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 地震中
的父与子教学反思(实用6篇)

企业标语的魅力在于它能够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企业的核心
价值和独特之处。企业标语的创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要
点和技巧？以下是一些突破创新的企业标语案例，一起来欣
赏吧。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一

《地震中的父与子》一课讲述的是有一年发生在美国的大地
震中，一位父亲冒着危险，抱着坚定信念，不顾劝阻，历尽
艰辛，经过38小时的挖掘，终于在废墟中救出儿子和同学的
故事，歌颂了伟大的父爱，赞扬了深厚的父子之情。

教学这篇课文，一是让学生感受父爱的伟大力量，受到父子
情深的感染；二是引导学生通过对人物外貌、语言和动作的
描写，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提高阅读能力。文中表现
父亲形象的内容有：父亲悲痛欲绝，但又重新挺立的画面；
父亲不听劝告，坚持挖废墟救儿子的画面；父亲孤军奋战，
伤痕累累的画面。在这三个内容中，第三个内容是最重要的，
一是因为这段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能给学生留下难
以磨灭的印象；二是这段话具有很强的辐射力，由这一小段
完全可以辐射前面父亲在绝望中重新挺立、人们再三劝阻父
亲依然坚持等画面。因此，只要抓住这个内容，即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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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作为文眼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先从时间上读
出父亲的累，然后试着用朗读表达这种累；再从“没人再来
阻挡他”研究人们产生这一变化的缘由，体会父亲的孤独和
苦闷；接着从父亲的惨样读出父亲沉甸甸的爱和饱含血泪的
情；最后深究父亲的精神支柱，提升形象。我是这样教这一
段的：“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作者为



什么不直接写挖了36小时，还要罗列这些时间呢？让学生明
白这样写，表现出了父亲救助儿子艰难的过程，更能体现父
亲执著的信念和父救儿所克服的巨大困难。紧接着我又说在
这个过程当中，父亲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一定经历了很多的
困难和危险，那么他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呢？你能想象出他的
内心吗？请你把你想象到的情景写下来。同学们写得非常好，
也体会得非常深刻。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二

《地震中的父与子》描写是是巨大的灾难面前，父与子凭着
坚定的信念创造了一个人间的奇迹。在教材的处理上，根据
教学要求和文本的特点把课文划分为两课时进行教学。两课
时的教学立足语文，紧扣文本，设定目标的时候，力求做到
简明，这样课堂上就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学生就能在
反复触摸文本的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感受，实现三维目标的有
效达成。简明的教学目标既贴近学生，使每个学生通过文本
的学习都能有所收获，有所发展。通过本文的设计、教学，
我对新课程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在教学中，我尽力落实新课
程的全新理念。

第一课时抓住“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这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句子，贯穿整个教学内容。通过旁人与父亲
的对比，体会出父亲那种近乎失常的举动背后，蕴含的坚定
的信念，体会深沉的父爱。通过揣摩父亲的心理来更好地多
元个性解读文本。

在学习重点句描写父亲动作，外貌的这句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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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通过反复朗读，以读带讲，每次的朗读都提出要求，提升读
的质量。多元解读，突出亮点。

词语教学这一环节，理解词语跟感知课文内容联系起来，在



对文中的词语进行梳理后分组进行教学。一组是地震后的场
面，通过选词说话的方式，来检查学生初读课文的效果，而
不是机械地说说词语的意思。一组描写父亲的神态认读并说
一段话，概括了课文的内容，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学生
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其语言的内化进而提高学生的表达能
力。可谓一举多得。

在教学中，也存在不足。一是在训练学生语言的表达时，设
计的形式变化还不够多。二是在重点段设计训练点的时候，
集中力量做一点，时间会更充裕效果会更好。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三

《地震中的父与子》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组的第一篇课文。课文讲述了有一年美
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时，一位父亲冒着危险，抱着坚定信念，
不顾劝阻，历尽艰辛，经过38小时的挖掘，终于在废墟中救
出儿子和同学的传奇故事。文章描写具体、情感真挚。

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坚强的儿子！这是本文给我们展示的
两个人物形象。如何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体悟父爱的伟大？
在反复研读课文后，我觉得要抓住课文的主线进行教学，通
过对父亲的感情变化来体现父亲对儿子的爱。

本课安排两课时进行教学。本节课教学的是第一课时的内容，
教学目标是：初读课文，完成生字教学，体会父亲的了不起。

在教学中，我先设疑，让学生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并配上
图片及解说，让学生对地震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个感性的认识，
为后面父亲克服一切困难救儿子做好铺垫。接着我用多媒体
出示本课的新词语，并将词语配上背景图、加上解说，然后
将词语串联成一句话，讲述课文的主要内容，同学们既认识
了词语又通过相应的配图理解了词语的含义和课文内容，这
样的生字教学方法新颖直观，图文并茂，学生易于理解，并



能很快记住这些新词语，我想这是高年级识字教学值得提倡
的方法吧。

在学生读通课文后，让他们找出课文的中心句，并抓住"这真
是一对了不起父与子"这个中心句，让学生在深入研读课文的
过程中去解决问题，体会父亲的了不起表现在哪些方面。特
别是课文中描写这对父子的外貌、语言、动作的词句，引导
学生去想象、体验。像"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
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这些数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
过程是异常艰难的，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反映的是父亲救孩
子所克服的巨大困难，体现的是父亲那执着的信念。通过对
关键词句的品读、理解、体会，真正让学生能通过语言文字
的感悟达到"心灵的感动"，从而使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体会到父爱的伟大。

新课程倡导：我们语文的教育要巧妙地架起文本与生活的桥
梁。课文中描写的是国外的一对父子，距离学生较远，学生
的理解不一定深刻。对此，教学中，我适时插播了5。12汶川
大地震有关图片，当悲伤的音乐响起，那仿佛来自天国的、
震撼灵魂的乐曲，荡涤着每个学生的心，撞击着每个学生的
灵魂，再加上我的描述，此时的课堂"无声胜有声"，师生的
情感得到了升华。那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让学生再一次
从心灵深处感受到爱的力量，感受到人间真情。

课的结尾，我出示了一个小练笔：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再次走
近父亲的心，已经坚持挖掘了36个小时，可是儿子还生死未
卜，这一刻，父亲会对儿子说点什么呢？就请你拿起笔，写
在书页的空白处。

这样的作业设计，不仅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异，而且让学生
换位思考，感恩于父母。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四

《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的是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中，
一位父亲奋不顾身地从废墟中救出儿子和儿子的同学的故事。
文章真挚感人，读后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我上的是这篇课文
的第一课时，我把“从课文的具体描述中感受到父亲对儿子
的爱，感受到父亲的了不起”作为本节课的教学重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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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课的教学难点。

（一）教学思路体现了“一条主线，两个场景”。条理清楚，
令人一目了然，突出了教学重点。“一条主线”就是感悟父
亲的了不起。“两个场景就是”：一是别人劝阻父亲别挖的
场景；二是父亲奋力挖掘38小时的场景。

（二）充分引导了孩子们读，让同学们在读中体会，读中感
悟，读时有层次感，有目的性。例如在重点段12自然段中，
我先引导孩子们读出父亲的累，然后通过想象写话，让同学
们带着想象读，读出感受。接着当学生明白父亲之所以能坚
持，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永恒的承诺，有希望，又要同学们带
着希望去读。在课堂上我采取了多种方式读，有评价读、范
读、想象画面读、引读，齐读等形式，在层层推进的朗读中
强化感受，促使感知转化为深刻的感悟。从学生的朗读中我
可以感受到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在不断升华。

（三）注重了学生的自读感悟，我让学生边读边写批画；抓
住重点词语，重点段落去理解课文，渗透了学法的指导。在
学生交流过程中，进行句子的对比，体会写作特点等语言文
字训练，使课堂教学比较扎实有效。

（四）贯穿了读写结合，给学生们练笔的机会。在这节课中，
我进行了“想象写话”，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让同学们
更深地走进父亲，情不自禁地感动于父亲的了不起。



（1）教学时间紧，学生自学时间偏短，写话时间、交流感悟
的时间也偏少。

（2）在教学中，我面带笑容，与文章那分深沉的基调不太协
调。

（3）课堂气氛不太活跃，学生的情绪没带动起来。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五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除了平时的安全教育课反复强调安
全，提高学生的安全自救能力外。在学科教学中也能很巧妙
的渗透安全教育。在安全教育渗透时，我们应从学生的生活
经验和已经有的知识背景出发，来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体现
“安全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来培养学
生的安全意识。如四年级下册19课《地震中的父与子》，要
学习孩子的镇定，父亲的坚持，最终父子劫后团聚，真是了
不起。找准时机让学生讨论：学习了这篇课文，我们应该在
危险的时候怎样脱离险境？在让学生把收集到地震逃生知识
给大家做介绍，在学校组织的安全演练中，学生就不会是茫
然的跟着跑，而是自然的运用知识进行练习。

我在上阅读指导课《爱的教育》让学生谈最让你感动的故事
时，有学生提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获勋章的小英雄》，
这个故事讲了老师带大家到市政府大楼参加一个颁奖仪式，
市长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叫皮纳多的少年，勇敢救起落水儿童
的事迹，并授予他勋章。学生在谈感受的时候，在别人遇到
危险的时候，要勇敢的伸出救援的手。我抓住时机提出质疑：
在那么湍急的河水里，就算是大人下去救，都感到困难，更
何况是一个小孩子下去救人，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我把问
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去讨论，最后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
是向大人求救，既不耽误救人的时间，小孩子又不会做出盲
目的牺牲。



以上事例说明，安全教育其实是可以渗透在语文学科教育中，
既不是让孩子被迫接受，而是自然而然的获得安全的知识。

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目标篇六

新课标指出“要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重视和关注青少
年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培养，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
和提高主要靠熏陶感染，而不是靠灌输。”我在《地震中的
父与子》这一课的教学中，紧扣这几点，突出人文性。

一、创设情境调动情感、缩短文本与学生的距离

这篇课文发生的背景是一次大地震，由于文本距离学生的现
实生活、知识面较远，因而我在教学时注意媒体的运用。上
课伊始，播放有关大地震的录象，教师谈话激情：“大家看，
一场大地震正在发生，一个儿子被埋在废墟中，父亲怎么办
呢?这节课,我们将一起读一读这个发生在地震中的故事。”
这样一下子就缩短了学生与课文的距离。

二、读中体验感受文本的震撼

这篇课文中父亲的情感变化是全文的主线，我以此为线索，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父亲的情感变化：着急、担心——悲
痛——坚定——激动——幸福。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合作者
的角色出现，通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采用自由读、个别
读、表演读、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将每一个学生带入课文
所表述的情景中，用语感连接学生的感官、感受和情感。让
朗读使学生与主人公共同体验，共同感受，让朗读使他们的`
心灵受到熏陶，从而实现文本的教学目标，感受文本的强烈
震撼，引起共鸣。

三、尊重学生的感受、体现人文性

在思考“为什么说这对父子了不起？”这个很有分量的问题



时，我让学生以四人小组合作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教师
巡回点拨。然后交流学习成果。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每个
学生在探究中都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感悟，在这里引导学生
主动探究，在相互合作中学生取长补短，加深理解和感悟，
通过交流讨论，丰富了个体探究所得。

四、升华感情、再现人文魅力

最后，我让学生讲讲他们父子、母子之间互相爱护、信任的
故事。有个学生讲的故事非常感人：有一次他爸爸抱着他下
楼，不小心摔一跤，但还紧紧地抱着他，结果导致他爸爸骨
折。此时此刻，学生对父爱母爱的理解是饱满的，触及到了
学生的灵魂深处，对其成长也会有深远的影响。我体会到语
文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语文。用文字展现生活实际，既能让
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精妙，又能融动学生内在情感世界。此
时，他们的所想所说都是情真意切，感受至极。在这里再现
了人文魅力。

在课文的学习中，我与学生随着这对了不起的父子一起经历
了磨难，经历了痛苦与喜悦，学会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
服输，我们陶醉于父子深深的情意中。我们，成长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