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与海鸥教案 老人与海鸥的教学反
思(大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一

这篇课文为学生展现了丰富的情感世界，可以说是以“言”表
“情”的。课文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呼唤海鸥的名字、
与海鸥亲昵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对海鸥无私的爱。教学
这部分时，我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然后全班交流，老
师小结，最后让学生有声有色地齐读，帮助学生展开想象，
使他们真切的感受到老人与海鸥的那份和谐快乐，感受到老
人对海鸥的无私的爱。只有让学生进入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去体会作者的情感历程，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才能使他们
真正受到熏陶感染，形成内在的精神力量。课文的后半部分，
老人去世后，海鸥在老人遗像前翻飞、盘旋、肃立、鸣叫等
感人画面，我充分引导学生感悟、体验和交流，让学生抓住
描写海鸥动作的词句去感悟、体验、产生同感，让学生尽可
能的进入海鸥的情感世界，去领略、品味海鸥对老人的那份
情感，和文本最大限度地互相融合。尤其第四句“当人们最
后不等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向炸了锅似的朝遗像扑过
来。它们大张着嘴鸣叫，翅膀扑的那样近，以至于收照片的
人下意识的缩紧了身体，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色漩涡
中脱出身来。”

这里，我注意了品字，紧紧抓住两次“扑”。“扑”改
成“飞”让学生议，可以看出海鸥对老人依依不舍，悲痛欲
绝，对老人的离去难舍难分。

分析完课文后，当学生们深深地进入文本的情感世界时，我



是这样激发学生的“人鸥情深何忍别！但老人终究要离世，
只留下那一群的海鸥在空中悲鸣、哭泣。此时此刻，假如你
是一只悲伤的海鸥，你想对去了天堂的老人说些什么?请写一
两句话。”这样的处理做到了植根文本，超越文本。纵观全
文，这节课教学准备充分，教学环节清晰，学生掌握了教学
重点，练习以较快的速度阅读课文，体会老人与海鸥之间深
厚的感情。”通过关键词、关键字教学，突破了教学难
点，“揣摩作者是如何把老人与海鸥之间的感情写具体的。
不足之处是课堂上没有注意让学生个别读，齐读的形式多了，
学生读的次数还是少了点，以后要在课堂上多给学生读的时
间，让学生通过读更深的感悟文章的感情。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二

《老人与海鸥》一文选自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七组的第一篇
课文，老人与海鸥教学反思。讲述了昆明一位叫吴庆恒的老
人十几年如一日，如亲人般照顾喂养翠湖边的海鸥。当老人
去世后，海鸥自发为老人守灵，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

根据文章的特点与六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我从以下几方面
设计引导：

一、直奔“意想不到的事情”，体会海鸥对老人的无限眷恋。

本文段落清楚，层次分明。教学中我首先抛出了这样的问
题“当老人去世后，我们把老人的遗像摆在翠湖的沙滩上时，
发生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孩子们通过预习，很快就
找到了文章后半部分的内容，然后引导学生读议相结合，用
心品读海鸥对老人的依依不舍和无限眷恋之情，起学生心灵
的震撼。

二．品词析句，深入理解老人对海鸥的亲切关怀。

理解完海鸥对老人的奇特表现之后，我又话锋一转过渡



到：“老人到底有什么特殊的举动能让海鸥如此异常呢？”
学生自然就能联系到前文，体会老人对海鸥的深深牵挂和无
微不至的照顾。在这里，我又引导学生通过老人“喂海鸥、
唤海鸥和谈海鸥”几个场景，抓住老人动作、神态、语言等
细节描写，深入体会老人对海鸥那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学反思
《老人与海鸥教学反思》。另外，在文章的空白处引导学生
展开想象予以补充，使孩子们真正与文本交流，培养了语言
表达的能力，情感也自然生成。

三、抓住重点词句、拓展资料补充，抓“褪色”这个关键词，
都能把学生引入情境中，似乎亲眼目睹那位可敬的老人。

教师又适时出现说话练习，请学生想象十几年来，无论发生
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每天都怎么样，这么一来，老人的形象
就非常鲜明了。

四、练笔激发想象，培养学生的自然环保意识。

学生在课文学完后进行创编献给海鸥老人的碑文。这是根据
学生的认知水平、智力发展情况设计的课文练习。特别拓展
延伸阅读，贯穿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超文本阅读，这
也是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分层教学的需要而精心设计的。

反思整节课的教学，线索清晰、结构完整，学生也走入了情
境，基本达成教学目标，但在具体操作上总还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如教学时间把握不准，前松后紧，导致拓展延伸不到
位；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有些急于求成，有以教师思考代
替学生思考的现象，过于强求教学的完整性而忽略了学生才
是学习的主人，应该以学定教！教师也缺乏教育机智应对。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三

《老人与海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的第七单
元“人与动物”中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十多年前，老人在湖畔偶遇一群北方飞到昆明过冬的红嘴鸥。

从此，老人与海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冬季来临，海鸥便
成群结队地来到翠湖之畔，老人与也像赶赴约会似的，每天
到翠湖之畔去喂海鸥，风雨无阻。他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
起名字，喂饼干，照顾伤病的海鸥。久而久之，海鸥老人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有一天，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在老人
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后又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
守灵的“儿女”，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

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
呼唤海鸥的名字、与海鸥亲切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对
海鸥无私的爱；后一部分则通过老人死后，海鸥在老人遗像
前翻飞、盘旋、肃立、鸣叫等悲壮画面，展示了海鸥对老人
的那份令人震撼的情。课文语言朴实，平凡中包含深情，一
节课上下来，同学们都为人与动物这样真挚的感情而动容。

在执教这一课时，我紧扣“注意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并揣
摩作者是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真实、
写具体的”这一单元训练重点。在研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
开放课堂，还课堂给学生，在交流中，学生从各个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层面丰富课文的内容，以较短的时间在整体上感
知了教学内容，在重点词句的研读中深入文本，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高涨，所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四

上星期听了新民小学龙老师上此课，她也是抓住“读中感
悟”这点来展开的，我基本上也按这“招”来。学生还是兴
趣不少。学得相当投入，但我发现对于文章练习题中的重点
句，学生分开一小句一小句地来，理解得很好，但提问整个
大句来说说，竟没人举手！怎么回事呢？我没生气，今天心
情比较好，哈哈！我试着举出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去引导，真
灵啊！勇锋举手了，学龙也举手了，连文杰也举手了。孩子



们终于慢慢地投入了课中，我从他们伤心的.眼神中感觉到，
从他们没有笑容的表情中也感觉到。

反思自己的不足，课前对教材的苦功还很不够。学生回答不
到位时，我没有很好地进行点拨，而是一昧地期待孩子的精
彩，浪费了很多时间，致使教学任务没有在规定时间里完成。

“被动就会挨打”在我身上有了真实地体现。因此，驾驭课
堂的能力有待提高！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五

周老师用八十分钟时间讲授了《老人与海鸥》完整一课，这
篇课文主要讲了老人喂食海鸥和老人去世后，海鸥送别老人
的感人情景。听完以后，有以下收获：

首先，在指导写字环节，周老师指导的是“抑”和“昂”两
个生字，这两个字有相同部分，但是写法不相同，“抑”的
右半部分要写的窄，而“昂”的下半部分要写的宽，对比写
字，可见周老师有心之处。

第二，讲授新课时，周老师没像传统做法那样：文中哪些句
子让你感动，你感受到了什么，然后汇报交流，而是默读课
文后，就让学生汇报交流自己对课文内容有哪些了解，有哪
些感受，或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把课堂充分交给学
生，老师在一旁指导。而周老师只细讲了“喂海鸥”环节，
学会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形象，体会老人对海鸥的爱。更
是抓住了三个“褪色”，理解老人在不富裕的情况下，十几
年来坚持喂食海鸥，更深切体会到了老人对海鸥的无私关爱。
第二课时学习开始，周老师先对学生生字进行检测，这也是
对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的一个了解，再用“老人去世后，
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问题，引导学生体会海鸥对老
人的情深义重。整篇课文老师讲的不多，给了学生更多时间
自己去感去悟。



最后，正是学生之前深切体会到了老人对海鸥的无私关爱，
海鸥对老人的情深义重，在小练笔环节：假如你是老人曾照
看过的一直海鸥，看到老人的塑像，会对老人说什么？学生
才能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例：一名学生以老沙角度写自己
因为瘸腿，争食不过其他海鸥，老人劝慰自己要好好吃饭，
这样才不会被嘲笑为瘸子；还有一名学生也是以老沙的角度
写自己因为瘸腿饱受其他海鸥欺凌，而老人对自己的关爱就
像是黑暗中的一缕阳光……学生写的都很动情，只有真正读
透了文章，才有这样的体会，正所谓“动笔正是情浓时”。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六

这是一篇句句含情，字字含泪的文章。学习文本时，先导疑：
让学生把遇到的问题提出来，教师采用运用品味重点句段，
反复诵读，抓重点字词体会，想象等方法有针对性的解决这
些疑难。再导情：教师用动情的语言去激励学生，鼓舞学生，
努力唤醒他们的学习激情，来感受老人与海鸥之间的深厚感
情。实现作者、教师、学生三情能够共振，学生情感的闸门
就会自动打开，对老人的崇敬、怀念之情就溢于言表，在为
老人撰写碑文时，有一名学生当场就吟出了“翠湖铸就人鸥
情，永世不忘吴庆恒”的诗句，使学生们的感情得到升华，
思想受到教育。这一过程就是学生知识、能力内化的过程。

在教学中，从三维目标依次提出正确认读生字，培养学生抓
住关键词句，体会词句含义的能力，进而理解课文的思想内
容，感受老人对于海鸥的深厚感情的教学目标。在这个基础
上，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指导学生写作。因为课文有“老人
对海鸥的关爱”“海鸥对老人的依恋”两条主线，在引导学
生理清文章的脉络，进行概括练习的同时，着重学习“老人
对海鸥的关爱”这个部分，降低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对教材
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解读，从教学的实际表现上看，是相当
有效的。

此外，简化了教学中繁琐的提问，在认识老人的基础上，围



绕一个总领的问题“哪些地方看出老人和海鸥像亲人?”一方
面有充分的预设;另一方面，又抓住学生找到的如“老人把饼
干很小心放在湖边的围拦上，退开一步，撮起嘴向鸥群呼唤。
立刻便有一群海鸥应声而来，几下扫得干干净净。老人顺着
栏杆边走边放，海鸥依他的节奏起起落落，排成一片翻飞的
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展开充分的生成，让学
生感受人与动那种“浓浓的父子情”。通过学生的写作，我
们发现学习的增量明显。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七

我上了一节市区级语文公开课，下面把我的教学反思简述如
下：

第一，充分的让学生读：

语文教学要“读占熬头”，特别是阅读教学中，如果离开了
声情并茂的朗读，只是老师串讲，那这样的阅读教学是残缺
的。所以我以读代讲，让学生以读悟情。

第二，合作中互助提高：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让学生尝试析疑、评价、研讨、感悟，
同时让学生做简单的学习汇报，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能力训
练的过程。

第三，创新思维的发展：

学生在课文学完后，我布置学生进行创编，给老人撰写碑文。
这是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智力发展情况设计的课文练习。
特别拓展延伸阅读，贯穿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超文本
阅读，这也是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分层教学的需要而精
心设计的。



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自我感觉对学情把握不足。新班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思路不熟悉，胆怯害羞不敢发言;不能领会
教师的教学要求，所以课堂气氛还不够活跃。

其次是教学时间把握不准，前松后紧，导致拓展延伸没有时
间展开，只得从此带过。

再就是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有些急于求成，有以教师思考
代替学生思考的现象，过于强求教学的完整性而忽略了教学
的深度和生成的效度。

老人与海鸥教案篇八

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十多年前，老人在湖畔偶
遇一群北方飞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从此，老人与海鸥结下
了不解之缘。每逢冬季来临，海鸥便成群结队地来到翠湖之
畔，老人也像赶赴约会似的，每天到翠湖之畔去喂海鸥，风
雨无阻。他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起名字，喂饼干，照顾伤
病的海鸥。久而久之，海鸥与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
有一天，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
声鸣叫，后又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儿女”，不忍
离开自己的亲人。

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
呼唤海鸥的名字、与海鸥亲切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对海
鸥无私的爱;后一部分则通过老人死后，海鸥在老人遗像前翻
飞、盘旋、肃立、鸣叫等悲壮画面，展示了海鸥对老人的那
份令人震撼的情。

这是第二次教这篇课文了，为了提高效率，我设想就是围绕
两大问题开展教学：1、从课文哪些地方看出老人爱海鸥?2、
老人死后，发生了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教学的方法是让学生自由默读课文，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基
本流程如下：默读课文——画出句子(能体现老人爱海鸥的句



子)——写体会(批注)——小组讨论——汇报(全班交流)——
师生点评。主要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体会，展开想象，丰
富文本内容，让学生受到心灵的震撼。如在品味描写老人的
外貌描写的句子中抓住三个“褪了色”体会老人的无私，适
时让学生补充课前查找的关于海鸥老人吴庆恒的故事;抓
住“背已经驼了”体会老人年纪很大，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
十多年来，一到冬天每天坚持步行二十余里给海鸥喂食(因为
工资不多，全节省下给海鸥买饼干——无私，对海鸥就像对
自己的儿女。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基本都能抓住关键词句
体会文本表达的情感。有了第一部分的铺垫，第二个问题的
解决就显得水到渠成，因为学生已经知道如何品味词句，理
解情感了。

这节课带给我最深的一点感受是只要大胆放手，有方法的指
导，学生就能学得轻松，并且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因为他们自己也能找到答案，这是一件快乐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