大家。我相信这一首古诗你一定能背下来。

2、生自由背。



3、集体配乐吟诵。

四、课堂练习

1、把生字宝宝送回家。

2、指导课后练习。读一读;多音字“长”读写词语

五、作业

书写生字，背诵古诗。

《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三

1、运用已有的识字方法正确认读本课十一个生字，会写本课
八个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初步懂得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历史意
义。

3、继续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并
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这个故事。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开展小组讨论，理解、感悟课
文。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树立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生
目标。

课前准备：桃形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

1、读文识字：

师：现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一边读一边圈出文中
自己不认识的生字，多读几遍，想办法记住它。

教师出示桃形生字卡片，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说一说怎么记
这些字，教师可引导学生用猜谜语、部件组合法、形声记忆、
比较法等多种形式进行记忆。学生可能会说：大米有儿子
是“籽”；天上有月亮，地上有禾苗女是“矮”等。

师：你们真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记住了这些生字，老师相
信课文读的也一定很好，谁愿意先来展示自己？（按自然段
读文。指名学生读课文，其他学生评价。）

2、听老师读，然后看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写了一件
什么事。

（三）理解课文

师：现在请同学们再读课文，边读边想，看看你还能读懂什
么？（学生自己读课文。）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收获。学生自由谈论自己读懂的地
方。鼓励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学生提出自己不懂问题后
（简单的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随即解决，对于与文章中心
有关的问题，教师板书，共同解决。）相机介绍大西北（出



示大西北的图片）。从学生提出的问题中疏导出以下问题：

1、槐树妈妈的心愿是什么？

2、强强、苗苗的心愿又是什么？

3、听了他们的心愿后，你发现了什么？

这样学生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心愿，这时以图画形式板书。

分角色朗读，独白部分由大家齐读。

（四）拓展延伸

学生脱口而出：把好吃的、好玩的给大西北的小朋友，还有
的可能说，学好知识挣大钱，给他们捐款。这时要引导学生，
只有学好知识，才能开发建设大西北，真正帮助大西北的小
朋友。

2、为了给学生开辟一个书面表达空间，课后作业是这样设计
的：胖胖的槐树籽来到大西北以后会怎样？强强、苗苗写信
会写什么内容？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在小本本上写一写。

接着用优美的语言小结。槐树妈妈及强强、苗苗用他们纯真
的心灵表达着自己美好的愿望，那你们想知道老师的心愿？
我希望你们能学好知识，将来开发建设大西北，成为国家的
栋梁之材。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四

本课属于形近偏旁的比较识字。课文将两组容易混淆偏旁的
生词集中在一起让学生认读。第一组词语介绍了—些树的名
称和木制品；第二组词语介绍了一些与庄稼有关的事物；第
三组词语介绍了三种竹制品；第四组词语介绍了一些植物。



连起来读，押韵上口，便于记诵。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也
增长了知识。

德育目标：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智育目标：1．学会奉课12个生字，其中田字格上的3个生字
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新词。

2．比较“木禾”、“竹艹”两组容易混淆的偏旁，看图读熟
与此相关的词语。

【教学点、难点】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能按笔顺正确地书写田字格中的9个生
字，能按字的结构把字写端正、匀称。

2.区别形近偏旁。

生字卡片、投影片。

三课时。

一、揭示课题

前面两课和这一课都是看图读韵文识字，而本课还通过形近
偏旁的比较来识字。板书课题：识字3(齐读)

二、初步看图，读韵文

1.观察书上的图，看一看图上画了哪些事物。

2.自由读韵文，要求：看清音节，读准字音。

三、出示表(一)，复习“木字旁”、“禾字旁”



1．观察实物图画与古文字，了解偏旁本义。

（1）“木”的古文字像什么?(像一棵树)

（2）复习“木字旁”。

（3）“禾”的古文字像什么?

（4）复习“禾字旁”。

四、指导看图，出示部分生字词

出示挂图，学习生字词。

1．这些是什么树?你能说出它们的名称吗?[松柏、杨柳]

2.你们知道松树、柏树和别的树有什么不一样吗？（松树、
柏树的叫子常年都是绿色的）

3.出示词卡：桌椅

4．春天到了农民伯伯把什么插在田里？[秧苗]

6．“秧苗”、“稻谷”这些地里长的农作物叫什么呢?[出示
词卡：庄稼]

五、教师小结

刚才我们学习了两组词语，第一组词语的偏旁是什么?(木字
旁)为什么都是木字旁?(因为这些词语大都与树木有关)第二
组词语的偏旁是什么?(禾字旁)为什么都是禾字旁，(大都与
庄稼有关)你们觉得汉字有趣吗?中国的汉字有悠久的历史，
你们要认真学习!

六、学生自学出示的生字词



要求读准字音，看清字形。

七、教师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齐读。

2．用“柳”、“椅”、“秧”扩词。

八、指导书写

1．学生看笔顺图，记忆“柳、秧”的笔顺。

2．说说你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3．教师范写本课6个生字。让学生注意在田字格书写时都应
该左窄右宽。

4．学生描红书中田字格里的生字。

5．让学生在《习字册》上描红、仿影、临写生字。

一、复习检查

1．抽读生字、新词卡片

2、听写生字。

3．检查听写情况。

二、继续看图学习生字词

1．观察书上的图，看看图上画了哪些事物。

2．自由读韵文，要求：读准字音。



三、出示表(二)，复习“竹字头”、“草字头”

1．观察实物图画与古文字，了解偏旁本义。

2．指名读、齐读。

四、指导看图，出示部分生字词

出示挂图，学习生字同。

1.这些都是竹制品，你能洗出它们的名称吗?

2.中国的老年人最喜欢喝什么?[相机出示词卡：茶叶]

五、教师小结

刚才我们学习了两组词语，第一组偏旁的名称星什么?(竹字
头)为什么都是竹字头，(因为这些制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大
都与竹子有关)第二组偏旁的名称是什么?(草字头)为什么都
是草字头?(大都与一些植物有关)

六、学生自学出示的生字词

七、指导书写

1．指名说“篮、筐”的笔顺。

2．说说你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3．教师范写生字。

4．学生描红书中田字格里的生字。

5．让学生在《习字册》上描红、仿影、临写



一、复习检查

写词语，检测效果，

二、指导读韵文

1．按要求归类读。

（1）哪些词语介绍了一些树的名称和木制品?

（2）哪些词语介绍了一些与庄稼有关的事物？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五

1、学会5个一类字，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读诗歌。

2、采用多种方法识字。

3、读懂诗歌内容，感受这种美好的愿望梦想。

读懂诗歌内容，识字“微、舞、真”三个字字形。

生字卡片

一、练读诗文。

1、师范读诗歌;。

2、多种方法读诗歌。

3、读准生字字音。

二、识认生字。

真：与“具”比较学习，真情、真假、天真、真理、千真万



确、真相大白、返朴归真。

诚：形声字，诚心诚意、诚恳、诚然、诚有此事。

微：充分发挥学生想像及识字积极性来记字，防微杜渐、微
笑、微量、微小、微妙、微感不适、。

舞：甲骨文像一个人手持树枝或兽尾在舞蹈的样子。小篆变
成增添了两只脚形的样子，更能看出舞蹈的意义，现在
的“舞”字的`下部就是两个“止”字的变形，“舞”本义是
舞蹈，引申为舞弊、耍花样。

跳舞、舞弊、舞文弄墨、张牙舞爪、手舞足蹈、舞剑、秧歌
舞、鼓舞。

三、巩固练习

1、读课后练习中词语，练习说句子。

2、读读诗歌。

二年级语文总复习教案篇六

1、学会本课生字，认识“艘、岸、鲸”3个字。

2、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懂得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互相
帮助，尤其对待新同学更要热情友好。

3、通顺、连贯地读好长句子。

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

通过学习懂得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相互学习。

理解“我”和卡佳所画的画各自不同的含义。



想象“我”和卡佳的心理语言。

引导学生读、想、说、谈四结合突破重难点。

生字新词卡片、幻灯片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

提问：说—说，校园里都有什么？

（校园里有操场。同学们在操场上踢球。校园里有动物园地。
同学们饲养了很多种小动物。校园里有植物角，那里的植物
有观叶的，有观花的，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

二、导人新课

今天，我们学习新的一课。板书课题《校园里的画》。校园
里的画在什么地方？校园里的画是谁画的？都画了些什么？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一课。

1、教师范读课文。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大概意思。

（1）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难读的词和句子，尤其是长句。
要多读几遍。按标点符号的停顿读课文。

（2）边读边标出自然段，写出序号。

3、检查学习情况。

（1）认读生字新词卡片。



黑板炸弹救起愉快一串诚恳意思夸佳划血

（2）认读要求认识的字词卡片。

艘爆鲸

指名读、开火车读、分组读。

（3）指名试读课文。

按自然段每人读一段。

提问：这一课说的是谁和谁的事？他们的爱好是什么？

（这一课说的是“我”和卡佳的事。他们都喜欢画画儿。）

从哪些句子中知道“我”喜欢画画儿，而且画得不错？读一
读第一、二自然段。

学生练习小声读、指名读、齐读。

二、作业练习

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认读字词卡片。

2、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

二、学习课文，指导朗读



1、学习第三自然段，默读课文。

提问：读了这一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

（读了这一自然段，我知道卡佳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
群动物，而且画得很像真的。）

指导朗读：读的时候，注意把长句子读好。

指名读、齐读。

2、学习第四自然段。（投影复合片“军舰、火蹿”）

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提问：谁在画画儿，都画了些什么？

（卡佳用粉笔画了一艘军舰，“我”在军舰上画了一个个炸
弹爆炸的火球，水兵都掉进了诲里。）

指导朗读：读的时候，要把“我”不服气的语气读出来，还
要读好长句子。

教师范读、指名读、齐凑。

3、学习第五自然段。（幻灯片“小船和大鲸”）

默读第五自然段，想—想，第二天上午，谁又画了什么？看
了他们的画儿，你有什么想法？

理解“救起”、“血盆大口”等词。

（第二天上午，卡佳画了掉进河里的水兵坐在一条条小船里，
向岸边划去；“我”画了一条大鲸张开血盆大口向小船扑去，
好像要吞掉小船。看了他们画的画儿，“我”觉得卡佳出于



好心，救起了水兵，让他们坐上了小船，准备上岸。“我”
故意画一条大鲸扑向小船，像要吃掉小船。“我”对卡佳不
友好，“我”太骄傲了，总跟卡佳过不去。这样做不对，同
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

指导朗读：读的时候，要读出卡佳的善意和“我”故意与卡
佳作对的傲慢的语气。

教师范读、指名读、分组读。

4、学习第六自然段。（幻灯片化险为夷的过程）

默读第六自然段。边读边想，下午谁又画了什么？

理解“聚集”、“愉快”等词。

指名读课文。

提问：下午谁又画了什么？同学们说着、笑着，他们在说什
么，

（下午，卡佳画了水兵都骑在大鲸的背上，大鲸愉快地向岸
边游去，大鲸的后面还拖着一串小船。同学们在说，卡佳的
想象太丰富了，她可真有办法呀！本来都为水兵捏了一把汗，
怕他们被大鲸吞吃掉，可没想到，卡佳的画笔让水兵都骑在
大鲸的背上了，卡佳真好！）

指导朗读：要读出卡佳的聪明、智慧，她把原来的紧张气氛
化解了，使人松了一口气。看了她的画儿，感觉心情舒畅，
她的想象实在太丰富了。

教师范读、指名读、齐读。

5、学习第七自然段。



学生自由读，想一想，佳佳和“我”是怎样做的？找出有关
句子读一读。理解“诚恳”、“不好意思”等词。

提问：从什么地方看出卡佳态度十分诚恳？

（“我”几次为难卡佳，她都不生气、不计较，反倒
劝“我”别生气了，主动要和“我”和好，一起画画儿，从
这儿看出卡佳的态度十分诚恳。）

指导朗读：要读出卡佳的诚恳态度和“我”由满脸不高兴到
不好意思的内心变化。

教师范读课文、指名读、齐读。

三、总结提问

读了这篇课文，你想到了什么？（启发学生畅所欲言）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发现同学的
优点应该虚心学习，克服自己的缺点；我还想到了，对新来
的同学要热情，要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接近他们，和他
们交知心朋友。我想到“我”是认识了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
从卡佳的谈话中看出“我”心里非常惭愧，他会改好，也会
与卡佳成为好朋友的。）

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都很好。的确，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对待新同学更应该热情，处处关心他们，接近他
们，亲近他们。看到同学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要为他们高兴，
向人家学习，同学在—起要成为好朋友、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