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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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标

1、 默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2、 理清课文层次，了解作者的观察和表达方法。

3、 感情作者的语言美，积累语言。

4、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点

1、理清课文层次，理解课文内容。

2、掌握文中景物描写的方法(如动静结合)。

三、教学难点：能通过朗读，感受黄山云海日出的奇幻与壮
美。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神奇而壮观的自然现象，如果
你能仔细观察，一定会被它迷人、秀美的景象所陶醉。今天，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黄山“云海日出”的美景吧。请同学们打
开课本，翻到第30课(板书：云海日出)。黄山位于安徽省南
部黄山市。1990年12月被录《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主峰莲花峰海拨1864.8米。黄山常年雨量充沛、林木茂盛、
云蒸雾涌，自然景色变幻莫测。黄山可以说是无峰不石、无
石不松、无松不奇，它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黄山四
绝”闻名于世，成为全人类的瑰宝。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曾说“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后来也有人用“五岳
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来高度赞美它。下面我们
一起随着作者方瑞华的笔触，走进黄山。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首先 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课文，注意文中的生字新词，
做到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思考两个问题

(1)、课文是按什么顺序记叙的呢?

(2)、课文主要介绍了黄山的哪些景色?

(三)分析课文，真切感悟

(1)课文从大体上看，可以分为“云海”和“日出”两部分，
那么课文的哪些自然段是写云海的，而哪些自然段又是写日
出的呢?(课文3、4自然段描写的是黄山云海的景象，5-7自然
段描写的是黄山日出的景象。)

2、学习“云海”

(1) 云海究竟是怎样的景象呢?指名读第3、4自然段。(评价)



b师拿镜子演示，与图片对比，说说共同特点?(平、静、大) c
这就是作者对云海日出的静态描写，突出云海的静态美(师板
书静态描写：平稳光洁、漫无边际)。

d老师在这就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词，谁发现了?(明晃晃、
光闪闪、亮闪闪、白茫茫)，指导朗读这一句。

3、“山峰时隐时现，变幻无穷，云朗上下翻滚着，一会儿像
万马奔腾，一会儿又似帆樯林立，光怪陆离，景象万千，把
黄山点染得有几分仙气。”

a 云海的景象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b请生回答(云由静态变得
动起来了)。 c这一句出现了哪种修辞(比喻) 师问：在这里作
者把云海的景象比喻成棉絮、轻纱，万马奔腾、帆樯林立，
这些又表现了云海的哪些特点呢?(质地轻盈、光怪陆离、景
象万千)这样的美景让我们看得出了神，忽然„„梦幻之
中。”(置身梦幻)

4、刚刚欣赏完云海，你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吗?(美丽、神奇
等) 4学习“日出”

(1)师读第5自然段。

(2)叠音词的家族可真多，在这里我们又和它们碰面了，是哪
些词呢? (清风习习，云烟袅袅，松涛阵阵、人语轻轻)

(3)等着等着，一会儿，朝霞出来了，呈现在人们眼前是她的
新装： “橙红艳丽，缤纷灿烂，像一幅悬挂在天边的织
锦。”

生：从颜色和形状来描写太阳的变化。

生：形状的变化：红色光点---圆弧---半圆-----大半圆——
一轮玛瑙盘;颜色 变化：红色---胭脂色---鲜红欲滴——金



碧辉煌。

师：真是美丽壮观啊。那么日出的形状变化有什么特点呢?

生：速度快，我是从“蓦地、一瞬间、很快、一眨
眼.......”看出来的。

师：颜色形状变化的快，让人眼花缭乱。 师：由此看出作者
为我们描摹了日出时的瞬息万变。

(5)看到太阳后，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有感情朗读第七自然
段。

(四)拓展延伸

学习了这篇课文，我们感受到了黄山云海日出的神奇与壮美，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组云海日出图，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
山。

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篇二

学习目标

1.能流利正确地朗读课文。

2.能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教育学生给予比被给予更快乐。

一、情境导入

1.今天，我带来几件小礼物，奖给昨天家庭作业做的好的同
学。给学生发礼物，请获奖者谈一谈此时的心情。

2.教师小结，得到是快乐的，其实给予更快乐。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给予是快乐的》。希望同学们大胆地提出问题，学
完课文将根据大家的提问，评选最佳问题和最佳提问人。

二、感知发现

1.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2.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评价问题的质量。(估计学生会提出：
谁给予谁?在怎样的情况下给予的?给予了什么?)从好的问题
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针对课题提问时，要抓住关键词“给
予”进行思考。

3.学生选择好的问题朗读思考。

4.交流，请学生回答。(随机板书)

新车 坐车、停车承诺

保罗的哥哥 保罗、保罗小男孩、小男孩 弟弟

坐车、观光 给予是快乐的

保罗 小男孩及其弟弟、小男孩保罗

5.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板书简要地复述课文的内容。

三、感悟发现

1.教师引导：哪一个给予最珍贵?

2.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3.交流。指名发言。引导学生展开争论，在思维的碰撞中进
一步理解课文。



3.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4.交流，各组派代表发言。要帮助学生打开思维，根据三个
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丰富、合理的想象。

四、鉴赏发现

1.朗读课文思考：你认为课文在选材、描绘等方面有哪些优
点值得我们学习?

2.讨论并有感情地朗读。(学生可能会提出：人物的语言描述
的具体。以此为锲机，引导学生体会说话的语气，并分角色
有感情地朗读。)

五、质疑问难

1.学习中遇到哪些不懂的问题?

2.学生质疑，共同讨论解决。同时评价问题的质量。从好的
问题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不能一有疑就问，应在深入思考
后，的确无法解决问题才可以提问，问题要有助于对课文的
深入思考。

六、总结表彰

而感到快乐, 小男孩因为而感到快乐，保罗因为而感到快乐，
我也曾因为而感到快乐。让学生从生活实际中进一步受到助
人为乐的教育。)

2.师生共同评选最佳问题、最佳提问人，赠送小礼品，颁发
荣誉证书。

七、实践活动

本课故事性强，人物角色鲜明，对话较多。让学生把课文改



写成剧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排练，再组织汇报表演，评选
最佳小演员。

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篇三

以下是在哦不综合整理的四年级上册语文期中考试的复习资
料，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取得一个好成绩!

1、“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是北宋的大诗人( 苏轼 )咏
赞了钱塘江秋潮的千古名句。本文写的作者耳闻目睹的( 潮
来前 )、(潮来时)、(潮头过后)的景象，描写了大潮由( 远
)及( 近 )、奔腾西去的全过程，写出了大潮的( 奇特 )、(
雄伟 )、( 壮观 )

2、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的响声，好像( 闷雷
滚动 )。顿时( 人声鼎沸 )，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
踮 )脚往( 东 )望去，江面还是( 风平浪静 )，看不出什么
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 越来越大 )，只见东边( 水天相
接 )的地方出现了( 一条白线 )，人群又(沸腾 )起来，那条
白线很快地向我们( 移 )来，逐渐(拉长 )，变( 粗 )，( 横
贯江面)。再近些，只见( 白浪翻滚 )，形成一堵( 两丈多高
的水墙 )。浪潮( 越来越近 )，犹如( 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
并进，浩浩荡荡 )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 山崩地裂 )，好
像大地都被(震 )得( 颤动 )起来。

3、《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文列举确切的( 数字 )，与世界
上其他几个著名大峡谷进行( 比较)，说明了雅鲁藏布江大峡
谷是( 世界第一大峡谷 )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4、《鸟的天堂》是著名作家( 巴金 )的作品，作者记叙了(
两 )次经过“鸟的天堂”的所见所闻，第一次是(傍晚 )静态的
(大榕树 )，第二次见到是( 早晨群鸟活动 )的热闹景象。



5、课文最后一句话中不加引号的“鸟的天堂”，是因为(作
者亲眼见到被人们誉为“鸟的天堂”的大榕树后，感到鸟儿
们的生活十分自由、幸福，真像在鸟的天堂中一样，所以在
作者心里，大榕树是确确实实的鸟的天堂。)

6、语文书第13页：体会句子中画线部分的意思。

( 使我们感受到大榕树枝叶茂盛，给鸟儿们创造了良好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

7、《火烧云》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作品，课文写了火烧
云(上来)和(下去)的全过程，作者是从火烧云的(颜色)和(形
态)两方面来描写的。

8、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绿
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重
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丁丁冬冬)泉，(高高下下)树。

1、《题西林壁》是(宋)朝诗人(苏轼)游庐山是题在西林寺墙
壁上的一首诗。全诗不仅是对(雄奇壮观)、(千姿百态)景象
的赞美，而且还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要想对某个事物有全面
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正如俗语
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2、《游山西村》是(宋)朝诗人(陆游)写的，诗人以一
个(“游”)字贯穿全诗的主线，生动地描绘了丰收之年(农民
欢悦一片)的气象和乡间的风光习俗，刻画了农民(淳
朴)、(好客)的品格，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待客人时
尽其所有的盛情。“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一句中于写景中寓有一定的哲理，成为千古传唱的名句。
现在常用以形容(陷入困境，似已无望，忽然绝处逢生，出现
新的契机，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3、《爬山虎的脚》的作者是(叶圣陶)，课文第4自然段中，
作者通过(触)、(变)、(巴)、(拉)、(紧贴)等一系列动词，
清楚地写出了爬山虎爬墙的过程。

4、《蟋蟀的住宅》是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
的一篇观察笔记，文中采用大量的(拟人)写法，如(“专
家”)、(“主人”)(“大厅”)(“卧室”)(“弹琴”)(“歌
唱”)(“修理”)(“休息”)。

5、《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叙述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
家(魏格纳)首创(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魏格纳获得成功的
几个因素：(仔细的观察)、(认真的思考)、(反复论证)。

6、正月梅花(香又香)，二月(兰花盆里装)，三月桃花(连十
里)，四月蔷薇(靠短墙)，五月石榴(红似火)，六月荷花(满
池塘)，七月栀子(头上戴)，八月丹桂(满枝黄)，九月(菊花
初开放)，十月芙蓉(正上妆)，十一月水仙(供上案)，十二
月(腊梅雪里藏)。

7、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就
变成(嫩绿)的。爬山虎的.嫩叶，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
的是(长大了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
常(舒服)。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
(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一阵风(拂过)，一墙
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
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巴住)墙。细丝
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
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
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就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
爪子。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
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
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



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儿劲，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1、《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从
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快乐才是真
正的快乐)。本文的显著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
节，揭示道理。

2、童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作家创作的，著名的有
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豪夫)童话，英国的(王尔德)
童话，中国的(叶圣陶)(张天翼)写的童话等。另一类是在人
民群众中口头流传，后经过有心人搜索、整理而成的，著名
的有(《格林童话》)，共有210篇，其中有(《灰姑娘》、
《小红帽》、《白雪公主》、《勇敢的小裁缝》)

3、《幸福是什么》这篇童话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记叙的，
这篇童话是我们懂得(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地尽自己的义
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

4、《去年的树》作者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这篇童话赞美了
(高尚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友情。本文属于(拟人体)童话。

5、小练笔。(我有很多话要对鸟儿说，请写下来。)

6 、《小木偶的故事》也是一篇(拟人体)童话，读完故事，
我们不禁会发出和小木偶相同的感叹：(在生活中，笑是很重
要的，是非常美好的，谁要是不会笑，就无法体验生活中的
快乐。但生活是复杂的，除了一些高兴事之外，还有一些伤
心的事，不同的事情会引起我们不同的情感态度，要用我们的
(真情)、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生活，面对生活)。

7、本文描写人物表情的词语很丰富，如(板着脸)(笑嘻
嘻)(愤怒)(亲热)(温柔)(痛苦)(伤心)(着急)(委屈)(生
气)(呲牙咧嘴)(嘟嘟囔囔)等。



8、词语积累：abb：笑(呵呵)、(金灿灿)、(暖洋洋)

aabb：(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含含糊糊)

9、雨中的树林市个(童话世界)，走进去你就会变成一个(小
精灵)。每棵树都会送给你很多(喜悦)，你还会发现(很多新
奇的事情)。

1、《白鹅》一文重点表现的则是白鹅性格的特点—(高傲)。
它的高傲，表现在

它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中，叫声(严肃郑重)，步
态(大模大样)，吃相(三眼一板、一丝不苟)。作者善于运
用(对比)方法突出鹅的特点，运用(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2、左(顾)右(盼)、严肃(郑重)、厉声(呵斥)、局促(不安)、
步调(急促)、大(模)大(样)、三(眼)一(板)、一(丝)不(苟)、
从容(不)(迫)

3、《白公鹅》一文描写了一只白公鹅的所作所为，表现了鹅的
(海军上将)派头。课文是从(走路的姿态)和(平时的活动)两
方面写的。写鹅走路的姿态，突出了(慢条斯理)的特点，写
鹅的活动，突出了(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特点。(拟人)和
(夸张)的写法，风趣而幽默的语言，是本文写作上的特点。

4、《猫》的作者是(老舍)，本文描述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它
满月是的(淘气可爱)。写猫的性格古怪表现在它既(老实)
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既(胆小)又(勇猛)。

5、猫的性格实在是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的确确有
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
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
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
(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



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那么(尽职)。它(屏息凝视)，
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
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
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
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
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
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
声不出)。

6、造句：任凭„„也„„

„„非„„不可„„

„„无论„„也„„

7、《母鸡》是(老舍)先生的另一篇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鸡的
(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
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对母鸡
的情感由(“讨厌”)转变为(尊敬)

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篇四

学习目标：

1.能流利正确地朗读课文。

2.能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教育学生给予比被给予更快乐。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今天，我带来几件小礼物，奖给昨天家庭作业做的好的同
学。给学生发礼物，请获奖者谈一谈此时的心情。

2.教师小结，得到是快乐的，其实给予更快乐。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给予是快乐的》。希望同学们大胆地提出问题，学
完课文将根据大家的提问，评选最佳问题和最佳提问人。

二、感知发现

1.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2.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评价问题的质量。(估计学生会提出：
谁给予谁?在怎样的情况下给予的?给予了什么?)从好的问题
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针对课题提问时，要抓住关键词“给
予”进行思考。

3.学生选择好的问题朗读思考。

4.交流，请学生回答。(随机板书)

新车 坐车、停车承诺

保罗的哥哥 保罗、保罗小男孩、小男孩 弟弟

坐车、观光 给予是快乐的

保罗 小男孩及其弟弟、小男孩保罗

5.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板书简要地复述课文的内容。

三、感悟发现

1.教师引导：哪一个给予最珍贵?



2.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3.交流。指名发言。引导学生展开争论，在思维的碰撞中进
一步理解课文。

3.学生朗读思考，并在小组合作中讨论。

4.交流，各组派代表发言。要帮助学生打开思维，根据三个
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丰富、合理的想象。

四、鉴赏发现

1.朗读课文思考：你认为课文在选材、描绘等方面有哪些优
点值得我们学习?

2.讨论并有感情地朗读。(学生可能会提出：人物的语言描述
的具体。以此为锲机，引导学生体会说话的语气，并分角色
有感情地朗读。)

五、质疑问难

1.学习中遇到哪些不懂的问题?

2.学生质疑，共同讨论解决。同时评价问题的质量。从好的
问题中小结发现的方法，即不能一有疑就问，应在深入思考
后，的确无法解决问题才可以提问，问题要有助于对课文的
深入思考。

六、总结表彰

而感到快乐， 小男孩因为而感到快乐，保罗因为而感到快乐，
我也曾因为而感到快乐。让学生从生活实际中进一步受到助
人为乐的教育。)

2.师生共同评选最佳问题、最佳提问人，赠送小礼品，颁发



荣誉证书。

五年级语文期中复习教案篇五

一、教材解读：

?永远的白衣战士》是苏教版国标本四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写了在“非典”时期牺牲的护士长叶欣的感人事迹。经历过
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课文是如此真实的把叶欣带到
了我们面前，每一次对教材的解读，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
动，感动于她在“非典”前的无畏，感动于她对病人“春风
般的关爱与抚慰”，感动于她对同事“心甘情愿、无怨无
悔”的所言所行……平凡的人在非凡的时刻，在生死一步之
遥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坚强无畏、真诚善良深深地感染了我。

二、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7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0个字只识不写。能联
系上下文理解“娴熟”、“疲惫”、“身先士卒”、“声色
俱厉”等词语。

3、找出课文中的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4、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先
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三、教学重难点：

1、认真、仔细地朗读课文，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
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2、找出课文中的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总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11永远的白衣战士

二、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并能通过联系上下文、讨论等方式理
解重点词语。

3、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2、引出课题：永远的白衣战士

3、围绕课题，说说你想了解什么?

(二)自学课文

1、先把课后生字表中的生字读两遍，读准字音。

2、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难读的地方多读两遍。



3、读后在文中将带有生字的词语画出来，读一读，认清字形。

4、思考课文写的什么事?

(三)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新词，指名朗读，正音。

2、按自然段指名朗读课文。

(1)引导学生互相帮助，纠正读错的字句。

(2)引导学生欣赏别人的朗读，学习借鉴，取长补短。

3、默读课文，思考和讨论课文的主要内容——课文主要写了
什么人?什么事?

(四)教学生字

1、出示生字，指名读。

2、说说哪个字比较难写，需要特别注意。

3、教师范写：“咳”、“测”、“器”。

4、学生在语文书上描红。

(五)布置作业

1、在习字册上写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

11永远的白衣战士

二、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品读、感悟重点词句，来感受“白衣战士”----护士长
叶欣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三、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默写生字词。

2、指名朗读课文。

(二)精读课文

(一)学习2——7自然段。

1、教师深情地诵读第2、3自然段。

2、出示自学要求，布置学生自学4——7自然段。

(1)课文中哪几个自然段详细描写了护士长叶欣的英雄事迹?
找出来读一读。

(2)边读边想：这几段课文分别描写的是什么内容?用一两句
话概括下来，写在各个段落后边。

(3)自己选一两个段落认真读一读，用“——”画出直接描写
叶欣的行动或语言的句子，再想一想从这些语句中体会到了



什么?(也可以在书上写下自己的体会)

3、学生自主阅读，教师巡视了解情况。

4、组织学生交流。

(1)说说各自概括的重点段的内容。

(2)谈谈选读有关段落的体会。

注意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身先士卒”、“疲
惫”、“斩钉截铁”、“声色俱厉”等词语，通过理解这些
词语，加深对人物崇高精神的感悟。根据学生交流过程中所
选择的段落，适时地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通过多种形式
的朗读和交流，使学生受到崇高精神的熏陶和伟大人格的感
染。

5、指导学生说话。

(1)提出要求：默读课文，找出有关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
怎样冒着“高风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
工作的。

(2)学生按要求默读课文，画出有关语句。

(3)交流。

6、学习1、8、9三个自然段。

(1)指名学生朗读。

(3)齐读这三个自然段。

7、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三)深化课题

1、为什么说叶欣是“永远的白衣战士”?课题可不可以改
为“永远的白衣天使”?

2、小组讨论。

3、交流。

(四)课外延伸

1、收集介绍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情况的资料，搞一次展示
活动。

2、收集叶欣生平事迹的资料，补充阅读。

板书设计：

11、永远的白衣战士

临危不惧

叶欣身先士卒崇高精神

舍己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