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钱学森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钱学森教案篇一

今天自己也上了《钱学森》这篇课文。感觉自己也走进了单
纯感悟人物形象的圈圈。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扔掉了。课上得
很单薄！

想来想去，如果要实现读写结合，那也只能是在本文写作的.
某一个点上和感受课文内容结合。不可能把本文的写作特色
全给学生。那么哪个点才利于读写结合呢？想来想去，觉得
本文抓住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可以和感受人物
形象结合起来。即首先抓住人物的语言引导学生感受人物品
质，然后引导学生感受抓住人物语言描写的写作特色。

钱学森教案篇二

注重阅读品味，是本课教学的精髓所在。课上，我让学生找
找钱学森的话语，自由谈谈感受，体会他的爱国情怀。充分
尊重学生独特的个人感悟，着力通过语言的激励引导学生经
历独特的、多元的体验，使得课堂呈现出“同阅一卷书，各
自领其奥”的生动局面。课中，摒弃繁琐的分析，紧紧围绕
文中的关键句，将静态的文字链接成动人的画面，在反复品
读中丰富着语言的内涵，丰富着人物的精神，丰富着学生的
人生体验，使课堂充满“故事”，充满艺术的情趣。通过细
细地品味，学生受到了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和精神的铸
炼。整堂课，我的话语一步步地牵引着学生的灵魂沉浮于字
里行间，让学生的心灵浸染着墨韵书香。学生同文本真真切
切地畅读，获得的是对生命的感悟，由此昂扬其率真而灵动



的.生命激情。

语文教学的过程是一次人性积淀的过程，而这样一种过程需
要阅读主体真切的感受和体验。本课教学中，我还能引领学
生研读文本，走进人物内心，体会人物的真情实感。要求学
生用自己的语言和朗读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不是把自己放在文本的对立面上，更不是一个
冷静的阅读者，而是将自己和文本融为一体，用朗读、用思
考、用言语抒发感受，成为了文本意义的创造者。其中，朗
读也好，想象也好，表达也好，都成了激发学生理解文本、
感悟文本、内化情感、内化语言的形式，课堂赋予了学生的
是丰富的情感体验。

大量的信息交流，促进生生互动，是本课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教师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形成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倾听、互相评
价、互相激励，纵向和横向的多元反馈信息网。再者，本课
的信息量很大，如：冯卡门的资料补充、钱学森回国的背景
资料、颁奖词的阅读……学生们无所不谈，无所不至。在这
样大的信息交流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思维灵活性、语言
表达乃至个性特点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语文教学中讲究文道统一，“道”是语文教学的魂。在教学
中，我依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时时不忘锤炼学生
的心灵，引导学生寻“文”线悟“道”线，即悟做人之道。
当学生借助课文的重点词、句、段的品析，理解了人物的高
尚品质后，我将话题巧妙地引向学生自己，让学生对钱学森
说说心里话，使学生在他的一片拳拳爱国心的沐浴中，逐渐
成熟、成长，从而达到了精神的恬淡与从容、思维的明晰与
开阔。这样，学生在学语文的同时学做人，于潜移默化中修
身化性，于感悟品味中弘扬精神，这一定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钱学森教案篇三

苏教版第19课《钱学森》生动记叙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先生赴美留学时，时刻怀念自己的祖国，冲破重重阻扰回到
祖国，为我国运载火箭和导弹的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学森》一文感情真挚，主线清晰，简单易懂。《钱学森》
一课的重点是文中关于钱学森说的两句话，也正是从这两句
话中我们深切的体会出他那强烈的爱国之情。

可是问题来了，由于钱学森离学生生活时代久远，怎样使学
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不仅深深感受到钱学森一颗拳拳爱国
之心，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收到爱国主义的感染，真正从
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激发他们立志报国的感情。

文本内容简单易懂，学生能通过自己的阅读体会到钱学森一
颗爱国之心。可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过于简单学生往往
只停留在表面的“爱国”上，不能真正体会到钱学森他那可
贵的爱国精神。

对于重点部分的教学，学生抓住重点的词句谈感受和体会，
但是经过几个来回以后，孩子们的发言便只停留在固定的几
点上面，没有任何新的收获。

究竟如何做，才能够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呢。通过今天的试
讲，我也有了以下几点思考：

发动学生，搜集资料。要让学生动起来，使学生搜集19世纪
三四十代时，中国和美国的现状，通过对比，增加学生对钱
学森说这些的难能可贵。了解美国是怎样阻扰钱学森回国的，
钱学森遭受了怎样的待遇。教师补充钱学森回国后所做的巨
大贡献，以及钱学森为中国航天培养了几代人。通过介绍
《感动中国》、《钱学森传》等内容，使文章的信息丰富，
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的词、句，谈感受。进而读出自己的感受。
使学生通过读书，就能够让然体会到他对文本的理解，对人
物的情感。要多读，对于学生读的没有感情的地方，教师要
通过自己师范读，给予学生指导。

当孩子们认识到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时，他们的心中一定会
心潮澎湃，可以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写下来。在交流
时，互相聆听，相互学习。

语文课难就难在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难就难在你对教才得
取舍，难就难在教师对学生的感染。希望在第二次的是试讲
中，能够有所进步。

钱学森教案篇四

《钱学森》是苏教版小学语文十册中的一篇课文。本课生动
地记叙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时，一刻也没有忘
记祖国，以及回国后为我国运载火箭和导弹的研制及发射作
出了卓越贡献，赞扬了他时刻不忘祖国的高尚情怀。

《小学语文教师》20xx年第6期朱华贤老师在他的文章中说到：
课堂教学应该有亮点，应该有看头，但也可以而且应该有平
常而实在的教学环节，有枯燥而真实的过程。课堂教学毕竟
不是艺术表演，毕竟不只是为了展示教师的风采，毕竟是为
了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的着重点是：学生学
到了什么？他们是怎么学的。我很认同他说的话。

我把课堂定位在实实在在。由于文章并不是很长，所以我打
算用一课时把课文结束掉，只叫学生利用晨读的时间把课文
读正确读通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导入、检查朗读以及课
件的制作都尽量做到简洁有效。

因为是在自己班上课，所以课堂从初始的“认知”开始，出
示了“炸药之父”“杂交水稻之父”的相关知识，给今天的



伟大人物做了一个铺垫——“导弹之父”钱学森。接着，用
一段饱含深情的语言开始了课文的学习：“一个没有伟大人
物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了伟大人物而不去景仰的民族更
是可悲的。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个值得大家景仰的伟大人
物——钱学森”。一番掷地有声的导语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在
课题上，也为整堂课的情感埋下了一个伏笔。

后来，仔细琢磨，第一小节并不是文章的重点，不应该花那
么多的时间去讲授，一些知识点可以巧妙地穿插在课后的填
空练习中。文章中很多内容学生读了也就都懂了，不用一一
去点一点。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环节。

1、结合课前预习情况，检查生字词认读情况，结合课后练习
填空。

2，默读体会。因为在后面的教学中重点是抓住钱学森说的两
次话来教学的，其他地方照顾得就比较少，所以我想设计这
样一个环节，让学生有再一次熟悉课文的机会，同时把课文
中一些非重点也一带而过。

学习钱学森的两句话。

《钱学森》一文是一首净化学生灵魂的赞美诗，是一曲弘扬
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交响乐！在上这篇课文时，我主要是引导
学生对钱学森所说的两段话的反复朗读，感受他的爱国之心，
因此，我抓住：“美国享受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和优
越的工作条件。”跟在冯卡门身边的前途无量和“钱学森坚
决要求回国。”作对比，使学生体会钱学森坚决要求回国意
志的坚定。

学生自读自悟，画出最能表现钱学森的语言描写的句字，朗
读品味，畅谈感悟。根据学生的交流汇报，相机引导，主要
抓住以下几点进行点拨：



交流语句之一：“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
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首先通过交流，让学生从钱学森在美国富裕的生活、优越的
条件与他话语的联系中产生困惑。我巧妙地设计了一组关联
词的说话训练：选取一组关联词，请结合课文内容，体会钱
学森是怎样想的？这一环节是想通过交际情境促进角色转换，
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促使学生的情感
与钱学森的情感产生共鸣共振。这时，学生再来读这一段话，
使学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钱学森的殷殷赤子情。

交流语句之二：“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
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
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
的。”

要求学生用心读，反复读，好好感悟。抓住“应当”一词知
道钱学森把回国看成是一种责任一种职责。这里有设计了第
二个说话训练：如果你也是那些留学生中的一员，你会支持
钱学森的决定吗？你认为他回国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的创设，
不仅是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也更能体现出钱学
森这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的强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
了情感的熏陶。

在教学时，我努力使钱学森的爱国情结与孩子们生活中的爱
国情结融为一体；在讨论中使学生了解到钱学森能够放弃优
厚的待遇坚决回国的崇高的爱国情结，学生的爱国情结觉醒，
爱国热情迸发！

课上完了，听着孩子们一句句因感动而激情的语言，看着孩
子们一张张因敬佩而严肃的小脸，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
钱学森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远，但是现在，孩子们一个个被钱
学森强烈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钱学森教案篇五

1研读课文,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体会钱学森爱祖国的思想感
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体会钱学森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使学生
受到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的熏陶.

[一]复习,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课文《钱学森》,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对钱
学森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请同学们用自己的话介绍给大家听
听.

2、我们都知道课文描写了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一些经历
和漫长的归国之路,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他那坎坷的'归国之
路和他那份感人的爱国之心.

[二].品读课文,体会情感

1、二十多年的回国路,钱学森踏出的每一步都是非常的不容
易,现在请同学们认真的读一读2`~6自然段,看看钱学森他想
什么?说什么?又怎样做?然后把自己最有感触的句子画出来好
好的体会文字中所蕴含的感情.

2、学生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导学生学习钱学森说的
两段话。

3、出示句子：“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
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学生朗读句子
后。师提问:钱学森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第一句话的？联系课
文请同学说说。



（1）同学们，你们能说说他当时在美国的生活是有怎样的条
件吗？（学生自由回答）师相机引导。

4、出示钱学森的第二段话：“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
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
但需要我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该
回去的。”

（1）学生齐的读这句话。

（2）交流。联系第3、4自然段，了解钱学森又是在怎样的情
况下说这句话的？

（3）抽读这句子，让学生谈谈在读句子中懂得了什么？

（4）再次有感情的朗读这段话。

（5）小结：是啊，家再穷也是自己的家，祖国再穷也是自己
的祖国。教师描述当时的中国面貌。（板书：不嫌祖国贫穷。
）

5、同时出示两段话，学生有感情的齐读。

6、学习第5、6、7自然段

（2）抽读第五自然段。

（3）学生交流见解。

8抽读,学生想象钱学森踏上祖国领土的那一刻,他会说什么
话?

10、请同学们用“一刻”这个词说一句完整的话。

[四]、总结全文：小结：钱学森凭着坚定的信念，克服了种



种阻力和困难，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回国后他发挥了自
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
弹之父”

[五]、深化主题：

（1）如果钱学森此刻就站在你面前，你想对他说什么话呢？

[六]、布置作业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完成课文练习第二题。

板书：19钱学森

回程——思念祖国——渴望——归国贡献

———————中国导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