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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 22 课《云房子》 

  【教材简解】这是一篇童话故事。全文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雨后天空

的美丽景色：有云时，云朵千姿百态逗人喜爱;有风时，云朵散去，天空更显洁

净艳丽。另外，天空还有小鸟的欢快飞动。这些使人感受到自然界的美好与和谐。 

  【目标预设】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会背诵课文。 

  2.学会用课文中“有的像…有的像…”这样的句式说话。培养学生语文综合

表达能力，自主创造能力。 

  3.了解雨后天空的美丽景色，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和爱观察、爱

想象的良好习惯。 

  【重点难点】以读感悟：有云时，云朵的千姿百态；无云时，天空的洁净。 

  【设计理念】本课设计，我将给学生创设相应的情境，以“激趣”为中心，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合作，提高学习效

率，增强合作精神。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促进课内外学习和运用

的结合，使学生扩大语文学习的视野，提高学习运用语文的积极性，从而在课内

外的学习与运用中拓展语文课程的内涵。为学生营造创新的氛围，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要让学生听到的、看到的和想的、说的、做的东西都能够是

丰富多彩的。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活动，从而真正把课文读懂读好，

达到发展思维，积累语言的目的。 



  【设计思路】全文共有 6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写了雨后，天上留着一些云。

第二自然段写小鸟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云房子。第三、四自然段写小鸟们在云房

子里飞来飞去，尽情玩耍，有趣极了。第五自然段写风一吹，云朵飘动，并慢慢

散去了。第六自然段写云散后，天空显得特别干净、明丽。课文以小鸟的活动为

线索，以小鸟的目光观察空中的景色，符合儿童心态，体现了童话特点。课文想

象丰富，语言富有童趣，极受儿童喜爱，有利于指导学生朗读、背诵，启发学生

想象，丰富语言积累。课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美好大自然的喜爱，有利于对学生

进行热爱自然、爱护环境的教育。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课件演示雨过后天空飘浮云朵） 

  刚刚下了一场雨，太阳公公还来不及把云全收回去，有一些就留在天上了。

这些调皮的云娃娃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词语宝宝，看，还认识吗？ 

  2.出示词语：来不及玩耍忽然干净 

  指名读（表扬：你能读对这些词语，真棒！） 

  让我们都来读这些词！齐读 

  3.下面的词语有些难，你能读好吗？（出示词组：傻傻地横着美美地开着很

高的大楼房很宽的大礼堂笑眯眯的太阳水汪汪的蓝天） 

  ①谁想读？哇！这么多人想读！那就让我们开火车读！ 

  ②这列小火车开得可真好！还有谁想读？那你们开火车的时候，不仅要读准，

还要想办法读出词语的感觉。 

  相机点评：你能读出美，真灵巧！ 



  ③老师听了，忍不住也想读，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师范读可以加动作） 

  ④老师相信，你们能读得比我好，有信心吗？好，让我们一起朗读！（齐读） 

  3.你们读得这么好，把小鸟都吸引来了！（出示小鸟飞来，播放鸟叫）它们

看到这么多的白云，心里会怎么想？（指名 2人） 

  4.是啊，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美的白云，都感到特别地惊喜，于是都

忍不住说：（出示文字，引读） 

  ①喜欢这些白云吗？哪个字最能看出小鸟的惊喜呢？你来读一读。（点评） 

  ②让我们学着他一起朗读！ 

  5.那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着小鸟一起去造云房子！ (师板书，生读题) 

  二、学文感悟 

  （一）欣赏云房子 

  1.小鸟们说干就干，不一会儿，云房子造好了！小鸟都造了哪些云房子，想

知道吗？请小朋友赶快打开书，自由朗读课文第二小节，用笔划出小鸟造的云房

子。 

  2.小鸟们造了哪些云房子呀？指名答。（生答师贴图）  

  3.喜欢这些云房子吗？那就要把这段话努力读好（出示文字）。来，我们一

起试试。（生齐读） 

  4.小朋友们读得真流利。这么多的云房子，你最喜欢哪一座呢？请你把它读

给好朋友听，比比谁读得好？（自由读） 

  ①谁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云房子读给大家听？（指名 6~7 人试读）适当提问

和点评： 



  为什么喜欢？ 

  你的“美美地”读得特别棒，我好像看到了盛开的花儿。 

  不错，我感到像大冬瓜那样傻傻地横着，真是可爱极了！ 

  见过礼堂吗？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小礼堂里上课呢！很宽的礼堂比它宽

很多呢！（动作） 

  呀，你的大楼房真的是很高。 

  你觉得要读好哪些词，才能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云房子真小？ 

  大家感觉到这座云房子真小啊！ 

  稍微大一点、胖一点的麻雀都住不进。 

  这真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房子。 

  ②谁能连起来读好这些云房子？(指名连读) 

  点评：你能读出美，了不起！ 

  ③让我们都来读，我相信大家一定能读出云房子的美！（齐读） 

  现在，请大家合起书。 

  4.是啊，这些云房子太美了！你们看，它们有的像…有的像…有…有…也

有…。（引读，强调）以后如果小朋友在说话中用上这样的句子，别人听了会更

喜欢你！ 

  5.瞧，今天礼堂里也飞来了你们这群可爱的小鸟！你们造的这些云房子真漂

亮啊！ 

  6.①咦，这座云房子是谁造的呢？（出示“大冬瓜”）你能介绍一下吗？  



  ②指着“花儿”：咦，谁想介绍这座房子？ 

  ③指“小房子”：别看这么小的房子，要把它介绍好可不容易！谁来试试？ 

  ④指“礼堂”、“楼房”：呀，要介绍两座房子了，可有些难！谁会？  

  ⑤指五幅图：哇，要介绍五座房子，太难了！谁有这个本领？（指名）  

  ⑥你介绍得太好了！让我们都来造这些云房子吧！（教师领学生边读边加动

作） 

  （二）想象云房子 

  1.你们造出了这么多漂亮的云房子，还能再造一些吗？  

  出示句式：我们造的房子有的像。 

  指名介绍(充分让学生说)，相机表扬。 

  2.我发现有些小鸟能造好几种房子呢！如果用下面的句式介绍就更好了！（生

小组思考讨论） 

  （出示句式：我们造的云房子真漂亮啊！它们有的像 __________，有的像

___________……）（3人） 

  ①指名连起来回答 

  ②你呀，太能干了！掌声送给你！ 

  （三）感受云房子 

  1.是啊，你们造出了这么多各种各样、漂亮的房子，想干什么呀？（  

  ①我想请别人来看看。 

  ②你真棒，知道美的东西要与别人分享！ 



  ③我想住进去休息。 

  ④忙了这么久，赶快歇歇。 

  2.你们玩得这么开心，文中的小鸟也跟你们一样，不信，一起读一读！（出

示第 3、4节） 

  ①咦，你们都在叽叽喳喳得说什么呀？我想听一听！ 

  ②老师想到你们家做客，欢迎吗？ 

  ③听说有只小鸟造出了漂亮的房子，我想看一看，在哪儿呢？ 

  ④还有谁的房子更可爱？ 

  ⑤谁的房子最与众不同？ 

  3.你们真是一群热情的小鸟，让我们再来开心的读好这两段话！ 

  （四）告别云房子 

  1.忽然，呼啦啦吹来一阵风（多媒体演示房子变小了） 

  2.发生什么事了？（生答） 

  3 小鸟们，看到这些，你是什么心情？（指名）那你用朗读表达自己的心情

吗？（出示：咦？云房子变小了，云房子不见了。云房子哪儿去啦？） 

  ①我很着急。我来读…… 

  ②这么漂亮的云房子没了，我觉得伤心，我来读…… 

  ③云房子怎么就没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来读…… 

  3.让我们一起读出心中的疑问吧！ 

  4.咦？云房子到底哪儿去了？小鸟们，你们一起告诉我！ 



  ①生齐答。 

  ②虽然云房子没有了，但是天空像洗过一样干净，水汪汪的，还有那笑眯眯

的太阳（贴太阳），依然那样美丽！（出示内容） 

  ③这时的天空多美啊！谁能美美的介绍？（2人） 

  ④这样的景色，真让人陶醉。我想把这美景永远留在心中！（师范读，看情

况） 

  5.这么美的画面，真像一首美丽的小诗！（师读前面，生读后面）  

  美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留住这美丽的景色！（齐读）  

  三、总结课文： 

  1.虽然云房子没有了，可那美丽的云房子仿佛还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可爱的

小鸟们，让我们再次感受云房子的美丽！（播放动画、生配音、师动画）  

  2.大自然是多么的美好与和谐啊！小朋友们，只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多观

察，大自然还有很多美好的景象等着你发现！  

  四、续编故事： 

  有一天，雨过天晴，太阳公公又来不及把云全收回去，一群小鸟又飞来了，

它们又会干什么？发挥你的想象，续编故事。  

  板书：有云千姿百态 

  天晴洁净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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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思路： 



  《小动物过冬》是一拟人童话故事，叙写了小燕子、青蛙、蜜蜂商量过冬的

故事，告诉我们小燕子要避开严寒到温暖的南方过冬，青蛙准备吃饱了之后钻进

泥土里冬眠，蜜蜂则储藏了很多蜜在蜂巢里过冬，表明了不同的小动物具有不同

的过冬方式，也体现出小动物之间的相互关心。本节课的设计力求体现课堂生活

化，并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强调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能分角色朗读课文。通过生动形象的多媒体画面。使学生获得

最直观的感知，了解一些动物过冬的情况。 

  过程与方法：读一读、说一说、演一演。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体会朋友之

间的互相关心。 

  教学重点：能分角色朗读课文，了解一些小动物动物过冬的方式。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体会朋友之间的互相

关心。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三位好朋友，它们是--小燕子、小青蛙和小蜜蜂。 

  2、它们经常在一起（唱歌、跳舞），可高兴啦！ 

  二、学习第二小节。 

  过渡：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间秋风刮起来了，秋天到了。一天，

这三个好朋友又聚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呢？请小朋友们轻轻打开语文书，翻到

118页，自由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出示句子：一天，青蛙、小燕子、小蜜蜂聚到一起商量过冬的事。）（齐

读） 

  1、这句话中的“聚”是什么意思？（聚集到一起）  

  （1）请三名学生贴图，让三个小动物“聚”在一起。  

  师：像这样集合在一起就叫“聚”。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商量过

冬的事） 

  （2）出示“商量”一词。什么叫商量？（讨论、交流）什么情况下，你会

和别人商量？请你用“商量”来说一句话。（出示说话练习）  

  2、“一天”指的是哪一天？（出示句子：秋风刮起来了，天气渐渐凉了。） 

  师：谁来把秋风起了，天气渐渐变凉的感觉读出来？。（我发现风越刮越猛。） 

  3、把第二自然段的两句话连起来，让我们读好第二自然段。  

  三、学习 3-7 自然段，了解小燕子、小青蛙和小蜜蜂的过冬方式。 

  过渡：同学们一定也想知道这三种小动物是怎么过冬的吧？，赶快读读课文

3——7自然段吧，边读边画下有关的词句。 

  （一）学习第三自然段 

  1、我们先来看看，小燕子是怎样过冬的？谁来读读小燕子的话？ 

  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2、小燕子，准备怎么过冬呀？你刚才画的是哪些句子？（板：飞到南方）

为什么？谁能用上“因为……所以”来说说？ 

  师：这下我明白小燕子为什么要飞到南方了。那小燕子，你什么时候再飞回

来呢？（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A、（出示“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是什么时候？它的意思是？（春

天到了，许多花儿开放了） 

  B、是呀！你看，这么多的花都在春天开放了，多美呀！（课件出示：春暖

花开图） 

  C、谁来把“春暖花开“读得美美的？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春天的，你还知道

哪些四字词也是用来形容春天的？ 

  D、老师这也有一些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件显示词）以后同学们在

写的时候，可以用上这些词来描写春天。 

  3、师：像小燕子这样，秋天飞到南方过冬，春天再飞回来，我们把这样的

鸟儿叫候鸟。小燕子一个人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多寂寞呀！你知道还有哪些动物

也要飞到南方过冬的吗？（生：野鸭、大雁、天鹅、丹顶鹤……课件播放） 

  4、看来，同学们懂得还真不少。现在，老师想和全班合作下，介绍介绍燕

子的独特的过冬方式。（生读这一段） 

  四、学习四、五小节，了解青蛙的过冬方式 

  过渡：小燕子即将远行，可是它还惦记着自己的好朋友小青蛙和小蜜蜂呢！ 

  1、你瞧，刚说完自己的过冬方式，它马上就说：“青蛙哥哥，你不是也吃

虫子吗？可你不会飞，怎么到南方去呢？”（齐读） 

  师：从燕子的问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关心）谁也来关心一下小青蛙（指

名读、女生读）(出示句子) 

  3、是呀！小青蛙打算怎么过冬呢？ 

  师：出示：“我不到南方去就在这里过冬。我准备吃得饱饱的，过两天钻到

泥土里去，好好睡上一大觉。等到来年春天，再出来找虫子吃。”（男生读） 



  师：原来，小青蛙不到南方去，要钻到泥土里去。板：钻到泥土里 

  师：为什么要钻到泥土里，泥土里可没吃的，别饿坏了。怎么办？ 

  师：吃得饱饱的是什么样子？谁来表演一下。指好“吃得饱饱的”。 

  师：多么自信的小青蛙。他打算睡到什么时候才醒？ 

  师：你知道这种过冬的方式叫什么吗？冬眠。哪些动物也是这样过冬的？ 

  师：男同学当小青蛙，女同学做小燕子，表演对话。 

  四、学习六、七小节，了解蜜蜂的过冬方式 

  过渡：现在青蛙哥哥不用小燕子担心了，可是我们的蜜蜂妹妹怎么办呀？ 

  请你和同桌合作一下，自学六、七自然段，一人读小燕子的话，一人读小蜜

蜂的话，看看小蜜蜂是怎么过冬的？把这句话填写完整。“蜜蜂吃（）里的（）。 

  师：小蜜蜂真勤劳，把粮食藏在蜂巢里。（板贴：蜂巢藏蜜） 

  师：你们蜂巢里的蜜够吃吗？要吃一个冬天呢！你从哪个词看出来的？ 

  师：真是聪明的小蜜蜂，早就采了很多蜜了。谁能把它早早就做好准备的感

觉读出来？ 

  师：我们就把小蜜蜂的过冬方式叫做——（卡片出示：备粮）一年级也学到

课文，也讲到备粮过冬的动物（蚂蚁、小松鼠）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都准备好了过冬，这下小燕子总算放心了。  

  五、学习第八自然段 

  三个好朋友商量好过冬的方法后，还有一个约定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最后

一个自然段。 



  同学们想象一下，三个好朋友整整一个冬天都没有见面，到第二年春天相见

时，他们会怎样？会说些什么？四人小组讨论一下。 

  六、学完了这一课，你有什么收获？ 

  附板书设计： 

  19 小动物过冬 

  燕子迁徙（飞到南方） 

  青蛙冬眠（钻进土里） 

  蜜蜂备粮（蜂巢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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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学习诗中 8个一类生字，5 个二类生字。诵读并背诵古诗，感

悟古诗大意。 

  过程与方法：朗读并背诵古诗，随文识字，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识字。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诗歌描绘的美好的意境，帮助学生感受春天的美好。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识记一类生字。 

  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古诗。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音乐磁带。 

  教学时数：四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朗读并背诵《春夜喜雨》，感悟古诗大意，学习诗中的生字。 

  教学过程： 

  一、读题导入。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描写春天的古诗，齐读课题《春夜喜雨》。 

  二、初读古诗： 

  教师配乐范读古诗。 

  学生自由练读。 

  开火车读诗，比赛读诗。 

  指名朗读。 

  三、感悟古诗大意。 

  多好的春雨啊，好象知道时节变化，到了春天，他就自然地应时而生。伴随

着和风在夜里悄悄飘洒，滋润着万物轻柔而寂然无声。  

  四、学习生字。 

  夜：上下结构，形声字，日夜、午夜、夜长梦多  

  当：多音字，上下结构，小字部，当场、当时、当然、当心  恰当、适当、

直截了当 

  随：平舌音，左右结构，注意笔顺 随便、随时、随和、随时 



  乃：象形，注意笔顺 乃是、乃至 

  五、作业设计： 

  背诵古诗，书写所学一类生字。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学习《忆江南》，感悟古诗大意，学习诗中的生字。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指名背诵《春夜喜雨》。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描写春天的古诗《忆江南》。 

  二、初读古诗： 

  教师配乐范读古诗。 

  学生自由练读。 

  开火车读诗，比赛读诗。 

  指名朗读。 

  三、感悟古诗大意。 

  忆江南：词牌名，又叫望江南。 

  词牌：填词用的曲调的名称。 

  江南好!我所熟悉的风景是多么美好。朝阳和江边的鲜花火一样相互映照，

春天的江水清净明澈碧如蓝草，怎不令人心醉，又怎能使人忘了? 

  四、学习生字： 



  旧：反义词：新 

  曾：上下结构，日字旁，曾经、不曾 

  姓。 

  胜：翘舌音，形声字 胜利、获胜、胜出 

  忆：竖心旁，形声字回忆、失忆、记忆 

  五、作业： 

  背诵古诗，书写一类生字。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1.背诵古诗， 

  2.完成课后习题。 

  教学过程： 

  一、背诵古诗 

  二、完成课后习题 

  读词语，会写的写下来。 

  涂色，仔细观察图上内容，写一段描写春天的话。 

  第四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春天在哪里》 

  活动目的： 



  1.培养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通过多种方式搜集关于春的资料。 

  2.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春天的美好，从而更加了解春天，热爱

春天。 

  3.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将搜集到的资料制作成各种小作品。 

  活动过程： 

  一、根据以下方式寻找春天。 

  (1)身边的春天 

  跟春天一起玩 春天里的穿着 春天里的节日 春天里的劳动 春天里的食物 

  (2)大自然里的春天 

  春天里的树木 春天里的花草 春天里的山水 

  春天里的田野 春天里山水 

  (3)春天的作品 

  春天的画 春天的__ 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歌曲 春天的诗 春天的成语和句子 

  通过以下途径收集资料： 

  春游…… 

  看看你们想去哪里…… 

  我们去找春天……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通过以下方式整理资料 



  观察记录 画画 录音 拍照 剪贴 

  举行小展示会《春天的秘密》 

  展示同学们的资料作品 

  收集资料放到文件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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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与蜻蜓》 

  教学目标：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正确书写生字。 

  2、正确、流利、在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3、利用熟字，辨析比较，认识生字。 

  4、了解益虫对人类的贡献。 

  教学重、难点： 

  1、正确认识并书写生字词。 

  2、借助诗歌内容理解字义，归类认记同声旁的汉字。 

  教具准备： 

  生字卡青蛙、蜻蜓的图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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