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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一 

1、认识生字，会补充描写春天的词语，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 

2、能通过提问的不同，读出同一个句子句子不同的语气。 

3、掌握左半包围的字的书写要点。 

4、朗读背诵古诗，阅读短文，理解文本的意思。 

重点：识字写字，掌握汉字书写规律。 

难点：朗读背诵古诗，体会小草的坚韧不拔。流利朗读文本，理

解文本的意思。 

2 课时 

一、我是小导游 

1、出示生字卡，指名读生字，师生共同正音。 

2、同学自由读生字，交流识字方法。看图认字：亭、厕所、宝塔

分析字形特点认字：餐根据字义理解识字：管理、咨询 

3、同桌检查读词语，互相评价校音。 

4、老师指名读生词，检查生字词认读情况。 

5、我来当小导游。我们今天去中心公园玩儿，公园可真大，同学

们可得认清楚指示牌，可别走丢了。谁来当小导游，带领着我们一起

游览一下公园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公园里有什么。 

6、小结：这张图就是我们在公园里经常见到的导览图，看到这张

图，我们就知道这个公园里有什么设施，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认识这些指示牌，我们在公园里就能更好的游玩了，下次与家长去公

园玩，你们也给家长讲讲这个导览图吧。今天我们就游览到这里。 

二、读读写写 

1、出示春天的图片，说说从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指导学生观察春天的景象，说说自己的感受。 

2、出示课本的练习题，举两个例子。 

______的天空 

_______的阳光 



______的田野 

_______的微风 

______的柳条 

_______的草坪 

示例：我看到碧绿的田野、细长的柳条。 

暖暖的阳光让我感到春天来了。同学们，你们还想到了什么，把

你感受到的说一说。（指名说自己的想法） 

微风：轻柔的、温柔的 

草坪：嫩绿的、细软的、充满生机的 

天空：蓝蓝的、广阔的、一望无际的(言之有理即可)。 

3、选择你喜欢的词语填在课本划横线的地方，字迹工整。 

4、出示句子“种子睡在松软的泥土里。”指名读句子。 

根据教师的提问读这个句子。 

什么睡在松软的泥土里？（重读“种子”） 

种子睡在哪里？（重读“泥土里”） 

种子睡在什么样的泥土里？（重读“松软的”） 

根据提问的侧重点不同，读的过程中，重读的地方也不一样，在

读的过程中，注意提问所问的要点。 

5、指导书写。 

归纳总结：“底”“原”是左上包围的字，写的时候注意撇要写

伸展；“处”“递”是左下包围的字，捺画要写得伸展。学生描红，

练习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三、课堂小结 

我们今天这节课上，学会了如何看公园的导览图，与我们实际的

生活紧密相关，希望同学们在课后，在生活中留心观察，扩大自己的

识字量。 

一、走进古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1、导入：小朋友们，学习这一单元课文后，我们发现了春天新长

出的景物，如：小草从地下钻出头来。现在我们来学习一首描写春天

的古诗。 



2、初读感悟。 

(1)自由朗读课文，圈画不认识或容易读错的字。 

(2)结合语言环境自主认读。 

(3)教师检查认读情况，随机纠正读音。注意“枯”不能读成

“gu”，不可写成“姑”。荣不要读成“yóng”。  

3、理解古诗内容。 

（1）自由读诗，画出朗读节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再自由读诗，了解诗歌大致的意思。大意释析：“离离原上

草”，辽阔的大地上长满了茂盛的野草。多媒体展示辽阔草原。看到

后你的感受怎样？（惊讶，舒服，心旷神怡。）读出你的感受。“一

岁一枯荣”，出示春、夏、秋、冬草图，让学生讲两幅图的不同理解

诗意。 

（3）出示课本插图，学生观察。 

（4）小组讨论后汇报。 

（5）教师小结：“一岁一枯荣”是大自然的规律。大家看的这枯

荣图有什么认识请读出来。 

（6）看春秋草图理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7）教师小结：读到此句诗时，大家的心中对小草涌起了什么感

觉，说一说。它们无情摧残小草，枯萎衰败，春天一到，小草又恢复

了生机。 

4、师点拨：此时，你最想对小草说些什么呢？（小草的生命力真

顽强啊！） 

5、你体会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怎样读?(体会到了作者对小草的

赞美、喜爱。第三句“野火烧不尽”语调稍扬，显示野火的无情和小

草的顽强，“烧不尽”读重音；第四句“春风吹又生”语调平稳有力，

表现野草旺盛的生命力，“又生”读重音。) 

6、有感情地朗读全诗，背诵全诗。 

二、我爱阅读 

1、播放短文录音，请学生仔细听录音，把自己读不准的字圈划出



来。不理解的句子划上波浪线。 

2、小组讨论解决难点。出示：沙沙沙、轰隆隆、叽叽喳喳，重点

指导读好拟声词。 

3、学生自由朗读短文，把字音读准，语句读流畅。 

4、说一说这一篇短文讲了个什么故事。（指名说） 

5、分小组按照自然段顺序，轮流朗读短文。6、师生合作读短文，

分角色朗读短文，笋芽儿的话让女生读，妈妈教师读，旁白男生读。 

三、课堂小结 

1、背诵古诗 

2、把我们学习到《笋芽儿》读给爸爸妈妈听吧。 

板书设计：语文园地一 

天空：蓝蓝的、广阔的、一望无际的 

微风：轻柔的、温柔的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二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积累词汇、诗歌。 

3、口语交际。 

4、展示作品。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正文：语文园地一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积累词汇、诗歌。 

3、口语交际。 

4、展示作品。 

1、运用方法认字、写字。 

2、进行口语交际。 

： 

三课时 

教学目标：我的发现这一项安排了两组汉字，每组的前一个字都

是学过的熟字，后一个字都是要学习的生字，而后一个字都是前一个



字表示读音的部分。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辨一辨，从中发现规律——利

用形声字声旁识字的方法。在“我会读”中应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巩固，

记住生字。在“我会写”中引导学生写出带有“木、月、艹、宀”偏

旁的字，从中加以巩固和运用识字方法。 

教学过程： 

我会认 

1、学生看拼音读字、读词，在词语中认读生字。 

2、辩字形，让学生自己去找出每组中两个字的异同。 

3、组词语，区别每组两个字的意思。 

4、书中的学习小伙伴是用什么方法学会生字的呢？你能帮她告诉

大家吗？（形声字声旁识字的方法或熟字减一减的方法。） 

5、出示“我会认”中生字，读准字音。重点指导：翘舌音“支”，

后鼻韵“龙”。 

6、扩词练习。引导学生采取多种方式扩词。 

7、改变语境，在不同语境中巩固生字。 

出示下列词语，学生认读。 

交朋友交通支招一支笔九龙坡龙头巨龙龙舟 

要求请求凡人凡是平凡利用利益有利 

我会写： 

1、出示四组字引导学生认读。 

2、引导学生发现每组字的相同点。回忆一下部首木字旁、月字旁、

草字头代表的意思。 

3、书中的学习小伙伴还能写出几个这样的字，你也能吗？ 

木字旁：树、林、枝、枫、样、杨、梅、柳 

月字旁：明、肚、脸、胆、腿、脚、脑 

草字头：草、花、蓝、苗、苹、苦、荷 

宝盖头：宝、它、安、完、家、定 

教学目标：日积月累这部分是由“我会读”和“读读背背”组成。

“我会读”是本组教材中所学生字的复现，帮助学生加以巩固。“读

读背背”是一首表现秋天丰收景象的儿歌，与“我会读”共同起到促



进学生对语言积累的作用。 

教学过程： 

我会读： 

1、学生分小组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朗读，后全班进行读词训练。 

2、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造句。 

3、交流词语的记忆方法，引导学生自己找出记住词语的好方法，

全班交流，互相促进。 

读读背背： 

1、教师示范读。 

2、轻声读儿歌，不认识的字，看看音节多读几遍。 

3、引导学生品读，比一比谁读得有味道。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儿歌。 

2、拓展 

将收集的秋天的儿歌读给同学听或自己写一写儿歌展示给同学。 

（朗读时需注意：轻声：庄稼高粱葡萄一声：黄澄澄红彤彤） 

教学目标： 

这次口语交际是进行秋游的前期准备，主要是讨论去哪，要做些

什么，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做事要有一定的计划

性，培养学生创造力。激发学生想说的热情，能说清自己的计划和理

由，并能用商量的口吻与别人交流。在交际中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取

长补短的好品质。 

交际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学生搜集的有关景点或秋游路线的资料。 

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走进秋天。 

播放多媒体课件，展示出秋天的美丽景色。教师启发谈话：同学

们，秋妈妈已来到了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美景，带来丰收，带来乐

趣。我们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去秋游那有多好呀！可不去什么地方，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小组汇报，组内讨论。 

引导学生出示自己课前搜集的有关景点或秋游的路线资料，结合

资料向小组的伙伴说说自己的打算，其他人要进行评价。 

小组讨论谁的计划好，达成共识，进行补充完善本组的秋游计划。 

3、全班交流，统一计划。 

各组陈述本组的计划和理由，进行评价，引导学生用商量的语气

进行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确定秋天计划。 

4、讨论具体事宜。 

引导学生讨论秋天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秋游的分工。 

5、总结评议，提出建议。 

教师总结秋天的计划研究情况，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

建议。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三 

1．引导学生认识反义词。 

2．积累词句，朗读诗歌。 

3．通过口语交际练习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通过“展示台对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自主学习的习惯。” 

自主学习 

学生准备展示作品。 

三课时 

一、学习“我的发现”。 

1．读读小伙伴的话。 

2．自读词语。 

3．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词义相反或相对。） 

师：这种词义相反或相对的.词语我们称它们为一组反义词。 

4．分男、女生对说反义词。 

5．合作识记生宇，交流识字方法。 

二、学习“日积月累”。 

1．“我会选”。 



（l）读一读四个词，明确：要选的是近义词。 

（2）独立选一选。 

（3）评一评。 

2“读读说说”。 

（l）齐读句子。 

（2）小组内互相说一说。 

（3）指名说。 

（4）独立填写。 

3．“我会读”。 

（1）自由读。把诗歌读正确、读流利。 

（2）小组合作读。互相帮助读正确，读流利。 

（3）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4）比赛读。 

三、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喜欢旅游吗？今天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旅游团，出去游览一

下。 

二、“导游”招聘。 

读愿意当导游给大家介绍你知道的名胜古迹？ 

三、准备交流。 

1．启发。 

你准备怎样介绍？ 

2．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怎样介绍？ 

3．介绍 64a 注意： 

（l）有条理，刘顺序，把话说连贯。 

（2）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态度大方。· 

四、旅游。 

“导游”给大家介绍自己知道的名胜古迹，游客随时间“导游”

提问题， 



导游要难心解答。 

五、评比最佳“导游”。 

互相提名评，说说好在哪里。 

一、“识字加油站”。 

1．有很多同学爱在课外读书看报，在课外认识了很多字，现在请

他们把自己认识的字读给大家听。 

学生拿课外书报用实物投影显示，当场读，读后大家拍掌鼓励。 

2．有些同学把自己认识的字写出来了，也请他在实物展示台上给

大家读一读。 

3．交流识字的方法。 

4．你以后还准备怎样识字？ 

二、“图片展示台”。 

1．将学生收集的图片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学生下位观赏。 

2．请同学们讲讲自己的图片内容，说说为什么收集这张图片。 

3．对有意义的图片给予表扬。 

三、课外兴趣“露一手”。 

1．请同学们上台表演在课外学会的歌曲、舞蹈等。 

2．对表演好的给予表扬。 

3．请同学谈谈自己的收获。 

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摇篮。革命战争年

代，祖国的优秀儿女们为了拯救母亲，浴血奋战，勇于献身。新中国

一成立，多少流亡海外的专家学者、爱国人士历尽艰难，投入祖国的

怀抱。如今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本组教材围绕“热爱祖国”这一专题，从识字、课文到语文园地，

都突出了歌颂祖国的悠久历史、大好河山、灿烂文化和民族精神， 

培植学生爱祖国、爱首都、爱中华民族的情感这一主旨。其中有

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三字经，有展现隆重、热烈的国庆场面

的《欢庆》，有反映我国在新世纪之初的重大国际竞争中显示实力的

《我们成功了》，也有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看雪》。学生通过本组



课文的学习，由此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首都，对我国灿烂的古代

文明和现代文明有较深的印象，爱国情感会得到提升。 

教学时我多让学生朗读课文，在读中感悟蕴涵的思想感情，受到

潜移默化的熏陶。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搜集有关资料，加

深了对祖国的了解。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一教学设计篇四 

“我的发现”共列出了八种事物的图案，排列没有什么规律，但

都是有一定联系的事物。主要是在形状上有相似之处。“日积月累”

包括读读认认、读读背背、我会说三项内容。“读读认认”，读 8 组

字词，认识 9 个生字，借助词语理解字义。“读读背背”是积累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春联。“我会说”是通过练习描写景物特点的形容词与

描写景物名词的搭配，让学生积累和练习运用语言。“口语交际”安

排了以《春天里的发现》为话题的口语交际训练，要求学生在过去感

知春天的基础上细心观察，并展开想象，突出对春天一些现象的“新

发现”；而且还要在说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发现写下来。“展示台”的

主要任务是展示和交流本组语文实践活动的成果。“宽带网”是本册

课本“语文园地”中新开辟的一个栏目，旨在拓宽学生语文学习的时

空，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它是本组学习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 

知识与技能： 

1、指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画，发现事物的相似特点，用“……像……”

的句式说清楚自己的发现，培养学生的观察表达能力。 

2、指导学生自主识字，读读认认，与同学交流识字方法；读背诗

句；用词填空，积累语言。 

3、指导学生积极参与找春天的实践活动，主动与同学交流春天里

的新发现，培养口语交际能力，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过程与方法：通过收集、处理、展示与本组课文内容有关的信息

资料，培养口语交际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激发热爱大自

然的感情。 

教学的重点是用“……像……”的句式说清楚自己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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