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二册

2.教室里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本课学习四个部首：里、 、阝、，要求会认会写。

3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这是你的书吗？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对话体的小短文，通过简短的对话介绍用“…吗”

表示提问的询问方法。掌握并学习一些在学校生活中常用的词

语，如“书”“笔”“本子”等。重点学习带“吗”的疑问句。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室”（sh佻）、“书”（sh俦）的声母是翘舌音，要读准。
“本子”的“子”（zi）、“教室里”的“里”（li）、“吗”

（m倩）是轻声，不标声调。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佻 sh佻 sh侏 sh侏 sh侃 s佻 l佾 l佻
室———是——十———石———师———四 里———立
m倩 m伲 m佟 t佟 t佟 z佾 z佻
吗———马———妈 她———他 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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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部首教学
里（里部）：里、量、童

（ 部）：书、习、也

阝（阝部）：那、院、防

（部）：笔、笑、筷

3援 字形教学
教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

室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

书［書］ 书写时注意不要忘记第四画的“ ”。繁体字为

“書”，注意上面部分最后一竖下面不出头，不是“聿”。

那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注意笔画的书写，第五画是

横撇弯钩（ ）。

她 左右结构，可以对照“他”“地”字。

本 注意对照“木”字和“禾”字。

笔［筆］ 上下结构，部首是“”。繁体字为“筆”，共

12 画。
讲［講］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繁体字为“講”，部

首是“言”，共 17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教室］ （名词）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

例：我们的教室很干净。

我在教室上课。

［本子］ （名词）把成沓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成的东西。

例：我有很多本子。

我在本子上写字。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里］ （方位名词）与“外”相对，用在地点名词后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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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位。

例：家里 教室里 学校里 房间里

［吗］ （助词）用在句末表示疑问。

例：你去学校吗？

这是你的书吗？

你喜欢中文学校吗？

［不］ （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和其他副词前面表示否

定。注意提示学生“不”字的变音：在第一、二、三声的前面

读 b俅，在第四声字的前面读成 b俨。
例：不多 (b俅du侪) 不行 (b俅x侏n倮) 不好 (b俅h伲o) 不去

（b俨q俅） 不是 (b俨sh佻)
［那］ （指示代词）指示较远的人或事物，与指示较近的人

或事物“这”相对应。

例：这是书，那是笔。

这是我的老师，那是我的同学。

［讲］ （动词）说。

例：讲故事

他高兴得话都讲不出来了。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这是你的书吗？

这个句子是带“吗”的疑问句。带“吗”的疑问句是在陈

述句（肯定或否定形式）句尾加上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吗”。

如果你希望得到肯定或否定答复，就可以用这种带“吗”的疑

问句。句子结构形式是：

主语 + 谓语 + 宾语 + 吗？
例：他是你的同学吗？

你是小学生吗？

你喜欢中文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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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句子教学时，可以调动学生用该句型对不同内容进行

提问。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是方方和冬冬的对话。方方问了冬冬三个问题：“这

是你的书吗？”“那是她的笔和本子吗？”“你在家里讲中文

吗？”通过这三个问句的学习，教会学生用带“吗”的疑问句

提问。

可以让学生用带“吗”的疑问句互相提问。练习时教师可

以先给出大量的词语，让学生用这些词语提问。或者教师先问

学生，学生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之后，让学生作为问

话者，重复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 7 夔 （2） 4 （3） 4 夔
（4） 5 （5） 3 （6） 10

3. （1）那 我 本 （2）那 笔 吗

（3）她 （4）室 里

4援 喜欢 教室 汉字 本子 儿歌

星期二

2援 室 吗 教 讲 那 笔

4. （1）教室 （2）牛奶 （3）笔 （4）本子
星期三

2. （1） 11 孝 攵 （2） 14 哥 欠

（3） 6 女 也 （4） 6
（5） 10  毛 （6） 6 讠 井

3. 子 室 汉 我 里 欢 花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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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这是老师的书。辕 这书是老师的。
（2）那是我的教室。
（3）这不是云云的笔。辕 这笔不是云云的。
（4）那不是冬冬的本子。辕 那本子不是冬冬的。
（5）这是爸爸的车。辕 这车是爸爸的。
（6）那不是方方的玩具。辕 那玩具不是方方的。

星期四

5. （1）冬冬喜欢讲中文。
（2）云云喜欢写汉字。
（3）方方不喜欢读儿歌。
（4）我不喜欢画画儿。

星期五

2. 字 室 妈 她 欢 歌 语 记 那 阳 喜 吗

4. （1）那是云云的书。辕 那书是云云的。
（2）那是云云的本子吗？辕 那本子是云云的吗？
（3）这不是云云的笔。辕 这笔不是云云的。
（4）冬冬在家里讲中文。辕 在家里冬冬讲中文。
（5）冬冬喜欢讲中文。

阅 读：我长大了

一、课文简析

文章以书信的形式，说出了孩子希望爸爸、妈妈对自己放

心的愿望，列举了“我”的进步，把以前的“我”和现在的

“我”进行了对比，说明“我”懂事了。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对照

自己看看是不是也“懂事了”，是否能让爸爸妈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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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请［請］ 是常用的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繁体字

为“請”。

例：请坐 请进

叫 （动词）是，称为。

例：我叫云云。

这叫电脑。

都 （副词）表示总括，总括的内容一般放在“都”前面。

例：中文、英文我都会说。

云云和方方都是我的好朋友。

还［還］ （副词） 课文里读h佗i，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
增加或者在某个范围之外有所补充。繁体字为“還”。

例：他会英语，还会中文。

妈妈要做饭，还要工作。

注意：“还”的笔顺是先写“不”，再写“辶”。

亲爱［亲爱］ （形容词）关系密切，感情深厚。

例：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

已经［已经］ （副词）表示事情完成或时间过去。

例：我已经学了很多汉字。

一定 （副词）这里的“一”读变调 y侏。表示坚决或确定，
必定。

例：一定去 一定好好学习

知道 （动词）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懂得。

例：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们的中文老师。

放心 （动词）心情安定，没有忧虑和牵挂。

例：请你们放心，我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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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云云回来，妈妈就放心了。

三、课文教学

这封信正文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是总括地

说“我”的希望，中间通过列举事例说自己真的长大了。教学

时可以在学习第一层以后提问学生：“你的爸爸、妈妈常常说

你是小娃娃（小孩子）吗？你喜欢他们这样说你吗？”学习第二

层的时候要让学生想想自己是不是像“我”一样，以前不懂事，

乱丢东西，现在懂事了，不但不乱丢东西，还懂得要学中文。

学习最后一层的时候注意学习用“请”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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