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能理清课文描写的四个激动人心场面的相关小
节;并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能简要复述这几个场面。

2.能背诵课文第7、8节。

3.能抓住文中重点的词句，体会其中包含的意思，感受全国
人民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思想情感。

教学重点：

能背诵课文第7、8节。

教学难点：

能抓住文中重点的词句，体会其中包含的意思，感受全国人
民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思想情感。

教学过程：

一、交流导入、揭示课题。

1.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
都北京举行典礼。这就是开国大典。



2.板书课题，齐读。

3.理解"开国、大典"之意。(建立新的国家;隆重的规模宏大
的仪式)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读课文，随机纠正读音，学习生字。

2.交流自己读资料的体会。

3.展示自己画的平面图，小组读第2节讨论。

三、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自己读读课文，开国大典中的哪个场面令你很激动?

2.交流读课文片段，要求读好。

教师在学生读课文的基础上加入引语，并随机板书

入场

典礼

阅兵式

群众

3.默读课文，找到与标题相应的小节。

交流。(1一4;5一10;11一13;14一15)

4.小结：课文按照开国大典进行的先后顺序，记叙了这四个
场面。引读。



我们先来读读开国大典进行时的盛况——"典礼"和"阅兵式"。

四、重点研读，简要复述。

1.开国大典包含了这些议程，出示。

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政府成立。

毛主席宣读申央人民政府的公告。

礼炮响起来。

下午三时正，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

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上升。

阅兵式开始。

默读课文5一10节，按顺序圈出有关词语。

2.讨论。(2、3、6、5、1、4、7)

3.加上必要的连接词，简要复述。

同桌复述;交流。

4.引读有关片段。

5.小结。(师：每一项议程的进行，都有激动人心的场面。因
为那是隆重的规模宏大的仪式。)

五、品词品句，感悟"隆重、规模宏大"。



1.观看资料片，用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2.小组自学。

要求：自选一个场面描写的内容。

读读有关小节，圈出重点词。

小组配合有感情的朗读。

3.交流。

随机出示有关句子：(抓重点词理解，指导诵读)

下午三点整，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三十万人一齐欢呼起
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
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传到白山黑水之间，使全国人
民的心一起欢跃起来。

三十万人一齐脱帽肃立，一齐抬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
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到了正午，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象海上的波
浪。

4.小结：这些句子表现了开国大典的热烈气氛，突出了庆典
的庄严、隆重、规模宏大的盛况，表达了群众对新中国成立
的自豪之情、热爱之情。

5.引读，读出感情。

6.如果你是一位参加开国大典的新闻记者，请将开国大典的
过程写成一份通讯稿。



提示：客观地进行过程叙述。

简要的进行场面描写。

学生习作。

交流。

7.小结。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篇二

1、借助教材注释，结合课内外资料，通过独立自主地学习。

2、体会重点诗句的情境，在反复诵读，合理想象，

预设目标

1、了解古代诗词的有关常识。

2.理解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在诵读中，初步感受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尝试通过诗歌
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教学重难点：感受诗人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质朴情怀。

教学准备：结合课内外资料，了解古诗的意思。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词是古代诗歌的一个分支，原来也称曲子词，又因句子参差
不齐而称长短句。词，最早都是入乐的，要按照曲调的要求



来写，所以作词也叫“填词”。每一个曲调都有一个名称，叫
“词牌”，如这首词的词牌名《西江月》。词按字数多少分
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58字以内为小令，91字以上为长
调，58字以上至90字为中调。其实并无根据，但习惯如此。
长一点的词还可以分段，有双调、三叠、四叠之分。这首词
有50字，仍属小令，但有两段，故称双调。读双调的词要注
意上、下段(又称上片、下片或上阕、下阕)之间的联系。

二、感知作者：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写的许多词都跟当时的政
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有关。由于他力主抗金收复失地，跟当政
的投降派发生矛盾，曾两次罢官。这首词是他罢官后隐居在
上饶带湖期间写的，记一次夜行的经历，比较容易读懂。

三、合作探究

教师领读全词一至二遍，着力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也可让学
生试读。

互动1：词人这次夜行的路程长不长?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明确：长。因为天气有变化：开始有明月、清风，后来乌云
四合，下了几滴雨，还可以从词人找避雨地看出雨有下大的
趋势。

互动2：路长，为什么要夜行?

明确：白日酷热，因为从鸣蝉、说丰年、骤雨等可以看出这
时正值夏季。

互动3：谁能用自己的话说出上片的内容?

明确：深夜时分，月儿从云缝里钻了出来，山林顿时变的明



亮起来，惊动了在枝头上栖息的山鹊，清风吹拂，蝉也叫的
格外欢快。此时，词人和他的同伴们正行进在黄沙道中，一
路上他们都闻到了稻花的香气，田间的青蛙也不断的鸣叫，
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今年定是一个好年成。

互动4：下片一开始就说“七八个星天外”，这意味着什么?

明确：到了后夜，天边尚余几颗星。

互动5：“两三点雨山前”，雨不大嘛，词人着急吗?

明确：从下句看，他是着急的，因为这是骤雨将至的信号。

互动6：词人此刻一定是快步急行，他对这条路熟悉吗?

明确：从下文“旧时”二字可知他是熟悉的。

互动7：最后两句注释里的话跟词人的表述有什么不同?

明确：词人用的是倒语，表现词人的惊喜之情，因为他找到
避雨的地方了。

补充解释：词中常常出现倒语，有的出于表达内容的需要，
有的出于押韵的需要，更多的是两种需要兼而有之，这两句
就是这样。

学生创造性的表述下片内容(可参照上片的表达方式)。

四、总结

凡双调的词，内容重点大多在下片。这首词也是如此：它上
片写月明之景表达词人轻松、喜悦的心情，其实只是烘托;下
片写避雨才是词人本意所在。在山野里夜行遇雨而能找到避
雨的地方，这种乐趣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



此外，读词也要注意词中的关键性字眼，过去叫做“炼字”。
这首词中“忽见”二字就炼的好，集中表达了词人喜出望外
之情。

板书设计

西江月

辛弃疾

写景烘托：明月 惊鹊 清风 鸣蝉 稻花香 蛙声

真情流露：热爱田园 避雨 惊喜 兴趣 盎然

拓展阅读：课文分析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上阕 ：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下阕：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见。

这首词使用的是《西江月》这个词牌，该词牌要求：

(1)上阕和下阕分别都是四句，第1、2两句都是六字，且要求
对仗。第三句是7 字，第四句是6 字。

(2)第2、3、4句的最末一字须押同一个韵。(幻灯片2中文
字“蝉、年、片;前、边、见”中变换颜色。)

三、 鉴赏诗句

1、诗人描绘了一幅江南山村盛夏月夜图，一片诗情画意，优



美动人的景色、恬静宜人的气氛。充满了朴野成趣的乡土气
息。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首诗吧。

学生朗读全诗。

2、这首诗是诗人罢职闲居时的作品，辛弃疾的词以悲壮激昂、
豪气奔放为主要风格。但他笔下也能呈现清丽幽美的景色，
流露活泼自然的情调。这一首《西江月》就是别具清丽格调
的词，宛如一首夏日小夜曲，给人以浪漫的享受。那么我们
仔细来分析这首词吧。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幻灯片5图片：山村月
夜图，有树枝、鸟雀及鸣蝉。文字：如上)

提问：这两句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分析：先以惊鹊写明月，明月出来了，树枝上的鹊儿一见到
光就惊飞不定。次写鸣蝉，半夜还有蝉鸣，可见天热，为下
片写雨伏笔。本来摸黑走路，明月一出来，眼前一片光明，
天气很闷热，起了阵阵清风，这时多么惬意!惊鹊，反衬词人
的坦然，鸣蝉，使人越发感到乡村的幽静。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幻灯片6图片：池塘
边稻花盛开，一片金黄，荷叶满池，池中有青蛙。文字如上)

提问：这两句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分析：稻花飘香，沁人心脾，蛙声一片，又闹又静，乡土气
息更浓了。词人为农家感到由衷的喜悦。稻花香里说丰年的
不是别人，而是一片蛙声，青蛙的叫声似乎就是“丰年、丰
年”，词人自己陶醉在丰收在望的欢乐之中，觉得青蛙似乎
也在为丰年欢唱了。

提问：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方法?(幻灯片6点击后出现文



字：“侧面烘托”)

分析：这是一种侧面烘托的手法，把不识人情却识时节的蛙
声，赋予人的感情，说它们也在为丰收而歌唱。蛙犹如此，
人乐更甚!作者通过拟人和衬托的手法把农村人家的热闹气氛
和欢乐之情传情地表达了出来。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幻灯片7图片：山中遇雨
图，天空有数颗星，路上有一人散步)

提问：这两句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分析：如果说上阕是夏夜之晴，着重在物;下阕就是写夏夜之
雨，着重写人 的思想感情。这两句描写一场骤雨即将瓢泼而
下的气象。乌云几乎布满了 天空，只在一角露着七八个星星，
数也数得清。词人写明星而不写乌云，只用星星暗示乌云，
反增画面的美感而不煞风景。“两三点雨”，雨点很大，不
紧，疏朗，将骤雨的前奏写得逼真。

提问：这幅画面的组织有什么特色?(幻灯片8：用卡通画的形
式表示以下构图)

分析：这副画的构图是颇有特色的。前一句，由星星点点，
散布云外，构成了一个面，写出了光线的若明若暗;后一句，
由雨点形成线，而且使人似乎听到雨滴的落地声。前后两句，
从天空到山前，构成了一幅浑然奇妙的立体图。这是词，又
似画，有影像，有韵味，深邃的诗意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幻灯片9图片：溪流
尽头，峰回路转又见茅店。文字如上)

提问：这两句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分析：词人在此将笔一跃，然后一扬，使文势起伏，感情摇



曳。“忽见”二字，流露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那样的惊喜之情。

4、这首词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分析：这首词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数字”入诗，构
成优美的意境。上片借数词“半”点明半夜时分。以“一”
字描写到处是蛙声。下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写夏夜疏雨，确是传神笔致。天外之星七八个，乌云当中又
留隙;山前之雨两三点，大雨欲下还敛住。(幻灯片2中以上提
到的几个数词变换颜色)这几个数词用得巧妙之极。星一多，
则不可能有雨;不见星，则可能雨大。唯独稀稀数星，疏疏小
雨，才构成清朗恬静地境界，以烘托出丰收的景象和人的喜
悦之情。由此可见，数字不但可以入词，而且与词的境界关
系颇大。这首词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四、 分析词内蕴的情感

分析：因为辛弃疾是把和平宁静的农村同污浊倾轧的宦场对
立起来的，他在官场里遭受排挤迫害，而在农村可以得到暂
时的慰藉，寻求精神的寄托(幻灯片2中增加文字：词中悠闲
恬静的田园生活是辛弃疾向往和平宁静生活的精神寄托)。正
如他的朋友陆游说的那样：“农家乐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
争夺恶。”正是在这种复杂情感的促使下，辛弃疾才写出了象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样轻快活泼的农村词，也只有
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思想抱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这类词的妙处。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篇三

认知目标：

1.认识“酶、碳、析、揭、磁、陨”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基本读懂课文，了解课文主要讲了什么?是按怎样的顺序讲
的?最后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

能力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掌握阅读科普文的方法。

3.通过阅读，感悟出写这类文章的法。

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地球、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学生热爱
科学、学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2.激发学生质疑、释疑的兴趣。

教学准备：

相关课件(幻灯片)

教学课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课前精彩两分钟：

一、正确认读音下面的词语，注意带横线的字的读音。



二、按顺序排列下面的词语

地球　太阳系　宇宙　银河系

三、有感情地把下面的句子读两遍。

1.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

2.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3.一种好的习惯，一辈子用不完它的利息，一种坏的习惯，
一辈子偿还不了它的债务。

新课

一、导入新课。

《只有一个地球》一文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被破坏
了，我们将别无去处。茫茫宇宙除了地球之外，在不可计数
的星球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了解
的知识。

二、揭示课题。

板书课题：宇宙生命之谜。抓住“谜”让生解释，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

三、明确学习目标，请生读阅读提示，让生明白学习本课要
完成的知识目标。(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

四、生轻声读课文。边读边圈点勾画和批注。为小组交流做
准备。

五、小组交流。师巡视了解学生自学和小组合作交流的情况，
为集体交流做准备。



六、班上交流。

讨论作者围绕“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存在”讲了哪些内容?

生述后(展示课件)

(1)天体上生命存在具备的四个条件;

(2)太阳系中唯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是火星;

(3)火星与地球有不少相似之处;

(4)科学家利用宇宙飞船对火星作了近距离的观测，揭开了火
星神秘的面纱

(5)人们至今尚未能在地球以外的太空中找到生命，但科学家
仍然相信那里存在着生命。

七、重点研读。

1.重点研读4、5、6自然段，分析哪些星体上可能有生命存在。

(1)生命存在至少具备哪四个条件?

(2)反复读课文，说说为什么太阳系中为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
星球是火星?画出来，然后和小组内同学交换一下意见。

八、交流，课文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小结。

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存在的问题，人类从有时候就有思考，
发展到近代，科学家们利用科学技术进一步进行了探索与分
析，人类至今尚未找到另一颗具有生命的星球。但从落入地
球上的陨石中包含着有机分子的情况看，我们仍然相信地球
以外的太空中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在哪里呢?有待我们
这些未来的科学家去进一步探索。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课文围绕“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存在”讲了哪些
内容?

二、新课。

讨论，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讲的?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小结。

先提出问题(地球之外的有没有生命存在)然后进行分析(生命
存在至少有四个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进行推测，唯一有可
能存在生命的就是火星——研究证明火星表面还没有生命存
在，但仍相信地球以外的太空有生命存在。最后得出结论，
这仍是一个谜。

三、作者在讲这些内容时，用上了哪些方法?

四、交流学习本文后的感受。

五、拓展训练。

请根据本单元的学习，结合“神州六号”的发射成功，展开
想象，写一篇与环保或飞往太空有关的作文，题目自拟。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篇四

1.通过阅读，理解为什么说 “夏天是万物长大的时期”。

2.体会作者的表达特点，明白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明白人一
定要珍惜时间，积极争取知识、能力、经验的增长，不能错
过时机，否则就会成为一事无成的人。)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通过阅读，理解为什么说“夏天是万物长大的时期。”

2.了解作者写作的顺序，学习运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情感的方
法。

3.体会作者的表达特点，明白最后一句话的含义。

【课时分配】

本课需要2课时来完成，第一课时指导朗读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扫清阅读障碍，学习生字、新词。第二课时全面掌握课文内
容，学习作者运用浅近的语言表达情感的方法。

【教学准备】

1.相关植物的照片。

2.查找资料理解文中引用的谚语的意思。了解生物的生长规
律，在夏天里生物生长的状态。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秋天的硕果累累是需要在夏天里用
力的生长得来的，没有夏天的生长就不会有秋日的丰收，今
天我们共同体会“在夏天里成长”。

(此环节的设计边观看图片边听老师的叙述，吸引读者，培养
学生观察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通读全文，找中心句。



1.老师找4名同学逐段读课文。其他同学认真听读，用心感受。

2.这几位同学读得多流利呀，而且老师发现大家听得也非常
认真。你能用文中的一句话概括谁在夏天里成长吗?大屏幕出
示：夏天是万物长大的时期。大家齐读这句话。(板书)

3.这句话是文章的中心句，也是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全文都
是围绕这句话写的。那么，围绕这个中心句，作者从哪几个
方面来讲述的呢?谁愿意说说。

(这个环节，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三、抓住中心，深入学习。

(一)下面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边读边思考：这
段主要写了哪几样生物?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呢?他们都有什么
变化?你可以用笔在文中画一画，然后和你的同桌交流一
下。(强调交流)

1.老师发现大家读得都很认真，那么谁愿意说一说.

第二自然段交流提示

2.这些生物在夏天里成长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哪句话能说明
这个特点?

3.大屏幕出示：“生物从小到大，本来是天天长的，不过夏
天的长是飞快地长，跳跃地长，活生生地看得见地
长。”“飞快地”、“跳跃地”、“活生生地看得见地” 说
明生物生长的速度怎么样呢?(快 很快 迅速)

4.因此，在朗读 “飞快地”、“跳跃地”、“活生生地看得
见地”这几个词语的时候，要读出节奏感，稍快。谁愿意来
试试。



(本环节，培养了学生朗读能力、阅读能力。)

(二)在夏天里，绿蔓，竹子，高粱，鲜花，苔藓，草坪，菜
畦，小猫，小狗小鸡，小鸭都在长大，那么还有谁在夏天里
成长呢?谁愿意把第三自然段读给大家听。

1.根据学生回答板书

(山水：山 地 河 铁轨 马路 无生命)

2.大屏幕出示：你能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把
这五种事物成长的特点说出来。

如：因为草长树木长，所以山是一天天变丰满。(因为秧苗长
甘蔗长，所以地是一天一天地高起来;因为水长瀑布长，所以
河是一天一天地变深变大;因为铁轨长，所以缝隙是一天天地
变小;因为柏油路长，所以路是一天一天的高起来。)(解释：
物体遇热膨胀所以缝隙变小，路面高起来。)

3.夏天还有哪些事物生长迅速，你能仿照课文中的句子说一
说吗?(你可以把你想到的先说给同桌听)

(本环节，培养了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观察能力。)

1.(指生答)身体的成长、年龄的增长。小学——中学 中
学——大学 或快或慢(总是要长)

2.理解谚语

(大屏幕出示谚语)指生读，课前老师已经布置大家查找这两
条谚语的意思了，谁愿意读给大家听听。)

“六月六，看谷秀”:农历六月初六，就到处可见齐腰深，秀
出穗的谷子了，谷穗吐金后谷苗让农民们欣喜不已。



“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处暑节气在每年八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日，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此时的谷子如果
还不出穗，就没收成的希望了，就像无用的荒草一样，只能
割掉喂牛吃了。

2.在这一段中，哪句话使你受到的启发最大?(指生答。)

(1)农作物夏天不长或长得太慢，秋天就没有收成的希望。

(2)道理：人也是一样，要赶时候，赶热天，尽量地用力量地
长。

(3)读了这句话，你感受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

(4)热天：不是指季节，而是指利于学习知识，利于成长的时
间、环境等，主要指青少年时期。

(5)长：不仅仅指身体的成长，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还
要看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提高，对时间的珍惜，对机遇的把
握，努力学习。

(6)人生的夏天指的是?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

(7)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在青少年时期珍惜时间，积极争
取知识、能力、经验的增长，不能错过时机，否则就会成为
一事无成的人。

(8)齐读第四自然段，再一次体会一下人要成长的道理。

(此环节的设计吸引读者，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查
阅资料能力。)

四、回顾课文，拓展延伸。

1.指板书，作者为什么选取这几种事物来写?



(典型事物，抓住特点，今后我们在写作文时，也要抓住有代
表性的事物的特点去写，这样你的习作才会感人，才会吸引
读者。)

2.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使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熟悉的语言，浅显易懂，这种表达虽没
有华丽的词汇，却用得恰到好处，可以举例子说说，这样让
人感到亲切、自然、朴实。)

a) 那么你对作者描写的哪些事物最感兴趣，就细细地、美美
地读一读，突出这些事物在夏天里生长快这一特点。(分别指
生读一句)

b) 拓展写诗。观察夏天的事物，写一首《在夏天里成长》的
小诗。

(此节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五、教师小结 总结全文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夏天里有力量地生长着，希望同学们
能够在自己人生当中的夏天里同样有力量地生长，等到了秋
天才会有好的收成!这样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少壮不努力 ，
老大徒伤悲。)

六、作业：写一首《在夏天里成长》的小诗。

【板书设计】

绿蔓 竹林 高粱

苞蕾 苔藓 有生命



夏天是万物 山 地 河 珍惜时间

抓住机会

长大的时期 铁轨 马路 无生命

人 赶时候 赶热天

开国大典小学语文教案篇五

1.领会文章深厚的主旨，体会文章对于残酷战争的控诉。

2.领会这篇微型小说蓄势和铺垫的重要性以及结尾无声胜有
声的效果。

教学重点

品味文本中的词句，理解作者蕴涵其中的感情。

教学难点

学习小说如何运用抖包袱的手法将情节推向极至。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话题 创设情境

1.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战争是人民生活
中最残酷的事。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反映战争的诗词、文章或
影视作品，都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



2.请你们谈谈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反映战争的诗词、文章或影
视新闻作品。

二、探究标题 想象畅谈

其实，这篇小说是关于战争的。

2.同学们一定读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文章或看过关于战争的影
片，可能对战争中人们的生活有各种想象，请大家自由发言，
所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均可。

3.教师适当引入战争给人民生活和精神带来的苦难和摧残，
而后展开对文章的阅读。

三、深入文本 层层剖析

(一)分组探究下列问题。

【出示课件2】

1.两个小姑娘“不加思虑地嗤笑”和“再次傻笑起来”说明
了什么?

(二)学生汇报以后，师生评价，教师点拨指导。

1.说明了小姑娘的缺乏关怀之心和同情心，幼稚粗浅。(板书：
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 老妇人 后备役老兵)

2.“他们的母亲”揭示了老妇人和阵亡儿子之间的关系，
用“他们的母亲”的称法更直指人心，失去儿子的极端痛楚
显露无遗。(板书：失去三个儿子 送妻子进疯人院)

3.第一处“静”只是基于老人眼光的威慑力，是外在的。全
文结尾处的“静”是慑入人心的震惊和痛，是内心的流血。



四、再探文题，品味主旨

1.分组讨论：

【出示课件3】

文章叙述的是一列驶出柏林的列车上的事，而课文的题目取为
《在柏林》有何深意呢?

2.学生汇报，师生共同评价。

3.教师指导：

【出示课件4】

首先，柏林是这场战争的策源地。作者将文章的背景置于这
列由柏林开出的列车上，可以想见，遭受到残酷战争摧残的
不仅仅是列车上后备役老兵这一家，老妇人由痛心到绝望到
疯狂的心路历程，后备役老兵抛家弃妻的无奈和难以言说的
巨大痛苦……这是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毁灭，更是千万个笼罩
于战争阴影下家庭的缩影。

五、着眼结尾，感受技法

1.出示问题：【出示课件5】

2.提问，评点。

3.指导：

例如一开始老妇人让人不能捉摸的数数“一、二、三”，一
直到小说结尾处由老兵说出她是因儿子相继死去而变疯的疯
老太，而“一、二、三”正是她失去的三个儿子的数字。还
例如一开始小姑娘们的嗤笑，当老兵说出真相后车厢里的一
片寂静。



六、课外拓展，布置作业

以反映战争为主题，根据你已读过的诗词或看过的电影，写
一篇小小的读(观)后感。

板书设计

在柏林

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

老妇人：失去三个儿子

后备役老兵：送妻子进疯人院

教学反思

这篇课文是一篇小小说，篇幅很短，但是涵义很深。它是一
篇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从车厢里的一幕镜头揭露了德国法
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
的灾难。

在教学中，我先以谈话的方式说起关于战争的话题，让学生
说一说关于战争的诗歌或影视作品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学
生更快地带进一种氛围，为学习课文做准备。然后我按照如
下的顺序来组织教学：探究标题的深意——逐层剖析文
本——从文题入手品味主旨——感悟学习本课的写作技法。
每个环节都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
动起来了，每个学生都能够认识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

学生自我探究的环节进行得不够顺畅，可能是学生年龄小，
对战争方面的内容了解较少导致的。今后教学中，对所有可
能出现的问题尽量考虑充分，以免出现“冷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