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二年级上册语文教案-19《雾在哪里》 人教(部编版) 

19《雾在哪里》教学设计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周爱芳 

 

【教学目标】 

    《雾在哪里》是一个童话故事。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雾”的形成过程

以及下雾时的奇妙景象，描述成小孩子和世界捉迷藏的故事。作者赋予雾以孩子

的语言，把大雾笼罩称作“雾藏起了世界”，把云开雾散称作“雾藏起了自己”。

一种自然现象变得生动有趣，吸引低年级儿童阅读，易于低年级儿童理解。  

【教学目标】 

1.课前预习自学和课中随文识记，正确认读10个二类生字，规范书写、正确运

用8个一类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角色读好雾说话时的调皮和淘气。 

3.通读、品读课文，学会理清课文思路，知道下雾时，不同地方的景色变化。 

4.感受汉字的美，感受课文的有趣。初步了解雾的形成原因，感受下雾时的神奇

景象，愿意留心观察自然，感悟大自然的奇妙无穷。 

【教学重点】 

1.正确认读二类生字词，识记一类字，规范书写，正确运用。 

2.读出雾说话时的淘气、顽皮。 

【教学难点】 

1.从课文走向生活，练习说话：除了课文中写到的顽皮和淘气，自己观察到的雾

还是什么样的。 

【课前预习】 

1. 读通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圈出生字词，在课后给一类生字各扩1—2个词。 

2. 跟爸爸妈妈一起上网查一查雾的谜语以及形成等自己感兴趣的相关知识。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谜语导入  链接预习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1.猜谜：像云不是云，像烟不是烟，风吹轻轻飘，日出慢慢散。（打一自然现象） 

2.根据学生回答，板书：雾。 

3你还有关于雾的谜语吗？ 

4.完成课题板书并读好课题——雾在哪里。 

二、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 

（一）检查预习 初读生字 

1.全文有几个自然段（10个）？ 

2.预习读好课文了吗？指名分段读课文，大屏幕出示课文。 

a. 指读并出示第一自然段，提示读好“淘气”“顽皮”，全班齐读这一段。 

b. 指名读第二自然段。 

c. 识记词语“于是”，怎么记住“于”？组词法：等于、关于、由于、终于…… 

识记“无论”，提醒“无论”和“都”一般联系在一起，提醒读好这个长句子。

“无论是海水、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见了。”  

d. 把记住的这个词带到第三自然段中读好。（指读第三自然段）  

e. 指名读第四自然段，有哪些生字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相机识记“变暗” 

这段也有“无论……还是……都”的句子，学习读好“霎时，四周变暗了，无论

是天空，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了。” 

f.第五自然段只有 5个字，全班齐读。 

g. 第六自然段比较长，生字词多，先同桌互读，相互提醒读好生字词。交流学

习生字词“房屋、街道、桥梁、甚至、一切”的好方法。最后齐读这一段。 

h. 指读7、8自然段。 

i. 第9自然段有两个一类字，“不久”“散步”在预习中是怎么自学的呢？先

学习生字，再自由读一遍这一段。 

j.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3. 整屏出示所有的生字词，自由读、抢读、齐读。 

4. 想想做做： 

（1）照样子，加个偏旁组成新字再组词。 

例：务——（雾）——（云雾） 

至——（  ）——（  ）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仑——（  ）——（  ）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 

（  ）的孩子    （ ）的远方    

（  ）地散步     （ ）地藏起 

（二）连读课文  整体感知 

1.自由把课文连起来读一读。 思考：雾到了哪里？分别把什么藏起来了？并把

地点的词和藏的物体的名称用“   ”画出来。 

2.交流反馈。（相机板书） 

(2、3、4)  海上：藏大海  天空和太阳       

 （5、6）   岸边：藏海岸和城市   

（7、8、9）城市上空：藏自己  

3. 能不能根据老师的板书，简单地说一说这个童话故事讲了什么？指名说，师

生点评补充。 

4. 总结：关注雾所到的几个地点和所在地点藏起来的事物就能把一个长故事读

短成一两句话，真是有趣。每个人自由练习说一说。 

三、比较异同  写好生字 

1.出示生字独体字“于、久”，观察课后田字格中红字，谁能教大家写好它们。

指名上展示台边说边范写，师生点评纠正，全班书写。 

2. 出示半包围和上下结构的“屋、岸、步”。这三个字有什么联系？学生交流

得知“屋、岸”包涵半包围结构，“岸、步”是上下结构。学生观察交流，教师

范写“岸”，提醒整个半包围中“尸”和部分半包围书中“厂”写时“竖撇”的

区别。范写“步”，提醒“止”下的笔顺和笔画。 

3. 学生书写，教师巡视。 

4. 展示学生书写，交流点评纠正。 

四、想想做做  巩固练习 

1. 看拼音写词语。 

yú shì     wú  lùn    àn  biān    yíqiè     

(     )      (      )         (      )     (     ) 

sàn bù     bù  jiǔ     bù  xíng   lùn wén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     )      (     )        (      )     (     ) 

1. 把课文熟练地读给爸妈或别的亲友听，请他打星评价一下。 

【教学板书】 

 

   (2、3、4)   海上：藏大海  天空和太阳 

（5、6）   岸边：藏海岸和城市 

（7、8、9）城市上空：藏自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角色读好雾说话时的调皮和淘气。 

2.细读品读课文，知道下雾不同地方的景色变化，能充分运用“无论……还是……

都……”的句式说话。 

3.从课文走向生活，练习说话：除了课文中写到的淘气顽皮，自己观察到的雾还

是什么样的，体会雾的神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回顾全文 

 1.（复习生字词）师：淘气的雾宝宝把今天学过的字词也藏起来了，你能找到

它们吗？你喊一个数字它们就跳出来一个，想喊哪一个数字？最后齐读一遍。 

淘气   顽皮   于是  变暗  岸边  街道  桥梁  甚至  躲藏 

2. (复习课文内容）还记得这个童话故事吗？看着板书简单说一说。 

         (2、3、4)  海上：藏大海  天空和太阳       

          （5、6）   岸边：藏海岸和城市   

（7、8、9）城市上空：藏自己  

 二、研读课文  理解内容 

（一）学习2、3、4自然段（雾飞到海上） 

1.自己读课文2—4自然段，找找雾说了哪些话。用横线画出来。画好了读一读，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觉得怎么读好玩有趣呢？与同桌相互读读，切磋切磋。大屏出示“我要把大海藏

起来。”“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 

2.指名读，你为什么要这样读呢？相机点评过渡：雾说出了淘气的话也做出了淘

气的事儿把大海藏了起来，引出“无论是海水、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

见了。” 

学生读，教师板书：无论……还是……都……，把大海藏起来还有什么也看不见

了呢？跟课文一样用这种句式说一说。把大海藏起来居然这么神奇有趣，能不能

通过朗读把这种神奇有趣读出来呢？ 

3.过渡：在海上光藏大海哪过瘾呀，边出示边读“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

藏起来。”指名读，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很期待，很好奇，想知道与藏大海有

什么不同）相机出示第四自然段的 2、3两句。读一读，你发现了什么？ 

“霎时”是指极短的时间。你还知道哪些表示时间短的词语呢？  

答：立刻、马上、立即等。 

a. 也有“无论……还是……都……”的句式。 

b. 景色与藏大海不同。用学过的方法理解“连同”(换一个词“和”)。 

c. 你还想怎么说呢？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4.总结：雾飞到海上藏了大海、天空和太阳。分角色读一读。 

5.过渡：雾来到岸边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自由读第 6自然段，把它说的、

做的和看到的做上不同的记号。通过读，自己知道了什么？  

交流：它的话可以怎么读？“一切”还包括什么？如果用上“无论……还是……

都……”的句式你还可以怎么说呢？这里为什么不也用这样的句式说呢？句

子中为什么要用“甚至”？（所有的东西不管大小都被雾藏了起来。）（海

岸和城市的物体太多了，所以说“一切”“什么都”）读好这一段。 

6.对照板书过渡：海上藏了大海、天空和太阳，岸边藏了海岸和城市，能藏的它

都藏了一遍，同时出示第 7、8自然段，指名读，（可以配上动作自由读一遍）

再齐读。 

7.你猜一猜：雾把自己藏起来会有什么奇特的景象出现？学生自由说出自己的想

法。那课文里写的是什么景象呢？相机出示第 9自然段。读一读，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呢?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这一段与前文关系密切，写到的都是前文被藏的景物,这样,故事前后连贯，

才完整。） 

雾把自己藏了起来，很多东西都露了出来，除了书上说到的这些，还有哪些

东西也露了出来呢？请你仿照课文的句式用上“连同”说一说。 

8.男女生比赛读，分角色读课文。 

三、深层思考  运用表达 

1.课题是《雾在哪里》，你现在知道雾到底在哪里吗？（课件出示图片：大海 天

空 海岸 城市 山间  乡村……无处不在）完成板书：“城市上空”下面打上省

略号。 

2.课文学习到这儿，你想对雾说什么？课文中怎么说的呢? 

出示第1自然段，读好这一段。在你的眼里，雾又是什么呢？ 

3.根据课文内容，用“一片雾真       啊！一会儿说……一会儿说……一会儿

说……”的句式说话。 

一片雾说，他要把    藏起来，他要把     藏起来，他要把     藏起来，

他要把     藏起来，它边说边藏，真        ！ 

教师板书：在“淘气”下面加上省略号。 

（出示）齐声感叹：雾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魔法师啊！ 

4.出示“雾呢？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老师故意问：）我不知道雾到哪里

去了，你知道吗？交流雾的形成原因。（相机屏幕出示“云开雾散”） 

教师补充：雾为什么能把所有事物都藏起来呢？ 

 因为在水汽充足，风力及大气层稳定的情况下，相对湿度达到100%时，空气中

的水汽便会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中，这就是雾。这些悬浮在空中的水滴会

使地面水平的能见度下降，所以我们就看不清所有的事物了。  

5.教师总结：雾太淘气了，所以，下雾天，我们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哦。  

四、关注结构  写好汉字 

1.出示“切、论、散”，这三个字有什么特点啊？ 

2.学生读帖，交流，左右结构的，左右部分笔画的穿插避让，“切”的竖撇要延

续到“竖提”的下面才收笔，“论”的人字头撇要穿插到言字旁里面，“散”反

文旁的撇要短收在 “竖月”的横折钩上边，捺要长向右下舒展开。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3.教师范写。 

4.学生书写，教师巡回指导。 

5.交流反馈评价修正。 

五、课外延伸  积累运用 

1.把这片淘气顽皮的雾的故事讲给爸妈听，并告诉爸妈雾最后到底消失到哪里去

了。讲的时候让爸妈用手机拍成视频传到班级群里分享。看谁讲得最有趣？ 

【教学板书】 

23雾在哪里 

 顽皮       海上：藏大海  天空和太阳       

             岸边：藏海岸和城市   

淘气       城市上空：藏自己  

       ……         …… 

二年级上册语文教案-19雾在哪里 部编版 

《雾在哪里》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认识“雾、淘”等 12个生字。会写“岸”这个字。 

2.朗读课文,读好雾说话时的语气,体会雾的淘气。 

3.学习课文第一至第六自然段 ,仿照课文用“无论……还是……

都……”说一说雾来的时候的景色,让学生体会自然景物中所蕴含的

生活情趣。 

教学重点 

识字写字,读好雾说话时的语气,体会雾的淘气。 

教学难点 

仿照课文用“无论……还是……都……”进行说话练习。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教学流程： 

一、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上课前王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谜语，看谁猜的又快又准。 

像云不是云，像烟不是烟，风吹轻轻飘，日出慢慢散。（雾） 

孩子们真聪明，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雾的文章，（板书课

题）齐读课题，指导读出疑问的语气。谁能记住雾？ （生交流）带

有“雨”字头的字还有哪些？ （生交流）雨字头的字一般和水或天

气有关。 

二、检查预习，识记字词 

1、检查预习 

（1）通多预习，老师相信生字词肯定难不倒大家。王老师来考

考你，谁试着读一读？加大难度，去掉拼音还认识吗？多形式读强化

记忆。孩子们仔细观察，有两个字的读音完全一样，我们把这样的字

称为同音字。 “岸 暗”，“暗”这个字和太阳有关，没有太阳就是

暗，有了太阳就是明；“岸”看图理解词语。如何写好它呢？ 

（2）指导书写“岸” 观察字形体会字形上短下长的特点，教师

范写，学生书空。生练写展示，师生点评，学生修改后再次练写。 

 

三朗读课文，体会淘气 

1、生字词大家掌握的很扎实，把他们放到课文中你们还认识吗？

现在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思考：你觉得这是怎样的雾？找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出雾孩子说的话，并用横线画出来。  好多小朋友都找的很准确并在

书上留下了痕迹，你觉得这是怎样的雾？（第一自然段）淘气的雾都

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雾说的话？（引号）王老师把他们放到大

屏幕上，我们来读一读。 

“我要把大海藏起来。” 

“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 

“现在我要把海岸藏起来。” 

“现在，我该把谁藏起来呢？”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 

那么雾孩子都把什么藏起来了呢？（板书大海  天空 太阳  海

岸 自己）是呀雾孩子可真调皮，把这么多东西都藏起来了，谁来当

一当淘气的雾孩子来读一读这几句话。（指名读  全班读） 

指导学生读好雾说话时的语气，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对淘气的认识

进行情感朗读，可以加动作。 

三、朗读课文，体会淘气 

自由朗读课文 1-6段，要求： 

雾把这么多东西都藏起来了，被藏起来后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呢？

用“___”画出来。 

学生交流后出示句子： 

无论是海水、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见了。 

霎时，四周变暗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

了。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房屋、街道、树木、桥梁，甚至行人和小黑猫，雾把一切都藏了

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指名读前两句话，比较第一二句话，引导学生发现相同的地方。

都是用“无论…还是…都…”用上关联词就给人一种雾很大的感觉。

谁能读出这种感觉来？雾好像有点大，谁能更大？指名读第三个句

子，理解“甚至”，因为房屋、街道、树木这些都很大，相对而言行

人、小黑猫就比较小，“甚至”这个词说明雾不仅能藏大的，就连小

的也能藏。引读：让学生用上关联词说一说第三个句子。 

四、自主合作小组探究 

1、出示课文第三、四、六自然段。 

接下来王老师想和大家合作读，我们都来当一当雾孩子，我读红

色的部分，你们读黑色的部分要读出雾的大。看淘气的雾来到哪了？

（学校）谁来试着说一说。 

2、小组合作，一起完成。 

出示图片，淘气的雾又飞到哪里去了呢？发挥想象，说说雾还会

把什么藏起来。 

出示句式：淘气的雾来到____。“我要把____藏起来。”于是他

把____藏了起来。无论是___，还是___，都看不见了。 

大家充分想象，在小组中交流畅所欲言，组内推荐同学全班展示

交流。 

五、小结拓展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雾是一个___的孩子,他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_______藏了起来。 

雾接下来把自己藏起来又是什么景象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二年级上册语文教案-19 雾在哪里人教（部编版） 

19 雾在哪里 

文本分析: 

《雾在哪里》是一个童话故事。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雾”这一人们熟

悉的自然现象，描述成小孩子和世界捉迷藏的故事。雾把大海、天空、城市等景

物依次藏起，呈现出大雾笼罩下世界一片朦胧的奇妙景象。作者赋予雾以孩子的

语言，把大雾笼罩称作“雾藏起了世界”，把云开雾散称作“雾藏起了自己”，

因此整篇课文显得生动有趣。课文的段落结构有共同点，描写雾的变化时，都是

先写雾自言自语，再写雾把什么藏起来，最后写藏起之后的景色。课文的语言也

很有特点，善用“无论……还是……都……”等句式表达大雾笼罩下的景象，既

让读者感受到雾的淘气、可爱，又为读者想象雾景提供了依托。教学时可让学生

想象画面，在读与说的教学环境中了解雾这一自然现象，感受大雾笼罩大地是怎

样一种景象，从而培养学生注意观察周围世界的习惯，鼓励学生用语言来表达自

然界中的奥秘。 

教学目标: 

1.认识“雾、淘”等 12个生字，会写“于、论”等8个字，会写“于是、

无论”等11个词语。 

2.朗读课文，想象雾淘气的样子，读出雾说话时的语气。仿照课文例句，说

说雾来的时候的景色。 

3.能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雾的样子，体会其中所蕴含的生活情趣。 

教学重难点: 

1.识字、写字。 

2.读好雾说话时的语气。 

3.借助生活经验理解课文，照样子说说雾来的时候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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