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四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本组教材围绕“怎样看问题、想问题〞这个专题，选编了一些能给人以启迪的成语和故

事，让学生在阅读中识字，在阅读中感悟生活的哲理。“识字 4〞选了三组成语，这些

成语与本组课文内容有一定联系。成语故事《坐井观天》，让学生懂得目光短浅、眼

界狭小，见识就会有限的道理；寓言故事《我要的是葫芦》，让学生懂得事物之间是

有联系的，不能只顾“结果〞而忽略了“过程〞；童话故事《小柳树和小枣树》、《风娃

娃》、《酸的和甜的》，让学生懂得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缺乏，做事

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动脑的道理。 

设计理念 

1.学习方式上运用朗读、质疑、讨论、评价、想象启发学生大胆想象续编故事，使自己

和故事中的人事联系起来，感悟故事感悟生活。 

2.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识字，在阅读中感悟生活的哲理。 

3.通过学习本组课文，引导学生“知书达理〞，使他们借此来明辨是非美丑，懂得什么

是该做，应该怎么做。 

学习目标 

1.认识 47个字，会写 50个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识字 4中的成语，体会其中的韵律感。初步感知成语的特点，并具

有积极收集成语的兴趣。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感悟其中的道理。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4.能想象故事的情景，并能根据故事续编故事。 

总体设想 

整个单元的教学 共分六个模块。 

模块一：自主预习。〔2课时〕整体感知单元主题，了解学习目标。运用已掌握的方法，

自主识字，读通课文。 

模块二：分类识字。〔2课时〕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一步发现识字方法，掌握识字

规律。合作学习本单元生字。 

模块三：朗读感悟。〔4 课时〕主要是在识字根底上带着孩子们领悟文本内容， 利用

插图，激发学生通过朗读领会情感，引导他们评价故事中的人和事，从中理解故事中

包含的道理。 

模块四：分类写字。〔2课时〕从字的结构入手，指导写字，指导学生发现共性的东西，

初步掌握写字规律。 

模块五：交际与实践。〔2课时〕回归单元主题，升华情感，展示积累。初步培养学生

积累好词佳句、主动收集成语的习惯。 

模块六：整本书阅读。 

模块一：自主预习 

教学流程：初步感知第四组内容——自主识字——交流识字——读通课文---弄懂文章大

意。 

板块一：初步感知第四组内容。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找到不认识的生字、词组及

其它相关知识。 

1、学生自由阅读课文，选择你最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到生字词多读两遍。指导学生找出阅读中遇到的生字生词。 

2、老师范读课文，带着学生认识自己刚刚画出的不认识的生字生词，可以引导学生注

上拼音。 

3、学生再次自由分组阅读，加深对文章的认知。注意阅读速度节奏的掌握，注意阅读

文章时的感情流露技巧。 

[设计说明：在教师的指导下，增强学生的自学意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板块二：自主识字。 

引导学生运用已经学习的识字方法，自主认字、识字。 

1、教师正确朗读生字，引导学生学习生字正确读音，正确拼音书写。 

2、引导学生运用已掌握的拼音查字法和部首查字法对生字进行自学。找出生字在字典

中的页码并找出该生字构成的三个词语及其意义。可以安排查字比赛，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3、引导学生对已预习的生字按构字方法进行总结，加深对生字的认识。 

[设计说明：在自主学习的根底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

生的自学能力。] 

板块三：交流识字。 

淘气的汉字宝宝摘掉了拼音小帽，着急地跑出来和大家交朋友。仔细看看哪些生字容

易读错，请能干的小老师提个醒。 

【设计说明：这一环节的设计目的是培养学生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习惯，学会在同

伴中学习，让同伴之间互相帮助提醒，这对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是个不错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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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板块四：读通课文。那些可爱的字宝宝跑到课文中去了，看看你还能不能认识他。

翻开课文你们读一读看看谁能读通课文。孩子们，让我们带着生字词，走进课文，走

进故事。 

师：但要请小朋友认真听，给老师做评委，读错的马上指出来，读得好要掌声鼓励哦！ 

板块五：弄懂课文大意。谁能说说每篇文章的大意呢？师生共同交流。 

【设计说明：这一环节放在预习的模块中是为了给学生一种整体，另一方面也让孩子

们明白识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为了更好地阅读更多的书。】 

模块二：分类识字 

教学流程：交流识字方法——自主识字——指导识字——稳固识字。 

板块一：交流识字方法 

回忆识字方法：想想自己认识的这些字用的什么方法记住了啊？ 

板块二：合作探索，自主识字 

学习生字时，让根底好的学生将自己识字的好方法教给根底差的学生。在此根底上，

老师再提出更高的要求。 

【设计说明：根据二年级学生缺乏合作的意识、注意力容易分散、自律性差等特点，

我依据学生固定座位分成 4 人小组，就近组成合作学习小组。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识字的效率，增强了识字的兴趣，而且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合作学习

生字时，均有收获：根底差的学生能根本认识字形，根底好的学生不仅认识了字形，

增强了词汇量，而且提高了生字的灵活运用能力。同时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也尝试到了

合作的乐趣。】 

  板块三：刺激兴趣，稳固识字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我们经常根据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适时地选择运用各种游戏，

比方同桌互相做生字卡猜一猜……为学生创设愉快的学习气氛，使识字教学步入“教师乐

教，学生乐学〞的理想境界。 

【设计说明：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较浓的兴趣，才

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他们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学习起来才轻松愉快、事半功倍。

况且低年级的孩子年龄小，注意力极易受到影响，注意的持续性也不强。所以，教学

的各个环节中都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的兴奋点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高

度，在不觉负担中识记生字，从而来提高识字的效率。低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比拟薄

弱，容易分心，如果只是一味的识字，是无法很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因此，在

识字过程中使用学生最喜欢的游戏，对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泼课堂气氛，提高学

生的识记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板块四：巧记字形，教师指导 

 利用识字方法记住字形。常见的有：〔1〕形象记忆法。二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比拟强，

有的学生会找到自己的形象记忆法去记忆生字。〔2〕根据结构记忆。对于一些结构简

单的生字，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说出他的结构以及各局部的记忆方式，这也是二年级学

生常用的识记方式。〔3〕找到关键笔画进行识记。 

【设计说明：在教学生字时，有的学生看似听得很明白，但是写的时候就会出错。针

对这些问题，老师的指导作用是要发挥的，因此在学生认识了一定的字后，老师在检

验的根底上指导正确的识字是非常必要的。】 

模块三：朗读感悟 

教学流程： 

学习识字四中第二组成语和《坐井观天》---学习识字四中第三组成语和《我要的是葫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芦》---自主学习《风娃娃》《酸的和甜的》---学习识字四中第一组成语和《小柳树和小

枣树》 

板块一： 

学习：《坐井观天》和管中窥豹、坐井观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朗读感悟《坐井观天》 

自读课文，找出文中小鸟和青蛙的三次对话---看图练读第一次对话—感悟第二次对话 

〔1〕通过学习第二次对话，让学生 说说读懂了什么。 

〔2〕引导学生思考：青蛙和小鸟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 

〔3〕围绕这个问题自由读课文，想想再答复。 

〔4〕用“因为……所以……〞谈谈自己的理解。 

〔5〕带学生体验：用纸卷成筒再去看天，看到的天有多大？ 

〔6〕四人小组再读第二次对话。〔一人引读，两人对话，一人担任评委。〕 

重点指导：“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读出不相

信的语气〕 

“你弄个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哪！〞〔读出劝告的语气〕 

感悟第三次对话 

〔1〕自由读第三次对话，边读边想：小鸟和青蛙都是笑着说的，他俩的笑各有什么含

义？ 

〔2〕小组合作学习。先分角色朗读，再讨论上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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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朗读对话，读出适当的语气。朗读提示：青蛙的话要读出傲慢、自信的语气，表

现出自以为是的心理状态；小鸟的话要读出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的语气，表现出实

事求是的诚恳态度。 

【设计说明：以读代讲学习方式既能引导学生真正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又能帮助学生深

刻领会课文内容，这样的学习方式防止了老师泛泛地讲也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中领悟，

特别适合低年级学生。】 

2.扩展活动续编对话 

学习流程：小组合作，续编第四次对话：青蛙如果真的跳出井口，他会看到什么，会

说些什么呢？----分组活动续编后分角色读一读----全班交流续编的对话。 

【设计说明：这一环节的设计目的是激发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利于学生进一步领会课

文主旨。】 

4.学习识字四中第二组成语：管中窥豹 坐井观天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学习流程：出示这三个成语---回忆课文内容想想哪个成语与课文内容相关---教师讲成语

故事---学生大声朗读 

【设计说明：把成语放在课文后面学习便于孩子理解成语，让孩子联系课文内容对照

成语真正使学生学以致用，大声朗读就是为了学生感悟成语的韵律。】 

板块二：学习《我要的是葫芦》和拔苗助长 徒劳无功 

1.自读感悟。 

〔一〕老师扶着学习第一自然段。 

【设计说明：这一段教学的设计是想引领孩子怎样感悟课文，怎样体会表达的妙处。

以读代讲的方式体会表达。】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1、出示课件：葫芦图 

配乐声中学生观察葫芦生长过程。 

师范读第一自然段。喜欢吗？你特别喜欢哪一句？ 

师：哪些词语你特别喜爱？ 

老师还欣赏一个词“挂〞。每次读到“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我仿佛看见挂在藤上的小葫

芦随风摆动，好似在和我们打招呼呢。〔课件：挂〕 

3、来，我们把心中的喜爱读出来。(配乐朗读) 

4、比我们更喜爱葫芦的人是──〔种葫芦的人〕。你从哪句体会到？那个种葫芦的人每

天都要去看几次，越看越喜欢。 

师：看一次？生：看几次。 

师：对，强调看几次。生再读。 

5、如果你就是那个种葫芦的人，你盯着小葫芦会说什么？ 

6、你还想怎样表达你对小葫芦的喜爱？ 

7、让我们带着心中的喜爱再美美地读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想，让葫芦在我们脑海里

生根、开花、结果。 

〔二〕以读代讲学习第四自然段。 

【设计说明：用倒置的顺序把第四自然段先来学习，让学生在知道故事结果的情况下

再回味故事，去探求葫芦落了的原因，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的兴趣。】 

1．听出来了同学们太喜欢小葫芦了。──可是……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那些可爱

的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课件：小葫芦变黄，落了〕你有什么感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受？ 

2．来把我们心中的惋惜，难过读出来。 

不久，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 

3、是呀，看着小葫芦一天天变黄，落掉，我们怎能不难过呢！来，我们再来读读这句。 

〔三〕学习第二、三自然段。 

【设计说明：用招聘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1、我们学到这儿，你的脑海里一定出现了几个问号，你有什么问题？ 

2、孩子们，不光是我们关心这个问题，有一个“葫芦剧团〞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关心这

个问题。你看，剧团寄来了一封信。〔课件出示 

招聘启示 

为了解开“葫芦落掉〞之谜，我们决定表演课本剧《我要的是葫芦》。招聘演员两名：

“小糊涂〞──种葫芦的人；“小机灵〞──邻居。谁愿意？ 

招聘要求： 

1、会读：认真读读课本 2、3自然段，用“──〞勾出“小糊涂〞所想所说的句子；用“～〞

勾出“小机灵〞所说的话，好好读一读。 

2、会说：同桌分角色认真练习“小糊涂〞和“小机灵〞的对话。一边读一边想象和体会。 

3、会演：分角色表演，表演时注意人物的动作、表情、注意说话的语气。 

欢送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 

“葫芦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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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3、为了当上演员，我们一起努力吧！ 

4、准备好了吗？我是“葫芦剧团〞的团长，选拔演员现在开始。 

〔1〕〕第一关：勾出小糊涂和小机灵说的话。 

〔2〕看看你勾对了吗？师引读。 

“小糊涂〞： 

有几只虫子怕什么？ 

“我的小葫芦，你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 

“小机灵〞：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治吧！〞 

“小糊涂〞： 

“什么？叶子上的虫还用治？我要的是葫芦。〞 

师：恭喜大家通过了第一关。 

〔3〕第二关：谁会说 

同桌分角色练习对话。到底练得如何，我来检查一下： 

请“小糊涂〞站起来。“小机灵〞座端正。 

A有几只虫子怕什么？ 

师 1：一天，“小糊涂〞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而可爱的小葫芦还好好地挂在葫芦

藤上，心想──〔生读〕： 

师 2：对，叶子上的虫，又不是小葫芦上的虫，我才不在乎，他心想：哼──〔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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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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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只虫子怕什么？ 

B“我的小葫芦，你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 

师 1：他根本就没把叶子上的蚜虫放在心上，而是怎样做的，怎样说的，能演出来吗？ 

生：表演“盯〞“自言自语〞 

师：看一会儿，是“盯〞吗？，此时你的眼里只有──〔小葫芦〕 

〔有这么大声地对自己说话的吗？〕 

师 2：真盼望小葫芦能长得更快些，更大些──“我的小葫芦，你快长啊，快长啊！长得

赛过大南瓜才好呢！〞 

D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治吧！〞 

师 1：在“小糊涂〞的热切期盼中，蚜虫越来越多，叶子慢慢变黄，热心的“小机灵〞看

在眼里，急在心头，说──“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治吧！〞 

师 2：是呀，快治治吧，再不治就来不及了。再真诚地劝劝他：──“你别光盯着葫芦了，

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治吧！〞 

师 1：“小糊涂〞一听，心中顿时冒出两个大问号──“什么？叶子上的虫还用治？我要的

是葫芦。〞 

师 2：是呀，老兄，是叶子上生了虫子关葫芦什么事，你真是太奇怪了──“什么？叶子

上的虫还用治？我要的是葫芦。〞 

师：同学们，读懂了吗？解决课题上的？〔课件〕 

“小糊涂〞要的是葫芦，不要〔〕，因为他认为〔〕。 

E我会演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为了演好，先排练排练吧。排练的时候…… 

 抽同学上台表演。 

师：好，《我要的是葫芦》课本剧表演现在开始， 

〔1〕学生自我介绍：我是种葫芦的专业户──名叫“小糊涂〞； 

我是他的邻居──名叫“金点子〞； 

师：其余的同学都来当评委，注意哪个角色演得好，好在哪里？你认为什么地方演得

不够出色，你怎样改良。 

生表演。〔两组表演〕 

〔2〕老师戴葫芦叶的头饰采访“小糊涂〞 

师：唉，“小糊涂〞别走，我是你种的葫芦叶，我对你有意见！你每天都来看小葫芦，

可我们叶子呢，你从来没正眼瞧过。我身上长了那么多的蚜虫，你也不管管！为什么？ 

生：我……我要的是葫芦，我又不要叶子！ 

师：什么，你只要果实，不管叶子，你会懊悔的。不信听听小葫芦怎么说。 

〔课件：小葫芦与叶子的对话〕 

师：“小糊涂〞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生：我错了。〔摸脑袋，低下了头。〕 

师：“小糊涂〞到底错在哪儿呢，同学们帮帮他。 

生：他错在只顾葫芦，不管叶子。 

生：他不明白葫芦和叶子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板书：联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9812606104

6006025

https://d.book118.com/698126061046006025
https://d.book118.com/698126061046006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