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下册语文课程纲要



[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语文
课程类型：必修
课程来源：部编版语文教材
适用年级：小学二年级
课时总量：120课时左右

一、课程目标
（一）课标分析

1.以语文核心素养为统领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依托任务群开展四大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语境中表现出来，是文化自信与语言运用、思维能力

、审美创作的综合体现。

2.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

具体分析如下：
四大维度 学段目标 学期目标 单元目标

识字与写

字

1.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

的愿望。认识常用汉字1600个左右，

其中800个左右会写。

2.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

、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 能准确地拼

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

。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

1. 开展了“学

中国美食品美食文化

”为主题的项目化学

习活动。让学生项目

化学习的过程中，培

养在生活中观察汉字

，热爱中华美食文化

一 认识“莺、拂”等62个生字，读准“啊”1个多音字，

会写”诗、童“”等36个生字，半包围的字撇捺舒展

，会写“春天、寻找”等36个词语。

二 认识“曾、蒙”等54个二类字，会写“州、华、岛”

等27个一类字，会写34个词语，能正确认读多音字“

的”，并能组词。

三 通过形旁与字义的联系，借助图片认识68个生字，会



母表》。

3.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

部首，能按基本的笔顺规则用硬笔写

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

形体美。努力养成良 好的写字习惯，

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端正、整

洁。

4.学习独立识字。能借助汉语拼音认

读汉字，学会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

字法查字典。

。结合语文新课标，

知道汉字构字规律，

比如：带有四点底，

火字旁的字。通过美

食制作，学会菜品搭

配色彩，摆盘造型。

通过餐单小报设计，

学习版面设计和合理

排版。通过各个渠道

了解中国美食，提升

查找和整理信息的能

力，锻炼学生口头表

达能力。

2，通过每月书法比赛

，提升书写水平。

写35个生字、38个词语。掌握2个多音字。

四 认识“盒、聊”等59个生字，正确书写34个生字，三

包围的字，大小协调，全包围的字，国字框写的方正

。

五 认识50个生字，读准2个多音字，会写26个字，会写28

个词语。能借助形声字的构词规律认识“厨、穴”等9

个生字

六 认识52个生字，读准一个多音字。会写34个字，能正

确书写容易多写或少写笔画的字，以及结构易错的字

。会写34个词语，能结合语境体会“压、垂、挂”等

词语运用的好处，联系上下文推测生词的意思；

七 认识60个生字，读准5个多音字，会写33个字，37个词

语，注意到有的字变成偏旁大小、笔顺有变化。

八 认识本单元44个生字，读准1个多音字，会写25个字，

会写34个词语。能借助形声字构字规律，认识“钩、

铲”等10个生字。

阅读与鉴

赏

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学习

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学习默读。

2.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

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认

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号，在阅

读中体会句号、问号、感叹号所表达

的不同语气。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

。

3. 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

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 和生命，对

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

想法，并乐于与他人交流。诵读儿歌

、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

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

美。

4.尝试阅读整本书，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向他人介绍读过的书。养成爱护图

书的习惯。

阅读童话作品，能

用普通话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也能用默读方法，

提高阅读速度，有目

的寻找信息。

能通过实践活动对

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

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并乐于与他人交流

。

一 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能注意语气和重音，背诵《古

诗二首》。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描述的春天美景；

根据课文内容，说出孩子们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

借助插图，说出邓爷爷植树的情景。根据语境补充合

适的词语，仿照例句说出自己在春天里的发现和感受

。

二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雷锋叔叔，你在哪里》，默

读《千人糕》，试着有感情地朗读《一匹出色的马》

。读句子，想画面，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画面的内容。

三 朗读《神州谣》，背诵《传统节日》，初步感受祖国

山河的壮美和文化的悠久。阅读《小柳树和小枣树》

，了解小柳树想法的变化，能明白事物各有长处的道

理。

四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不出声、不指读、不唇读默

读课文《枫树上的喜鹊》。用自己的话说出《彩色的

梦》中彩色铅笔画出的梦；写出想象《枫树上的喜鹊

》中“我”喜欢的是什么；能就《我是一只小虫子》

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与同学交流。

五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根据提示语读出恰当的语气。



5.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

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课外阅读总

量不少于5万字。

分角色朗读《小马过河》。能说出亡羊补牢、揠苗助

长两个成语的意思；能用自己的话说出看到“我”画

的杨桃，老师和同学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谈谈简单

看法；能用上提供的词语，复述《小马过河》的故事

。

六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古诗二首》《雷雨》

《悯农》。能提取主要信息，说出诗句描绘的画面，

雷雨前后景色的变化、“天然的指南针”怎样帮助人

们辨别方向和太空生活的趣事。自主阅读，了解“岩

石书”，有兴趣探索大自然。

七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读好问句，能分角色表演

《青蛙卖泥塘》。背诵《二十四节气歌》。能画出大

象的画，说出大象的想法是怎样改变的；能借助提示

讲《蜘蛛开店》的故事；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

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能结合生活，说出

对“人家是人家，我是我”的理解。

八 能根据课文内容，展开想象。能根据表格提示讲《后

羿射日》的故事，能就自己觉得神奇的内容和同学交

流。

表达与交

流

1.学说普通话，逐步养成说普通话的

习惯，有表达交流的自信心。

2.能认真听他人讲话，努力了解讲话

的主要内容。听故事、看影视作品，

能复述大意和自己感兴趣的情节。能

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自

己感兴趣的见闻。与他人交谈，态度

自然大方，有礼貌。积极参加讨论，

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3.对写话有兴趣，留心周围事物，写

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在

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

词语。

4.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

句号、问号、感叹号。

通过表演课本剧、

阅读分享会、单元汇

报展示等实践活动，

有条理地说出自己的

观点或看法：通过联

系生活实际的方式，

能留心观察周围的人

、事物、风景等，能

说完整的讲述见闻和

故事，提高语言表达

能力。

一 感受春天的美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春天的

喜欢。注意说话的语气。

二 读句子，想画面，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画面的内容。

三 能把自己长大后想干什么说清楚，简单说明理由。能

听明白同学说的内容，对感兴趣的内容提出疑问。能

讲汉字“贝”的故事，初步感受汉字的魅力。

四 能根据情景展开想象，仿照课文相关段落或语句把想

到的内容写下来；能根据提示，用上提供的词语编故

事。

五 流展示如何参与建立和管理班级图书角，有喜欢读书

的习惯。积极参与讨论，有序发表自己的想法。在讨

论时认真听，等他人说完后再表达自己的想法。

六 仿照例子，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疑问写下来。

七 能写清楚自己想养小动物的理由。把自己最喜欢的童

话故事讲给家人听。

八 能根据表格提示讲《后羿射日》的故事，能就自己觉



得神奇的内容和同学交流。能注意说话的速度，让别

人听清楚讲的内容。能认真听，了解别人讲的主要内

容。

梳理与探

究

1.观察字形，体会汉字部件之间的关

系。梳理学过的字，感知汉字与生活

的联系。

2.观察大自然，热心参加校园、社区

活动，积累活动体验。结合语文学习

，用口头或图文等方式整理、表达自

己在活动中的见闻和想法。

3.对周围事物有好奇心，能就感兴趣

的内容提出问题，结合其他学科的学

习和生活经验交流讨论，尝试提出自

己的看法。

通过查找、整理、

运用资料的方式，开

展项目式学习，学写

简单的研究报告，在

活动中提升合作、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一 梳理学过的关于春天的古诗，为古诗配画。

二 梳理多种方法猜测词语的意思，并说出了解词语意思

的方法。能拓展积累词语。

三 能借助形旁猜字义、正确选用形声字并查字典验证；

知道“鹿、金”等字可以作为部首，能用这些部首查

字典；并且能发现“火”与四点底、“心”与竖心旁

、“刀”与利刀旁等偏旁之间的联系及表示的意思。

四 梳理积累描写心情的词语。

五 了解“厂字旁”“穴宝盖”所代表的含义。能主动发

表关于图书角管理方法的意见。。

六 学习利用场所名称识字。能展示如何参与建立和管理

班级图书角有读书的习惯。

七 能用多种方法猜字的读音和意思，并查字典验证。发

现又、土等字做偏旁时的笔画变化，发现车、牛等字

做偏旁的笔画变化。

八 能了解示字旁和衣字旁、两点水和三点水所代表的不

同意义，能区分这些字偏旁相似的汉字表示的意思。

（二）教材分析
1. 整体呈现

本册教材围绕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双线组织阅读单元，一共选编了25篇课文， 4篇识字课文。另外，还有8个语文园地、4次口语交际、4篇写

话、1个快乐读书吧。教科书后附有 3 个附表：识字表、写字表、词语表。分别是本册要求认识的450个生字，要求写的 250 个字及要求会写的词

语。教材仍以专题形式组织内容：课例（不全文注音古诗/精读课文、生字条、田字格、2-3课后题），口语交际，语文园地(识字加油站、字词句

运用、书写提示、日积月累、我爱阅读)。

单

元

人文主

题

阅读要素 口语交际要素 写话要素 学科实践活动 主属任务群

1 春天真

美好

朗读课文，注意语气和重

音

主题“注意说话的语

气”，不要太生硬

讲述我的汉字故事”的演讲比

赛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2 爱的奉

献

1. 读句子，想象画面

2. 试着有感情朗读

照样子，写一

写你的好朋友

“那些有爱的人”温暖教室班

级人物事迹海报展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2.结构化分析：

本学期的八个单元的主题依次是：春天真美好、爱的奉献、传统文化、童心童趣、道理和办法、大自然的秘密、改变、世界之初，但都指向同

一主题“童心看世界”。

3 识字（

传统文

化）

1. 学习形旁与自已的关系

2. 借助图片识字

主题“长大以后做什

么”，清楚表达想法

，简单说明理由

“华夏文明知多少——讲述我

的汉字故事”的演讲比赛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4 童心童

趣

1. 运用学到的词语把想象

的内容写下来

2. 学习默读，集中注意力

看图，根据提

示和参考词语

，写小动物的

一天。

“我笔绘我心”班级“童话大

王”评选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5 道理和

办法

1. 根据课文内容谈谈简单

看法

2. 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角

色体验，读出不同角色说

话语气

主题“图书借阅公约

”，主动发表意见，

一个人说完，另一个

人再说

智慧故事分享会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6 大自然

的秘密

1. 提取主要信息，了解课

文内容

2. 联系生活经验，了解课

文内容

写一写你心中

，对大自然的

疑问。

绘制自然海报，参加“我是自

然探索家”评选活动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7 改变 借助提示，梳理故事内容

，按顺序讲故事

写一写你想养

什么小动物及

其理由。

“童话故事大王”故事分享会 整本书阅读

8 世界之

初

根据课文内容展开想象，

大胆表达想法

主题“推荐一部动画

片”，注意速度，让

别人听清，认真听了

解内容。

“世界之初”的模样故事分享

会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童心看世界

童心看自然

单元1：春天之美

单元6：大自然你的秘密

童心感关爱

单元2：人与人之间

的关爱

童心寻传统

单元3：感受传统文化

单元8：寻觅世界之初

童心觅童趣

单元4：走进童心童趣

单元5：小小脑袋办法

单元7：畅游童话王国

第一单元和第六

单元，以自然为主

题，欣赏春天之美

，发现自然秘密。

在体会自然之美

的同时，学会提取

主要信息，了解课

文内容。

第二单元以学促悟，

让学生感受生活是幸福

且快乐的爱，不仅体现

在父母，老师的呵护，

同学，朋友的关心照顾

，还体现在社会每一个

人的默默奉献和付出，

上让孩子在感受爱的同

时，把爱洒向四周。

这三个单元都和生活世界

有关，不管是童话世界还是生

活哲理都是生活世界组成的一

部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

仅领略一些美好的东西，也会

感受到快伤心、误解；遇到难

题时只要开动脑筋，就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都是组

成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些故事

的学习中品尝生活百味。

第三单元和第

八单元以传统文化

为主题，分别介绍

了汉字和神话故事

。神奇的汉字和充

满道理的文章可以

我们带来不同的感

受，结合二者了解

我们悠久的文化。

大概念：童心视角体会生活



（三）学情分析

立足课标，放眼学期，整体分析

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

已知知识经验

学生已能准确认读1050个

以上生字，252个以上词语

。为新学期250个汉字的规

范书写打下基础。

已经掌握了常用笔画、常

用偏旁，经过一年半的学习

，学生能够按照笔顺规则写

字，对字的间架结构、形体

美有一定的观察和感受能力

。

学生在前期的学习中接触

了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章，

对文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朗

读、默读、标点、提示语）

有集中的学习,为新学期语

文阅读知识的学习提高帮助

。

前期在倾听、表达和交流

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

学习。可以为本学期提供知

识的迁移运用。上学期学生

已经掌握了写话的基本要求

（开头空两格、标点符号单

独占一个，语句通顺、画面

完整，字数150字左右）。

为本学期培养学生初步写话

能力提供帮助。

学 习了相当数量的形声字

，对“形声字”的基本概念

有一定理解。现有知识将为

本学期学习出现的大量合体

字，提供学习借鉴。

已知生活经验

学生在生活中随处可以接

触生字新词。

学生以往的学校生活及家

庭生活中，都存在阅读的习

惯，且对文章的内容题材有

较丰富的涉猎。

学生在生活中总会处于交

流的环境，这就为学生的表

达提供了机会。学生在学校

生活中，掌握了一定的写话

格式要求。写话的素材也来

源于生活场景。

能从生活中进行识字。观

察大自然，热心参加校园社

区活动，并表达自己的见闻

感受。

已知策略经验

加一加、减一减，熟字识

记、联系上下文语境识记等

策略，能够使用两种字典查

字法。为新学期学生识字认

字提供方法经验。也是对识

字方法的一再强化，为中高

年级顺利完成识字及读写任

务奠定良好基础。

已了解划分文章段落、抓

关键词句理解课文、联系上

下文理解、借助图片和提示

语复述、朗读技巧、标点符

号朗读等多项阅读方法。为

本学期达到更高的阅读能力

提供基础，实现阅读能力的

螺旋上升。（本学期朗读重

在引导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

体会角色的心情）。

说普通话已成习惯，掌握

自身说话时注意的方法、倾

听时的注意事项、倾听内容

。新学期的口语交际练习是

对之前所学交际方法的综合

运用和进一步提升行文格式

明确，根据表达需要能够准

确使用基本标点符号，借助

写话提示语。本学期重在激

发学生表达兴趣、培养写话

能力，是上学期写话能力培

养上的进一步提升。

掌握对汉字的观察和笔画

的书写方法，有良好的书写

姿势及习惯。不仅能够为本

学期书写能力更为后续年级

写字能力的培养和良好习惯

的形成打下基础。



基于期末素养测评及五彩平台的评价，我们梳理出二年级年级学生存在的困难障碍及突破措施如下：

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

困难障碍

1. 孩子们突破识记的难关

，主动识字的愿望非常强烈

,记字的速度加快，但由于

识字量加大，有时会出现同

音字、形近字混淆的现象

2. 个别学生书写不够美观

。

二年级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

一定的阅读素养，但是由于

学生实际经验不足，对远离

生活实际的文章缺乏感性认

识，这就为他们理解和感悟

课文带来了一些困难。

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说话

技巧，能够用商量的语气说

清楚自己的想法，但是还存

在不注意说话语气的情况，

怎样说话，让人听着舒服，

学生很少考虑。

1.学习方法的迁移和运用不

通畅。（阅读方法的迁移、

识字方法的迁移运用、查字

典的使用熟练程度、场景转

换）

2.学生参与语文实践活动机

会较少，不能自主利用多种

方式，呈现自己的观察与探

究所得。

突破措施

1.课前预习，课堂上针对练

习书写。

2.注重识字、写字方法指导

，引导学生边学边总结。

3.练写活动——听记检测+

日常听写+书法比赛。

1.教师准备必要的声像资料

制成多媒体课件，以此来帮

助学生“入情入景”。

2.重视整本书阅读，充分利

用学校已有的阅读资源，开

发本年级阅读手册，科学有

效指导学生阅读整本书,将

课内外阅读结合起来，培养

学生的阅读兴趣。

3.加强课堂上阅读方法的指

导，发挥精读课文范例的作

用，进行扎实的语言训练，

掌握表达方法；鼓励学生大

胆发表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4.开展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

——读书漂流活动、读书打

卡、诗词大会、读书大闯关

等。

1. 在课堂上多创设一些特

定情境，让孩子们有实际的

体验，也可以设置一些反面

的情绪对话，让学生更深刻

体会到说话的语气在日常交

流中的重要性。

2. 推进校级班三级层面的

演讲比赛、诵读大赛等。

1.借助单元字词整理课，做

好字词专项梳理，利用字词

开花、思维导图等形式呈现

。

2.创设单元学习真实情境，

结合中国美食项目学习、学

校特色中医药项目学习、研

学等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单元整体设计与作业设计

任务二:任务一：

任务名称：举办“发现春天”朗诵会

任务简介：朗读一篇与春天有关的诗文（课内或者课外都可以，包括自己创作的作品和给人以“春天”感受的儿童故事），

表现出春天的美好。

1.交流自己心中春天事物样子，用上合适词

语说一说。针对课文，完成"自主交流，找春

天"表格

2.布置任务：为春天收集词语，讨论如何手

机，从哪里收集

1.从《古诗二首》诗文中寻找春天的讯息。诵

读春天杨柳。

2.从《找春天》自然界中寻找春天的讯息。

3.从儿童故事中寻找春天的讯息。

人文主题：春天真美好。 大概念：运用合适的词语可以为诗文增加感染力

举办“发现春天”朗诵会

任务三：

1.讨论制定朗诵会方案。

2.分工做准备。

3.举行比赛。

4.颁奖和复盘

主题线

活动线

能力线
积极体会词语的感染力，读出重

音和语气，展示自己对词语和文

章的理解

初步了解春天在哪里，长什么样。积

累有关春天的词语。

运用图像化、联结等策略，能搭配

词语，仿说句子具体运用



评价标准

单
元
作
业
任
务



任务二:我是小小探秘者——汉字

文化趣味多（聚焦教材文本的学

习

任务一：我是小小发现家——

中华文化我知道

任务名称：“华夏文明知多少——讲述我的汉字故事”的演讲比赛

任务简介：举办一场主题为“华夏文明知多少——讲述我的汉字故事”的演讲比赛，评选出“小小汉字宣讲

官”。

《神州谣》《中国美食》《贝的故事》 《口语交际》

人文主题：传统文化。 大概念：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任务三：我是小小宣讲官——汉

字故事我来讲(举办“华夏文明

知多少—— 讲述我的汉字故事

《语文园地》

主题线

活动线

能力线

根据以往讲故事经验，小组内

分类整理

根据节奏朗读课文，说出中华传统文化魅

力。

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汉字秘密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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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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4030014

20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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