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姿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走姿教案反思篇一

《最后的姿势》这篇课文是根据四川发生的汶川地震而改编
的。课文以感人的笔触，记叙了地震来临的瞬间，谭千秋老
师伸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守护四名学生的感人事迹，赞扬
了谭千秋老师恪尽职守、大爱无私的思想感情。

在进行这课的教学时候我主要抓住了四处教学描写，感受其
预示着什么。

（1）天空阴沉沉的。（预示着地震来临。）

（2）忽然，课桌摇晃起来！整个楼房都摇晃起来！地震！
（要体会连用3个感叹号的表达效果。语调越来越高，越来越
急促。）

（3）楼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
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楼房马上要坍塌，情况十分的危机，
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4）地动山摇。碎裂的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下来，楼房塌
陷了……（这样的环境描写预示着谭千秋老师将要遇难，他
的姿势成为永恒的瞬间。）

抓住这四处环境描写，分析谭老师是如何做的呢？让环境描
写衬托人物，这就是对谭千秋老师的正面描写，重点抓住谭
老师在地震到来和楼房即将倒塌的时候说的话和所做的事，



组织学生通过朗读和表演反复体会，真正体会谭老师是怎样
诠释爱和责任的，感受谭老师对学生大爱无私的情感。学生
也能真正明白了诠释的意思了，不是简简单单能用解释来说
明的。

那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在教学中，我重点抓住
了“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用
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这句中的动词“撑”组织教
学，让学生表演，让学生说说从“撑”中能感受到什
么？“撑”看出了谭老师用出了所有的力气，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了水泥板，自己却被砸的血肉模糊，这时，学生真正明
白了什么是爱。这样的爱是一种大爱，无私的爱。当讲到这
儿时，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教学时，我还抓住了“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成了他生命
最后的姿势！”让学生理解体会，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是谭
千秋老师逝世时候的自然姿势，也正是这个姿势护住了四个
学生，充分看出谭老师这种恪尽职守、舍己为人、大爱无私
的情感。我让学生联系上文当地震来临时，谭老师正在给学
生们上课的内容进行探究，谭老师给学生讲人生的价值，那
谭老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那就是为孩子，为他人。谭老师
最后的姿势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姿势，是诠释爱与责任
师德灵魂的姿势。这时，再让学生说说课文为什么以“最后
的姿势”为题时，学生都能滔滔不绝说上半天。

但在钻研教材的时候没有太深，凭自己理解上课，在这课中
忽略了侧面描写的学习。还有就是我上课时候太过注重形式
了，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以后的教学中引以为戒
的内容，要特别注意。

走姿教案反思篇二

《最后的姿势》是根据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汶川地
震中的真实事件改写的。课文以感人的笔触，记叙了地震来



临的瞬间，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护卫四名学
生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学生的无私大爱。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是以《最后的姿势》为题时更是觉得非常
感人，题目就有很深的含义。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细细的研
读，认真的备课。在教学这课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觉
得自己这堂课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课前我布置学生收集资料：

1、了解5.12大地震的概况，收集地震的相关的资料、图片和
感人故事，以便课堂中交流。

2、收集谭千秋老师的资料及纪念谭老师的有关文章、诗
歌。5.12大地震轰动世界，学生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子，收
集资料的任务触动了学生的记忆和情感，许多感人的画面，
故事涌上他们心头。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为课文的学习
埋下情感伏笔，在第一课时的交流中，学生情绪激动，眼含
热泪。

“这是一个怎样的姿势？”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研读课文。学
生很快就找到了“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是谭老师的最后姿
势。

叙事性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是细节，研读这些细节描写有助于
学生体会谭老师舍己为人的伟大人格。课文中对地震发生时
的场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这些场景描写渲染了人物出
场的情景，升华了人物的.精神品质。我通过指导学生感情这
些句子，体会谭老师在地震来临之时，在生死攸关之际，谭
老师做出生命最后的抉择，用身体守护学生。他张开的双臂，
是坚定的责任，是无声的大爱。

为了立体的体现人物的品质，课文第三部分引用最有说服力
的三位人物的话语，侧面烘托谭老师的英雄壮举。教学时我
没有急于去提炼、总结人物的品质，而是让学生去读出自己



眼中的谭老师的形象，进而理解“最后的姿势”所蕴含
的“爱与责任”最后的人生意义。

课结束前，我又补充了抗震救灾中其他老师的感人事迹，他
们那感人的最后的姿势让学生震惊了，他们感动极了。我也
感动极了，为那些英雄老师而感动，为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而感动，纵观全课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在教学中，我
虽然抓住了“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
桌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这句中的动词来组
织教学，但没有扣住“撑”让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说说
从“撑”中体会到了什么？“谭老师这一撑，撑出了什
么？”的课文补白，如果这样去深挖文本的话，人物形象会
更丰满、更高大，这样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产
生更深远的影响。

走姿教案反思篇三

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过去已1年多了，然而大地震中
涌现出的许多感人事迹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
反而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了人们的心里，留在
了课本中，电影里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最
后的姿势》是苏教版六年级上册新入选的一篇课文，讲述的
就是地震中谭千秋老师誓死护卫学生的故事。

初读课文，让我感触颇多，勾起了对这一事件的众多回忆，
我不停地搜索着相关资料，力求让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对谭
老师的精神有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针对这课的教学我认为有以下两个亮点：

一是脉络清晰，主线明显。本课的教学重点十分明确，即对
谭老师精神的感悟。怎样才能让学生深刻感悟到这一情感呢？
经过细读文本，我发现文章为了更好的烘托人物运用了大量
的侧面描写，何不此为突破口呢？于是，在第一课时中，我



重点抓住环境描写让学生感悟；第二课时，则抓住其他人物
的语言描写展开。这样一来，学生学得轻松，也较好的解决
了教学的难点。

二是重视朗读，尊重个体。以读为本，以读代讲，在阅读中
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
基本的表达方法。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出自己的判断。是新课标的要求。本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
这一观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是指名读、
分角色读、小组读还是齐读，都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感悟去读，
因为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次听他们读完后学生又
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收获与成功。

当然，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课文的整体把握，面
对新生问题地处理机智等，如何更好地解决，终将成为鞭策
我前进的动力。

走姿教案反思篇四

经过第一次课的“试验”，我在短暂的“痛苦”之后振作了
起来，听了科组老师们给我提的意见，中午修改完课件，梳
理好思路后继续在五（1）班试教。

可能是因为第一课时解决了“读通课文”的问题，还安排了
理顺“写作思路”的环节，每个学生至少度过3次课文的基础
上，我“删繁就简”，重点抓了3句话：“谭老师立即将他们
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
学生。”“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后
脑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
四个学生都还活着！”“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成了他生命
中最后的姿势！”

第一处是在环境描写之后谭老师动作的.生动描写，其实这就
是谭千秋老师“最后的姿势”的一个正面的描写；第二处是



通过第一个发现谭老师的救援人员的话去把谭老师“最后的
姿势”再一次深化；第三处是课文内容的升华，是真正描
写“最后的姿势”的句子。

这次课堂上，我死扣这三句话，学生的理解课文内容很好透
彻，尤其是在读到救援人员发现谭千秋老师的文字描写时，
我发现有几个学生的情感发生变化了，几个控制不住的学生
留下了眼泪，我知道这也是我追求的课堂效果，只要学生流
眼泪，我的教学目的就达到了，只要学生动情了，“三维目
标”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达到了，我“乘胜追
击”，让学生想“血肉模糊”和“后脑深凹”是什么一个场
景，我感觉到学生身上都起鸡疙瘩了，有一位女生居然哭出
了声音来了。接下来的获救的学生的回忆、谭老师身边的同
事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言语不需要老师繁琐的讲解了。后面
的“张看双臂，护住学生”的“生命中最后的姿势”的理解
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第二次执教《最后的姿势》开始找到一点感觉了，这样一来，
大北小学的课就有信心很多了。但信心归信心，上这样的课
一定要上出点味道了，单单抓那“三句话”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还是考虑这个课时怎样弄得“充实”一点了。

于是我在后面挤出了10分钟，让学生看一组谭千秋老师牺牲
后的图片，再配上一些“煽情”的朗诵，配一首悲一点的乐
曲，目的是深化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升华学生的感情。
出示一组图片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说话训练”——“在
谭老师的追悼会上，加入你是获救的四个学生之一，你会对
谭老师说：……”最后还要用到“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提名
奖的颁奖词”，当时想，用这些内容主要是让学生在背景音
乐的渲染下心灵受到一次震撼。让他们永远记着这个在生死
攸关的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回头看看40分钟的课堂，10多个环节的“轮回轰炸”，只要
有两三处是精彩就可以了，遍地开花，也不大可能，因为这



么短的备课时间，容不得我多想，也不能多想。教学语言的
组织职能“临场发挥”了，能整理好课件，记住那“八大环
节”就不错了。

走姿教案反思篇五

《最后的姿势》是根据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汶川地震中的
真实事件改写的，。课文以感人的笔触，记叙了地震来临的
瞬间，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护卫四名学生的
感人事迹，展现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学生的无私大爱。当
我看到这篇文章是以《最后的姿势》为题时更是觉得非常感
人，题目就有很深的含义。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细细的研读，
认真的备课。在教学这课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觉得自
己这堂课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课前我布置学生收集资料：1、了解5.12大地震的概况，收集
地震的相关的资料、图片和感人故事，以便课堂中交流。2、
收集谭千秋老师的资料及纪念谭老师的有关文章、诗
歌。5.12大地震轰动世界，学生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子，收
集资料的任务触动了学生的记忆和情感，许多感人的画面，
故事涌上他们心头。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为课文的学习
埋下情感伏笔，在第一课时的交流中，学生情绪激动，眼含
热泪。

“这是一个怎样的姿势？”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研读课文。学
生很快就找到了“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是谭老师的最后姿
势。

叙事性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是细节，研读这些细节描写有助于
学生体会谭老师舍己为人的伟大人格。课文中对地震发生时
的场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这些场景描写渲染了人物出
场的情景，升华了人物的精神品质。我通过指导学生感情这
些句子，体会谭老师在地震来临之时，在生死攸关之际，谭
老师做出生命最后的抉择，用身体守护学生。他张开的双臂，



是坚定的责任，是无声的大爱。

为了立体的体现人物的品质，课文第三部分引用最有说服力
的三位人物的话语，侧面烘托谭老师的英雄壮举。教学时我
没有急于去提炼、总结人物的品质，而是让学生去读出自己
眼中的谭老师的形象，进而理解“最后的姿势”所蕴含
的“爱与责任”最后的人生意义。

在学完这篇课文后，我又让学生读了几首小诗，这几首诗分
别以谭千秋老师的学生、妻子、女儿、母亲的角度去写的，
我让学生在配乐声中去朗读，读着读着，我分明看到了学生
感动的泪水，听到了哽咽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心中对谭老师
的感动得到了升华。

纵观全课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

一、课一开始，我没有让学生观看地震发生后惨不忍睹的一
个个场面。这一情景的再现，可以很快的把同学们带回那次
地震，使他们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这样的情感导入对课
文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二、在教学中，我虽然抓住了“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
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
这句中的动词来组织教学，但没有扣住“撑”让学生进行表
演，让学生说说从“撑”中体会到了什么？“谭老师这一撑，
撑出了什么？”的课文补白，如果这样去深挖文本的话，人
物形象会更丰满、更高大，这样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更深刻的
印象，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