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实
用5篇)

编写教案可以帮助教师理清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效率。学生
反馈分享：以下是一些学生对四年级教案的评价和体会，希
望对大家的教学有所启发。

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篇一

师：什么叫大话？谁能联系实际说一说。

生：吹牛的话叫大话，像我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就是大
话。

生：夸口的话，如我不学什么都会也是大话。

师：课文的大话指什么？青蛙为什么说大话？

生：课文中的大话指小鸟说自己飞了100多里，而青蛙不相信，
就认为小鸟在说大话。

师：天不过井口那么大是什么意思？

生：是说天非常小，只有井口那么大。

师：小鸟是怎样认为的？

生：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

师：天，无边无际是什么样？

生：无边无际就是没有边，大得很。

生：无边无际就是非常大，看不到边。



师：课文中小鸟说；天无边无际我们还可以说什么无边无际
呢？

生：草原辽阔，可以说无边无际。

生：大海很宽，可以说无边无际。

师：谁能用无边无际说句话？

生：骏马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奔跑。

生：海鸥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飞翔。

师：读青蛙和小鸟说的话，应该用怎样的语气？（投影第而
次对话）

生：读青蛙的话应该用不相信的语气。

生：应该用疑问的语气。

生：读小鸟的话应该用耐心的语气来读。

生：应该用诚恳的语气。

师：说得很对。读青蛙的话要表现出自以为是，读小鸟的话
要表现出诚恳。天大两个字要读重音，以突出天很大。下面
同桌分角色读。（指名分角色练习读）

师：请大家轻声读第三次对话，边读边想，有没有不懂的地
方？

生：它们谁对谁错，错在哪里？

师：谁愿意就这两个问题谈自己的看法？



生：这次对话主要讲青蛙坚持自己是对的，小鸟再次说它弄
错了。

生：青蛙说它不会弄错，因为它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看
见天。

生：青蛙自以为是，从青蛙边说边笑中可以看出。

师：谁还能接着读。

生：小鸟劝青蛙跳出井口来看一看，是因为青蛙不相信它的
话。

生：小鸟是想让青蛙亲自看一看天的大小，来证明青蛙错了。

师：大家看投影，（活动投影，青蛙跳出井口）如果青蛙跳
出井口，看见天无边无际，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同桌分别配
戴头饰，分角色练习对话。

生：（青蛙）哇！天真是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对不起小鸟，
是我弄错了。

生：（小鸟）没关系，你能知道错就改我真为你高兴。

生：（青蛙）咦，这天怎么和我刚才看到的不一样？小鸟，
你说对了，天真是无边无际，大得很那！

生：（小鸟）朋友，这回你知道了把！坐在井口看天，只看
到那么一点点是不对的。

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生：坐在井口看天是不对行的，只能看到一点。

生：不要做井底之蛙，要跳出井口，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样，看清了再说。

师：说得好，坐井观天这个成语就是用来比喻有些人看问题
目光狭小，所以有限，还自以为是。这节课，我要送给大家
一句话，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评析：本课教学有两个特点。

1、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学生是主体，教致
力与学，服务于学。教师根据教材的知识特点和学生的认知
水平，恰当地把教材划为若干问题的层次，指导学生带着问
题学习，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索、研究，发现结论，总结
规律，获取真知，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

2、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培养了学生观察、思维、想象的能力。
如在理解课文内容后，教师做了一个假设：青蛙跳出井口后，
他们会谈些什么？从而给学生创造了想象的空间，让孩子们
尽情地发挥自己创造力。孩子们想得合情合理，切合实际，
使坐井观天这个寓言本来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的寓意很自然
地被孩子接受了。

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篇二

1、认识本课中的生字新词，正确书写，并用“一……就”造
句。

2、培养学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的能力。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一）、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不认识的字标上生字的字音，多读几遍。

2、在小组内读课文，数一数，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标好自
然段序号，小组长检查是否正确。

3、指名读课文，订正生字词的读音，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二）、认识生字：

2、观看投影片，说一说下面的生字哪里容易写错？

“沿” （第五笔是横折弯，没有钩）

“弄” 上下结构，上面是个“王”，下面是：横、撇、竖。

“错” 左右结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横、竖、竖、
横、竖、横折、横、横。

“渴”与“喝”怎样区分？ （“渴”需要水，所以左边是三
点水；“喝”要用嘴，所以左边是口字旁）

井沿 回答 口渴 喝水 别说 弄错

4、结合书上的图指一指，说说“井沿”指的是哪？（井的边）

（三）、再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1、自由读课文（2——3遍）

2、同桌按自然段读课文，互查字音。

（四）、用“一……就”造句：



1、读句子，想想：这两句话有什么共同点？

投影片： 我一抬头就看见天。

爸爸一起床就去跑步。

共同点：都用上了“一……就”的句式，表示一有前边的动
作出现，必然就会有后边的行为。

2、自己用“一……就”说句子，互评互改。

（五）、指导生字书写。

1、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占格情况。

2、练习描字。

2、朗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篇三

1认识3个生字。会写8个字。

2能分角色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对话。

3发挥想象，初步理解寓意。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随文识字，随文理解和掌握“井沿大话弄错无边无际”等
词语，识字“沿际”。

2、正确、流利、感情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研读青蛙和小鸟的第一，第二次对话，理解他们不同观点
的原因。

初步学习把反问句改成肯定句。

教学重点：研读青蛙和小鸟之间的前两次对话。

教学难点：理解青蛙为什么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小”。

教学准备：板画水井贴图词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集体背诵《识字四》。

2导入新课《坐井观天》。

1一读读通课文，把读不通顺的句子读3---5遍。

2二读同桌互读课文，互相纠正读音。

3三读边读边想，《坐井观天》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一)反馈：《坐井观天》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1.()和()争论()

2.再次默读课文，找一找，从课文中找出依据。



3.反馈出示课文4.5自然段，自由读，指名读.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青蛙的观点是()，

小鸟的观点是()。

(二)思考：青蛙和小鸟的观点为什么截然相反呢?学习课文第
一自然段。

1.自由读这一段，请一个学生到黑板上摆一摆青蛙和小鸟的
位置。

2理解“井沿”，识字“沿”

小鸟落下的这个位置就是“井沿”，看来“井沿”就是——
井边，“沿”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边”。

(教师手指桌沿)那么这是?----桌沿

学生给“沿”组词。

3.理解“落”字在句子中的运用。

给“落”换词。

想想为什么课文没有用“停”等词呢?

(三)教师引读，学生分角色朗读第一次对话，了解故事的起
因。

引导学生参与评价，了解“一百多里”有多远，读好“一百
多里”。

(四)研读第二次对



话，争论的要点

1.理解小鸟的观点

1)理解“无边无际”

小鸟飞过那么多地方，但是它都没有看到天的尽头，这就是
课文里的哪个词?(无边无际)

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我们还可以说什么也无边无际?

2)天如此无边无际，怪不得…….

教师出示课文第3自然段，集体读，再次回顾。

教师出示课文第5自然段，指名读，想想小鸟会()地说。

评价读中感受小鸟的自信、诚恳……

2.理解青蛙的观点。

1)理解“大话”：“大话”是什么话?青蛙认为小鸟说了什么
大话?

2)青蛙问小鸟“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它其实
想说的的是：(天不过井口那么大，不用飞那么远)。

3)出示两个句子读一读，感受同一个意思的两种说法，感
受“!”和“?”的变化。

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

天不过井口那么大，不用飞那么远!

4)听了青蛙的话，你心里一定有了问题了。(预设：青蛙怎么



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

5)探究青蛙的观点的形成原因

a抬头看看教室的天花板，你看到了方方正正的一大片，但是
再把纸卷成筒状看看天花板?你又看到了什么?)

b再观察一下课本插图中青蛙所处的位置，用你自己的话说一
说青蛙为什么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因为青蛙的视线被厚厚的
井壁挡住了…….)。

6)指名读第四自然段青蛙的话，读好“!”和“?”

3.分角色朗读第一、二次对话。

四.写字：沿抬际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流利、感情分角色朗读课文。

2发挥想象续遍故事。

3理解故事的寓意。

教学重点：研读青蛙和小鸟之间的第三次对话，理解青蛙和
小鸟各自“笑”的含义

教学难点：理解成语故事的寓意

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篇四



新课标要求，语文课程一定要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语文学
习方法”。学生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就会产生两个飞跃：

一是由“学会”变为“会学”；

二是由“被动地学”变为“主动地学”，达到“自能读书，
不待老师讲”的理解境界。

这样，学生的主体地位自然呈现，而不是老师单方面效应的
体现。其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做到事半功倍。学无定法，
贵在得法。

《坐井观天》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三册第四单
元第十三课。这是一篇寓言故事。故事通过青蛙和小鸟对天
的大小争论，告诉我们不要像青蛙那样目光狭小，所见有限，
还自以为是；要像小鸟一样见多识广，看问题、认识事物才
全面。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两篇寓言，学习《坐井观天》这一
课，重要的是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的一个
过程。这一课的衔接作用显而易见。

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处在初级阶段，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知识结构体系。由于年龄特点和限制，学生的有意注意力
占主体地位，以形象思维为主。二年级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
在课堂纪律上具有趋向性，活跃性的课堂内容能够领导学生，
但要注意学生过于发散的思维容易使课堂跑偏。除了个别学
生积极性难以调动，其他同学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二年级学生对于学习新知识有很高的兴趣，乐于参加到学习
活动中去，特别是一些需要动手、小组合作、竞赛性质的活
动。但是在遇到需要细心思考的问题时，存在畏缩现象。

1、会认会写课后八个生字，理解“井沿”“大话”“无边无
际”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理解“坐井观天”这个成语的意思。

3、能够正确地，流利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会认会写本课生字，掌能够区分“渴”与“喝”，
并熟练分析生字结构。

教学难点：理解这个成语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课文内容教学上多使用情景教学，在探究问题和哲理理解
上使用启发式教学。

多媒体设备及相关的课件、彩图、动画等。

一、揭题解题

（一）谈话导题：

今天咱们来学习第12课《坐井观天》（教师边说边板书课题。
）

（二）学生齐读课题后教师提出下列问题：

“坐井观天”中的“观”字是什么意思？“坐井观天”又是
什么意思？课文中是写谁坐井观天？结果怎样？（启发学生
带着这些问题初读课文，暂不讨论。）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一）让学生借助拼音小声自读课文，边读边想：

这篇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用笔在段落前标记序号。）

（二）提问：



青蛙与小鸟共有几次对话。

三、分段学习课文

（一）读第一自然段，说说这段有几句话。

1、青蛙坐在什么地方？（教师板书：青蛙、井里。并使用多
媒体课件展示一只青蛙坐在井底的卡通图片。）

2、小鸟从哪儿飞来？落在什么地方？（教师板书：小鸟、天
上。并将小鸟图片粘贴在上一张图片的井沿上。）

3、什么地方是井沿？（沿，就是边。井沿，就是井口的边沿。
教师指着图片中的那口井来讲解。）

拓展：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物体都有“沿”。（先由学生举例，
再出示课件中收集的图片。）

（二）青蛙和小鸟之间一共有几次对话？（3次。）

1、学习它们的第一次对话。

（1）青蛙问了小鸟什么问题。（指导朗读，要读出问话的语
气。）

（2）小鸟是如何回答的？为什么小鸟要从天上飞下来，落到
井沿上？（小鸟说自己飞了一百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
渴。）

（3）小鸟说“我飞了一百多里”说明什么？（说明：天很大
很大。）

2、学习第二次对话。

（1）青蛙听完小鸟说的话后，又说了什么？（有感情地读青



蛙说的话，要读出不信任的语气。）

（2）青蛙说小鸟说“大话”，这里的“大话”指的是什么？
（大话是吹牛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话。）

（3）青蛙认为天有多大？（认为天只有井口大。）

（4）“弄错”是什么意思？（是把事情搞错误的意思）什么叫
“无边无际？”（“无际”就是没有边，“无边无际”在本
课是形容天很大，没有边际。）

3、学习第三次对话。

（1）让学生小声自读第六、七自然段。

（2）青蛙听了小鸟的话后是什么样的表情？这里的“笑了”
指什么？（嘲笑。）

（3）青蛙认为自己不会弄错的原因是什么？（天天坐在井里，
一抬头就能看见天。）

（4）小鸟为什么“也笑了”？小鸟这时心里在想什么？它是
怎样劝告青蛙的？（朗读小鸟说的'话，指导学生要表现
出“青蛙可笑”，又仍然很耐心诚恳。）

（5）如果青蛙真的从井底跳出来，（用幻灯片展示青蛙跳出
井口的图片。）看看天，它会发现什么？会怎么说呢？（展
开丰富的想象。）

4、让学生齐读课文，读后提问。

在对天有多大这个问题上，青蛙和小鸟各是什么看法？它们
的看法为什么会不同？（引导学生认识到小鸟是在天空中飞
翔，见识的东西多，所以它看到的天确实是无边无际的；而
青蛙天天坐在井底，它的目光受到井口限制，它也只能看到



井口那么大的天空。）

四、课堂小结。

（1）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我们懂得
了什么道理？（启发和引导学生认识到青蛙天天坐在井里，
它目光狭小，所见有限，还盲目自信、自以为正确，不肯接
受小鸟的帮助，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会全面看问题，要接
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2）分角色朗读课文。

注意读出青蛙、小鸟对话时的不同语气。

五、练习作业

（一）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把“坐井观天”这个故事讲给家长听。

本课一篇非常有趣的寓言。它以短小、简单、浅显的故事表
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我在导入新课时，让孩子们齐读课题，鼓励他们大胆质疑课
题。有的孩子提出“坐井观天”是什么意思；有的孩子提出
是谁坐井观天；有的提出在井里看到的天是什么样子的……
带着这些问题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让孩子们带着问题，
有目的地去读课文。读书时思考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都交代清楚，大部分内容在读的过程中去理解。

我认为课堂是必要预设和随机生成的有机统一。上课不能没
有备课，一定的预设是我们教学的依据，这是必要的。如果
没有预设，那么课堂教学势必会上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我
的课堂有点局限于预设的方案，忽略了教学的灵活性。有时，



随机生成的教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引发教学高潮。比
如拓展的，“想想青蛙跳出井口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
么？”我作为作业布置，如果让孩子们接着说，想象小鸟和
青蛙的第四次对话，课堂一定更精彩！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
多惠所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传授，而在唤醒、激励和鼓舞！

一堂课下来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努力的过程却让我受益
匪浅。相信语文的教学不在于一时，而在于日积月累，我将
继续努力，让自己在新课改中成长起来！

语文二年级坐井观天教学教案篇五

青蛙坐在井里。小鸟飞来了，落在井沿上。

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来呀?”

小鸟回答说：“我从天上来，飞了一百多里，口渴了，下来
找点儿水喝。”

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
么远吗?”

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哪!”

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
天。我不会弄错的。”

小鸟也笑了，说：“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
看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