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大单元整体作业设计框架

人文主题 传统文化 任务群类型 基础型学习任务群；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语文要素

本单元的识字写字训练要素是“利用韵语、形旁与字义的联系、借助图片识字，初步感受汉字的魅力”，

旨在引导学生运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识字，建立生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学生不断发现汉字的奥秘，

感受识字乐趣。

教学内容

本单元是识字单元，围绕“传统文化”主题编排。

《神州谣》：以三字经的形式，介绍了祖国的黄河、长江、长城、珠峰和台湾岛等壮丽山川，表达了

对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的期盼与祝愿，让学生感受祖国的伟大和作者的自豪之情。

《传统节日》：是一首识字韵文，选取了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

简要叙述节日活动，体现了年年轮回、生生不息的意味，学生可在识字的同时，联系生活加深对传统节日

的理解与热爱。

《“贝”的故事》：作为字理小故事，讲述了“贝”字的起源、产生及其代表的钱财意义，帮助学生

进一步了解形声字偏旁表义的特点，感受汉字构字的奇妙。

《中国美食》：介绍了凉拌、香煎、红烧等多种做菜方法及相关美食，是归类识字课，可让学生了解

形声字构字规律，发现偏旁关联，识记与美食相关的形声字，同时了解中国美食文化。



语文园地三

识字加油站：呈现了描写事物味道的词语，如甜津津、酸溜溜等，帮助学生积累词汇。

字词句运用：要求学生运用形声字构字规律猜字的意思，再查字典验证，巩固对形声字的认识。

写话：让学生根据提示进行简单的写话练习，锻炼其书面表达能力。

展示台：为学生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增强其学习自信心和成就感。

日积月累：包含十二生肖的内容，引导学生了解生肖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爱阅读：《小柳树和小枣树》通过两者的生长特点，让学生懂得人各有长短的道理，体现了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谦逊”品德。

口语交际“长大以后做什么”，可引导学生思考未来职业理想，锻炼其口语表达能力。



单元主题

分析

横向分析：

本册单元 单元主

题

单元目标

第一单元 春天 感受春天的美好，抒发对春天的喜爱，热爱大自然。

第二单元 关爱 关爱他人，珍爱劳动成果，与家人相亲相爱。

第三单元 传统文

化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四单元 童心 感受丰富的想象，放飞纯真，爱童话，爱生活。

第五单元 办法 积极动动脑，“办法”就好找，遇事不慌张，多角度思考，获得丰富的启示。

第六单元 大自然

的秘密

热爱自然。

第七单元 改变 借助提示讲故事。

第八单元 世界之

初

根据课文内容展开想象。



纵向分析：

册 序 单

元

单 元

主题

单元目标 课文

一上第一

单元

识字 认识象形字，感受汉语的音韵特点；了解

汉字笔顺规则。

《对韵歌》《日月明》《小书包》《升

国旗》

一上第五

单元

识字 认识会意字，进一步了解汉字偏旁表义的

构字规律；了解汉字笔顺规则，正确书写。

《秋天》《江南》《雪地里的小画家》

《四季》

一下第一

单元

识字 借助汉语拼音自主识字，了解全包围结构

的字的笔顺规划。

《春夏秋冬》《姓氏歌》《小青蛙》《猜

字谜》

一下第五

单元

识字 学习运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识字；辨析形

近字和同音字，查字典有一定速度。

《动物儿歌》《古对今》《操场上》《人

之初》

二下第一

单元

春天 了解左上包围和左下包围结构汉字的书写

要点。

《古诗二首》《找春天》《开满鲜花的

小路》《邓小平爷爷植树》

二下第三

单元

传统文

化

利用韵语、形旁与字义的联系、借助图片

识字，初步感受汉字的魅力。

《神州谣》《传统节日》《“贝”的故

事》《中国美食》



教学方法

横纵分析

纵向分析：

册序单元 单 元 主

题

语文要素 技能训练重点 训练方法

一 上 第 一

单元

识字 大胆说注意听，养成良好

的听说习惯；对交流有兴

趣，感受交流的快乐。

感知音、形、义特

点。

通过看图识字、联系生活

识字走进语文，乐于识

字。

二 上 第 一

单元

春天 吐字要清楚；有不明白的

地方，要有礼貌地提问。

积累并运用表示

动作的词语

借助图片，了解课文内容

二 上 第 三

单元

传统文化 按照顺序说；注意听，记

住主要信息。

积累与运用 根据自身喜好积累词语

二 上 第 五

单元

思维方法 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初步体会课文讲

述的道理。

通过联系判断探知故事

背后道理。

二 下 第 三

单元

清楚地表达想法，简单说

明理由。对感兴趣的内容

多问一问。

联系上下文了解

词语意思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了

解词义。

二 下 第 八

单元

注意说话的速度，了解别

人讲的主要内容。

借助看图画等方

法试着自主阅读

借助图画读懂课文。



横向分析：

单元板块 课文重点与难点 语文要素 教法

《神州谣》 通过汉字“奔、涌、长、耸”体会黄河之

奔腾不息、长江之波涛汹涌、长城之长、

珠峰之高高耸入云。另有与韵文相得益彰

的四字词语的学习和积累。

不断加深对祖国

的了解、深化对祖

国的文化认同。

学习咬文嚼字，运用图

像化策略。

《传统节日》 借助字理、形旁等多种练习方法识字。 能按照时间顺序

排列节日。

认识生字，激发识字愿

望。

《“贝”的故事》 《“贝”的故事》课文讲述“贝”字由来，

“贝”字偏旁的字大多跟钱财有关，同时

也串联课后习题“镜”“金”字旁的含义、

“珠”“玉”字旁的含义。

知道汉字从何而

来。

读一读记一记中根据本

课识字要求，以财富为

线索，一字组多词，进

行拓展识字。

《中国美食》 《中国美食》以菜肴为抓手，指导学生学

习有关烹饪的汉字。另一方面，学生学习

后由烹饪有关的汉字联想相关菜肴，进行

汉字的双向学习。

聚焦“火”类偏旁

部首的发现和总

结。

进行归类识字



对应篇目 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作业目标

单 元

教 学

目标

单 元

作 业

目标



基础知识

点

技能训练

点

立德树人

点



课时作业

目标

课题
对应课时

课时作业目标

《神州谣》 1 课时

1.让学生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感受祖国山河的壮

美。

2.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传统节日》
1 课时

1. 能准确认读并书写文中的生字词，如“贴、街、舟”

等。

2.让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及其习俗，如春节、元宵节、

清明节等。

3.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相关段落。

《“贝”的故事》 1 课时

1.学会文中的生字，例如“贝、壳、甲”等，并理解由这

些字组成的词语。

2.理解“贝”字的演变过程，明白“贝”作偏旁的字大多

与钱财有关。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拓展认识其他形声字。



《中国美食》 1 课时

1.会认、会写与美食相关的生字，如“烧、烤、炒”等。

了解中国的一些特色美食，感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

深。

2.能够仿照文中的形式进行简单的表述，如介绍自己喜欢

的美食。

口语交际

《长大以后做

什么》

1 课时

1.能够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并大胆地说出自己长大以后

想做什么。

2.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让学生能用较完整、通顺的

语句表述自己的理想。

语文园地 2 课时

1. 在第一课时，巩固本单元所学的生字、词语，进行字

词的复习和拓展。

2.学会运用本单元学到的识字方法，如形声字规律识字

等。

3. 在第二课时，通过阅读、写话等练习，提升学生的综

合语文素养，如阅读理解、书面表达能力等。



单元作业

重难点

课题 作业重点 作业难点 设计意图

《神州谣》
1.认识本单

元的生字新

词，能正确

书写。

2.正确、流

利地朗读课

文，背诵指

定段落。

3.了解中国

传统节日的

文化内涵和

风俗习惯。

1.理解一些词语的

含义，如“热闹”

“团圆”等在不同

语境中的意思。

2.体会传统节日所

蕴含的情感，以及

如何用文字表达出

来。

1.设计词语搭配等作业，帮助学生理解生字在不同语

境中的含义和用法。

2.要求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诗歌的韵律美和

节奏感，培养语感。

3. 鼓励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对课文中描述的景象

的感受，增强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传统节日》

1.让学生了解各个传统节日的时间和习俗，培养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2.通过朗读和背诵，积累好词好句，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

《“贝”的故事》
1.认识“贝”字的演变过程，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学习用自己的话讲述汉字故事。

《中国美食》

1.认识各种美食名称，了解烹饪方法。

2.激发学生对中国美食的热爱，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单元作业主题设计

主

要

情

景

作 业 主

题
主要“教—学—评”活动 语文要素

中

国

文

化

歌

颂

者

我的传统

文化之旅

结合单元篇章页和神州谣，增强对祖国大好山河，以

及传统文化、传统节日、中国传统美食的总体了解。

争当小小主持人，介绍传统文化。

创设“中国文化歌颂者”作业情境，在情

境中引导学生学习与积累本单元的生字、

词语。走进我的

祖国，了解

传统文化

精读《神州谣》和《传统节日》，做一幅你喜欢的手

抄报。



借助图片、游戏等方式，系统巩固课内认

知，了解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聚焦课内传统文化的四方面，初步具有课

外主动探索与积累中华传统文化的能力。

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为“我

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探索汉字

秘密，了解

中国美食

文化

精读《“贝”的故事》，写一写我的发现。

树立远大志向 单元整理，我爱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