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实
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金色的鱼钩》是北师大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篇
主体课文。文章记叙了红军过草地时，一位老班长理解党的
嘱托，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光荣牺牲的感人故事，
经过老班长的神情，动作、语言，映射出老班长闪着金色光
芒的崇高的内心世界。

1、训练运用圈划的读书方法，理解在人物刻画中关键词语的
作用，体会从多种角度刻画人物的写作方法。

2、学习老班长舍己为人的品质，培养学生团结友爱的精神。

理解重点语句，体会人物品质

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细节描述，体会人物心境

：相关课件（老班长的图片等）

本节课所讲资料离学生生活时代较远，课前要让学生充分搜
集资料，调动学生学习进取性。

1、交流课前搜集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资料



2、简介长征，看一段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视频。

3、师：看到雪山草地，你的记忆里，跳动着哪些感人的故事
或使你至今难以忘怀的人？（生谈长征故事）

4、在长征途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今日
我们要认识一位长征中的特殊英雄，请认真看教师写课题
（书题、生齐读）

1、师：课前大家已经充分预习了课文，此刻教师要检查一下
同学们的预习情景。（出示课件，认读生字词，并理解一些
重点词语的意思）

2、这篇课文比较长，谁来概括地说一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怎
样的故事？

3、师：指导员教给老班长什么任务？（出示，一路上……）
老班长带领大家走出草地的日子里，遇到什么困难呢？（生
谈、师小结）

4、找重点资料“三天”：这篇课文教师也读了好几遍，每读
一遍都深受感动，那么请同学们快速浏览全文，看看在老班
长带领下大家走出草地的那么多日子里，作者重点描述了哪
几天？最让你感动的是哪几天？（标出所在的自然段）。

5、师小结：小梁发现了老班长不喝鱼汤秘密的这一天，秘密
泄露后命令大家喝鱼汤的这一天，最终的老班长英勇牺牲的
这一天，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5、师：下头就让我们走进这最让我们感动的三天，请大家好
好地读一读，然后抓住关键的词语，深入体会体会（出示学
习提示）

（学生汇报最让自我感动的片段，以此为主线，品析全文）



（1）生读受感动的句子

（2）重点交流以下句段：

出字课件：“不行，太少了，小梁，说真的……”

师：请大家精心读读这段话，看哪些词语打动了你？创设情
景感受老班长钓鱼，找野草之难，指导朗读这段话。

出示：走近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
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失声喊起
来：“老班长，您怎样……”

师：老班长的哪些动作打动了你的心弦？（“嚼”和“皱着
眉头”“硬咽”）结合自我的生活经验，谈谈自我的体会，
指导朗读这段话。

师：你觉得在老班长的心中，三个小战士像老班长的？（兄
弟，亲人）是呀，人迹罕至的无边草原是无情的，老班长就
像兄长一样尽心尽力地照顾三个小战士。

师：在带领战士们走出草地的日日夜夜，老班长始终用自我
实际行动践行着——（出示：一路上……出草地）齐读。

（1）师：刚才大家抓住老班长的动作感悟得很深，那么，在
发现秘密后的第二天，你发现老班长的神态有了什么异样？
此刻请你们静下心来读读课文的第20－22段，边读边画出描
述老班长神态变化的句子。（交流板书）。

（2）师：发现秘密的第二天，看到战士们不忍心喝鱼汤，他
的神态、情绪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一起来通过老班长
的神态走进老班长的内心世界。（引导学生想象老班长的内
心世界）



老班长感到欣慰，同学们想象得很好，读懂了老班长的内心
世界，老班长时刻用自我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职责——（出示：
一路上……出草地）齐读。

（2）师：（出示三段文字），请大家沉下心来读读这几段文
字，边读边想象画面，感受人物的心境，过一会儿用你的声
音把这种感爱读给大家听。（自由练读后，学生读出情感，
教师适时引导 提升）

（3）师：可亲可敬的老班长永远离开了我们，任凭战士们撕
心裂肺的呼喊也无法唤醒他了，他用最崇高的方式践行了自
我的职责——“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
员……”（出示）

（4）分主角朗读

师：让我们再看一眼老班长，再听一听他的声音吧，我请三
位同学来分主角朗读这几句话。（分配主角，音乐起）。

1、师：同学们，聆听着作者满含深情的叙述，我们沉浸在一
个又一个感人的场景里，作者通过老班长的神态、动作、语
言描述，把一座精神的丰碑高高树立在我们心中，在你的心
中，老班长是个怎样的红军战士？（板书）

2、师：老班长用自我的舍己为人，关心同志，忠于革命的精
神，挽救了三个战士的生命，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自我却
永远留在了那片茫茫的草地上，留给战士们的仅有那根用缝
衣针弯成的鱼钩，让我们一起朗读课文最终一段——（出示
句子）齐读：“在这个长满 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

3、师：看得出来，有一份深深的感受在你们的心中涌动，你
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最想表达一种怎样的感受（生读，谈感
受）。



4、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读准字音，掌握字词。

2.通过重点语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3.了解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情况，指导学生学习老班长舍己
为人的崇高品质。

练习通过重点语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2课时

第一课时

鱼钩是什么颜色的?

可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却是《金色的鱼钩》，这是怎么回事
呢?(板书:

金色的鱼钩)

1.听课文录音，把自己读错的字标出来，多读几遍。

2.联系课文说说词语的意思。

3.说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环境。指名说，其
他同学可以补充。

4.你划下了哪些令你最感动的句子?

1.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几件事?



(一件是讲老班长煮鲜鱼野菜汤给三个病号吃，他自己没吃一
点鱼；一件是讲快走出草地时老班长牺牲了。)

2.快速默读课文，思考：全文可分几段?

说说段意。(第一段：1---2自然段；第二段：3---22自然段；
第三段：23---33自然段；第四段：34自然段。四.

通过自学，理解内容，体会思想感情。

1.齐读第一段，说说关于老班长的描写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默读第二段，边读边注意体会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看你
从文中体会到什么?(学生发言，教师和其他同学补充或提出
异议)

可引导讨论：

(1)你觉得哪些词句可以看出老班长对我们非常负责？

(2)当小梁发现老班长不吃鱼汤却嚼草根，咽着鱼骨头时，老
班长的神态有什么变化?

划出有关

词句。

(3)想象一下，老班长的神态变化反映了他当时怎样的内心活
动？

(4)划出小梁神态变化的句子，想象一下，他当时心情怎样?

(5)写老班长的一忧一喜，为什么忧，什么喜?这说明了什么?

第二课时



1.学习第三段，学习老班长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

2.通过重点语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学重点:

通过重点语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1.默读课文第三段。

2.抓住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1)老班长始终不肯吃鱼，仅仅是因为鱼太少了吗?

(2)为什么说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
芒?

(3)课文最后一句有什么含义?

在写法上有什么作用?

(4)课文写老班长，为什么用“金色的鱼钩”作题?

把你认为最能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的一段话找出来，试着读
一读。其他同学讨论交流，可以补充改正。最后，把全文有
感情地朗读下来。

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2.理解课文内容，通过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学习
老班长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

3.领会作者通过人物神态，行为，语言，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的表达方法。

重点：体会文章蕴涵的思想感情.

难点：理解：“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
金色光芒。”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请看《长征》片断(运用课件播放)

2.长征塑造了一个个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你们已经学
过了长征中的哪些故事?

3.今天我们学习发生在长征中的又一个感人故事:金色的鱼
钩(板书)学生读题

4.这篇课文为什么叫“金色”的鱼钩呢?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
有没有象征意义?还含着一个怎样的感人故事，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走进草地学习课文.

二.检查预习情况.

1.课件出示生字词语，认读：皱纹，威胁，咀嚼，保姆，勉
励，蹲下，瞻仰

2.解词：回味严峻瞻仰闪烁喜出望外奄奄一息

3.在预习中你有哪不懂的问题?(提出后小组解决，解决不了
的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一起解决).

三.理清文章脉络.

1.快速阅读，课文讲一个什么故事?看看作者按什么顺序写这
个故事，分为几部分写?说说段落起止和为什么这样划分?(按



事情发展顺序写，分四部分)

2.学生汇报后师小结

四.教师范读课文.

1.这篇课文写得非常感人。我忍不住读一读.大家听好.看好.
注意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变化.

2.师范读(入情入境)

一.复习导入

1、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感人故事?(讲一
位快四十岁的老班长为了带领三个有病的小战士走出一望无
际的草地，无微不致地照顾他们而牺牲的故事)

2、老班长为什么要无微不致地照顾三个病号小战士呢?(这是
党交给的任务)老班长是怎样用实际行动完成这个任务的?请
继续学习课文.

二.精读重点段.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一)老班长一路上无微不致地照顾病号.他们在草地上要走多
少天?(四十多天)作者重点写了几天的事情?(四天：钓鱼、不
喝鱼汤、命令、牺牲)

(三)重点赏析.领悟情感.

1、汇报最让自己感动的语段.

(1)出示：(3-4自然段)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
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



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
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
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
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
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跟缝衣针，烧红了，变
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
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跟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
了个精光。提问：

老班长想出什么办法来解除饥饿的威胁?(钓鱼)“到处”这个
词可以看出什么?(找野菜，挖草跟也很不容易).老班长“整
夜整夜合不拢眼”说明了什么?(担心病号)齐读3-4自然段.

2、出示：(第8自然段)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
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
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
我觉得好象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
你怎么……”

提问：老班长为什么不喝鱼汤而吃草根和鱼骨头?从“皱紧眉
头”“硬咽”体会到什么?(吃草根和鱼骨头有多么困难)“我
觉得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从这句体会到
了什么?(心里万分痛苦)我当时怎么想呢?(围绕着老班长坚强、
舍己为人的品德想)

指导感情朗读.体会老班长的忠于党的事业.舍己为人的内心
世界.

3、出示：(第21自然段)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
两个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
这情况，皱起眉头，说：“你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
们就走不出着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
小梁，你不要太脆弱了!”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
知道。

指导感情朗读.体会“我”沉重的心情和老班长欣慰的心情.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
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
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我……我不行啦。你们吃
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师：为了三个生病的战士.老班长耗尽了自己全部生命.这是
多么感人的情神啊!而这几个小战士却只能眼睁睁看到老班长
牺牲，真是悲痛欲绝。

指导分角色朗读.(读出老班长对战士的牵挂.关爱.战士们悲
痛欲绝的心情.)

三.学习课文最后一段

1.齐读.

2.我为什么要小心地把鱼钩放在贴身的衣兜里?

3.理解：“在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
芒。”(鱼钩记录老班长的英雄事迹，老班长虽然牺牲了，但
在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上，可以看到老班长像金子一样的
品质，才使他闪闪发光……学生能围绕主题作答即可)

4.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金色的鱼钩”做题目吧?



四.总结：

1.老班长有哪些品质?(忠于革命.舍己为人)

2.课文在表达方法上有什么特点?(通过人物的神情.动作.语
言展现内心世界)

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这篇课文叙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牢记部队指导
员的嘱托，为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自己却牺牲在草地上
的感人事迹。

1．学习课文了解红军长征途中，一位老炊事班长为了照顾三
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光荣牺牲的动人事迹。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课文的思想感情。

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课文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这句
话的含义。

1．课文的题目是“金色的鱼钩”请你读课文后想一想，这个
鱼钩是金色的吗？

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为什么说它是“金色的”？现在就让我
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课文。

课文中几次描写了老班长的外貌，从课文中摘录出描写老班
长外貌的语句。



板书：老班长

讨论明确：

第一次：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驮，四方
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

明确：这时的炊事班长饱经风霜，然而可敬可亲。

第二次：他那十分严峻的布满红丝的眼睛明确：日夜为小战
士们操劳，睡眠不足，老班长的眼里布满了红丝，但丝毫不
影响他照顾小红军，表现了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

板书：照顾、三病号

1/ 眉头拧成了疙瘩

2/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

明确：

1/ 老班长看到三个小战士不肯喝鱼汤，生怕他们饿坏了身子，
他又心疼，又着急，责怪自己没能完成指导员交给的任务，
因此眉毛拧成了疙瘩。

2/ 战士们喝下了鱼汤，他的眉头舒展开，充分表现了他心中
只有战友，唯独没有自己的高尚品质。

第三次：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明确：老班长历尽艰辛，任劳任怨，像保姆一样照顾小孩一
样，照顾三个年轻的病号。他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
务，可是自己已经衰弱到不能支撑的地步。是高度的革命责
任感，让他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



板书：救

理解：“在这个长满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
芒”这句话的含义。

明确：这个鱼钩是老班长的遗物，有很大的纪念意义。老班
长生前用这个鱼钩给三个小战士钓鱼补养身体，使他们能顺
利地走出草地，这个鱼钩挽救的是三个年轻战士的生命。

从这个长满红绣的鱼钩上，我们可以看出老班长无限忠于党，
忠于人民，一心为同志，有着舍己救为人的高尚品质，这崇
高的品质永放异彩，光芒万丈。

板书：怀念

过渡：从老班长的外貌变化，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心中只有战
友，唯独没有自己的优秀共产党员。你还能从什么地方看出
这种品质。

要求：预习上面的问题，下节课继续学习。

金色的鱼钩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教学目标：

训练运用圈划的方法，理解在任务刻画中关键语句的作用，
体会从多种角度刻画人物的写作方法。

学习老班长舍己为人的品质，培养学生团结友爱的精神。

重点和难点：理解中心是重点，理解小病号的描写和中心的
关系是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

放一组草原的图片，想象看到草原后会想到些什么。

播放《长征》的电影剪辑。

师：电影中的人物具有怎样的品质？引出课题《金色的鱼钩》

围绕课题，进行质疑

师：看课题文章应该重点写什么？

生：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主角是老班长，可为什么用《金
色的鱼钩》做题目？

师：课文是怎样把老班长和鱼钩联系在一起的？

抓中心句，进行释疑

师：过草地时老班长接受了什么任务？

出示多媒体：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
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

师；这句话是谁说的？代表他个人吗？

生：这是指导员代表党组织向老班长交代任务时说的话。

师：你怎么理解“上级、保姆、勤务员”的？

生：默读课文

师：现在说说老班长怎样用实际行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生：为了照顾好三个小同志，每到宿营地老班长就到处找野



菜，挖草根，给伤员洗衣服，真象个勤杂工，什么活都干。

生：老班长在水塘边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就灵机一动，用缝
衣针做了个鱼钩，钓鱼做鱼汤给病号吃，千方百计给病号加
强营养。

生：老班长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对病号的关怀真是无微
不至。

生：草地上有黑水潭，哪有多少鱼，为了钓鱼，找野菜，老
班长的眼睛都瞅坏了。那极少的鱼汤维持着三个病号的生命，
为了把他们带出草地，老班长自己忍肌挨饿，还不让别人知
道。

师：老班长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他没有吃鱼？

生：因为老班长是共产党元，党员要吃苦在前，老班长宁愿
自己受苦，也不让别人受委屈。

师：课文中描写老班长的句子你读了后什么地方最受感动？

生：老班长让病号吃鱼汤，自己却嚼着几根草根和鱼骨头，
那紧皱眉头咽下去的情景催人泪下，好像我的喉管也被万根
钢针扎着，心中痛苦万分。

生：老班长临牺牲前怕浪费东西，拒绝吃鱼汤，他一心想着
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师：想想老班长为什么这样做？表现他怎样的品质？

生：老班长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像保姆照顾小孩一样照顾
着三个年轻的病号，对革命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

生：老班长舍己救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
给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生：老班长用自己全部心血执行着党交给他护送伤员的任务，
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师：课文中对老班长的神情、动作、语言都有详细的描述，
我们仿佛能看到、听到、透过这些描述，我们体会出他崇高
的内心世界，从而受到感染和教育。

师：现在想想初学课文时有的同学提出：为什么用“金色的
鱼钩”做课题？经过学习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生：在长征过草地时，老班长用鱼钩钓鱼给病号吃，鱼钩记
录着老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

生：从鱼钩上，我们可以看到老班长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
一心为同志，舍己救人的光辉思想。

生：用“金色的鱼钩”做题目，表现了“我”对老班长的深
切怀念。

师：其实在长征途中像老班长这样舍己为人的战士还有很多
很多，他们都是当培养的好战士，好儿女。为了祖国人民，
北上抗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无声无息地长眠在那茫茫
草原上。虽然他们已经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与世长存，
永垂不朽。

请学生讲讲另外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结束：齐唱队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