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优质10
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一

哈默是美国石油大王，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
一，曾经被称为“经验之神”、“幸运之神”。在我们的教
材中，有一个关于哈默年轻时的故事——“尊严”。

《尊严》主要描写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哈默和其他一起逃
难的人流落到南加洲沃尔逊小镇上，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吃起
了人们款待的食物，然而只有哈默是个例外，他拒绝了小镇
镇长杰克逊送到他面前的食物，理由是他不能吃人家的东西，
只能在帮忙干完活以后，他才吃这份食物。后来，他留在杰
克逊家里干活，成为庄园里的一把好手。

课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
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一群面呈菜色、疲惫不堪的逃
难者，面对食物时，他们连一句感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狼
吞虎咽地吃起来，显然他们已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了。
唯有哈默是一个“例外”。

哈默的表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
呢?课文用主要的篇幅，来描写哈默的例外：

1、当镇长杰克逊大叔将食物送到他面前时，他仰起头
问：“先生，吃您的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
吗?”



哈默没有接过杰克逊大叔送过来的食物，没有像其他逃难者
一样“狼吞虎咽”，而是发问“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吗?”在
哈默的心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决
不可以“不劳而获”，一份尊严从哈默的话语中表露无异。

当然杰克逊大叔回答他“没有什么活儿需要您做。”时，课
文写道：

2、这个年轻人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节上下动了动，
说：“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
这些食物!”

这里是一处极其细致而精彩的细节描写。哈默认为，没有活
干，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没有活干，就等于不能吃面前的这些
食物。因而他满怀希望地听完杰克逊大叔的话，然而他失望
了，连目光也“顿时灰暗了”，可是他又是多么想吃到这些
食物啊，因此，“喉节上下动了动”。这“动了动”分明是
哈默咽下口水聊以解饿的动作啊，这“动了动”又明确地表
示了他忍住饥饿不能吃的决心啊!同时，哈默的话语表达了他
的心声，“不能”、“不能不”，语气肯定而又坚决，一份
尊严在一言一行中升华。

杰克逊大叔想，先让年轻人吃饱再说，就说：“等您吃过饭，
我再给您活儿”。

3、“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
西!”年轻人站起来说。

哈默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没有丝毫妥协之意，在他来看，
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让步。从“站起来说”，
更可以看出他的自立、自尊与自强，这一“站”站出了他的
人格，一份尊严在这一“站”中显得尤其深刻。

看来，杰克逊大叔是拗不过哈默这个年轻人了，于是让哈默



为自己捶背，捶背后将食物递给了他。

4、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显然，哈默是饥饿到了极点，所以他和其他人一样“狼吞虎
咽”，但是他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的，是格守自己的
这一份尊严获得的，和其他人一见食物就“狼吞虎咽”有区
别，所以说他是个“例外”。(在教学时，此处要特别注意不
能因为抬高哈默而贬低那群逃难的人，他们的“狼吞虎咽”
不足为奇，是本能，是当时环境所迫。哈默也可以狼吞虎咽，
但是是个“例外”，落脚点落在哈默身上。)

从以上的解读来看，哈默真的是个“例外”，但例外的背后，
是他的那种坦荡和正直，是尊严这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让
我们对哈默这个人物由熟悉到敬佩!难怪杰克逊说：“别看他
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二

学习目标：

1、注意从内容中体会思想，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中体会人物的思想。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难点：

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中体会人物的思想。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师：同学们，假如你是一个饥肠辘辘、精疲力尽的`逃难人，
有人将食物送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做?(出示课文插图)可是
这一年轻人，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读完《尊严》
这篇课文，你就知道了。

二、学生自学课文

(出示阅读提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小组合作研讨

(师深入到各小组，了解学生自学课文和小组讨论情况，适当
给予点拨、诱导。)

四、集体汇报交流

1、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没
有直接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等自己帮主人干完活之
后，才肯吃下去的事。)

2、以小组为单位选派代表，抓住年轻人的表现，谈各自的体
会。

(如：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
了”;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年
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描写年轻人语言的句子“先生，
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食
物”……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内容体会
思想。)



3、点拨，揭示中心

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因为他有尊严。)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能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

五、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尊严。)

六、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七、布置作业

以“《尊严》给我的启示”为内容，写一篇日记。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三

1、注意从内容中体会思想，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中体会人物的思想。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从描写父亲言行的词句中体会人物的思想。

1课时

一、揭题，导入

师：同学们，假如你是一个饥肠辘辘、精疲力尽的逃难人，
有人将食物送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做?(出示课文插图)可是
这一年轻人，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读完《尊严》
这篇课文，你就知道了。

二、学生自学课文

(出示阅读提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小组合作研讨

(师深入到各小组，了解学生自学课文和小组讨论情况，适当
给予点拨、诱导。)

四、集体汇报交流

1、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没
有直接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等自己帮主人干完活之
后，才肯吃下去的事。)

2、以小组为单位选派代表，抓住年轻人的表现，谈各自的体
会。

(如：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
了”;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年



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描写年轻人语言的句子“先生，
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食
物”……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内容体会
思想。)

3、点拨，揭示中心

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因为他有尊严。)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能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

五、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尊严。)

六、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七、布置作业

以“《尊严》给我的启示”为内容，写一篇日记。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四

一个寒冷的冬天，南加州沃尔逊小镇上来了一群逃难的人，
他们面呈菜色，疲惫不堪。善良而朴实的沃尔逊人，家家烧
火做饭，款待他们，这些逃难的人，显然很久没有吃到这么
好的食物了，他们连一句感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狼吞虎咽
地吃起来。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
当镇长杰克逊大叔将食物送到他面前时，他仰起头，
问：“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吗?”
杰克逊大叔心想，给逃难的人一顿饭吃，每个善良的人都会
这么做。于是他回答：“不，我没有什么活儿需要您做。”

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
说：“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
这些食物!”杰克逊大叔想了想，说：“我想起来了，我家确
实有一些活儿需要您帮忙。不过，等您吃过饭，我再给您派
活儿。”

“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西!”
年轻人站起来说。杰克逊大叔十分赞赏地望着这位年轻人，
他知道如果不让他干活儿，他是不会吃东西的。思量片刻后，
杰克逊大叔说：“小伙子，你愿意为我捶捶背吗?”说着就蹲
在这个年轻人跟前。年轻人也蹲下来，轻轻地给杰克逊大叔
捶背。

捶了几分钟，杰克逊大叔感到十分惬意。他站起来，
说：“好了，小伙子，您捶得好极了，刚才我的腰还很僵硬，
现在舒服极了。”说着将食物递给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立
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杰克逊大叔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
说：“小伙子，我的庄园需要人手，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
我太高兴了。”



年轻人留了下来，很快成了杰克逊大叔庄园里的一把好手。
过了两年，杰克逊大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杰克逊对女
儿说：“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
因为他有尊严!”

二十多年后，这个年轻人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就是石
油大王哈默。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五

哈默是美国石油大王，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
一，曾经被称为“经验之神”、“幸运之神”。在我们的教
材中，有一个关于哈默年轻时的故事——“尊严”。

《尊严》主要描写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哈默和其他一起逃
难的人流落到南加洲沃尔逊小镇上，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吃起
了人们款待的食物，然而只有哈默是个例外，他拒绝了小镇
镇长杰克逊送到他面前的食物，理由是他不能吃人家的东西，
只能在帮忙干完活以后，他才吃这份食物。后来，他留在杰
克逊家里干活，成为庄园里的一把好手。

课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
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一群面呈菜色、疲惫不堪的逃
难者，面对食物时，他们连一句感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狼
吞虎咽地吃起来，显然他们已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了。
唯有哈默是一个“例外”。

哈默的表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
呢?课文用主要的篇幅，来描写哈默的例外：

1、当镇长杰克逊大叔将食物送到他面前时，他仰起头
问：“先生，吃您的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
吗?”



哈默没有接过杰克逊大叔送过来的食物，没有像其他逃难者
一样“狼吞虎咽”，而是发问“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做吗?”在
哈默的心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决
不可以“不劳而获”，一份尊严从哈默的话语中表露无异。

当然杰克逊大叔回答他“没有什么活儿需要您做。”时，课
文写道：

2、这个年轻人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节上下动了动，
说：“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
这些食物!”

这里是一处极其细致而精彩的细节描写。哈默认为，没有活
干，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没有活干，就等于不能吃面前的这些
食物。因而他满怀希望地听完杰克逊大叔的话，然而他失望
了，连目光也“顿时灰暗了”，可是他又是多么想吃到这些
食物啊，因此，“喉节上下动了动”。这“动了动”分明是
哈默咽下口水聊以解饿的动作啊，这“动了动”又明确地表
示了他忍住饥饿不能吃的决心啊!同时，哈默的话语表达了他
的心声，“不能”、“不能不”，语气肯定而又坚决，一份
尊严在一言一行中升华。

杰克逊大叔想，先让年轻人吃饱再说，就说：“等您吃过饭，
我再给您活儿”。

3、“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
西!”年轻人站起来说。

哈默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没有丝毫妥协之意，在他来看，
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让步。从“站起来说”，
更可以看出他的自立、自尊与自强，这一“站”站出了他的
人格，一份尊严在这一“站”中显得尤其深刻。

看来，杰克逊大叔是拗不过哈默这个年轻人了，于是让哈默



为自己捶背，捶背后将食物递给了他。

4、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显然，哈默是饥饿到了极点，所以他和其他人一样“狼吞虎
咽”，但是他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的，是格守自己的
这一份尊严获得的，和其他人一见食物就“狼吞虎咽”有区
别，所以说他是个“例外”。(在教学时，此处要特别注意不
能因为抬高哈默而贬低那群逃难的人，他们的“狼吞虎咽”
不足为奇，是本能，是当时环境所迫。哈默也可以狼吞虎咽，
但是是个“例外”，落脚点落在哈默身上。)

从以上的解读来看，哈默真的是个“例外”，但例外的背后，
是他的那种坦荡和正直，是尊严这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让
我们对哈默这个人物由熟悉到敬佩!难怪杰克逊说：“别看他
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六

教材分析：

《中彩那天》是一篇人文性很强的课文，主要记叙了“我”
的父亲经受了道德考验，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辆奔驰
牌汽车还给了库伯先生，来反映父亲诚实、正直的品质。

章叙述线索清晰，以汽车的得而复失和“我”的思想感情变
化过程为线索展开，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崇高的精神世界。
它让我们懂得，诚实守信是人的精神财富，它比物质财富更
为珍贵的道理。文章开头简洁地交代了“我”的家庭背景，
还特别提到母亲经常用以安慰家里人的一句话，为下文的故
事埋下伏笔，又照应了文章的结尾，使文章首尾相衔，结构
严谨。作者运用精彩的语言抒发思想感情的方法也值得学习。
这篇课文情节性强，十分适合朗读训练。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的6个生字，学会其中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下
面的词语：维持、财富、精湛、器重、属于、百货、情形、
道德、号码、橡皮、拨电话、闷闷不乐、迷惑不解。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学习作
者通过人物神态、动作表现人物内心的表达方法。

3、体会叙事条理清楚，首尾照应的表达方式，能复述课文，
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4、懂得诚实，讲信用是人的精神财富，它比物质财富更珍贵
的道理，并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体会。

教学重难点：

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理解诚实和守信的珍贵这是本
文教学的重点，而对“你父亲正面临着一个道德难题。”这
句话的深刻领悟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联系生活，导入新课



1、大家见过彩票吗？如果所买奖券号码跟抽奖出的号码相同，
可以获得奖金或奖品的就叫中彩。

2、假如有一天你中彩了，你会怎么样？（生交流）课文中的
主人公也“中彩”了，却给他带来了烦恼？今天我们学习的
课文就叫《中彩那天》（板书课题）

3、出示课题：中彩那天 注意读准第一个字“中”。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检查预习。

（1）检查生字、新词的掌握情况。

（2）分节轮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2、按事情的发生、经过、结果，给课文叙述的故事列出提纲。

3、根据提纲学会复述课文内容。

4、教师小结：对于叙事性的文章，可以采用抓住文章六要素
的方法，进行课文的复述。

三、学习课文1—2段。

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在一户普通老百姓的家里，谁来
告诉老师，主人公那时的生活情况怎样。（拮据），你从哪
里看出来的？（1—2段）

1、学生齐读课文，找出能体现人物生活拮据的词句。（我们
家六口人就靠着父亲一人工作维持生计）父亲对汽车的渴望
（梦寐以求）

2、再读课文，加深感受。



第二课时

一、 复习回顾。

1.检查生字词的掌握。

2.复述课文。

二、根据问题自学课文。

1、中彩以后，“我”和父亲的心情一样吗？找出有关的词句。

2、父亲面临的道德难题是什么？

3、为什么库伯派人把车开走后，父亲反而“显得特别高兴”？

三、集体交流自学情况。

1、体会父亲的反常表现。

（1）默读课文4、5小节，用“—”划出描写父亲神态动作的
语句。

（2）中彩后应该高兴，可父亲一系列的神态、动作却很反常，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引读：“当我回家委屈地向母亲诉说的时候，母亲却安慰我
说：“不要烦恼，你父亲正面临着一个道德难题。”

“难道我们中彩的道德汽车是不道德的吗？”我迷惑不解地
问。

“留车”的理由：

（1）库伯是有钱人，而我们家生活拮据。



（2）父亲梦寐以求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3）库伯先生的彩票是父亲捎来的，父亲不说谁也不知道。

（4）两人都把此事忘了。

（5）彩票上的“k”字很容易擦去。

“还车”的理由：

（1）父亲在彩票上做了记号，说明父亲就很诚实。

（2）不想让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

（3）跟母亲常说的“一个人只要活得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
大笔财富”有关。

3.为什么库伯派人把车开走后，父亲反而“显得特别高兴”？

四、总结感悟，拓展延伸

1.出示“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笔
财富。”和课文最后一节，自由读。谈谈理解。

2.教师总结：同学们，让我们像可敬的父亲一样，多一些诚
实的面容，多一些守信的品质。我相信，每个人拥有了诚信，
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美丽；拥有诚信，我们的人生一定会
充满欢笑。

五、课堂练习，完成课后小练笔。

提示：展开想象，把当时家里各人的想法、语言、神态等几
个方面写成一段话。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体会“番茄太阳”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感悟明明美好
的童心对“我”的感染，有感情地读好课文中的人物语言。

教学重点、难点：

感悟“明明”美好的童心对“我”的感染，有感情地读好课
文。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2．指名说。

二、精读指导：

2．请大家翻开书，分成小组讨论一下。然后把结果填写在表
格中，交流一下。

3．交流研读。（出示指导朗读）

（1） 小女孩一面用手摸，一面咯咯地笑，妈妈也在旁边笑。
（爱笑）

（2） 如果不是盲童……像个天使。（美丽的女孩）

（3） 有一次，……拐杖的声音。（聪明）

（4） 明明一面用手摸一面笑……追着人走。（开朗、活泼）



（5） 她问我许多……回答着她。（求知欲强）

（6） 要走的时候……好不好？”（善良）

4．明明虽然是个盲童，但是她美丽可爱、活泼开朗、聪明机
灵，又很乖巧懂事，有一颗善良的童心，懂得关爱别人。深
深地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作者。使得作者的内心世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5．出示：“我”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你在文中画出
描写作者心情变化的语句。（相机板书：灰暗——温暖——
喜欢——快乐——感动）（指导朗读）

6．引读：是啊，我的泪哗地一下子流了下来。红红的“番茄
太阳”就一直挂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的心。课文中
“番茄太阳”一共出现了三处，都有什么含义呢？找到有关
语句读一读，体会一下。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话……就像番茄。（太阳）

（2） “我”看到明明的笑脸……那么美丽。（明明的笑脸）

（3） “我”听了明明的话，心里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因此，
觉得明明的童真和爱心就像“番茄太阳”一样温暖而美好。
（明明美好的心灵——真诚的爱心）

三、当堂小练笔。

1．明明美好的心灵就像太阳一样挂在作者心中，温暖着她的
心，也温暖着我们的心。你想对明明说几句话吗？下面我们
来听一首歌曲，酝酿一下感情。歌曲中的小朋友也想把太阳
留给我们，歌曲名字叫《种太阳》。

2．播放歌曲《种太阳》。



3．指名说一说。

4．写一写。

5．古今中外，有许多诗人都不约而同的将美好的东西比作太
阳，你能想起几首吗？（相机出示古诗），课下去搜集一下。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八

教材分析：

《尊严》这篇课文写的是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年轻时的一个故
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逃难的路上，他饥寒难忍，但是
他拒绝了送到面前的食物，理由是他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
只能在帮忙干完活以后，他才吃这份食物。后来，他留在杰
克逊家里干活，成为庄园里的一把好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人可以没有财富，但必须要有做人的尊严，这是一个人最大
的财富;只要有了做人的尊严，就有可能拥有财富乃至一切。

这是一篇有助于学生独立阅读、感悟、理解并从中明白一定
道理的好文章，让学生在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培养学
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教学目标：

1.自主识字。理解并积累“惬意、骨瘦如柴、狼吞虎咽”等
一些描绘人们苦难生活的词语。

2.抓住描写哈默的外貌、神态、语言的句子体会人物内心的
情感;理解并积累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通过哈默坚持劳动后再接受食物的事，懂
得一个人必须有尊严，懂得尊严对做人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通过抓住哈默的言行、神态，体会他自尊的可贵品质。

理解杰克逊大叔对女儿说的:“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
将来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这句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有一个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逃难人，有人将食物送到他面
前，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读完《尊严》这篇课文，你就知
道了。(板书课题。指导“尊”字的写法及易漏笔画。)

1.自读建议：一边读一边想，课文围绕“尊严”写了一个怎
样的故事?

2.学生独立自读。

3.反馈自读情况。

(1)简述故事主要内容。

(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没
有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执意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
食物，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2)检查生字词掌握情况。

(3)指导练写难写生字。



2.指名学生汇报朗读，教师相机点拨。

(1)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

从年轻人跟其他难民的不同表现，暗示他的“尊严”使他不
接受别人的施舍。

(2)他仰起头，问：“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
需要我做吗?”

坚持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这就是尊严。

(3)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说：
“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
食物!”

不劳动就不能白吃东西。这就是尊严。

(4)“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
西!”

年轻人的倔强正显示出他对于尊严的坚持，无论如何绝不放
弃尊严。

(5)杰克逊大叔十分赞赏地望着这位年轻人，他知道如果不让
他干活儿，他是不会吃东西的。

正是年轻人身上的尊严赢得了杰克逊大叔的赞赏。

(6)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即使饿到了极点也要忍住，也要先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这
就是尊严。

(7)杰克逊大叔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说：“小伙子，我



的庄园需要人手，如果您愿意留下来的话，我太高兴了。”

尊严让年轻人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8)过了两年，杰克逊大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尊严让年轻人获得了幸福。

四、布置作业

1.抄写课文中描写年轻人外貌、动作和语言的句子。

2.课外阅读名人传记。

第二课时

听写生字新词。

(运用积累的词语：“沃尔逊、面呈菜色、疲惫不堪、脸色苍
白、骨瘦如柴、款待、例外、捶背、许配”，引导复述课文
内容。)

1.回顾大叔的言行，体会其内心，感受其独具慧眼，真诚待
人的品行。

2.想象哈默两年中的行为，联系哈默所取得的成就理解大叔
对女儿说的话，体会尊严的价值。根据学生感受相机指导有
感情的朗读。

2.默读课文，结合自己的体会，说一说从哈默和大叔身上学
到了什么?

3.结合课文内容，说一说课文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尊严”?根
据自我体验练读课题。



4.师生交流收集的资料，受到维护自我尊严的熏陶。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九

眼睛是人体的一个器官，我们拥有它，是幸福，是平安，是
无法比拟的财富。当我们失去生命时，尚好的眼睛如果能带
给失明者以光明，我们的眼睛将得到永生。《永生的眼睛》
这篇课文语言美，情感美，人物形象鲜明，主要记叙了琳达
的母亲、父亲、女儿无私地把自己的角膜捐赠给需要他的人，
并为死后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而感到快乐和骄傲。故事中的每
个人物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所以如何引领学生与这些人物
进行心灵的交流，是教学的关键。

本文涉及角膜捐献，离学生的生活实际较远。所以在课前让
学生做初步的调查，了解周围人对待角膜捐献的看法。在理
解课文内容时，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读，熟悉文章内容，
触动心灵，升华情感。

1、认字8个，写字7个。继续练习写摘录笔记独立识字。

2、理解“给予、振聋发聩、热泪盈眶、捐赠、天壤之别”等
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品味“永生”的含义。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作者对三位亲人去
世后捐献角膜在情感和认识上的变化，正确认识器官移植，
培养博爱、奉献的精神。

4、继续练习写批注笔记。

重点：体会琳达一家人的高尚情操，受到人性的陶冶。

难点：通过一定的方法体会含义深刻的词句，让学生与文中
的人物进行对话。



一、复习导入，铺开文路

1、听写词语：捐赠、角膜、痛苦、骄傲。

2、分析词语，复习课文主要内容。

3、揭示本节课任务——理解琳达对捐赠角膜的认识发生变化
的原因。

二、研读课文，文人交融

（一）默读课文,思考：

是什么让琳达对捐赠角膜的认识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边读
边划出相关的词句，在边上写写自己的体会。

（二）集体交流

1、受父亲的影响

出示父亲的话语（随机出示），理解，朗读。

（1）、“你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你自身的一部分。
很久以前你妈妈和我就认为，如果我们死后能有助于他人恢
复健康，那么我们的死也是有意义的。”

父亲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读。

为什么父亲能平静地说？读读第四自然段，从中找依据。指
名说。指导读。

（2）、“如果一个盲童能够借助我们的帮助而重见光明，并
像你的女儿温迪一样画出栩栩如生的马儿，那有多么美
妙！”



补充资料，想象盲童重见光明会有什么美妙的事发生。

（3）、“ 想想看，另一对父母，如果他们的女儿也能像温
迪一样将会多么自豪。”

品味父亲的大爱品质。读。

2、受温迪的影响（随机出示）

（1）、出示：孩子热泪盈眶，走过去紧紧地拥抱外公。

此时的温迪会在心里对外公说些什么？指名回答。

（2）、出示9—11自然段母女俩对话的部分：

“妈咪，我真为你为外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

“这令你骄傲吗？”

“当然，你想过什么也看不见会多么痛苦吗？我死后，也学
外公将眼睛送给失明的人。）

师生分角色读母女俩的对话。

师：温迪为妈咪为外公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妈咪做了什么，
外公呢？

指名回答。

从温迪和妈妈的对话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孩子？指名回
答。（3）、出示：在这一刻,我领悟到父亲献出的远非一副
角膜，他所遗留的仍辉映在我女儿的眼睛里——怎样的一种
骄傲！

思考：他究竟还留下了什么？



指名回答。

3、品味琳达的品质。

（1）、师：（配乐）有感情地朗读：我的可爱的小女儿，才
华横溢的小温迪，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一辆卡车无情地
碾过正在策马扬鞭的她。

同学们，琳达此时心情怎样？伤心欲绝的她又是怎么做的？
请大家读——（继续配乐，学生感情朗读）：“当我签字时，
她的话萦绕在耳际：你想过如果什么也看不见会有多么痛苦
吗？”

（2）、从这里可以看出，琳达是一位怎样的母亲？

指名回答。

（课件出示信的内容：亲爱的里弗斯先生和太太，角膜移植
非常成功,现在两位昔日的盲人已重见天日，他们成为令
爱——一位极其热爱生命的女孩的活的纪念，并有幸终生分
享她的美丽。）指名读信。

思考：他们分享的仅仅是温迪的美丽吗？还分享了什么？

指名回答。

1、齐读课题。

2、永生的仅仅是他们的眼睛吗？

指名回答。

3、再读课题。

（大屏幕出示捐赠角膜的图片及资料。）



2、引导学生谈一谈学习收获。

3、总结。

摘抄课文中令你感动的词句。

将这个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或身边的人听，唤醒人们的捐献意
识。

小学语文课文尊严的教案篇十

《“番茄太阳”》是苏教版小语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一篇
感人的作品。文章弘扬亲人之爱，无私之爱、朋友之爱等，
揭示人与人之间无比美好的真情。《“番茄太阳”》
以“我”的见闻为主线，按时间发展的顺序叙述了“我”与
盲童小女孩明明之间的一段交往，抒发了“我”的内心感受，
表达了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爱。这篇文章给人一种柔柔的美，在平淡之中给人以心灵
的震撼，于细微之处催人奋进。以读代讲，读中感悟无疑是
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朗读指导尤为重要。

二、教学设计设计

1：朗读作者补充背景的作品片段，体会“我”的心情变化

师：这篇文章的作者，她叫卫宣利，她是一位女作家。读过
她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出示，师配乐读）：

这是一个情感世界的文字花园，她用双手在键盘上敲击，诉
说着生命中爱的奇迹。《番茄太阳》同样也是一篇感人的文
章。我们读这样的文章一边读，一边就好像跟她说话一样。
我们要读明白，她在跟我们说些什么。下面我们先来看课文
的第一自然段，谁愿意来给大家读？（指名读）



师：你知道，卫宣利阿姨在第一自然段里告诉你什么了？

师：对，她告诉你她生活很艰难，心情灰暗无比，但是，她
还有一些话，没有跟你讲，你再读读她这篇文章。

（出示，师生集体接读） 卫宣利作品——《流泪的月饼》片
断

1.年前，我17岁，生平第一次被抬进了医院，就再也没能走
着出来——我的腿，在那场意外的车祸中瘫痪了。起初，我
并不知道病情的严重。17岁，还是不谙（n）世事的年龄。从来
没有想过，生命会以这种残烈的方式让我刻骨铭心。

师：了解了一个人的身世，知道作者她在倾诉什么，你的朗
读就会读得好，现在谁再来读这段话？（生读）你看，这次
的朗读，就有了变化，因为知道了卫宣利阿姨遭遇的不幸。
老师还要告诉你，24岁那年，卫宣利阿姨因为婚姻，跟自己
的父亲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以写作为生，但是投出去的稿子，常常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体会一下，自由读这段话，相信你会读得更好。

设计2：补充朗读作者其他作品片段，升华爱的主题

师：课刚开始我们读了作者卫宣利《流泪的月饼》片断，现
在我们再读读她的作品。（配乐，师范读）

1.卫宣利作品——《两双球鞋》片断

以后，我就穿着这双鞋，在医生的指导和父亲的扶持下，开
始了艰苦的锻炼。

后来，曾被断言不能再走路的我学会了扶着双杠走、拄着双
拐走，走出绝望，走出封闭，走向了社会，走出了我自己的
一片天！



2.卫宣利作品——《流泪的月饼》片断

如今，的时光过去，我终于用手中的笔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绝望的小女孩儿了。但是那个流泪的中秋
节，那团流泪的月饼，仍然留我心最深的地方。我终于明白
父亲的话：人生也像月饼一样，要由各种丰富的滋味才能圆
满起来。

3.卫宣利作品——《心上的耳朵》片断

是的，她的心上有一双耳朵，听得见花开，流水，鸟鸣，虫
语；她的心里种了爱，早已开成一朵灿烂的花；她的心里有
舞，所以醉了世界。

师：卫宣利在《番茄太阳》这篇文章前题写过一句话，我想
现在同学们能读懂这句话了。

（出示反复读）： “心里有了快乐，光明就不远了。”

师：我们是否还可以这样说------

（依次出示） 心里有了快乐，____就不远了。

心里有了____，____就不远了。

师：我想，一颗明亮的番茄太阳已经透过小小的课堂温暖了
更多人的心！（分段分组读）如果你有一颗“番茄太阳”，
你想把她送给谁呢？（出示爱心传递图）

三、案例反思

好的阅读拥有的是深度胜于广度。对于好的作品，只有一遍
遍朗读文字，学生才能真正走进文本，走进作者心灵深处，
感作者之所感，成为作者的知音，丰富自己的积淀，培养高
尚的情操。正如《“番茄太阳”》课文作者卫宣利所言“我



们认真地阅读，一面可以了解他人如何看待人生，一面可以
设身处地地想象在境地相同的情况下，试验他的人生态度与
我们有多大程度的吻合。”

在指导学生朗读的过程中，补充背景朗读材料，听到他们在
课堂上成长的声音。因此，课堂中我分前后两个阶段共出示
了作者卫宣利的四段作品片段（《两双球鞋》《流泪的月饼》
《心上的耳朵》）。

1.释疑解惑，以教材疑难问题为切入点选择课外朗读材料，
指导学生走进文本世界

课文选入时把第一段改成一小段，非常简洁，只强调了我生
活艰难与心情的灰暗，适合于四年级孩子的视野。生活因何
艰难，心情因何灰暗？这是文章的暗线，也是理解文本的引
线。

拓展朗读是学生走进作者心灵深处的一座桥梁，迅速抓
住“生活镜头”，让学生明白“生活即文字”，读文字就是
读生活，学语文就是解读心灵。以教材疑难问题为切入点选
择课外朗读材料指导理解，既有助于解决疑难，加深对文章
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握，又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面。学生通过朗
读，联系教材的上下文的意思，实现“无师自通”的目的。

2.比较鉴赏，选择有一定联系的作品与课文进行比较朗读，
培养文学鉴赏能力，提升阅读素养总结拓展时设计第二次课
内外衔接朗读了三个片段，文字的情感与第一次拓展朗读截
然不同，充满爱的温暖。如何理解一个五岁盲童带给成人世
界的温暖及“番茄太阳”表达的爱的传递意义，学生深度阅
读，教师适时地出示相关朗读材料，潜移默化引领学生向文
字更深处漫溯。其不同角度的几个信息在教学中形成合力，
有助于学生对朗读文本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理解，在课堂正
确的朗读指导下使学生理解作者作品之间的内在情感关联点，
明白朗读一段文字就是朗读一个人。获得学生朗读品悟作者



情感世界的文字花园，逐层走进文本的内核，最终留下语言，
留下人生的启迪，留下乐观生活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