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今天上午，在学校组织的教学能手示范课活动中我执教公开课
《最后的姿势》一课，课堂上，学生展示讲解的表现既在我
的预料之中，又有点出乎意料。

说在我预料之中，是因为我对孩子们太了解了，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我都能猜到他们的心思，自然，我的举手投足也逃
脱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与孩子们间有着一种无形的默
契。况且，在我性情的影响下，孩子们学习起来个个激情澎
湃，朗诵起来个个声情并茂，那姿势、那劲头，活脱脱一个
个小时候的我。再者，课改以来，我克服重重困难，摸索中
改进，改进中反思，坚持以“学生展示讲解、教师相机点
拨”的新型学习方式上好每一节课。在长达一学期的课改尝
试中，学生展示均学会了先品读句子，再抓重点词句谈体会
悟感受，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他们这种展示方式，因而，
意料之中，不足为奇。

说到出乎意料，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想展示好必须预习好课文。
充分预习好课文是展示能否成功的关键。公开课与平时课的
区别就在于公开课学生预习得更充分，预展得更流畅，所以
课堂展示也比平时的展示更精彩。所以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
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时间，他们会还我们一个精彩。只是，我
们平时稍稍偷了懒，往往是课前才把导学问题设计好，然后
进了教室，因问题字数较多，也懒得在黑板上写问题，给学



生匆匆一念问题了事，于是，学生在问题不明朗的情况下紧
紧张张预展、板书、展示，效果肯定不如公开课。由此，更
多的是我们的过错，不是学生的笨拙。在充分预习后的本节
公开课上，我看到了学生的自信坦然，听到了学生的.妙语连
珠，感受到了学生的激情四射，所以感慨万千，对自己、对
学生又增添了无限信心。

更窃喜的是，校领导能够及时体察民情，本学期决定不惜代
价，让众多学生人手一份导学案，这无疑是教学中的雪中送
炭。这样大快人心的决策，真正以学生的发展为重，真正做
到了为学生服务。期待本学期学生的自主学习、展示讲解能
有新的突破。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最后的姿势》是根据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汶川地
震中的真实事件改写的。课文以感人的笔触，记叙了地震来
临的`瞬间，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护卫四名学
生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学生的无私大爱。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是以《最后的姿势》为题时更是觉得非常
感人，题目就有很深的含义。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细细的研
读，认真的备课。在教学这课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觉
得自己这堂课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收集资料，激发情感

课前我布置学生收集资料：

1、了解5.12大地震的概况，收集地震的相关的资料、图片和
感人故事，以便课堂中交流。

2、收集谭千秋老师的资料及纪念谭老师的有关文章、诗
歌。5.12大地震轰动世界，学生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子，收



集资料的任务触动了学生的记忆和情感，许多感人的画面，
故事涌上他们心头。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为课文的学习
埋下情感伏笔，在第一课时的交流中，学生情绪激动，为之
感动。

二、紧扣题目，抓住细节，研读文本

“这是一个怎样的姿势？”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研读课文。学
生很快就找到了“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是谭老师的最后姿
势。

叙事性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是细节，研读这些细节描写有助于
学生体会谭老师舍己为人的伟大人格。课文中对地震发生时
的场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这些场景描写渲染了人物出
场的情景，升华了人物的精神品质。我通过指导学生感情朗
读这些句子，体会谭老师在地震来临之时，在生死攸关之际，
谭老师做出生命最后的抉择，用身体守护学生。他张开的双
臂，是坚定的责任，是无声的大爱。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上节课我们共同沉浸在桂花的香气中，我们闻着它那迷人的
花香，感受到了桂子花开香十里。难怪我们的作者会说：读
（小时候，我最喜欢桂花。）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是它的
香气味儿真是迷人。（读的内容再斟酌）

作者喜欢桂花，仅仅是因为花香吗？（生简答：不是）

二、感受“摇花乐”

教师：不是，现在就请同学们细细地默读课文3-5段，提出和
大家深入学习课文的话题。（此话的表达还有待斟酌）

学生：默读3-5段（动笔勾画、圈点，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习惯）

预设：（核心话题）

1、我喜欢摇桂花吗?

“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

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

2、摇桂花“乐”在哪里？

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
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听父亲口占一绝的吟诗“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桂子庆丰年。儿
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

桂花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
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3、为什么母亲常常说：“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
旧宅院子里的金桂。

三、拓展延伸

1、简介作者。孩子们，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出名，知道是谁
吗？很好，懂得看注释，这是很好的读书习惯。了解琦君吗？
琦君，她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她写过很多作品，但作品的
内容总离不开写家乡的景物、家乡的事情，在她的作品中无
不散发着浓浓的思乡情。

2、出示：“故乡，我们哪一天能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
能再尝呢？--《家乡味》



“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
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冽甘美
吗？--《水是故乡甜》。

四、练习。

1、积累词语（短语）。

姿态笨笨拙拙湿漉漉缠着阴云密布

吩咐撮一点炉烟袅袅口占一绝沉浸

2、选词填空

捡拣

3、给多音字注音并组词

得鲜盛

4、仿写句子：

外地的再，还是比不得。（任选一题）

小结：看桂花雨又纷纷落下来了，作者又不禁想起了自己的
家乡那桂花香，那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板书设计：

12桂花雨

香乐

思念家乡



[桂花雨第二课时教学设计(苏教版四年级上册)]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1.这是一则寓言故事，从这“一路花香”中，我们不仅能欣
赏美丽的鲜花，感受醉人的花香，还能收获朴素的哲理。这
节课，就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故事中去探寻这“一路花香”

完好的水罐满满地不禁骄傲

破损的水罐半罐水惭愧道歉

挑水工撒下花种裂缝浇灌

二、解读，品味文本

1．谈话：是呀，在这个寓言故事中，有三个耐人寻味的角色，
走近他们，认识他们，我们就能品悟这“一路花香”的丰富
内涵。下面，就请同学们细细品读课文的语言文字，从字里
行间体会人物形象。

2、读了课文，你知道是谁带来了这一路花香呢？

破水罐

3．破水罐能浇灌出一路花香，它可真了不起！可是读了课文，
我们知道它自己一开始却不这么认为，它的情感在不断地发
生着变化，你能在文中找出表示它情感变化的词语吗？（快
速浏览全文）

（板书：十分惭愧一丝快乐仍然伤心）

（一）体会“十分惭愧”找出相关的句子



1．问：你在哪里找到的？

那只完好的水罐不禁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而那只有裂缝
的水罐却感到十分惭愧。（出示课件）

（1）“惭愧”两个字都是竖心旁，说明和（心情）有关。通
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惭愧”是什么意思？（因为
自己有缺点，做错了事或未尽到责任而感到不安）这篇文章
里在惭愧之前还加上了十分二字，“十分惭愧”可见程度更
深。为什么破水罐十分惭愧呢？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第一自
然段，分别找一找好水罐和破水罐的特点。（抓住各自的特
点朗读体会）指名读，齐读。课文比较的手法，突出表现了
好水罐的长处，坏水灌的短处。

（2）回过来再读那只完好的水罐不禁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而那只有裂缝的水罐却感到十分惭愧。

（4）从破水罐的道歉中你体会到了什么？（歉意）它为什么
这么抱歉？（找句子，点红）

（5）面对破水罐的道歉，挑水工又是怎么说的呢？（分角色
朗读）

（二）体会“一丝快乐”，“仍然伤心”“相当欣慰”

1．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我们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起来欣赏一
下这路边的美景吧！出示美景，看到这幅美景同学们一定会
忍不住想赞美几句吧？（句式训练）。

出示“当他们上山时，那只破水罐看见太阳正照着路旁美丽
的鲜花，这美好的景象使它感到一丝快乐。”

2.破水罐被美景所吸引，它不禁有了一丝快乐。为什么只是
一丝快乐？（内疚并没有消除。马上它的水又要漏掉了，自



由发挥）

破水罐的快乐是那么少，是那么短暂。一丝快乐之后，他的
心情仍然是怎样的？（伤心）谁来读好这段话？（指导读
好“仍然”“又”“再一次”，说明破水罐依旧没有从一开
始内疚惭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于是，它再一次（向挑水
工道歉）。（出示：到了小路的尽头……道歉。）

逐句理解。再齐读。

挑水工（板书）。谁来说一说挑水工是一个怎样的人？（聪
明，知人善任）

三、揭示寓意

“一路花香”是一则寓言故事，从刚才的学习中，你明白了
什么？（指名说）

四．生字指导

五、深化主题

板书设计：

15一路花香

十分惭愧

一丝快乐利用特点创造价值

仍然伤心

欣慰

[《一路花香》第二课时教学设计(苏教版四年级上册)]



最后的姿势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i．通过品读语言文字，能够说出“最后的姿势”的内在含义。
感受谭老师忠于职守、舍己救人、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2．能够体会环境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学习侧面
烘托人物形象的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难点：

通过品读语言文字，能够说出“最后的姿势”的内在含义，
感受谭老师忠于职守、舍己救人、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三、教学准备：课件、收集汶川地震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六课：最后的姿势（齐
读课题）。

2、通过上节课第一自然段的学习，我们认识了怎样的一个谭
老师？（关爱家人、工作尽责）

导入：那么，谭老师仅仅是一个关爱家人、工作尽责的老师
吗？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近谭老师，走近他那最后的姿势。



二、浏览课文，找描写谭老师姿势的句子。

1、过渡：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想想：谭老师最后的姿势
是个什么样的姿势？课文中有几处地方写到了谭老师这样的
姿势？用笔把相关的句子划出来。

2、交流。

（1）谭老师最后的姿势是：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板书）

（2）课文中共3处写到了谭老师的这个姿势。

三、精读第一处

1、出示：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

交流、相机提示：

拉：（是怎样拉的？“立即”说明反映的速度之快，当机立
断，他将学生的生命安全时刻放在第一位。换成“领”好不
好？）

教师示范做一个“拉”和“领”的动作。

撑（为什么要撑？谭老师是要稳住这张摇摆的桌子，同时用
自己的血肉之躯撑开一把保护学生的大伞，减轻碎裂的砖块、
坍塌的楼板直接砸向课桌下的学生。

护：（护可以组什么词？谭老师是用什么来保护学生的？用
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谭老师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

（2）师小结：“拉、撑、护”这三个动词，生动形象地刻画
出谭老师撑起钢铁般的脊梁，誓死护卫身下学生。那张开的
双臂是坚定的责任，是无声的大爱。



（3）指名读好句子：谁来有感情的读好这句话？（相机点评）

（4）齐读这句话

3、交流（当时地震突然发生，情况万分危急）

4、你知道哪些词语表示情况万分危急？（千钧一发、、危在
旦夕、岌岌可危）

5、课文是怎样描写地震来临时那危在旦夕、岌岌可危、命悬
一线的情景的？请同学们自读课文4-7自然段，划出相关句子。

6、出示：

（1）忽然，课桌摇晃起来！整栋楼房都摇晃起来！地震！

为什么这句话会让你感受到情况十分危急？（注意：摇晃）

指导朗读：情况十分危急该怎么读？要地震了，多危险呀！
看，课文连用三个感叹号，也在提醒我们读得时候应该注意
什么？（读得急促、有力）

忽然间，地震来临，谁都没有想到，谭老师来不及多想大声
喊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从谭老师的喊
声中你懂得了什么？（懂得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还懂得了
谭老师临危不惧，关爱学生）

（2）楼房摇晃得越来越严重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
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

你从这句话的哪些词语中感受到情况很危急的？（提
示：“刺耳的吱吱声，尘埃腾空而起”是说什么情况？说明
了什么？）读好句子。

（3）地动山摇。碎裂的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下来，楼房塌



陷了……

你知道“塌陷”的意思吗？说明楼房不仅倒塌了，还陷到地
底下去了，楼房中的人几乎已没有生还的可能。

7、这三段话都描写了地震来临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的恐怖
情景，将这三段话连起来读读，感受一下地震越来越强烈，
情况越来越危险。（学生自由读）

8、你能将情况越来越危险的情景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吗？

指名朗读

9、过渡：尽管课文用了三段文字描写地震时的情景，但事实
上这一切只经过了短短几秒钟。这场突如其来的8.0级特大地
震，将川西北一个个美丽的城镇乡村瞬间变成废墟，数以万
计的人失去了生命。大地颤抖，山河移位，祖国西南处那块
美丽的国土上，顷刻间满目疮痍。（出示图片）

10、小结：地震了，情况万分危急，作者抓住谭老师的语言
和动作进行描写，这就叫正面描写。（板书：正面描写）想
一想：课文在对谭老师正面描写时，为什么还要用三个自然
段进行危急环境的描述呢？（从侧面烘托谭老师的光辉形象。
板书：侧面烘托）

让我们拿起书，一起重回那危急的一幕。想一想：这一幕给
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谭老师？

11、齐读4-7自然段。

12、刚才的朗读，你读懂了一个什么样的谭老师？

（板书：恪尽职守、舍己为人、大爱无私）

四、精读第二处



1、师述：13日22点12分，当人们从废墟中搬走压在谭老师身
上的最后一块水泥板时，在场的人都被震撼了。让我们来看
看课文第二处出现的谭老师最后的姿势。

出示：“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后脑
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
四个学生都还活着！”（指名读第二处描写谭老师姿势的句
子）

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场的人为什么都被震撼？

2、这段话中哪些词语让你感受到震撼？请自由读读，抓住关
键词句品读体会。

（从谭老师的动作看，第二处和第一处姿势有什么不
同？）“趴”与“撑”比较：毕竟是血肉之躯，在碎裂的砖
块、水泥板的重压下，谭老师再也撑不住了，被压趴下了，
但仍双臂张开，保护学生。

“死死地”。说明他一点儿也没挪动身子。

“凹下去”、“血肉模糊”都说明他受到致命的打击。

师小结：砖块掉下来了，砸得谭老师鲜血直流，但谭老师仍
然：张开双臂，死死地护住学生；楼板压下来了，谭老师后
脑被砸得深凹下去，但是谭老师仍然：张开双臂，死死地护
住学生；鲜血喷涌，疼痛难忍，但谭老师仍然：张开双臂，
死死地护住学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从中读出了一个怎样的谭老师？（相机板书:恪尽职守、舍
己救人、大爱无私）

你能把这令人震撼的画面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吗。（指名朗读）



过渡：救援人员看到这一幕已是眼含热泪，他被深深地震撼
了。

3、被深深震撼的还有谁呢？获救的学生、一位老师

4、引读：“获救的学生这样回忆--出示：“地震时，眼看教
室要倒，谭老师飞身扑到了我们的。”

这段话中哪个词会深深地吸引你的眼球？（注意：飞身）一个
“飞身”让你又一次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谭老师？（机智果
断、奋不顾身、舍生忘死）

5、出示：一位老师的话。

引读：一位老师说：--“如果要快速逃离现场，论条件，老
师离门口最近，最有可能离开。但在生死攸关的一刻，谭老
师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

（1）理解“生死攸关”：

同学们，什么叫“生死攸关”？如果在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
谭老师不顾那四位同学，离开教室，他就能获得……但他选
择了留在教室，保护四位学生，因而他失去了……这就
叫“生死攸关”。

（2）师：谭老师为什么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舍生取义、把生
的希望让给学生，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呢？这就是作为英雄
的本色。

6、导语：然而，英雄不是偶然诞生的，谭老师平时的言行就
告诉我们：伟大源于平凡，平凡孕育伟大。平时谭老师总是
在课堂上这样教育学生。（出示：谭老师课堂上的讲话）

齐读--“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是大公无私，是为他人着想，



为集体着想，为国家着想……”

这就是谭老师的人生格言。谭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毅然选择了舍己救人。

读到这，你能将谭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接着说下去吗？

出示：人生的价值是，是，是……

7、小结：为了让谭老师的光辉形象更加完美，作者引用救援
人员、获救学生和一位老师的话，这也是侧面烘托。这样的
烘托，让我们更深刻地了体会到谭老师的舍生取义是一种本
能，这种本能源自谭老师对学生们父亲般的无私大爱，他的
姿势，让我们深深地震撼。

五、精读第三处

1、引读十一自然段。

导入：谭老师是一位特级教师，在学生眼里（引读）生：--
“谭老师讲课绘声绘色，不仅妙语连珠，而且很有幽默
感。”

生：“再也听不到谭老师的声音了。讲台上再也见不到那个
充满活力的身影了。”

出示：师读“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
势！”

这是课文中第三处出现的谭老师的最后的姿势。你是怎么理
解这句话的？

为了大家能更好的理解这句话，老师设置了一道小练习，看
谁做的又快又好。拿出练习纸，一起来试试吧。



出示练习题：“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是谭老师牺牲时的自
然姿势，但正是这一姿势挽救了四个学生的生命。这是一
个________的姿势，是一个_________的姿势，是一个_____
的姿势，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这个姿势将是人
们__________的姿势。

（1）学生练习

（2）交流小结：课件先后出现：恪尽职守、大爱无私、舍己
为人、永生难忘

2、谭老师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又是那么从容。在生死攸
关的一刻，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什么是师爱，师爱就
是危险面前的义无反顾；什么是教师的责任，教师的责任就
是灾难面前的毫不犹豫。谭千秋，一位普通的教师，用51岁
的宝贵生命--引读。（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德灵魂）谭老师
牺牲了，但他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千言万语都汇成了一句话。出示：英雄不死，精神千秋。”

3、课文学到这儿，你心中是否涌起了千言万语，请你用：谭
老师，我想对你说……为开头写写你此刻的感受。

（1）学生练写

（2）交流、评价

六、总结

谭老师不是天使，但他选择做一个天使。他张开的双臂仿佛
天使的翅膀，将孩子们紧紧护佑在身下。当孩子们最终被救
援人员安然救出时，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天国深情地微笑。同
学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谭老师吧，记住那天使般的双翼
吧。(让我们全体起立，饱含深情地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七、作业：

在地震灾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像谭千秋老师这样的英雄人
物。请搜集当年抗震救灾的动人事迹，班会课交流。

板书：

最后的姿势

张开双臂护住学生

恪尽职守正面描写

舍己救人侧面烘托

无私大爱

[最后的姿势（第二课时）教学设计(苏教国标版六年级上
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