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优
质11篇)

文明礼仪不仅体现了家庭教育的质量，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文明程度。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文明礼仪总结，可以借
鉴相关领域的优秀总结范文或模板。社会上的一些优秀文明
案例，鼓励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礼仪修养：【案例】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真挚情感，树立热爱
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2、理解文中含义深刻句子的意思。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理解信中“我”的呼吁，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
怀念和对和平的无比渴望。

2、难点：理解“世界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
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等句子的意
思，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观念。

课前准备：

学生完成课前学习单，教师准备ppt及相关教学视频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2、回顾课题质疑。围绕课题，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并尝试
着解决。知道了这个中国孩子是——生：雷利；他发出
了——生：“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呼声，以及
他为什么要发出呼声——生：为了父亲。（板书）

3、是什么夺走了雷利父亲的生命？（预设：战争！）

二、品读第二部分

1、品读重点语句，体会世界的不太平

（1）当今世界环境如何？是否还有战争？请同学们默读6—9
自然段，找到相关句子，在旁边写写你的感受。

预设1：“但是，51年后的今天，和平之神并没有永驻人
间。”

谁能联系上下文说说“永驻”是什么意思？

从哪里能体会到“和平之神并没有永驻人间”呢？请结合你
综合性学习搜集到的关于战争的资料，以及最近你看过的一
些新闻，跟你同桌讨论讨论。

（同桌讨论分享）

结合你找到的资料，谁来说一说。（请生发言，师相机评价。
）



（出示战争死亡人数数据ppt）这些有利的事例和数据都告诉
了我们，正是因为有局部战争的存在，所以——生：和平之
神并没有永驻人间。

还有哪个句子也能看出来世界不太平？

预设2：“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
世界并不太平，

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
的‘和平之花’。”

为什么“和平之花”带双引号？（预设：引号是比喻的意思，
这里把和平比作花朵，说明和平像花朵一样虽美，但是娇嫩，
容易被摧残。）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刚才有同学提到了就在本月14日，美英法攻击叙利亚首都大
马士革，老师这里有一段记者采访战后叙利亚儿童的视频，
看完了视频，你一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请你边看边
想，等会我们来交流。（看《叙利亚》战争视频片段）

请生回答。带着你的理解朗读。全班跟着他齐读。

总结：和平就像花儿一样，虽美，却易残。只要有局部战争
的存在，这个世界就难保太平；只要有那罪恶的子弹存在，
娇嫩的“和平之花”就难以盛开。所以，和平需要全世界人
民的共同捍卫！

2、理解作者的呼声，培养热爱和平的情操

（1）当大量的残酷的战争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和
雷利一样发出怎样的呼声？——生：救救孩子们，要和平不



要战争！

你觉得他的呼声，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父亲而发出的吗？

还为了谁发出呼吁？

为了母亲不再失去儿子，为了妻子不再失去丈夫，为了孩子
不再失去父亲，

全世界应该一致行动起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让那已经
能够听到脚步声的21世纪，为战争敲响丧钟，让明天的世界
真正成为充满阳光、鲜花和爱的人类家园！”（板书：和平
之神，永驻人间）

你从这句话中读出了什么？

雷利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呼吁，这个句子用了什
么修辞手法？

这种用法的好处是什么？（预设：语气强烈，层层递进。）
请你示范读一读。

总结：这是一个排比句，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
对和平的无比渴望，同时也表达了所有中国孩子“要和平不
要战争”的共同心声。一起读。

雷利还可能为了谁发出呼吁？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心中的期盼，我们无法阻止战争，但是
我们能不断壮大和平的力量。让我们将心中的渴望化作我们
共同的声音。

配乐男女生分读。

三、拓展阅读，延伸感受



1、这仅仅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吗？不是的，这是国际
上千千万万儿

童的呼声！雷利把他的呼声写成了一封信，有一个孩子，则
把他的呼吁写成了一首诗，那就是第15课——《和我们一样
享受春天》。

2、（配乐出示《和我们一起享受春天》全诗）带着提示语中
的几个问题，

请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地读一读这首诗。

3、你有没有发现这首诗的1—4小节，在表达方式上有相似的
部分？（本来···可是···）

4、本来是怎样的？现在又变成什么样了？能不能用自己的话
说一说？

5、小结：前四小节都描述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
宁。

6、选了哪四个地方来表现不安宁呢？用“00”请出来。

7、四个疑问句只表达了疑问吗？你还读出了什么情感？

8、总结：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疑问，更是对战争的控诉与
抗议。

9、配乐，四人分读。

四、总结提升

无论是小英雄雨来还是夜莺，无论是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加
利的中国孩子亦或是希望全世界孩子都能享受春天的诗人，
他们都对和平充满了热爱与向往。如果每个人都能呼唤和平，



热爱和平，那么娇嫩的“和平之花”，一定能在世界各地欣
然绽放！让我们最后再和雷利一起深情呼唤：要和平不要战
争！

五、板书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这篇精读课文属书信体文章，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
书长加利的一封信。信中缅怀父亲——一个为维护世界和平
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并代表中国孩子呼吁国际社会：一
致行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课文饱含着一个孩子失去亲
人的悲愤和对和平无比渴望的真挚情感。

这封信首先表达了“我”和妈妈对加利先生的问候和深深的
谢意；接着深情回忆“我”的'爸爸出征前后的情景，在悲痛
中怀着自豪和崇敬，并表示要向爸爸学习，用生命捍卫和平；
最后，呼吁国际社会一致行动起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

1、认识18个生字，学会14个生字。正确读写“执行、维护、
给予、素质、沉浸、凯旋、遗体、硕士、贡献、圣坛、威胁、
呼吁、妻子、充满”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表达的真挚情感。

4、能联系实际谈自己学习课文的感受，树立热爱和平、维护
和平的信念。

理解信中“我”的呼吁，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



和平的无比渴望。

认识“世界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
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树立维护和平的观
念。

1、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教师相机点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2、以朗读训练为主导，穿插语言文字训练，培养学生朗读及
运用语言文字能力。

3、以情境教学为主线，调动学生情感，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音乐磁带、多媒体课件、字词卡片

两课时

1、掌握生字词；

2、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生字词卡片

1、学生自由读课文，自学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画出不理解的
地方。

2、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学生评议，纠正不正确的读音。

（2）采用“小老师”的方法，学习生字新词，教师相机点拨。

3、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这封信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4、练习：抄写课文生字新词。



22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救救孩子们，

要和平不要战争！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1、观看央视国际4套上播放的伊拉克专题，加上教师录制的
音乐和旁白。

2、抽学生说说自己看了之后自己的感想。

3、教师小结：战争是无情的，战争是残酷的……今天，让我
们一起去聆听一个中国孩子的呐喊吧！

学生齐读课题，再读。

效果很好，哀婉的音乐与悲惨的景象呼应，很快就为本课的
学习定下了“基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课文，体会思想感
情做了一些铺垫。

多媒体出示自读要求：

思考并勾画句子：

1、作者的爸爸是个怎样的人？（用横线勾出）

2、当今的和平环境怎样？（用波浪线勾出）

3、作者为谁呼吁？（用着重符号标出）

学生自由读课文，勾画相应句子。



这几个问题提得比较好，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课文，把握了课
文的重点。只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学生受前面“哀婉”基调
的影响，虽是让自由朗读，学生却都是默默地朗读，不管怎
样，只要学生是在“读”，就是可以的，不一定非要出声。

1、教师：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学生：爸爸是个出色的人。我们能够从“我的爸爸精通四国
语言……”看出来。

教师：请你再读一读，读出自豪的感情。

学生：我的爸爸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我们可以从“两年以前，
我亲爱的爸爸作为……”看出来。

教师：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看出爸爸是个热爱和平的人。

学生：“爸爸的嘴张着……”

教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略）

教师：罗老师找到一个句子。“我至今都忘不了……”。你
能看出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学生：是个爱妻子，爱孩子的人。

教师：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教师：“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你体会到什么？

学生：我能从这里体会到爸爸的尽职尽责。

教师：请同学们互读互评。（学生读，较有感情。）



教师用学生“找”和自己“引”的办法初步让学生掌握了课
文的部分内容，“拉”得比较快。目的显然是为后面“突出
重点”——感情朗读做一些准备。

2、教师：下面我请三个同学分段朗读课文的三至五自然段，
要读得好象在和父亲面对面地交流。

学生读，比较好，全体学生自发鼓掌。

教师：我们把第三自然段读一读，体会低沉、坚定的思想。
（学生读）

教师：可是当作者看到爸爸的灵柩时，心情怎样？（由激动
到悲伤），请大家再读“现在……浸满了凝固的血。”（齐
读）

教师：嘴张着，在呼唤什么？我们该怎样读？谁来给大家示
范一下。

抽读，一学生读得很到位。

教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读出心底的呼唤。

全班再读。

教师：“我”的爸爸本来还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他是
精通四国语言的……（学生回答：经济学硕士）。请大家读
四自然段。

教师：自豪的“味儿”不够，请大家再读一遍。

学生再读，很有感情。

展示“万人送英雄，鲜花赠英模”的画面。加上背景音乐和
一个孩子对爸爸缅怀的旁白，课堂上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



罗老师对于这个环节的处理是很精彩的，重点指导了学生的
朗读，以读悟情。我觉得也可以从爸爸和我们“相约”，到
我们“如约”前往，再到爸爸的“失约”，这样可以更清楚
地理清文章的线索，后面探讨爸爸“失约”的原因。这和重
点指导朗读并无矛盾。

教师：爸爸为和平献出自己的生命，却“死不瞑目”，原因
是什么？

多媒体出示：“世界并不太平……”一段。学生齐读。

学生列举自己收集的资料。

教师：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组数据。（主要是一些战争中
带来灾难的数据统计。）

教师：同学们，如此娇嫩的和平之花怎么经得起战争的摧残？
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地球的呻吟》。

地球的呻吟

地球把它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它从来不懂得自私和吝啬，

总是倾其所有。

可是人类，

曾经和正在做着多少惭愧的事情——

在共同的家园里厮杀，

为野心和贪欲去争斗，



用刀枪去撕裂土地，让马蹄去践踏丰收，

硝烟窒息儿童的歌声，

鲜血染红清澈的河流……

教师：地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可罪恶的战争却……
（引用上面诗句中的话）。所以，这个中国孩子会向国际社
会呼吁。想想，他为什么呼吁？呼吁什么？（学生回答）

抽读课文七自然段。

地球的呼声

隔海相望的陆地，

都伸出友谊之手，

相视一笑，

泯灭旧日的怨仇。

没有掠夺者的咆哮，

也没有反抗者的怒吼。

人们彼此赠送的礼物，

是平等、自由。

齐读。

教师：孩子们，为了制止战争，让世界充满爱，我们能够做
点什么呢？



多媒体出示：让和平驻人间，让世界充满爱！（音乐响起，
《让世界充满爱》）

教师：让我们一起呼吁，一起疾呼！连读两遍。

罗老师的这节课上得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许多听课的老
师也不禁落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情景的创设，还有
感情朗读的导引。另外，拓展阅读也做得不错。只是我觉得
教师的“导引”多了一些，学生“自主”的空间相对被压缩
了，如果从倡导互动学习的角度，本课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强
调互动学习的方案。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一、教学目标 ：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两条绿线内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通过阅读课文，感悟雷利与爸爸诀别时的悲痛心情和制止
战争的决心。体会他从心底里迸发出的让世界真正成为充满
阳光、鲜花与爱的美好情感。

二、教学时间：1课时。

三、教学准备：开展"世纪回望，百年战场"的活动：收集有
关战争的图片、资料，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了解，扩大学习
本课的知识背景，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四、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新课。



1、让学生汇报课前收集的资料。

2、师述导语 ：当人类满怀和平的渴望步入21世纪的时候，
战争却仍在这个星球继续......愿这些战争的画面能够到此
静止、凝固--成为历史。这就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顺词句，读通课文。遇到不
懂的词语，尽量自己动手扫清障碍。

2、检查自学效果：指名轮读课文，理解生词意思。

(三)再读课文。

1、学习课文第一段。

(1) 自由读课文第一段，讨论："秘书长为什么评价他爸爸是
一个卓越的观察员？"

(2) 齐读。

2、学习课文第二段。

(1) 学生自由读这两个自然段要怎样读？为什么要这样读？

(2) 指名读，评议，练读。

(3) 全班练读第二段，读出雷利与爸爸依依不舍的语气。

(4) 学生自读第三段后，用悲伤的音乐作背景，让学生配乐
朗读。

3、学习课文第三段。



(1) 师述：爸爸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了，作为儿子的"
我"怎样呢？

(2) 自读课文第四五自然段，用自己的话说说雷利的决心与
呼吁。注意用上"弥漫"、"威胁"、"娇嫩"、"比例失调、""制
止"、"充满"等词。

(四)齐读全文。

(五)注意书信的格式。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教材简析：

这篇精读课文属书信体文章，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
书长加利的一封信。信中缅怀父亲一个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献
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并代表中国孩子呼吁国际社会：一致行
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课文饱含着一个孩子失去亲人的
悲愤和对和平无比渴望的真挚情感。

这封信首先表达了我和妈妈对加利先生的问候和深深的谢意；
接着深情回忆我的爸爸出征前后的情景，在悲痛中怀着自豪
和崇敬，并表示要向爸爸学习，用生命扞卫和平；最后，呼
吁国际社会一致行动起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

教学目的和要求：

1、认识18个生字，学会14个生字。正确读写执行、维护、给
予、素质、沉浸、凯旋、遗体、硕士、贡献、圣坛、威胁、
呼吁、妻子、充满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表达的真挚情感。

4、能联系实际谈自己学习课文的感受，树立热爱和平、维护
和平的信念。

教学重点：

理解信中我的呼吁，体会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和平的无
比渴望。

教学难点：

认识世界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
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树立维护和平的观念。

教学方法：

1、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教师相机点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2、以朗读训练为主导，穿插语言文字训练，培养学生朗读及
运用语言文字能力。

3、以情境教学为主线，调动学生情感，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教具准备：

音乐磁带、多媒体课件、字词卡片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目的：

1、掌握生字词；

2、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具准备：

生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1、学生自由读课文，自学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画出不理解的
地方。

2、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学生评议，纠正不正确的读音。

（2）采用小老师的方法，学习生字新词，教师相机点拨。

3、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这封信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4、练习：抄写课文生字新词。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六

思想品德要求：

通过阅读课文，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要坚决反
对各种战争；体会孩子呼吁和平、渴望世界和平的真挚感情。

知识要求：

学习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信中都写了哪些内容；
积累印象深刻的词句。

能力要求：

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能举出例子说明“世界
并不太平”；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的真挚感情；有



感情的朗读课文。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展开想像，体会中国孩子和平
的真挚感情。

常规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联合国简介

三、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中国孩子雷利为什么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写信？

2、信中主要写了什么事？

四、自学生字词

1、读准字音

2、记清字形

3、理解词义

五、学习课文

1、学习信的第一自然段，讨论：这段中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2、读读这一段



六、课堂作业

第二课时

继续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找出信中哪些内容是作者回忆的？从他的回忆
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小组讨论，全班讨论

3、点拨：爸爸的嘴张着，孩子想到了什么？

4、读最后一个部分课文

a、五十一年前和五十一年后各指哪一年？

b、五十一年后是什么情况？读读课文

c、举例说说你对这段的理解

d、老师用现在发生身边的事实说明“世界并不太平”

5、讨论对作者呼吁的理解

6、带感情读课文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七

1、认识卓、盔等7个生字，会写牺牲等14个生字；能正确读
写执行、维护、给予等词语。

2、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真挚情感，树立热爱
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的含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两课时

同学们，我们都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着。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安定的生活并不属于每一个孩子，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
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

2、多媒体配乐播放战争场面及战争中人们的悲痛与无奈。

3、看到这些情况你们想说些什么呢？

过渡：是呀！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祈盼
和平的降临，因为生平意味着生的希望，意味着能心情享受
阳光。同学们，今天教师想带大家一起走近一位中国孩子，
一位曾经被战争夺去父亲的生命、饱尝推动亲人痛苦的孩子，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孩子内心的呼声吧。（出示课题）

1、请同学们快速朗读课文，读完后想想：信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它着重写了什么？

2、检查生字，掌握情况。

3、请同学们重点朗读课文二、三、四自然段，想一想：这几
段话中哪些地方给你的印象最深刻，请找出来，再谈谈自己
的体会。

4、集体交流：哪些地方让自己的印象最深刻？交流时，要特
别关注下列语段，并按语段后的教学步骤，指导学生体会。

（语段：两年多来，我们全家沉浸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中，
我至今都忘不了，爸爸临上飞机前对我和妈妈那深情的目光。
他说：孩子，等爸爸回来，我一定送你一顶蓝盔。我们与爸



爸相约，等爸爸凯旋的那一天，我们要带着最美的鲜花迎接
他。）

1）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

2）雷利写信时想起爸爸那觉悟的目光和坚定的话语，他的心
情会是怎样的？应怎样把这种心情读出来。

3）指导朗读

（语段：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
来的。我们如约捧着鲜花，接到的却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
遗体。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了凝固的血。
爸爸的嘴张着，仿佛在呼唤着什么。啊！我听见了，妈妈听
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全世界都听见，他呼唤的是：
和平！和平！和平！）

1）朗读这段话，一边计一边想：读着这段话，你仿佛看到了
什么？

2）如果当时你面对些情景，会有怎样感受？

3）指导朗读。

（语段：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硕士，
本来他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却被战争夺去了宝贵的
生命。他的死是光荣的，他是为和平而倒下的，他倒在了维
护世界和平的圣坛上。今天，我要向爸爸献上一束最美的鲜
花，因为他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战士。）

1）哪些同学对这段话的印象最深刻，谈谈自己的感受。

2）本来。。。。却被，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5、对于在维和行动中壮烈牺牲的父亲，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



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学生齐读一名卓越的观察员，在执行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体现了人道与公正的素质。

6、怎样理解卓越人道与公正的素质？

7、伴随着音乐，让我们和雷利一起再次缅怀用生命保卫世界
和平的爸爸，齐读课文二、三、四自然段。

听写本课新词。同桌互相检查。

2、默读课文五、六、七自然段，边读边想：这几段话中哪些
句子让你学得最难理解，请画出来。

3、着重理解下列句子：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世界并不
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
娇嫩的和平之花。

a你从这句话中能体会到什么？

b结合课前你们收集的资料，举出具体事例，请你在四人小组
内说一说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c过渡：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更是无情的。只要有罪恶的子弹
存在，和平之花就容易被摧残。难怪作者会说---今天，我们
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世界并不太平，不少
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不威胁着娇嫩的和平
之花。

4、战争给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灾难，，那些深爱战争
苦难的孩子，他们过着怎能样的生活呢？我这儿有一份资料，
大家可以小声地读一读。



（出示数据资料：

在过去10年里，200多万儿童在战争中被杀死，另有600万儿
童受伤，100万儿童成为孤儿。

87个国家的儿童生活在6000万枚地雷的阴影中。每年陆续有1
万名儿童成为地雷的受害者。

目前世界各国约有30万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军队中当儿童兵，
许多人还不到11岁。）

5、读了这份资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7、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
了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欢乐。正因为这样，作者在文章最
后发出强烈的呼吁。鼓励学生反复朗读最后一段，边读国体
会作者的情感，边读边表达自己的感受。

2、从大家的发言中，我能感受到你们以地和平的期盼。让我
们再来读一读课文最后的这段话，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深的
感受。

3、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最后一段。

短暂的40分钟的课堂让我们无法停止对和平的呼唤。和平、
和平、和平的心声永不停息。同学们行动起来吧！我们可以
利用课余时间给那些深受战争苦难的外国小朋友写封信，也
可以召开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主题班会。因为，让和平永
驻人间不仅是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
人们的共同心愿！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八

1、理解“蓝盔、军事观察员、联合国、卓越、罪恶、呼吁”



等词的意思。

2、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真挚情感，树立热爱
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

3、通过查找资料，理解“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这句
话的意思。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以情促读，以情促悟。以孩子的呼声这一段作为教学的切入
点，先是以孩子发出了什么呼声，再通过回忆父亲感受失父
之痛促使学生理解孩子的呼声，最后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当今
世界还不太平再次促使学生深切感受孩子发出的呼声。三次
出示的孩子呼声体现了层次，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中积累语言，
培养语感。

师：同学们，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但是，并不是每一
个孩子都拥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区还弥
漫着战争的硝烟。

课件出示

师：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有多少人伤痕累累，有多少人
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齐读课题）。

质疑：读了课题，有什么想知道的？（为什么发出呼声？发
出什么呼声？）

1、自读课文、出示“联合国、蓝盔、军事观察员”相关资料。

2、解决质疑的问题。师：是不是知道这些就可以了？今天我
们还要透过语言文字用心来感受作者的呼声。



（一）、出示孩子呼声这一段。指名读。

（二）、感受“失父之痛”。

1、自读课文，用记号划出描写父亲的相关句子，然后读一读，
说说你从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怎样的父亲。

2、反馈。

句1：两年以前，我亲爱的爸爸……

从这句话中，你知道了什么？理解“卓越”。

句2：两年多来，我们全家……

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了什么？这一去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指名读爸爸的话。（深情）

句3：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

师读这一段，同学们闭上眼睛，你好象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

指名说。

出示填空，填一填，看看这些词填与不填有什么不同？

（师随机点拨）

指导朗读。

句4：我的爸爸精通四国语言……

（三）、再读孩子呼声



师：同学们，一个军事观察员，一个爱妻爱子的爸爸、一个
出色的经济学硕士，就这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这是多么令
人心痛，而对于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更让他懂得了战
争的残酷，和平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和雷利呼吁。朗读。

（四）、感受世界的不和平。

学生交流资料谈感受。

师出示有关图片。

看了这些资料，你有什么想说的？

读“但是世界并不太平……”

（五）、再读孩子呼声。

师：同学们，这一组组照片、数字刺激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视
线，更刺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呼吁。齐读。

四、升华情感，呼吁和平。

师：同学们，相信大家的呼声一定能感动罪恶的子弹，“和
平之花”将永远灿烂，看，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美丽的。看图。

和平鸽已经展翅飞翔，让我们拿起笔，也来写上几句和平的
话。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九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和平的情感

2、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含义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难点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含义

设计特色引导探索、自主、合作

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一、揭示课题、质疑导读

1、请大家看屏幕上的这个人谁认识？

2、此时此刻，看到这个场面，你想说什么？

3、九年前就曾发生过同样类似的悲剧。这节课老师将要和同
学们一起阅读一封信。一封由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
长加利先生的信，去倾听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二、自由读书，深入理解

1、自由读：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法读，有哪些没有读懂的地
方画上问号，问号鱼的时间里，我们大家将一起讨论。

三、研读体悟，合作探究

1、学生答疑质难、老师随机进行点拔



2、创设情境、感情朗读孩子那渴和平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
了我们在座的心，谁能带着这种情感来读孩子的呼声。

3、加顾画面理解句子尽管我们憎恨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
对现实，让我们先回顾不久前曾发生的不堪回首的血腥画面，
真正理解战争的罪恶。思考题：“说说你对”世界并不太平，
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
的“和平之花”的理解。

四、延伸拓宽，积累运用

五、实践活动：

六、激情朗读、升华情感

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现在许多国家的孩子正在饱受战争的
煎熬，与他们相比，你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一定要珍惜今
天的幸福时光，好好学习，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繁荣富强。全体学生起立大声疾呼：我们要和平，不
要战争。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十

学习目标：

1．认识18个生字，学会14个生字。正确读写执行、维护、给
予、素质、沉浸、凯旋、遗体、硕士、贡献、圣坛、威胁、
呼吁、妻子、充满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信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所表达的真挚情感。

4．能联系实际谈自己学习课文的感受，树立热爱和平、维护



和平的信念。

教学重点：

通过对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与感悟，与小作者产生情感上
的共鸣，呼吁和平。

教学难点：

课文第6、7自然段，有语句涵盖内容丰富，有的词句含义深
刻，是学生理解的难点。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堂内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
最古老的标语(出示多媒体课件：四海之内皆兄弟)

生：我认为孔子的学生很友好，因为四海之中不一定都是好
人，而他都能把别人当成兄弟、朋友，他是个很宽容，很友
好的人。

师：这是我们中国人，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生：很自豪。

师：好，请坐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看大屏幕，
预备起：

生：齐读四海之内皆兄弟



师：请大家读出自豪的感觉。

生：再齐读四海之内皆兄弟

二新课教学

师：通过我们继续深入地学习《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这篇
课文，一定会对我们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说的这句话有更深
的体会。请同学们翻开书，齐读课题22（预备起）

生读课题

师：是哪个国家的孩子？再读课题。

生再次齐读课题。

师：同学们了不起，老师一点就读得非常好了。

师：昨天我们初步学习了这篇课文，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词
是什么？

（生断断续续地说昨天，）

师：你直接说是哪个词？

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词是和平

师：（面向全体学生问）你们是不是？

生：是。哪位同学上来把和平这个词写下来？

（生纷纷举手）

师：你们班写字写得最好的谁？



（生齐说某个同学的名字）

师：你来，你把和平两个字写在这儿，（师指着黑板）

我们平时一想到和平这个词就容易想到哪个词？

生：我们平时一想到和平这个词就容易想到战争。

师：和平与战争总是非常矛盾的结合在一起，谁来写战争？

（指名上台写在黑板的右下方）

（一生举手，师说，来，你来，拿话筒）

生：这封信讲了我和妈妈对加利的问候和深深的谢意，然后
讲了我对爸爸深情地回忆和深切的怀念，最后写了我呼吁全
世界维护和平，制止战争。

师：请坐下，说得多么好！

（生自发掌声）

师：从同学们的掌声中，我能听出来，你昨天学得非常认真，
而且你把这句话用上了先写什么，然后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说明你是个思维非常连贯的孩子。

师：好了，昨天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现在请大家用笔勾画
出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语句或者是段落，可以作一点批注，
开始（读书）

生：默读课文，圈点勾画

（师巡视课堂，提醒已经勾画出来的同学坐好，再巡视其他
学生）



师：勾画好了的同学等一等其他同学，再想想为什么这个地
方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师再巡视，生继续作勾画和批注）

生：齐说，好！

生：我最感动的有两句话，是在第四自然段的第二三句话，
（生读句子）。我从这两句话感受到一个孩子很高兴等待爸
爸回来，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象，她心里多难过呀。

师：请坐下，老师刚才听到这个同学说到了一个词，不知大
家注意到没有，如果注意到了请大家在书上画下来如约。

（师，副板书如约一词）

师：一想到如约这个词，你会想到上一自然段的那一个词？

生：我会想到相约。

师：它们都相约了什么了呀？同学们拿出书来读一读，齐读。

生：读我们相约迎接他。

生;齐读。

师：同学们读到这个地方时，心情怎么样？

生：我们读到这里心情很悲伤。

师：你的心情很悲伤？

生：（继续说）因为他们相约等爸爸凯旋的那一天，拿最美
的鲜花去迎接他，本来很高兴的心情变得很悲痛了。



师：请坐下，说得多好。这位同学能联系上下文来体会文章
的情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是啊，没有想到机场
一别竟会是一家人的永别（师异常激动）怎能不让人伤心？
同学们，让我们拿起书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

师：现在，起

（生读文，读完这两句后停了下来，师提示继续读下去，生
又继续读。）

师：老师不仅听出了同学们的悲痛，还听出了同学们发自内
心的呼声，让我们再读一读这段最后一句话，让加利秘书长
能听到我们雷利的心声。

师：啊,我听见了，起

生：读文

生：齐答能！

生：这句话每一部分都有听见了只是前面（师打断：有几个
听见了？）

生：齐说，四个。

师：还有几个什么？（生纷纷举手）

师：一起说。

生：三个和平。

师：（再对刚才发言的哪位同学说）刚才对不起，老师打断
了你，你接着说只是什么？

生：只是前面都是写什么人。



师：（加上手势）先说再说再说最后说（师生一问一答），
范围慢慢扩大。

（师生共同读这句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师：从同学们的掌声中，老师知道大家已经把这句话深深地
刻在了心里，记在我们的脑子里，现在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这
段文字里，用我们的心去感受。

播放课件：灵柩回来了，凄楚、哀婉的背景音乐响起

师：请同学们看着大屏幕，前面的文字我们照着读，后面的
文字我们背。

师：（深情的叙述）孩子们，蓝盔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可
爸爸是躺在灵柩里回来的。看着大屏幕，把心沉一沉、压一
压，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生齐读）

师：同学们，从你们深情地朗读里，我相信雷利一定会感动，
加利一定深受感动。

生：爸爸是精通四国语言，出色的经济学硕士。

师：谁再来介绍爸爸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爸爸还是个热爱和平的人。

生：我认为爸爸是一个能用自己生命保卫和平的光荣战士。

师：爸爸是这么一个人，他现在离开了我们，我们心里感觉
怎么样？

生：很悲伤。

师：悲伤、难过，是啊，还有吗？



生：很沉重。

生：读第五自然段

师：爸爸倒下了，可是战争停止了吗？课文哪些在写战争还
没停止？

生：课文的6、7自然段。

师：读到课文6、7自然段，同学们都想到了些什么？

生：我想到了现在战争还在爆发，战争还在威胁着伊拉克的
小朋友那娇嫩的生命。

师：请坐下。你把书读活了，（面向全班）这位同学从书上
哪一句话想到的？

生：第七自然段第一句。

师：除了想到伊拉克孩子以外，你还想到了什么？可以结合
你收集的资料谈谈。

生：我还想到了反法西斯战争。

师：什么时候？

生：51年前。

师：51年前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中国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个代价我们中国人体会深不深？（生齐答：深！）可是战
争还在继续，从这位同学的发言里，我们听出了他的担心，
（面对发言的同学）你已经跳出了这篇课文在思考了。

生：我还想到了日本攻打我们中国。



生：一想到战争，我仿佛听到了炮弹炸响的声音，飞机的轰
鸣声和孩子们的哭声。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孩子一张张流着泪
的`脸。

师：说的多好呀！从孩子们的叙述里，我们已经把文字变成
了一幅幅画面，想到这些，我们的心情能高兴吗？拿起书再
读一读这段文字。

生：读第七自然段。

师：和平之花是娇嫩的（副板书娇嫩），老师这儿准备了一
个短片，相信大家看完以后一定会把这段文字读得更好。

（师生齐看大屏幕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画面及统计数据）

师：看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情写在脸上。

师：看完以后让我们再次拿起书，把我们看完后的心情读出
来。

生：读第七自然段。

师：(饱含深情的)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让多少像雷利一样的
家庭妻离子散，战争又让多少原本美好的家园毁于一旦，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雷利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发出了
呼吁。（板书：要不要）

救救孩子们，（生读呼吁的内容）

师：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联合国在总部大堂挂上了这幅标语
（师指向大屏幕四海之内皆兄弟）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呼吁，
生再读（呼吁的内容）

师：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你、我、我们大家、我们所有
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应该深深地发出我们的呼吁救救孩子们



（生三读呼吁内容）

师：二十一世纪已经来到，可是战争的丧钟还没有敲响，今
天战争仍然充斥在世界各地，孩子们学完这篇课文，你想说
点什么？思考一下，把它写下来。（生写话）

师：抽生念所写内容。

生：我想说，让世界没有战争，只有和平，让娇嫩的和平之
花不受伤害。

生：让和平永驻人间，让战争消逝在过去。

生：如果加力看到这封信一定会尽全力去制止战争。

生：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朵娇嫩的和平之花。

生：我们一定要维护和平，不要让那些无辜的生命因为战争
而失去，让和平永驻人间。

师：还有很多同学想说想写，写完后可以送给同学，还可以
送给老师，孩子们，我们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指板书）
一起读：（生读要和平，不要战争）

师：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中国孩子的呼声。

生：再读

师：相信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呼声，也相信我们的世界会
变得更加美好。

三深化情感

在课文结束的时候，老师送给大家一段音乐，让我们一起憧
憬美好的明天。



（师生共同欣赏音乐《让世界充满爱》）

【附自评】：

上这课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也觉得悲愤。战争是可怕的，
是残酷的，是的，血的记忆是痛苦的！我们虽然无法阻止战
争，却可以壮大和平的力量！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第课时教学设计篇十一

这篇课文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信中
饱含着一个孩子渴望世界和平的真挚情感。现在的孩子在和
平的环境中长大，较难体会这种情感。因此教学时要注意联
系生活的实际，联系当前世界的局势，通过录象画面让学生
亲身感受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引导学生体会理解，
并在充分的感情朗读的基础上，体会、感悟书中的这种情感，
感受和平的可贵，通过多种形式的语文实践来表达自己爱好
和平的美好的愿望。

课前放录像(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创设情境。

课上导入：课前大家注意到电视中的节目了吗?你看到了什
么?

通过伊拉克战事情况的介绍，联想9年前，引发学生去聆听一
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板书课题：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1、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来读，体会文中的情感和内容。

(1)失父之痛的感悟

a 读有关的.句子，通过读、评议读的情况，体会情感。



b 比赛读，激发学生对内容的深刻的感悟、理解

c 引读，激起全体学生与小作者达到心灵的共鸣。

(2)世界并不太平。

抓住重点词句的感悟。

“今天，我们中国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但是世界
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
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a引导学生通过读来体会重点句的意思

b引导学生举出具体事例，让学生具体感受“世界并不太平”。

“具体事例”可以是图片的展示、文字的说明等。

c小结，和平需要全世界人们去维护。

(3)渴望和平。

体会读。学生在读的时候，通过对朗读的情况的评议，尤其
是读的语气。从而让学生更好的体会文中的内容，掌握朗读
的感情基调，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板书：要和平不要战争

比赛读，深入体会情感。达到与小作者的又一次共鸣。

2、阅读小结，激发情感：

这篇文章，小雷利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们倾诉了一个孩子失
去父亲的悲愤，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对和平的无



比渴望的强烈呼声。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放录象，通过战争环境下人们的痛苦画面，激发学生的情感，
最后定格在“和平的烛光闪动”)

此时此刻，大家一定都想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让我们用
自己喜欢的不同形式来表达我们爱好和平的心声。

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也可以几个人合作。

1、指名展示。

2、师生点评

世界需要和平。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呼声，这是全世界人民
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