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
教学实录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汇总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
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篇一

教学目的：

1、知识与能力目标：能联系上下文理解“骨髓移植、谈何容
易、突如其来、血脉亲情”等词语。

2、过程与方法目标：读懂课文，理解“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的”的含义。

3、情感与态度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朗
读中体会李博士和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感
受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

教学重点：

通过朗读体会李博士和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
在感受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

教学难点：

了解大陆青年小钱的白血病的严重程度，骨髓移植迫在眉睫。
进一步体会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



教学策略：

通过有感情的朗读，适时运用多媒体引导学生进入情境，采
取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学习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课文讲了两个场面，你知道是哪两个场面吗？适时板书。

二自主学习，体会人物情感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真实，我在读这个故
事时，格外感动，我想大家也和我一样。

下面，让我们再用心地读读课文，看看哪些语句让你深受感
动，或让你感受最深。把它划下来。并在句子旁边写上自己
的感受。默读。

三小组交流，

和小组的同学交流自己的学习感受。

四全班汇报

（一）第一个场面

预设句子1：“这个刚满18岁的年轻人，患了严重的白血病，
生命就像即将凋零的含苞的花朵，唯有骨髓移植，才能使这
朵生命之花绽放。”

学生可以体会到：小钱得了严重的白血病，很可能呼吸都困
难，再也没力气下地走路，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才18
岁啊，生命才刚刚开始，就像含苞的花朵，可是却有了这么



严重的病，所以说马上就要凋零了。此时，只有骨髓移植，
才能挽救小钱的生命。

师小结：是啊，小钱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一天都不能耽搁，
甚至一个小时都不能耽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是他活着的
唯一的希望。

预设句子2：“小钱是幸运的，几经辗转，终于在台湾找到了
这样的人”。

他生的希望来自海峡的彼岸----台湾的花莲慈济医院。

把你体会到的都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二）第二个场面

预设句子1：“但是，李博士仍沉着地站在病床旁，那位青年
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预设句子2：“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利用大地震动暂停的
间隔，台湾青年的骨髓，终于从身躯里涓涓流出……”

大地震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体会艰难。

有感情地朗读。

（三）体会李博士忙碌的一天

出示李博士一天的工作时间表，在感情朗读。

（四）感情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五回归整体，感情升华

再看课题，你还认为这是一座普通的桥了吗？



那还是一座什么桥？

六课外延伸

小钱的病好了，他一定心存感激，他都会感激谁呢？会说什
么呢？

七全课总结：(教师配乐朗诵)

爱是明媚的阳光，给人以温暖；

爱是盛开的鲜花，给人以芳香；

爱是潺潺的溪流，滋润万物的成长；

爱是熊熊的火炬，点燃生命的希望。

因为有爱，世界才更和谐，更温暖；

因为有爱，人们才更快乐，更幸福；

因为有爱，生命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让我们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附：板书设计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爱心桥

杭州台湾



血脉相连的亲情桥

骨髓

小钱青年

爱心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人教版四年级上册)]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篇二

（课时：第二教时执教：胡芬华）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理解本课的生字词。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自读自悟能力。

3、情感目标体会李博士和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
质，感受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潜移默化地受到爱心教
育。

二、教学重点、难点

体会李博士和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质，感受海
峡两岸人民的血脉亲情。

三、教学理念

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它讲的是我国
大陆杭州的一位青年小钱不幸患了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冒
着生命危险用爱心、用生命挽救了小钱，架起了一座生命桥。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对学生进行情感教



育的文章。针对这些，我采用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让学生
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教学感悟体会。新课标中提出阅读应该
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因此，
我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主体性。二是主导性。三是平等性。
四是方法性。让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地学习。五是
生活性。六是人文性。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题，扣题质疑

1、师：桥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毛主席在一首词中写
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一
座特殊的桥，那就是《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板题）齐读题
目。

2、看到这个题目，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学生提出自己的疑
问）

3、教师小结过度。

刚才同学们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让我们带着“什么是生命
桥？”等疑问走进文本吧。

二、默读课文，了解内容

1、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课文讲述了一个怎样故
事？

2、学生默读，教师巡视指导。

3、指名回答，教师引导点拨并小结。

这篇课文讲述了大陆青年小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
冒着生命危险，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一座跨越



海峡的生命桥。相机板书：

杭州捐献台湾

小钱同胞

白血病余震中

过渡：同学们真会读书，这的确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所以老师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感动。我想你们也一样。
让我们再来读这个故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感动着我们。

三、精读课文，深刻体会

1、学生以不同的形式朗读课文，并画出最让自己感到的地词、
句、段。

2、交流让自己感到的句段及原因，教师相机引导点拨，并指
导有感情地朗读。

四、整合教学资源，再次体会给予是快乐的

2、学生回答并谈谈为什么。教师补充相关资料，再次指导朗
读体会。

五、总结全文内容，点明主题

2、学生谈收获。

3、师：同学们，5月12日上午2时18分我国四川汶川县遭受了
一场震级为8.0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是我国有史以来震级最
大的地震。这次地震让无数的人们失去了生命，让无数的幸
福家庭妻离子散，他们正处于危难之中，他们此时最需要我
们的帮助。同学们，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吧，让我们手牵手，
心连心，共同唱响《爱的奉献》，唱出我们的那份爱心吧！



六、板书设计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捐献

杭州沉着台湾

小钱奔波同胞

白血病连夜余震中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a版五年级课堂实录)]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跨越、海峡、
桂树、苍白、红润、移植、谈何容易、幸运、台湾、袭击、
平安无事、期待、突如其来、空旷、暂停、骨肉相连、血脉
亲情”等词语。

2、读懂课文，理解“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3、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在朗读中体会李博士和
台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感受海峡两岸人民的
血脉亲情。

教学重点：

了解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并理解骨髓移植对于小钱的
重要性，台湾青年和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



教学难点：

充分体会“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教学准备：ppt

教学过程：

一、猜谜导入

师：在上课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谜语。我请同学给
大家读一读。同学们有没有猜出谜底是什么呢？（预设：桥。
）并板书。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篇关于桥的课文，也就是我们的
第22课，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生：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板书课题。

这究竟是怎样一座桥呢？就请同学们端起你的课本，读准字
音，读通句子。

二、初读文本，整体感知。

师：同学们都读的很认真，读书的姿势也特别的端正。在正
式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生字词。（出示）
看哪位同学可以读得又准又好。（开火车读，每人读一个。
重点纠正“髓、暂、脉”三个字。）

同学们读的都很准确，接下来请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齐
读。每个词读两遍，读的时候要把字音读准确。）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写的生字。请同学们仔细地观察一下，这
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老师请同学来给大家提个醒。（预设：“峡”是左右结构的



字，写的时候要注意紧凑一点；“彼”的左边是一个双人旁，
不是单人旁；“袭”这个字是由龙和衣组成的，是上下结构
的字，要写的紧凑一点，扁平一点。）

重点指导“袭”。学生自己在本子上写一写。

三、再读课文，感悟理解。

1、师：刚才同学们也都读了课文了，那么课文到底讲了一个
怎样的故事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预设：杭州的小钱得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青年冒着生命危
险，用爱心挽救了他的生命，并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生命
桥。（进行板书）请同学再概括一下。

2、师：在1999年的9月22日，我们的小钱在干什么？（静静
地躺在病床上）他为什么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患了严重的
白血病）你是从哪看出来严重的？（灿烂的阳光……生命之
花绽放）在这里的有三个词是来形容花的，在这里又是什么
意思呢？（指名说。预设：“凋零”指的是小钱的生命即将
逝去，“含苞”是说小钱才刚满18岁，非常的年轻，还没有
展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绽放”是指只有骨髓移植才能使
小钱重新获得生命。）

3、师：同学们，你们了解白血病吗？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
去了解一下。

（出示，指名读）

4、师：白血病可以治好吗？用什么办法可以治好？（预设：
骨髓移植）

那么找到合适的骨髓容易吗？哪些地方体现出了这种不容易？
再读课文。



一）、（预设：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从哪些词当
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容易？（十万人里，才有可能，一个）

最后，找到骨髓了吗？在哪找到的?（预设：找到了，台湾）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寻找骨髓）的不容易。

二）、师:除了在寻找骨髓的时候体现出了这种不容易，还有
哪些地方体现出了不容易呢？（指名说）（针头向皮肤……
涓涓流出）你从哪个词看出的这种不容易？（指名说。不得
不停止，一次又一次，终于）

1）余震就只是一次吗？这里说明了什么？（非常危险）

2）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在什么地方才是安全的？（空旷的
地方)

3）但是我们的李博士和台湾青年是怎么做的？（但是……）从
“沉着”“静静”你可以看出李博士和青年是一个怎么样的
人？（一心为他人着想，舍己为人）

4）虽然我们的这位台湾青年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是他的内心
并不是平静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场灾难中…不清楚）
但他可以去找他的亲人啊，他为什么还要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呢？（但是，他知道…骨髓）

可以概括为是抽取骨髓的不容易。

预设：（骨髓的保质期……）你是从哪些词语中看出的这种
不容易呢？（只有，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连夜）

这十几个小时是如何奔波的呢？老师找到了当时的时间表。
我请同学起来读一读。（指名说）概括为运送骨髓的不容易。

5、最后我们的小钱得救了，这一刻所有的.感动和喜悦都汇



集到了课文的最后一段，请同学们大声的读一读的最后一段，
读完的同学请坐好。

同学们都已经读好了，那么究竟什么是“跨越海峡的生命
桥”呢？

（出示）看，这就是我们的浙江杭州，这个岛就是我们的台
湾，中间所隔着的就是我们的台湾海峡。虽然我们大陆与台
湾被台湾海峡所隔，但是，割不断的是我们两岸同胞的（血
脉亲情)。所以，这种血脉亲情就是“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这种血脉亲情将会世代相传、经久不熄。

（预设：爱心，生命的火种，感动，喜悦)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如果有一天，杭州青年和台湾青年见面了，他会对台湾青年
说些什么呢？想一想，然后写在你的本子上。

五、板书设计

22、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杭州血脉亲情、爱台湾

小钱骨髓移植青年

白血病余震中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沪教版五年级教案设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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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篇四

教材分析：大陆青年小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冒着
生命危险，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
的生命桥。课文先后描写了同一时间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场
景：第一个场景是在杭州某医院的病床上，躺着生命垂危的
小钱，他在静静地期待着那来自海峡彼岸的救命骨髓；第二
个场景是在台湾花莲的慈济医院，李博士正在余震的危险中
抽取台湾青年的骨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着一次又一次
的努力，直到青年的骨髓涓涓流出。所有的这一切，为的是
挽救海峡彼岸一个年仅18岁的生命。文章告诉我们,两岸同胞
相距虽远，心却是紧紧相连的。.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两岸骨肉同胞的血脉亲情，感受生命
的珍贵和爱心的无价。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课文。

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骨髓移植对小钱的重要性，
台湾青年在余震中捐献骨髓的危险，以及两岸医护人员的奔
波，体会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设计思路：紧扣课题展开教学，以读激情，以读促悟，以情
助读，情景交融，让学生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得到情感体



验，与文中人物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辅助、课题卡片

课程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题导入，引入文本

2、桥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毛主席曾在一首词中写到一桥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我们这篇课文的题目却是《跨越
海峡的生命桥》。生命桥是什么意思？围绕海峡两岸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齐读读课文，从课文中寻求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力求读正确、读通顺。

2、指名读。老师相机指导。

4、这座生命桥联接着大陆和台湾，让我们跟随作者手中的笔，
一同走进这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三、品读课文，深入感悟

1、学生自由读课文第一自然段，读完谈一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并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读。

（2）学生畅谈自己的感受。

（1）第2自然段，学生用准确词语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文档为doc格式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新词，积累词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感受生命的珍
贵和爱心的无价。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教学准备

李博士相关资料、照片。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切入课文内容，指导朗读，理解感悟

1.《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杭
州和台湾花莲之间的故事。因为真实，因为就在我们身边，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格外感动，我想你们也一样。让我
们再来读读这个故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感动着我们。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小组交流：给小组内同学读一读特别令你感动的句子和段
落。

4.全班交流。（交流令你感动的句子以及感动的原因）

范例：

（1）最后一段。朗读：“小钱得救了……那血脉亲情，如同
生命的火种，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感动的原因是小钱得救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结果，患有严
重白血病的小钱最终得救了，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刻容易留下
幸福的眼泪，这是一种感动）

（2）第五段。朗读：“针头向皮肤刺去……经过一次又一次
努力，利用大地震动暂停的间隔，台湾青年的骨髓，终于从
身躯里涓涓流出……”

这段中有一个词语“突如其来”，你们怎样理解？

（发生很突然。余震的大小事先也不知道，可能很小，也可
能很大。在突如其来的余震中，还要进行手术，真是令人感
动）

（3）第二段。朗读：“小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终于在台
湾找到了这样的人。”

（小钱只有18岁，就患了白血病，白血病又叫血癌，很难医
治；骨髓很难找，终于找到了，真让人高兴。）



小钱患的是白血病，他的“生命就像即将枯萎的花苞，唯有
骨髓移植，才能使这花朵绽放。”

（4）第四段。朗读：“在这场灾难中……期待着他的骨
髓。”

（这位青年无法顾及家人的安危捐献骨髓，因为他知道——
拯救生命更重要。给予是快乐的！很令人感动。）

四、深入阅读文本，整合资源，深刻体会

1.这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拯救行动，这是一次和死神争夺生命
的较量，最后，生命在人们无私的给予中复活了，生命之花
在人们的爱和奉献中重新绽放了。小钱得救了，他的身体会
慢慢康复，他苍白的脸会慢慢红润起来，他的心中一定会充
满了感激。你想他会感激谁呢？读读课文，设身处地地想一
想。

2.学生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3.全班交流。

（1）感谢为他捐献骨髓的那位台湾青年。

（小钱患的是严重的白血病，目前，最有效的医治方法就是
移植骨髓。很多人对捐献骨髓怀有恐惧心理，害怕会影响自
己的健康，其实目前还没有发现捐献骨髓对人体健康造成不
利影响；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人没有捐献骨髓的意愿。
而这位台湾青年是一位志愿捐献骨髓的先行者，小钱应该感
谢他，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余震有大有小，房屋随时都可能
倒下来，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却冒着生命危险捐献骨
髓，并且当时无法顾及亲人的安危。）

引导学生进行想象：



又一次余震发生了，大地开始颤抖，房屋开始摇晃，窗户上
的玻璃啪地掉下来了，身体下的病床吱吱作响……但是，这
个青年人仍躺在病床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大的决
心。

有感情地朗读第4、5自然段，读出自己内心的感动。

在大地震过后，在剧烈的余震中，冒着生命危险，为海峡另
一边的小钱捐献骨髓，用自己的爱心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
生命桥。

（2）感谢李博士。

（李博士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青年身上抽取骨髓，并一路奔
波送到杭州，为小钱做了骨髓移植手术。）

（这位李博士就是台湾的骨髓移植专家李政道博士，他是那
样令人尊敬。他主持创办了台湾慈济骨髓捐献中心，救助了
众多的白血病患者。他已经上百次携带着台湾同胞捐献的骨
髓来到大陆。让我们记住这位可敬的老人！出示李政道博士
的照片）

深情地朗读第5自然段。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台湾和大陆现在还没有直接通航，
台湾当局不允许飞机直接飞到大陆，只能到香港中转。尽管
台湾和大陆之间隔着一条海峡，还有很多人为的阻隔，但还
是不能阻隔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两岸同胞用爱心架起了一
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理解“奔波”，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4.想象拓展，启迪心灵



五、总结全文内容，点明主题，深化印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也许仅仅是
一句温暖的话，或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但是，却能给别
人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快乐，因
为给予是快乐的！

备课拓展资料：

关于台湾慈济医院

慈济医院位于台湾花莲市，1986年正式启用。1993年，成立
了台湾地区首座骨髓捐赠中心——慈济骨髓捐赠中心，后发
展成为慈济骨髓干细胞医学中心。现登记在册的志愿供髓人
数已达20余万，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骨髓捐赠中心，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华人骨髓资料库。

截至目前，慈济医院已向大陆供髓约180例，每一例背后都有
一个感人的故事。文中提到的“李博士”是著名血液病专家
李政道教授，他是著名的骨髓移植配型专家，1935年出生于
台湾，1972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李博士在美国骨髓移植配
型中心工作时，发现大量患白血病的华人由于没有合适的骨
髓配型，无法得到医治而死亡，便于1992年回到台湾，开始
致力于建立华人骨髓资料库。

白血病的治疗白血病俗称“血癌”，是一种恶性血液病。近
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可以用化疗、放疗等方法遏制
病变的白细胞，延长病人的生命。但是这种方法的副作用大，
复发率高，不但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对家庭、社会
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国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将骨髓移植
运用于白血病的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
起，干细胞移植术在临床应用中获得了成功。

骨髓是还没有分化成红、白细胞的母细胞，就像还没有分杈



的树干，把它植进白血病患者体内，就可以继续分化、造血。
骨髓捐献者捐出的干细胞，约占自有量的5%。目前看来，捐
献骨髓对身体没有明显伤害。我国大陆的骨髓库起步较晚，
人们对捐献骨髓的知识欠缺，意识淡薄，目前各地捐献志愿
者的库存资料有限，这就为寻找配型相符的骨髓带来了很大
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