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艾滋病小斗士课文 艾滋病小斗士
教学反思(大全8篇)

诚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提高企业的信誉度和
竞争力。另外，总结要具备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个人主观
意见的干扰。接下来是一些诚信测试题目，让我们来检验一
下自己的诚信水平。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一

阅读教学的过程，是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对话的过程。
文本是对话的基础和依托，学生是对话的`主体，是教学活动
的主人。教师要在对话过程中合理调控，用心感悟，用情打
动学生，使学生在对话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感染，获得心灵的
洗礼。在执教《艾滋病小斗士》时我是这样处理的。

我请学生朗读开头结尾，让学生感受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
个快乐的日子里，恩科西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全世界人都
关注着他，为他感到惋惜。我问学生：“作者写这篇文章的
目的什么?”学生们回答：“是告诉我们要热爱生命。”“要
关心艾滋病人。”"遇到困难要坦然面对。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二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无私奉献”，《艾滋病小斗士》是本单
元的最后一篇，在单元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巩固运用的作
用。

课文讲述了南非黑人儿童恩科西身患艾滋病，一边顽强地与
病魔作斗争，一边关心与他一样患病的艾滋病病人的动人故
事。全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描写具体，用词准确生动，
融科学知识、语言积累、思想启迪于一体，为启迪学生的思
想智慧、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供了



很好的`凭借。

要想使学生被课文中的主人翁恩科西感动，首先作为授课老
师先要被感动。课前，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精心制作了课件，
然后带领孩子在多媒体教室完成了教学，我和孩子们在一些
图片及文字中被恩科西的坚强感动着。带着饱满的情感带着
学生走入文本，抓住课题为什么称恩科西是“艾滋病小斗
士”进行展开，你认为什么人可以称为“斗士”。学生踊跃
回答。通过老师的范读、指名读等方式让学生抓住文中的相
关词语和句子进行理解、感悟恩格西的“不幸、顽强、抗
争”。了解恩科西是如何与社会偏见作斗争和如何呼吁人们
一同关心其他艾滋病人的，从而加强对“斗士”的深层理解。
最后引出关注艾滋病防治问题的国际性标志——“红丝带”，
增长知识，了解它的象征意义。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三

我请学生朗读课文的第二段，说说恩科西的悲惨遭遇表现在
几个方面，学生们在朗读课文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悲惨表
现在三个方面：

1、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注定了即将死亡的命运;

2、在年幼(4岁时)时失去了母亲，缺少亲情;

3、受到别人的歧视、冷落，无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生们
在总结时对恩科西充满了同情，想想自己吧，年龄与自己差
不多的恩科西是多么的可怜!

学习第三段，我请学生读书思考："文中从哪儿看出恩科西是
艾滋病的小斗士?为什么?"学生们边默读边画出相关的语句，
并作了批注。我又请学生相互讨论发表看法，学生们总结出"
热爱生命、坦然面对、顽强斗争、关心他人、梦想未来"几点。
我请学生用上这些词以总分总的.形式说一段话，学生说："



恩科西是艾滋病小斗士，他十分热爱生命，能够坦然面对生
活，一边与艾滋病病魔顽强斗争，一边关心其他的艾滋病患
者，同时他还梦想着美好的未来。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斗
士!"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四

我有个习惯，每学期一开学我总要作个调查：在本册语文书
中你最喜欢那篇课文？为什么？并让学生以写话的形式完成
我的调查。这学期当然不例外。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
《艾滋病小斗士》这篇课文有着浓厚的兴趣。艾滋病小斗士
是谁？为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学生已然有了初步的了
解。

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我们将真正地来接触这篇课文，并且提
前一天布置了预习，那么课堂上如再来问“艾滋病小斗士是
谁？为什么称他为艾滋病小斗士？”已然没有的意义，只是
为问而问了。

初读这篇课文时，我把自己放在学生的立场上。阅读过程中，
我心中产生了疑问：

（1）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

（2）在南非，为什么每天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儿
降生？针对这两个微乎其微的疑问，教学中我引入了网络，
课堂上进行了“拓展阅读”，疑问迎刃而解。

教学片段一：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斗士”？

师：板书“斗士”。什么叫“斗士”？

生1：战场上杀敌的人。



生2：打仗很勇敢的人。

回答问题的两位同学都是男同学。在他们心目中，拼杀疆场
的人就是斗士。此时，我原本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们，“斗士”不仅仅存在于疆场，那些勇敢面对困难，勇于
与困难作斗争的人都可以称为“斗士”。也许是坚信听到的
不如亲眼看到的，我告诉的不如学生自己感悟到的。所以，
我让孩子们自己来判断。

师：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两位“斗士”。第一位就是——我输入
“张海迪”，点击搜索。利用广播教学，我让孩子们自己阅读
“张海迪”的内容。然后交流“在阅读过程中最震撼你心灵
的句子。”

生1：“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
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
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张海迪姐姐没有上过学，
但是她却学习了这么多课程。

师：所以说，我们，健全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奋学习。

生2：“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
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
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面对困难，她不沮丧、沉沦，而
是充满信心。

师：所以，她是“斗士”。

师：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位“斗士”是——我输入“海伦·凯
勒”后搜索，学生自行阅读。

师：今天我们认识的两位“斗士”。现在请你说说你知道
的“斗士”。



生1：桑兰。

生2：保尔。

师：现在请你来说说你对“斗士”的理解。

生：斗士其实是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人。

师：这样的人我们也称他们为“勇士”。

师：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位“小斗士”（板书“小”并在
“小”下面加了一点），既然是小斗士，那他是一位——
（生：孩子）。这位南非的儿童名叫——（生：恩科西），
他是一位艾滋病小斗士。（板书“艾滋病”，齐读课题）

读师范时，我们的语教（语文教学）老师就告诉我们，教学
一篇课文时，课题的导入很关键，要简洁、迅速，不能拖泥
带水。让听课的人着急、等待。而我今天的导入却是如此烦
琐。但学生却在烦琐中有了收获。有了进步。这样的烦琐，
值！！

教学片段二：什么是艾滋病？

师：你了解艾滋病吗？

生1：我知道如果一个孕妇得了艾滋病，那么他肚子里的宝宝
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

生2：我知道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比如有个针头刚给一
个艾滋病人用过，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用，这个人就会传染
到艾滋病。

生3：我知道艾滋病是不会通过拥抱、握手传染的。

师：看来，同学们对于艾滋病了解的还真不少。那就让我们



再来了解一下艾滋病。我输入“艾滋病”点击搜索。（学生
阅读后交流）

师（总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是我们全人类的天灾。

生：艾滋病发源于非洲，1979年在海地青年中也有散发，后
由移民带入美国。

师：所以，“在南非，每天都有近200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
儿降生”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人一旦传染上艾滋病病毒
后究竟会怎样呢？让我们来看几张艾滋病患者的图片。

学生看图片时，嘴里不断地发出“恩、啊、呀”的声
音，“恶心”这个词语不断地从孩子们嘴里蹦出。此时，再
来理解、体会恩科西的“不幸”“顽强”便水到渠成。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五

《艾滋病小斗士》写的是一位南非黑人男孩恩科西坦然地面
对生活，面对可怕的艾滋病，一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
边关心和他一样患病的儿童的动人事迹。《语文课程标准》
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活动。有效
的对话莫过于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融合，而要达到这个
目的，就要在课文阅读至情深意浓处让学生用练笔来表达心
声、宣泄情感。

我在教学《艾滋病小斗士》一课时，读到“恩科西是一个黑
人男孩......不久母亲又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一处时，为
小恩科西的无辜、失去母亲的悲痛及无法避免最终的悲惨命
运深深叹息，我认为此处是一个空白点，可以让学生在旁边
做上批注。通过课前上网查询，第一课时的教学及学生对文
本资料的阅读，学生感受到了恩科西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心
被强烈地震撼着，写出来的批注催人泪下。如在教学第五自
然段“不是......而是......”“一边......一边......”



两组关联词语时，先让学生说说用了2对关联词讲了哪两层意
思，然后让学生说说他是如何坦然生活的、怎样关心患病的
儿童的做了哪些事，最后在旁边做上批注。

这些看起来似乎“无”的空白之处，其实渗透着极丰富
的“有”，为学生的想象留有极大的空间。所以，我利用好
这些空白，让学生写起来，感受恩科西与病魔作斗争的经历。
阅读教学的过程，是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对话的过程。
文本是对话的基础和依托，学生是对话的主体，是教学活动
的主人。教师要在对话过程中合理调控，用心感悟，用情打
动学生，使学生在对话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感染，获得心灵的
洗礼。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六

在教学本课中老师事先查找资料，了解艾滋病。然后注重情
感的感染。要想使学生被课文中的主人翁恩科西感动，首先
作为授课老师先要被感动。带着饱满的情感带着学生走入文
本，抓住课题为什么称恩科西是“艾滋病小斗士”进行展开。
你认为什么人可以称为“斗士”。学生踊跃回答。通过老师
的范读、指名读等方式让学生抓住文中的相关词语和句子进
行理解、感悟恩格西的“不幸顽强抗争”。了解恩科西是如
何与社会偏见作斗争和如何呼吁人们一同关心其他艾滋病人
的，从而加强对“斗士”的深层理解。最后引出关注艾滋病
防治问题的国际性标志——“红丝带”，增长知识，了解它
的象征意义。

课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的拓展。“你还认为那些人可以称为
斗士”，顿时教室沉静下来，我把张海迪、海伦·凯勒的故
事讲给学生听，让他们知道那些勇于与困难作斗争的人都可
以称为“+6斗士”。“我们怎样也能成为小斗士呢?”学生的
思路涌动起来，他们分别从面对困难和挫折去谈了自己的看
法。



《艾滋病小斗士》这一课的教学,不但除了让学生去感悟恩科
西的精神以外，而且让学生对了解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知识,知
道它的传播途径，从而学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七

《艾滋病小斗士》讲述的是南非儿童——恩科西艾滋病顽强
斗争并号召全世界人民都来关心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我们现
在的生活似乎距离艾滋病还很远，怎样让孩子们既对艾滋病
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同时又能在学习课文时领会小主人公
顽强斗争的精神，并懂得正确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挫折甚至
灾难，树立一种坚强的人生观？1、有机拓展相关知识，为课
文学习作铺垫。由于学生课前没有有效的途径自己搜集资料，
为了让学生对艾滋病这种可怕疾病有个初步认识，教学中，
我就地取材，从课文中挖掘了一些语言，让学生初步感受，
同时运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一些图片，学生对艾滋病有了感性
的认识，为学习下文设下感情基调。2、研习文本，体会人物
品质。本堂课教学的是第一课时，主要让学生感受恩科西所
遭受的不幸以及初步感受恩科西面对病痛和挫折顽强不屈的
品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研读文本的'方式让学生深切感受，
通过抓关键词语品读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和个性化的解读引
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近人物。不幸的遭遇是小主人公恩科西
无法改变的，在不幸的命运面前，恩科西没有选择悲观失望，
而是坦然面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教学中，主要
引导学生抓住句子“他竟然一直挺到了上学的年龄”中
的“挺”字和第五自然段中的两组关联词语来感受恩科西的
顽强与付出的不懈努力。

艾滋病小斗士课文篇八

《艾滋病小斗士》是五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本课讲述的是
南非儿童――恩科西怎样和艾滋病顽强斗争并号召全世界人
民都来关心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似乎距
离艾滋病还很远，所以怎样让孩子们既对艾滋病能有一个科



学的认识，同时又能在学习课文时学习小主人公的顽强斗争
的精神，正确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挫折甚至灾难，树立一种
坚强的人生观，这是这篇课文想要告诉读者的。

全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描写具体，用词准确生动，融科
学知识、语言积累、思想启迪于一体，为启迪学生的思想智
慧、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供了很好
的凭借。

由于学生课前没有有效地途径自己搜集资料，为了让学生对
艾滋病这种可怕疾病有个初步认识，教学中，我就地取材，
从课文中挖掘了一些语言，让学生初步感受，同时运用多媒
体课件出示一些图片，学生对艾滋病有了感性的认识，为学
习下文设下感情基调。

教学中，主要采用研读文本的方式让学生深切感受，通过抓
关键词语品读句子、有感情的朗读和个性化的解读引领学生
走进文本，走近人物。不幸的遭遇是小主人公恩科西无法改
变的，在不幸的命运面前，恩科西没有选择悲观失望，而是
坦然面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教学中，主要引导
学生抓住句子“他竟然一直挺到了上学的年龄”中的“挺”
字和第五自然段中的两组关联词语来感受恩科西的顽强与付
出的不懈努力。

艾滋病虽然离学生很遥远，但是文本所要传递的精神却是每
一个孩子都应该铭感于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