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我是什么

1.认识“晒、极”等14个生字和多音字“没”,会写10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云、雨、冰雹、雪等自然现象都是由水变化

形成的，感受水与人类密切的关系。

3.体会作者用词准确、生动的特点，积累课文中的四字短语：灌溉田地、发动机器、

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理解文中的动词“落、打、飘”,并能说句子。

4。初步感受科普童话，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科普童话的兴趣.

重点

1。认识15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云、雨、冰雹、雪等自然现象都是由水变化

形成的，感受水与人类密切的关系.

难点

1。体会作者用词准确、生动的特点，积累课文中的四字短语：灌溉田地、发动机器、

淹没庄稼、冲毁房屋。

2。理解文中的动词“落、打、飘”，并能说句子。

1.识写生字

认读生字“滴”和“溪”,宜采用部首归类法认读。通过观察字形，明确部首中带有“

氵”的字都是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认读“极”和“越”,宜借助比较的方式认读.认读“

晒、傍、坏、屋”时，宜用组词法认读。认读“毁、奔、猜”这类与动作有关的生字时，

宜结合生活，引导学生在具体表达中识字。

对汉字间架结构进行简单归纳是二年级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能力.在10个会写字中，“

极、傍、海、洋、作、坏、给”都是左右结构的字，书写时应注意左窄右宽。“变、带”

是上下结构的字,书写时应关注各部分在田字格中的占位，重心要稳。“片"是独体字，应

写好关键笔画“竖撇"。

2。朗读课文

本文的朗读重点主要有两个.第一，长句朗读的重音把握。学生通过辨析的方式，发现

句子中需要读重音的词语,并通过模仿读等方式学习把握重音的朗读。第二，短句连缀时朗

读语气和语调的把握.例如，第3自然段中:“平常我在池子里睡觉，在小溪里散步，在江河

里奔跑，在海洋里跳舞、唱歌、开大会。”这句话由4个短句连缀而成，在朗读时语调由慢

到快，要注意到音调轻与重的变化，读出句子的节奏。



3。迁移运用

《我是什么》用拟人的手法,以“我会变”为话题，用“有时候……有时候……”的句

式表述了水的形态变化以及水与人的关系。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联系生活，发现身边人或

事物的变化，学会借用“有时候……有时候……”的句式表达.

准确运用动词。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对“落、打、飘”的比较，体会文章用词的丰富

性和准确性；设置语境，让学生学习运用“落、打、飘”；设置语境，引导学生拓展运用

其他表示下落的动词.例如，一阵大风吹来，把一件衣服刮了下来。 

1。预习提纲

（1）朗读课文，圈出生字,标出自然段序号。

（2）圈出文中难读与难理解的词语。

(3)思考：“我”是谁？“我”会变成些什么？

2。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1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晒、极、傍"等14个生字和多音字“没”。

2。体会作者用词准确、生动的特点,积累课文中的四字短语:灌溉田地、发动机器、淹

没庄稼、冲毁房屋。理解文中的动词“落、打、飘”，并能说句子.

一、猜谜导入，激趣入文。

1.同学们，你们会猜谜语吗?说说你平时是怎样猜谜语的。

2。聊天引出谜语,说说猜谜的方法。

总结：猜谜要看完整的谜面.如果看到一半便猜到答案，可以从下文去寻找证据，不急

着说。

3。我们一起来猜猜下面两则谜语。

重点引导学生边读边思考答案，随着谜面的逐行出示，排除错误答案，直到得到正确

的谜底。最后把答案代入到谜语中念一念.

课件出示：

一

我是一朵小白花,一夜北风遍地开，

无根无枝无花叶，朵朵都从天上来.





二

我是一颗小硬球,握在手里冷飕飕，

有大有小从天降，动物庄稼都害怕。

4。师生分别将“雪花”“冰雹"这两个答案代入到两则谜语中，逐行验证。

设计意图：

用猜谜语导入，可以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本课既是科普童话，同时也是一则

谜语.从两则简短的谜语入手，让孩子学会简单的猜谜方法,迁移到课文学习中,为学习课文

做好铺垫.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同学们，今天学习的《我是什么》也是一则谜语,只不过它的谜面比较长。看到长谜

面不用害怕，刚才我们是逐行猜，现在我们可以逐段猜测。

2。课件逐段出示课文，学生初读课文，逐步排除错误答案,最终得出谜底“水”.

设计意图：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课前学生虽然读过课文，但不一定能猜对答案，所以教师和

学生一起逐段排除，那就好比教师牵着孩子的手，慢慢地掌握方法，而这种猜谜方法无疑

会迁移到孩子以后的猜谜活动中。

三、链接预习单,检测字词。

课件出示：

预习单

1.朗读课文，圈出生字，标出自然段序号.

2.圈出文中难读与难理解的词语。

1.请大家打开课本第5页,自己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链接预习单，检测字词.

（1）预习单反馈:朗读课文、圈画生字、标自然段序号的情况。

①可爱的水宝宝出生在池子里，它很想去小溪里散步(出示小溪的画面）,你们能帮帮

它吗？

②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2）链接预习单，解决难点.出示孩子们圈的难读与难理解的词语.(预设:“灌溉田地

”“淹没庄稼”）

课件出示:

灌溉田地    淹没庄稼

（3）寻找规律，猜猜词意。找一找:加点的字有什么共同点?（都有三点水）



（4）偏旁归类识字：出示文中带有三点水的词语:水滴、小溪、池子、海洋.（正音）

课件出示:

水滴    小溪    池子    海洋

设计意图：

二年级的孩子已经初步具备自己预习课文的能力，利用“课前预习单”及时了解预习

情况，基于学习起点进行字词教学,精抓难点，提高效率。

四、指导朗读，感悟水之变化。

1。朗读体验，感受水变化之丰富.

(1)学习第1自然段，了解水的变化。

水娃娃会变，它变成了什么呢？请你读一读第1自然段，读完后把变化后的名字圈出来

.

①生朗读并圈画。

②交流反馈。(师在黑板上简笔画“汽”“云"）

（2）结合板书，了解水变成“汽”“云”的过程。

①师随机教学生字“晒”。（师出示“晒”生字卡，正音——组词——想办法记住）

②生结合板书,说说水变成“云”的过程.

③师随机出示词卡“极小极小"，教学生字“极”.（读准字音;结合生活经验理解词意

；并通过“小、极小、极小极小”的大小排列识记“极”字；还有哪些极小极小的东西；

读出小的感觉。)

（3）结合生活经验,积累词语。

①读句子,提取信息.（了解水变成云的过程)

②随机教学生字“傍”.（读准字音——结合字理识字——理解“傍晚”词意）

③联系生活，积累词语。（穿上白衣服的“我"叫——

“白云”,穿上黑衣服的“我”叫——“乌云”，早晨披红袍的“我"叫—-

“朝霞”，傍晚披红袍的“我”叫-—“晚霞”。）

(4)指导朗读，感受水变化之丰富。

课件出示:

有时候我穿着白衣服，有时候我穿着黑衣服，早晨和傍晚我又把红袍披在身上。

(5）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说云的名字.

课件出示：

有时候我穿着白衣服，人们叫我(白云）;有时候我穿着黑衣服，人们叫我（乌云)；早

晨我把红袍披在身上，人们叫我(朝霞);傍晚我又披上红袍,人们叫我（晚霞）。



①师生合作读。

②男女生配乐朗读.

设计意图：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等方面的影

响。这一板块设计了随文识字，“晒”结合太阳图片识字；“极”结合生活经验识字；“

傍"结合字理识字,字理采用微课形式呈现，多种方法识字，有趣且有效。

2.朗读体验，感受水变化之奇妙。

学习第2自然段，圈画关键词,提取信息。

（1)创设情境,出示动画：“我”越升越高,体温越来越低。你听，风伯伯来了，“我

”越来越冷，“我”又要变啦!

学生练习用“越____越____”说话.师相机出示“变”字，教师范写，学生书空。

（2）淘气可爱的水娃娃又变成了什么呢？(读课文并圈画）

（3）交流反馈。（师板书：“雨、冰雹、雪”）

课件出示：

水珠，水珠，你叫什么名字?

小硬球，小硬球，你叫什么名字？

小花朵,小花朵，你叫什么名字？

作者用这种写法,把冰雹、雪花的样子写得多生动呀！

（4）播放微课，了解“冰雹”。

（5）指导朗读，感受“落、打、飘”用词的准确.

课件出示：

1。小水滴聚在一起落下来,人们叫我“雨"。

2.有时候我变成小硬球打下来,人们就叫我“冰雹”。

3.到了冬天,我变成小花朵飘下来，人们又叫我“雪"。

（6）想象画面，体会“落、打、飘”用词的精妙。

师：老师读到第1句的时候仿佛看到小水珠撑着降落伞从天而降。你们读读第2、3句话

，说说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体会“打”的速度最快，“飘”的速度最慢）

雨点宝宝、冰雹大哥、雪花妹妹是怎样落下来的呢?请把“落、打、飘”对号入座。

课件出示：

飘    落    打

1.小水滴聚在一起（    )下来,人们叫我“雨”。

2。有时候我变成小硬球（    ）下来，人们就叫我“冰雹"。

3。到了冬天,我变成小花朵（    )下来，人们又叫我“雪”。

①口头填空，说说理由。



②多种形式地读,体会水变化之奇妙.（指名读——加动作表演读--配图朗读）

设计意图：

借助情境体验、趣味填空、表演朗读等环节，引导学生重点感受水变化中的不同形态

，在交流、游戏中体会动词使用的准确,达到积累语言的目标。

五、小结巩固,趣味延伸。

1。同桌合作朗读第1、2自然段。

2。谁能完整地说说“我"的变化?

课件出示：

3.用“我是水，我会变……有时候，我……有时候，我……”连起来说一说。

4。其实，“我"还有很多本领呢！“我”还会变成什么呢？

5.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和课外知识交流。

水娃娃真神奇，真是千变万化！

（音乐律动起）师生在律动操的趣味问答中，体会水变化之奇妙。

课件出示:

小水滴,落下来,人们叫我雨；小硬球，打下来，人们叫我冰雹；

小花朵,飘下来，人们叫我雪；小薄纱，罩下来，人们叫我雾；

小盐花，洒下来，人们叫我霜;小彩桥,架起来，人们叫我彩虹.

设计意图: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只有在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基础上学习和探究新知,才能对知识形

成深刻的理解。此环节既是对第1、2自然段的回顾梳理，又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拓展延伸

。

第2课时

课时目标

1.会写“变、极”等10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水既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也会给人们带来灾害。

一、随文识字，品读课文。



1。正确朗读长句子.

水娃娃就这样循环变化着，多么有趣呀!下面请同学们自由读读第3自然段，想想“我

”的家在哪里。

（1）学生自由读第3自然段.

（2）师生交流。

课件出示：

平常我在池子里睡觉，在小溪里散步,在江河里奔跑，在海洋里跳舞、唱歌、开大会。

2。读出长句子的节奏。

（1）指导读出节奏、轻重。

提示：词组和词组之间要注意停顿；“睡觉、散步、奔跑、跳舞、唱歌、开大会”这

些词语重读；“平常我在池子里睡觉,在小溪里散步”语速放慢;“在江河里奔跑”语调激

昂；“在海洋里跳舞、唱歌、开大会"语调轻快。

（2）学生自己试读、点读、个别展示读、全班齐读。

3.读出长句子的画面。

课件出示：

平常我

在池子里睡觉，

在小溪里散步，

在江河里奔跑，

在海洋里跳舞、唱歌、开大会。

(1）观察句子，水有什么变化？

（2）说说“我"在不同的家里，都会做些什么.

（3)联想画面,语言表达。

课件出示:

                              

      （池子）                              （小溪）



                                                 

（江河）                              （海洋）

同学们，观察这四幅图，说说你似乎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4）指导读出不同的场景，男生读、女生读、男女合作读。

设计意图：

指导读连缀式语句是本课朗读教学的重点，通过正确朗读长句子——

读出长句子的节奏——

读出长句子的画面，层层深入，便于学生深入文本。将长句转化为诗歌，便于学生掌握朗

读节奏。

二、品读课文,积累运用.

1.出示第4自然段，水宝宝到底有什么脾气？

课件出示：

温和            灌溉田地             发动机器

暴躁            淹没庄稼             冲毁房屋

2。检查学生能否将整个词连起来读。

3.联系上下文理解“温和”“暴躁”.

（1）看“灌溉田地”的图片,说说庄稼会对水宝宝说些什么。

预设：庄稼会对水宝宝说：“水宝宝,谢谢你让我喝饱了水，让我快快长大。”

（2）课件出示水发电的情景,说说水发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

(3）“我”脾气温和时还会做哪些事情？

（4）“我”脾气暴躁时会怎样?指名读句子。

(5）课件出示洪水暴发的情景。看了视频后你有什么想说的？

（6）师生合作读。

课件出示:

有时候我很温和，灌溉田地，发动机器，做过许多好事。

有时候我很暴躁， 淹没庄稼，冲毁房屋，做过许多坏事。

4.句子训练,进一步感受水的“温和"和“暴躁”。

水宝宝脾气温和的时候，它会_______________，会____________。



水宝宝脾气暴躁的时候，它会_______________,会____________。



因为水宝宝会灌溉田地、发动机器，所以人们说它脾气很温和。

因为水宝宝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人们说它脾气很暴躁。

5.指导朗读，感悟水的双面性.

（1）男女生合作读第4自然段。

课件出示：

有时候我很温和，有时候我却很暴躁。我做过许多好事, 

灌溉田地，发动机器，帮助人们工作。我也做过许多坏事,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给人们带来

灾害。人们想出种种办法管住我,让我光做好事，不做坏事.

（2)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3)师生合作读：学生读水温和的部分，教师读水暴躁的部分.

（4）教师小结：朗读的时候，如果能把事物的变化以及事物完全不同的特点，用声音

表现出来，你就是出色的朗读家啦！

6.为了让“我”光做好事，不做坏事,人们想了哪些办法管住“我"?

提示：教师可先自己列举出一个人们管住水的办法,引导学生回答。同时让学生在思考

问题的过程中理解水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只有管住水，保护好水，才能好好地利用水，让

水光做好事,不做坏事，成为人类的好朋友.

预设一：修筑水电站大坝，既可以蓄水、防洪,还可以利用水力发电。

预设二:修河道、河堤，可以用于防洪,也可以用于运输。

课件出示：

水电站

设计意图：

读是学生与文本进行情感交流的纽带，多种形式的朗读,调动了学生对文本的兴趣，教

师借助图片、视频让学生对水的双面性格更加了解，增强了朗读的效果.在读中积累句子，

在积累语言中内化文本，锻炼表达，凸显语言训练的梯度。

三、引导观察，指导书写。

1.比较结构，发现相同点.





课件出示：

（1）生自主观察生字“极”“傍”，说说这两个字的相同点.（归纳：左右结构，左

窄右宽）

（2）教师范写“极”字，学生当小老师评价。

（3）归纳书写要点。

课件出示:

一看宽窄；二看高低；三看穿插。

（4）学生在书上田字格中描红,练习写字，师巡回指导。

2。展示评价,二次修改。

(1）师选取典型作业进行展示。出示“写字评价卡”，生对照进行评价。

(2）生生互评,二次修改。

3.呈现儿歌，生字复现.

课件出示：

水娃娃

水娃娃，变戏法，变成蒸汽上天耍。

春天变细雨，染绿小春芽;

夏天变露水，荷叶珍珠挂；

秋天变白霜，地上撒盐花；

冬天变飞雪，小树穿白褂.

变来又变去,还是水娃娃。

读儿歌,巩固生字“变”，再次了解水的变化。

设计意图：

二年级的写字更应关注字的间架结构。让学生自主观察、学会比较，归纳左右结构的

字的书写“三要点”。注重二次修改，关注书写态度。最后出示儿歌《水娃娃》，既让学

生复习了本课的生字，又让学生复习了水的部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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