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滋病教案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
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艾滋病教案总结篇一

本周进行了分享阅读《机器人》教学活动。

活动第一环节——以模仿机器人的动作和幼儿进行“我来做
你来猜”的游戏，引出读本的主人公“机器人”。然后请幼
儿观看封面。

在第一环节实施过程中，就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孩子们都
说：“老师，看不清”。(这个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孩子人数
较多，另一方面读本摆放和幼儿距离较远造成的。)画面上有
很多细小的部分不是很明显线条也比较模糊，所以根据孩子
们看不清的问题，我立刻做出了回应把小书发给大家：“仔
细观察封面，小朋友们还能发现什么呢?”。孩子们顺利的理
清了老爷爷的身份、老爷爷和机器人的关系等问题。

活动第二环节——逐页阅读，通过细微观察，猜测人物的内
心变化。

在第二环节实施过程中，由于小书发放给幼儿后，很多孩子
会好奇的翻看，面对混乱，我的阅读方式也由逐页阅读改成
跳页阅读。跳页阅读之前先请孩子安静的完整的阅读一遍，
然后按老师的提示翻到制定页进行详细的阅读：“观察机器
人的动作和表情，科学家的动作和表情又是怎样的呢?”。跳
页阅读时先请孩子看3、4、5页，对机器人和科学家的表情变



化进行有“梯度”的分析后，对第六页的情况进行分
析：“为什么机器人会这样呢?机器人和科学家有些什么样的
想法呢?”

活动第三环节——回忆和总结故事，并对情绪变化的特点进
行梳理。

在第三环节实施过程中，当孩子们看到最后一页时就会大笑
起来，可见孩子们对故事内容的“体会”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在情绪变化梯度的感受上还不太明显，词汇也不丰富，
只有简单的高兴和不高兴，在活动中通过对读本表情的模仿，
让幼儿感受不同的情绪变化，也作为下次活动的一个“引
子”。 在第二阶段的教学中重点突破。

反思：

活动中一个个问题的出现有的是意料之中，有的却在意料之
外。老师的回应策略关系着活动中孩子是否得到了真正的锻
炼和提高。虽然我在活动中对孩子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但在各个环节的教学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环节看不清的问题，是意料之外。但很快就以小书阅读
代替解决了。所以活动时人数相对较少，才能更好的照顾到
孩子的个体差异问题。

整个活动中，可能是对机器人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孩子对机
器人充满着好奇，而孩子对机器人的认识只停留在非常浅显
的状态。在第一、二页的阅读中谈到机器人的功能，孩子只
有：“只是和人走路说话不一样、会打怪兽”等简单的认识，
对机器人的构造、生成、作用等方面都缺乏了解。所以第一
环节的引导显得非常薄弱，要相应的加入科常方面的知识，
孩子对读本中3、4、5、6页的内容才能够更全面的感受。在
活动第一阶段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我只有在第二阶段给孩子
补上这一课。



在第三环节对人物情绪的梳理，采用文字和老师表情的模仿
可能不是很直观，如果用事先画好的人物表情配上文字，孩
子对情绪梯度的变化会感受更明显一些。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参为我提供了分享阅读活动的一个
固有模式，也为我的教学指明了比较规范的行进轨迹。每个
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呈现出来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在今后的分享阅读活动中，课前不仅要分析读本，做好充分
的准备，更应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和孩子一起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艾滋病教案总结篇二

《艾滋病小斗士》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第15课。本组课文的主题是“无私奉献”，《艾滋病小斗士》
是本组课文的最后一篇，在单元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巩固
运用的作用。课文讲述了南非黑人儿童恩科西身患艾滋病，
一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边关心与他一样患病的艾滋病
病人的动人故事。全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描写具体，用
词准确生动，融科学知识、语言积累、思想启迪于一体，为
启迪学生的思想智慧、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提供了很好的凭借。

我用了两课时教《艾滋病小斗士》，第一节课学习生字新词，
朗读课文，并充满深情的朗读了课文，学生们欣赏了恩科西
的照片，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为第二课时的学习作了很好的
铺垫。上第二课时，我是这样处理的。

我请学生朗读课文的第二段，说说恩科西的悲惨遭遇表现在
几个方面，学生们在朗读课文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悲惨表
现在三个方面：

1、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注定了即将死亡的命运；



2、在年幼（4岁时）时失去了母亲，缺少亲情；

3、受到别人的歧视、冷落，无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生们
在总结时对恩科西充满了同情，想想自己吧，年龄与自己差
不多的恩科西是多么的可怜！

学习第三段，我请学生读书思考：“文中从哪儿看出恩科西
是艾滋病的小斗士？为什么？”学生们边默读边画出相关的
语句，并作了批注。我又请学生相互讨论发表看法，学生们
总结出“热爱生命、坦然面对、顽强斗争、关心他人、梦想
未来”几点。扣住“他一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边关心
和他一样患病的儿童。”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斗士！

我请学生朗读开头结尾，让学生感受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
个快乐的日子里，恩科西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全世界人都
关注着他，为他感到惋惜。从而让学生明白“我们要热爱生
命，要关心艾滋病人，遇到困难要坦然面对。”

艾滋病教案总结篇三

今天，有幸听了牛秋华老师执教《艾滋病小斗士》一课，感
受如下：

1、牛老师能有条不紊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去感受艾滋病的可
怕，感受恩科西面对天灾，是那样的坦然，无所畏惧。感受
他拖着瘦弱的身躯为艾滋病患者奔走呼吁，顽强与命运抗争，
感受他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这个小斗士形象慢慢的在学生脑
中变得丰满起来。

2、牛老师制作的课件能拉近文本与学生心灵的距离，起到很
好的铺垫和渲染作用。

3、教师始终感情饱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这篇文章，我曾经也教过，对文本的把握觉得难度较大，因
此只能谈一点对教材的粗浅认识。首先，为什么称恩科西
为“小斗士”是学生理解的重点，教师对文本不能面面俱到，
应该有所取舍。文章第2—4自然段应该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
感受恩科西的不幸与幸运。尤其是“幸运”，这是我过去教
学中所忽略的地方。因为在种族歧视的南非，白人妇女收养
了他，千方百计让他到学校读书。这个地方应该对学生进行
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如果仅让学生想象“轩然
大波”情景，而没有教师适当的疏导，就有可能让学生进入
认识的误区。其次，扣住“坦然”，教师应该创设一定的情
境，把人物形象读厚了。这也是恩科西声名远播的重要原因。
另外这样的一个孩子还关心着和他一样患病的儿童。他忍受
长途颠簸，面临随时被细菌感染的危险，用自己的悲惨遭遇
为艾滋病患者向世界呼吁。这时教师准备一段充满感情的解
说词再配上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就能很快将学生带进文本，
这样感受恩科西震撼人心的话语也就不空洞了。

艾滋病教案总结篇四

《艾滋病小斗士》讲述的是南非儿童——恩科西艾滋病顽强
斗争并号召全世界人民都来关心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我们现
在的生活似乎距离艾滋病还很远，怎样让孩子们既对艾滋病
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同时又能在学习课文时领会小主人公
顽强斗争的精神，并懂得正确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挫折甚至
灾难，树立一种坚强的人生观？1、有机拓展相关知识，为课
文学习作铺垫。由于学生课前没有有效的途径自己搜集资料，
为了让学生对艾滋病这种可怕疾病有个初步认识，教学中，
我就地取材，从课文中挖掘了一些语言，让学生初步感受，
同时运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一些图片，学生对艾滋病有了感性
的认识，为学习下文设下感情基调。2、研习文本，体会人物
品质。本堂课教学的是第一课时，主要让学生感受恩科西所
遭受的不幸以及初步感受恩科西面对病痛和挫折顽强不屈的
品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研读文本的方式让学生深切感受，
通过抓关键词语品读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和个性化的解读引



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近人物。不幸的遭遇是小主人公恩科西
无法改变的，在不幸的命运面前，恩科西没有选择悲观失望，
而是坦然面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教学中，主要
引导学生抓住句子“他竟然一直挺到了上学的'年龄”中
的“挺”字和第五自然段中的两组关联词语来感受恩科西的
顽强与付出的不懈努力。

艾滋病教案总结篇五

《艾滋病小斗士》一课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的一篇课文，
记叙了南非黑人男孩恩科西身患艾滋病，却能坦然面对、不
断呼吁、梦想未来的动人事迹，赞颂了恩科西顽强抗争的精
神。在教学“坦然面对”这部分时，我先让学生读了一遍课
文，找出最能体现恩科西顽强抗争精神的一个词语，即“坦
然面对”；接着请学生说说“坦然面对”的意思，并从文中
找出恩科西“坦然面对”的是什么；然后让学生交流各自对
艾滋病的了解，体会病魔的可怕和生活的残酷。

首先，教学时我抓住“恩科西的身体非常虚弱，随时可能死
去”这句话，让学生品读“虚弱”，从体重、外貌、体质等
方面想象恩科西此时是怎样的状况，读出“非常虚
弱”、“随时可能死去”中所饱含的痛心与怜爱。同时，联
系上文“他竟然一直挺到了上学的年龄”，让学生透
过“挺”字想象恩科西这些年来所遭受的折磨；联系恩科西
报名上学时的“轩然大波”，想象其可能遭受的歧视和嘲笑、
疏远和排斥，体会其生活的艰辛、残酷。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读出对恩科西顽强抗争的由衷敬佩。

其次，由于学生与“艾滋病小斗士”的生活相距甚远，与文
本内容存在着一种先在的隔阂。因而，教学时，我事先布置
学生课前搜集有关艾滋病的细节化、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资
料；让学生观看一组身患艾滋病儿童的图片，通过那些骨瘦
如柴、口吐白沫、满身针眼的儿童画面，让学生直观地认识
艾滋病魔的严重危害；联系生活中一个“随时可能死去”的



人的表现，体会恩科西“坦然面对”的难能可贵等，充分唤
醒和激活学生现有的生活经验，丰富和扩充学生缺乏的生活
经验，优化文本的“生活化”处理。比如：当问到“当恩科
西遭受艾滋病魔百般折磨时，他会怎样做”时，很多学生很
自然地联想到“他会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不喊一声疼”
等。

让心灵“进入”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师自身的情感和
智慧达成的。所以，在学生交流时，我很注意引领触发学生
情感的共鸣、思维的律动和内在的表达。比如指导性引领：
在学生说到“我觉得他应该会微笑着去面对”时，我及时引
导：“你看到了他微笑的神情，其他同学还看到了什么
呢？”启发学生从新的角度思考、想象。再比如提升性引领：
“是的，恩科西用默默的忍受诠释了另一种坚强。”“微笑
着承受一切，这是多么动人的场景，这又是多么感人的境
界！”把关注的视线聚焦到这位可歌可泣的艾滋病小斗士的
身上。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不成功之处：上完这一课后，我感觉到学生不容易真正读懂，
读透，也就谈不上悟出作者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之所以老师
上完课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拓宽教学思路：

我上完这一节课后，我认识到教学思路得到了拓宽：其一，
抓住关键词语体会情感。首先，老师抓住的是“随时”。通
过引导学生解读“随时”，让学生充分地读懂了艾滋病的可
怕和思科西的不幸，可怜，引发学生对思科西的关注、同情。
接着重点抓住的是“坦然”。其二，运用多种形式突出重点。
思科西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抗争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
得“放大”赞扬、倡导。

《艾滋病小斗士》教学反思



[题外话]

我有个习惯，每学期一开学我总要作个调查：在本册语文书
中你最喜欢那篇课文？为什么？并让学生以写话的形式完成
我的调查。

这学期当然不例外。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艾滋病
小斗士》这篇课文有着浓厚的兴趣。艾滋病小斗士是谁？为
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学生已然有了初步的了解。

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我们将真正地来接触这篇课文，并且提
前一天布置了预习，那么课堂上如再来问“艾滋病小斗士是
谁？为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已然没有的意义，只是
为问而问了。

初读这篇课文时，我把自己放在学生的立场上。阅读过程中，
我心中产生了疑问：（1）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2）
在南非，为什么每天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儿降生？
针对这两个微乎其微的疑问，教学中我引入了网络，课堂上
进行了“拓展阅读”，疑问迎刃而解。

教学片段一：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

师：板书“斗士”。什么叫“斗士”？

生1：战场上杀敌的人。

生2：打仗很勇敢的人。

师：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两位“斗士”。第一位就是——我输入
“张海迪”，点击搜索。利用广播教学，我让孩子们自己阅读
“张海迪”的内容。然后交流“在阅读过程中最震撼你心灵
的句子。”



生1：“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
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
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张海迪姐姐没有上过学，
但是她却学习了这么多课程。

师：所以说，我们，健全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奋学习。

生2：“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
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
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面对困难，她不沮丧、沉沦，而
是充满信心。

师：所以，她是“斗士”。

师：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位“斗士”是——我输入“海伦·凯
勒”后搜索，学生自行阅读。

师：今天我们认识的两位“斗士”。现在请你说说你知道
的“斗士”。

生1：桑兰。

生2：保尔。

师：现在请你来说说你对“斗士”的理解。

生：斗士其实是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人。

师：这样的人我们也称他们为“勇士”。

师：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位“小斗士”（板书“小”并在
“小”下面加了一点），既然是小斗士，那他是一位——
（生：孩子）。这位南非的儿童名叫——（生：恩科西），
他是一位艾滋病小斗士。（板书“艾滋病”，齐读课题）



教学片段二：什么是艾滋病？

师：你了解艾滋病吗？

生1：我知道如果一个孕妇得了艾滋病，那么他肚子里的宝宝
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

生2：我知道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比如有个针头刚给一
个艾滋病人用过，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用，这个人就会传染
到艾滋病。

生3：我知道艾滋病是不会通过拥抱、握手传染的。

师：看来，同学们对于艾滋病了解的还真不少。那就让我们
再来了解一下艾滋病。我输入“艾滋病”点击搜索。（学生
阅读后交流）

师（总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是我们全人类的天灾。

生：艾滋病发源于非洲，1979年在海地青年中也有散发，后
由移民带入美国。

师：所以，“在南非，每天都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
儿降生”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人一旦传染上艾滋病病毒
后究竟会怎样呢？让我们来看几张艾滋病患者的图片。

《艾滋病小斗士》一课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的一篇课文，
记叙了南非黑人男孩恩科西身患艾滋病，却能坦然面对、不
断呼吁、梦想未来的动人事迹，赞颂了恩科西顽强抗争的精
神。在教学“坦然面对”这部分时，我先让学生读了一遍课
文，找出最能体现恩科西顽强抗争精神的一个词语，即“坦
然面对”；接着请学生说说“坦然面对”的意思，并从文中
找出恩科西“坦然面对”的是什么；然后让学生交流各自对
艾滋病的了解，体会病魔的可怕和生活的残酷。



首先，教学时我抓住“恩科西的身体非常虚弱，随时可能死
去”这句话，让学生品读“虚弱”，从体重、外貌、体质等
方面想象恩科西此时是怎样的状况，读出“非常虚
弱”、“随时可能死去”中所饱含的痛心与怜爱。同时，联
系上文“他竟然一直挺到了上学的年龄”，让学生透
过“挺”字想象恩科西这些年来所遭受的折磨；联系恩科西
报名上学时的“轩然大波”，想象其可能遭受的歧视和嘲笑、
疏远和排斥，体会其生活的艰辛、残酷。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读出对恩科西顽强抗争的由衷敬佩。

其次，由于学生与“艾滋病小斗士”的生活相距甚远，与文
本内容存在着一种先在的隔阂。因而，教学时，我事先布置
学生课前搜集有关艾滋病的细节化、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资
料；让学生观看一组身患艾滋病儿童的图片，通过那些骨瘦
如柴、口吐白沫、满身针眼的儿童画面，让学生直观地认识
艾滋病魔的严重危害；联系生活中一个“随时可能死去”的
人的表现，体会恩科西“坦然面对”的难能可贵等，充分唤
醒和激活学生现有的生活经验，丰富和扩充学生缺乏的生活
经验，优化文本的“生活化”处理。比如：当问到“当恩科
西遭受艾滋病魔百般折磨时，他会怎样做”时，很多学生很
自然地联想到“他会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不喊一声疼”
等。

让心灵“进入”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师自身的情感和
智慧达成的。所以，在学生交流时，我很注意引领触发学生
情感的共鸣、思维的律动和内在的表达。比如指导性引领：
在学生说到“我觉得他应该会微笑着去面对”时，我及时引
导：“你看到了他微笑的神情，其他同学还看到了什么
呢？”启发学生从新的角度思考、想象。再比如提升性引领：
“是的，恩科西用默默的忍受诠释了另一种坚强。”“微笑
着承受一切，这是多么动人的场景，这又是多么感人的境
界！”把关注的视线聚焦到这位可歌可泣的艾滋病小斗士的
身上。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不成功之处：上完这一课后，我感觉到学生不容易真正读懂，
读透，也就谈不上悟出作者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之所以老师
上完课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拓宽教学思路：

我上完这一节课后，我认识到教学思路得到了拓宽：其一，
抓住关键词语体会情感。首先，老师抓住的是“随时”。通
过引导学生解读“随时”，让学生充分地读懂了艾滋病的可
怕和思科西的不幸，可怜，引发学生对思科西的关注、同情。
接着重点抓住的是“坦然”。其二，运用多种形式突出重点。
思科西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抗争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
得“放大”赞扬、倡导。

《艾滋病小斗士》教学反思

[题外话]

我有个习惯，每学期一开学我总要作个调查：在本册语文书
中你最喜欢那篇课文？为什么？并让学生以写话的形式完成
我的调查。

这学期当然不例外。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艾滋病
小斗士》这篇课文有着浓厚的兴趣。艾滋病小斗士是谁？为
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学生已然有了初步的了解。

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我们将真正地来接触这篇课文，并且提
前一天布置了预习，那么课堂上如再来问“艾滋病小斗士是
谁？为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已然没有的意义，只是
为问而问了。

初读这篇课文时，我把自己放在学生的立场上。阅读过程中，
我心中产生了疑问：（1）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2）
在南非，为什么每天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儿降生？



针对这两个微乎其微的疑问，教学中我引入了网络，课堂上
进行了“拓展阅读”，疑问迎刃而解。

教学片段一：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

师：板书“斗士”。什么叫“斗士”？

生1：战场上杀敌的人。

生2：打仗很勇敢的人。

师：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两位“斗士”。第一位就是——我输入
“张海迪”，点击搜索。利用广播教学，我让孩子们自己阅读
“张海迪”的内容。然后交流“在阅读过程中最震撼你心灵
的句子。”

生1：“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
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
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张海迪姐姐没有上过学，
但是她却学习了这么多课程。

师：所以说，我们，健全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奋学习。

生2：“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
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
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面对困难，她不沮丧、沉沦，而
是充满信心。

师：所以，她是“斗士”。

师：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位“斗士”是——我输入“海伦·凯
勒”后搜索，学生自行阅读。

师：今天我们认识的两位“斗士”。现在请你说说你知道
的“斗士”。



生1：桑兰。

生2：保尔。

师：现在请你来说说你对“斗士”的理解。

生：斗士其实是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人。

师：这样的人我们也称他们为“勇士”。

师：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位“小斗士”（板书“小”并在
“小”下面加了一点），既然是小斗士，那他是一位——
（生：孩子）。这位南非的儿童名叫——（生：恩科西），
他是一位艾滋病小斗士。（板书“艾滋病”，齐读课题）

教学片段二：什么是艾滋病？

师：你了解艾滋病吗？

生1：我知道如果一个孕妇得了艾滋病，那么他肚子里的宝宝
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

生2：我知道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比如有个针头刚给一
个艾滋病人用过，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用，这个人就会传染
到艾滋病。

生3：我知道艾滋病是不会通过拥抱、握手传染的。

师：看来，同学们对于艾滋病了解的还真不少。那就让我们
再来了解一下艾滋病。我输入“艾滋病”点击搜索。（学生
阅读后交流）

师（总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是我们全人类的天灾。

生：艾滋病发源于非洲，1979年在海地青年中也有散发，后



由移民带入美国。

师：所以，“在南非，每天都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
儿降生”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人一旦传染上艾滋病病毒
后究竟会怎样呢？让我们来看几张艾滋病患者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