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模板8篇)
教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学
习效果。掌握好编写初二教案的方法和技巧，能够提高自己
的教学水平。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一

结合课文的内容发挥想象完整准确的表达意思。

记得这些场景，更记得这幅画面。（板书：地震中的父与子）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回忆文中感人的画面：

（1）学生回忆，读语句。

（2）出示画面：画面一：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
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

画面二：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
都是血迹。

画面三：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
会来救我，也能救大家。因为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你总
会和我在一起！不！爸爸。先让别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
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论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总会跟
我在一起。”

（3）总结方法：在众多画面的描写当中都运用了什么方法呢？
（板书：语、言动作外貌、神态）

3、这是怎样的一对怎样的父与子？是什么使了他们战胜困难？



（板书：了不起。父亲：信守诺言、坚…忍不拔、永不放弃、
恪守承诺、有责任感。儿子：信任父亲、勇敢、先人后己）
出示：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总结：儿子的了不起是因为他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是因为
父亲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对儿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思考：

（1）这段话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意思？（阿曼达信任父亲、勇
敢、先人后己的品质。也可以从中渗透出父亲平时对阿曼达
的影响）

（2）围绕中心意思，用怎样的方法和内容表达？（方法：描
写方法。）

2、学生写文

3、学生汇报，教师指导。

（1）可以运用的：环境描写。

内容：激励同学，回忆父亲平时的教导，平时的影响，运用
文中的文字……

（2）范例中的彩色文字和空白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写。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语文教案－地震中的父与子。

2．读懂课文，使学生受到父子亲情的感染，受到“爱别人以



及做人应有责任感”的教育。

教学重点、难点：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通过这件事怎样体现出父亲对儿子的
爱。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秋天的怀念》，体验到了母亲对孩子无
私的爱，今天，我们再来体验一下生命中的另一份重要的、
伟大的爱——父亲的爱。

板书课题：地震中的父与子

二、初读课文

1．读通课文，注意读音。

2．再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后，一位父亲在
希望非常渺茫的情况下救出了自己的儿子。）

三、小组自学课文

1．理清课文脉络。

2．课文结尾说这对父子了不起，为什么这样说？谈谈你的看
法。

思考课文应该分成几大段？每一段主要写的是什么？



四、讨论交流

1．课文结构：

第一段（1）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人们受到了伤害。

第二段（2～23）一位父亲去儿子的学校，历尽千辛万苦，终
于把儿子及其同学救了出来。

第三段（24）父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2．读文章的第2～23自然段，具体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找
出重点的词，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案《语文教案－地震中的父
与子》。

父亲了不起是因为：坚定、疾步、埋头、满脸灰尘、布满血
丝、衣服破烂不堪

儿子了不起是因为：不要害怕，我不怕藏（板书）

3．通读全文，加深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的中心思想。

（1）这篇课文告诉了我们什么？（父爱是伟大的、无私的，
它无处不在）

（2）学生参照板书，逐步思考，独立概括中心思想。

五、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受

1．结合生活实例，教育学生学会关心别人，尤其是父母。

2．了解父母的生日和父亲节、母亲节的具体日期。

3．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父母恩情的事。



教案点评：

本课通过教学最终要让学生深知为人父母，最疼爱的是自己
的子女，而作为子女，最应报答父母的恩情。孝敬父母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基本独立学习了《秋天的.怀念》之后，
这篇课文更应放手让学生自己学习。主要通过阅读、思考、
自学、讨论、感情地朗读课文，弄清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通过这件事怎样体会出父亲对儿子的爱有。同时还要将这种
德育和美育的渗透落实到学生的生活实际，所以教师又有意
识地安排了“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受”的教学环节，让学
生了解父母的生日和父亲节、母亲节的具体日期，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回报父母恩情的事。

探究活动

以“父与子”为主题，小组合作编写小剧本，然后排练表演。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三

知识与技能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理解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文中的佳句；领悟作者抓住人物
外貌、语言、动作进行描写，反映人物思想品质的表达方法。

3.从课文的具体描述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以及儿子从父亲
身上汲取的力量。

过程与方法

通过朗读课文，合作探究掌握本课知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体会父爱。

从课文的具体描述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以及儿子从父亲身
上汲取的力量。

一、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1、同学们你们觉得什么叫亲情，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呢？

2、板书课题

3、看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二、自学练

1、学习课文生字

2、我会看拼音写词语。

三、大班展练

1、一个小班展练字音；提醒学生应注意的问题。

2、一个小班展练字形，包括重点字，难点字，笔顺等；

3、一个小班展练词语，包括近反义词等；

4、一个小班展练运用，包括造句等。

四、拓展练习

正确书写生字词语；完成语文家作；词语手册。

一个小班展练运用，包括造句等。



五、拓展练习

正确书写生字词语；完成语文家作；词语手册。

一、复习导入

1、认读词语。

2、回顾课文内容。

3、过度

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知道这对父子在地震中所经历的事
情，歌颂了伟大的父爱，赞扬了深厚的父子之情。

二、自学自练

1、自由朗读课文，说说从哪里看出父与子的了不起。

2、用――画出文中让你感动的句子，并在小组内谈谈各自的
体会。

3、课文第二十自然段，父亲颤抖的说“出来吧，阿曼达！为
什么颤抖的说，应该高兴才对。

4、文中细致的描写了父亲和儿子的语言、外貌、动作，勾画
出来，并谈谈你的感受和体会。

5、你认为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我们来评一评。

6、句子赏析

8、阿曼达在废墟下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请把你想到的写
下来。



三、大班展练

1、一个小班展练问题1、2、3

2、一个小班展练问题4、5、6

3、一个小班展练问题7、8

四、巩固练习

1、抄写生字新词。

2、朗读课文，把故事讲给别人听。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四

1、（板书：地震）这是前几天电视、报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一个词，看到这个词，你会想到哪个特殊的时间？（2008年5
月12日14时28分）。哪个特定的地点？（四川汶川）。又会
想到哪些人？（灾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消防队员、
党和政府领导人、志愿者……）你能用上刚才的时间、地点、
人物说说发生在汶川的事吗？（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
川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
民的帮助下，灾区人民坚强地和困难作斗争。）

（一位父亲安顿好自己受伤的妻子，去救儿子，许多人都阻
拦，随时有大爆炸的危险，父亲不顾危险和阻拦，一直挖下
去，38小时过后，终于挖到了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同学，父亲
对儿子的爱是很深的。）

2、你觉得这是一对怎样的父与子？

（这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板书：了不起



二、重点研读，品味感情

1、为什么说这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啊？请大家默读课文，
把相关的语句画下来，在你的四人小组中讨论。（学生读课
文并在小组中讨论）

2、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为什么说这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
先请同学读一读自己画出的句子，再说一说自己的体会。

（我从这段话感受到了父亲的了不起。“他挖了8小时，12小
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
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父亲在废墟中
挖了36个小时，真了不起。）

（36小时，两个白天一个黑夜，父亲没吃没喝没睡，多么伟
大呀！）

4、你从这段话中还体会到了什么？

（在废墟中挖了36小时的父亲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
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

学生齐读“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
处都是血迹。”

5、联系我们前面看到的录像，读了这句话，你仿佛看到了什
么？

（我仿佛看到他36小时没有睡觉，加上劳累与焦急，父亲的
双眼布满了血丝。）

（我仿佛看到钢筋刮破了父亲的衣服，尖锐锋利的玻璃、破
碎的瓦片戳破了父亲的手，割伤了父亲的腿，到处都是血迹。
）



（为什么不直接写他挖了36小时，而要从8小时开始写起？）
（为什么没有人再来阻挡他？）

（为什么父亲挖了36小时，挖得那么辛苦疲倦仍然不放弃？）

出示：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
挡他。

他挖了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

（这样写，更能体现时间的漫长，挖掘的艰难。）

8、你能把你的感受通过你的朗读表达出来吗？（生朗读）

9、为什么父亲挖了36小时，挖得那么辛苦疲倦仍然不放弃？

出示：“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师板书：不论……总……

10、在地震中，（在课题的“地震中”下画波浪线）发生了
什么？联系上文说一说。

（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三层教学楼，已变成一片
废墟。）

（就在他挖掘的时候，不断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看
到这片废墟，他们痛哭并大喊：“我的儿子！”“我的女
儿！”哭喊过后，便绝望地离开了。）

出示：废墟绝望阻挡危险摇头叹息……

11、面对这么多的困难，父亲停止挖掘了吗？（他仍然在埋
头接着挖。）



（不论废墟下的儿子是死是活，我总要找到他。）

（不论有多少父母绝望地离开，我总不会停止挖掘。）

（不论有多少人阻挡我，我总会挖掘下去。）

（不论在废墟中挖掘有多么危险，我总会坚持挖下去。）

（不论挖多长的时间，我总要找到自己的儿子。）

（不论有没有人帮助我、理解我，我都要坚持挖下去。）

13、总之，（生齐读）不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总之，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生齐读）儿子在等着
我。

14、永远要跟儿子在一起的执着让阿曼达的父亲变得多么的
了不起啊。（生齐读）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
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
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播放小提琴演奏《沉思》）假如他
就是你的父亲，看到他为了找到废墟下的你，30多个小时，
顾不上喝水、吃饭，更顾不上睡觉；没有人理解他，更没有
人帮助他，他仍然在不停地挖呀，挖呀；他满脸灰尘，双眼
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还是在不停地挖
呀，挖呀。此时此刻，你会怎样读这段话？（生朗读）（热
泪盈眶）

15、你的朗读打动了我的心。请同学们轻轻的闭上眼睛，老
师来读这段话，让这位了不起的父亲走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三、抓补白点，升华情感

2、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呢？你找到了哪些语句，
说说你的体会。



师板书：儿子

（我找到了这段话：“不！爸爸。先让我的同学出去吧！我
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论发生什么，我知道你总
会跟我在一起。”让别的孩子先出去，阿曼达是多么无私呀！

2、你对阿曼达在瓦砾堆下的漫长等待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呢？。

（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等？）（阿曼达在瓦砾堆下会想些什
么呢？）

（当阿曼达等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仍然没有
等到父亲的到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会说些什么呢？阿曼达
又会怎样回答？）

3、同学们提出的哪一个问题引发了你的思考，把你想到的说
给你的同桌听。（同桌讨论，教师倾听并参与到学生的讨论
中去。）

4、把你想到的说给大家听。

（在黑暗、狭小、拥挤的空间里，阿曼达和其他的13个孩子
在焦急地等待救援，有些同学在哭泣。）

（废墟下的阿曼达在想：只要爸爸活着，就一定会来救我，
也能救大家。）

（当阿曼达被困在教师的墙角的时候，阿曼达会焦急地
说：“爸爸，您快来救我啊！”当阿曼达等了8小时，12小时，
24小时，36小时，仍然没有等到父亲的到来的时候，阿曼达
可能会说：“爸爸，您怎么还没有来救我呀？”一个同学说：
“你的爸爸不会来救你了。”阿曼达坚定地说：“我的爸爸
一定会来救我。）”



（瓦砾堆下，没有水，没有食物，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空
气也越来越浑浊。7岁的阿曼达，经过两天一夜的等待，一定
是渴极了，饿极了！）

6、对父亲的无限信赖让阿曼达充满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心和
力量。坚信父亲会永远和自己在一起让阿曼达变得多么的了
不起呀！请男、女同学分别读读这两段话。

出示16和23自然段。

7、这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创造出了地震中的奇迹。请同学们齐
声朗读课文的结尾。

8、是什么把地震中的父与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

（是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是儿子对父亲的无限信赖，将地
震中的父与子紧紧联系在一起。）

师板书：父子情深

四、回归整体，感悟写法。

1、课文中的哪句话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子情深呢？

(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一起。)

2、类似的话在课文中反复出现，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这句话就像一根纽带，将地震中的父与子紧紧联系在一起。
）

3、当父亲疲惫不堪，就要倒下的时候，是这句话给了他无穷
的力量——

生齐读：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一起！



4、当儿子饥渴难耐，难以支撑的时候，是这句话给了他无尽
的希望——

生齐读：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一起！

生齐读：地震中的父与子

6、让我们记住——

生齐读：“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解放军总会跟我们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
消防队员总会跟我们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和总理总会跟我
们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全国人民总会跟我们在一起。

8、让我们一起对汶川人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总
会跟我们在一起。

五、课外延伸，开拓视野

让我们把父子幸福相拥的镜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课后，请同学们完成小练笔，并读一读朱自清先生的《背
影》。

板书设计：

17地震中的父与子

父亲：挖不论……总……

了不起父子情深

儿子：等只要……就……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领悟作者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进行描写，反映人物
思想品质的表达方法。积累文中关于人物外貌、语言描写的
佳句。

3、从文中的具体描叙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及儿子从父亲身
上汲取的力量。

教学线索：“无论发生什么，我总和你在一起”贯穿全课的
教学。

教学重点：从人物的动作、语言描写中感悟人物的情感，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听写引入

1、生字新词

混乱昔日废墟绝望破烂不堪挖掘获救

2、用上这些词语，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二、品读课文

（一）初悟“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1、展现当时情景：



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30万人受到伤害。那是怎样的灾难哪？
（背景音乐渲染当时的场景）那个昔日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
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就这样变成了废墟。“父亲眼前一片漆黑，
（屏幕背景变黑的）大喊：“我的儿子！”跪在地上大哭一
阵，想起了自己常跟儿子说的一句话：

课件出示：（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板书：
语言）

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学生说理解）

2、创设情景体会

师：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爸爸是这样和孩子在一起
的：

阿曼达在和同学踢足球，腿骨折了，疼得直流眼泪，爸爸的
做法是——

（预设：父亲带着阿曼达去医院，帮助他恢复健康！）

阿曼达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退步很快，爸爸的做法是------

（预设：鼓励孩子，天天陪伴孩子学习，帮助他尽快提高）

阿曼达在摔交比赛中取得了胜利，爸爸的做法是-----

（预设：带着孩子开车兜风，请孩子吃饭•••••）

现在不测风云降临于阿曼达，他被压在废墟下，生死未
卜——

（预设：父亲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找到他。）

（引读不论……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份责任和爱心始终在父亲
的心头。

（二）深悟“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1、自主学习4——11自然段，从父亲的动作、语言的描写中
体会父亲在拯救儿子的过程中的信念。（板书：动作语言）

2、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引导。

当其他孩子的父母哭喊着绝望离开时，阿曼达的父亲

当消防队员告诉他随时发生爆炸，必须赶紧离开时，阿曼达
的父亲

当警察劝他赶紧回家时，阿曼达的父亲

人们以为他是精神失常，摇头叹息着走开时，阿曼达的父亲

过渡：在常人看来的确是精神失常了。

3、想象营救过程中父亲的表现

出示：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来阻拦他。
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是血迹。

师：这段话很简约地描写营救过程中爸爸的神态、样子，给
了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这两天两夜父亲到底是怎样做的呀！
我们静静的思考，选择其中一个内容说话。（出示）

8个小时过去了，

12个小时过去了，

24个小时过去了，



36个小时过去了，

（学生交流想象的内容）

4、朗读体会儿子的坚定信念

师：在历经了饥饿、疲倦、危险，在历经了38小时不懈努力
后，奇迹终于出现了，课文接下来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
（老师把这对父与子的对话打到了大屏幕上，）请同桌之间
合作练习读这部分内容。

再请两名学生读-----评读和教师导读---再次指名读---男女
生合作读

四、总结学习《地震中的父与子》公开课教案设计精品

1、情感升华---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让我们再次回味这个感人的故事

【出示：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师：当地震瞬间来临，让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的时候，一
位父亲便开始了艰难救助儿子的历程，因为他要信守自己的
诺言，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师：当所有人都在绝望中劝说这位父亲离开的时候，他的心
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

2、作业布置。

让我们再回读感人至深的一幕，把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最打动你的（指板书：神态、动作、语言）父亲和儿
子的某句话、某个眼神、某个动作抄写下来。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六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老师们：

上午好！

从八月的贵州之行，到十一月的武汉参赛，在这几个月的时
间里，我思索，我探寻，我不断走进文本，贴近学生。这个
过程是艰难的，也是快乐的。它促使我在专业上更快的成长，
它将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珍贵的回忆。感谢全国小语会为我们
语文老师搭设这样一个梦想舞台，感谢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
洒下辛勤汗水的人，感谢为我这堂课付出无数心血的领导们、
专家们、老师们。

《地震中的父与子》是一篇表现特殊环境下的父子之情的课
文，内容浅显，但内涵深刻；语言平实，但令人震撼。这是
一篇老课文，很多名师都上过这一课，光是人教网上挂出的
教学设计就有好几个，要寻求突破与创新很难。学生的生活
经历与文本有较大的差距，怎样才能在学生与文本之间搭设
一座桥梁，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深入文本，受到感染和熏
陶呢？反思我的教学，我觉得自己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以疑促读，简化教学环节

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怎样才能“充分
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我觉得，教
师应该教在学生有疑处。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提
高教学的效率。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为主体，以疑
问促阅读，并相机渗透读书方法的指导。回顾这一堂课，整
个阅读教学的过程，就是一个质疑解疑的过程，是一个学生
自主实践、自行发现、自我建构的过程。大家看，上课伊始，
学生针对课题质疑，从而带动了全篇的阅读；之后，学生针
对父亲在废墟中挖掘的语句进行质疑，感受到了父爱的深沉



伟大；接着，学生针对阿曼达在废墟下的等待质疑，进一步
体会到了阿曼达的了不起。以疑促读，简化了教学环节。这
堂课的教学目标单纯明确：通过课文的具体描述感受父与子
的了不起。教学结构简单朴实，体现了高年级阅读教学的特
点。一个中心词“了不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两个板块，
感受父与子的了不起，清晰明了；一条主线，“不论发生什
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贯穿全过程。删繁就简，集中
目标，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学生去自主活动，促使每
一个学生都获得了发展。

小学语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领悟作者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进行描写，反映人物
思想品质的表达方法。积累文中关于人物外貌、语言描写的
佳句。

3、从文中的具体描叙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及儿子从父亲身
上汲取的力量。

教学线索：“无论发生什么，我总和你在一起”贯穿全课的
教学。

教学重点：从人物的动作、语言描写中感悟人物的情感，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 听写引入

1、生字新词



混乱 昔日 废墟 绝望 破烂不堪 挖掘 获救

2、用上这些词语，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二、品读课文

(一)初悟“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1、展现当时情景：

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30万人受到伤害。那是怎样的灾难
哪?(背景音乐渲染当时的场景)那个昔日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
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就这样变成了废墟。 “父亲眼前一片漆黑，
(屏幕背景变黑的)大喊：“我的儿子!”跪在地上大哭一阵，
想起了自己常跟儿子说的一句话：

课件出示：(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板书：
语言)

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学生说理解)

2、创设情景体会

师：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爸爸是这样和孩子在一起
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份责任和爱心始终在父亲
的心头。

(二)深悟“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1、自主学习4——11自然段，从父亲的动作、语言的描写中
体会父亲在拯救儿子的过程中的信念。(板书：动作 语言)

2、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引导。



当其他孩子的父母哭喊着绝望离开时，阿曼达的父亲

当消防队员告诉他随时发生爆炸，必须赶紧离开时，阿曼达
的父亲

当警察劝他赶紧回家时，阿曼达的父亲

人们以为他是精神失常，摇头叹息着走开时，阿曼达的父亲

过渡：在常人看来的确是精神失常了。

3、想象营救过程中父亲的表现

出示：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来阻拦他。
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是血迹。

师：这段话很简约地描写营救过程中爸爸的神态、样子，给
了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这两天两夜父亲到底是怎样做的呀!
我们静静的思考，选择其中一个内容说话。(出示)

8个小时过去了，

12个小时过去了，

24个小时过去了，

36个小时过去了，

(学生交流想象的内容)

4、朗读体会儿子的坚定信念

师：在历经了饥饿、疲倦、危险，在历经了38小时不懈努力
后，奇迹终于出现了，课文接下来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老
师把这对父与子的对话打到了大屏幕上，)请同桌之间合作练



习读这部分内容。

再请两名学生读-----评读和教师导读---再次指名读---男女
生合作读

四、总结学习 《地震中的父与子》公开课教案设计精品

1、情感升华---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让我们再次回味这个感人的故事

师：当地震瞬间来临，让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的时候，一
位父亲便开始了艰难救助儿子的历程，因为他要信守自己的
诺言，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师：当所有人都在绝望中劝说这位父亲离开的时候，他的心
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

2、作业布置。

让我们再回读感人至深的一幕，把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最打动你的(指板书：神态、动作、语言)父亲和儿子
的某句话、某个眼神、某个动作抄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