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
(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这篇课文属书信体文章，是一个中
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深切地缅
怀父亲，并代表中国孩子向整个国际社会呼吁：要和平，不
要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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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朴实，没有口号，但读起来催人泪下。
它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和平，用情、用心倾诉着家庭的不幸，
世界的不幸，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读完这篇文章我受到深深地感染，我能体会到雷利失去父亲
的悲痛，同时也唤起我对和平的无比渴望。我想，这样一篇
感人至深的文章，怎能不打动那些善良的孩子们的心？但是
孩子对战争了解的'太少，在他们的脑海中没有和平的概念及
切身的体会，以及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针对这一特点，我
在教案的设计中加入了音乐的烘托，首先让他们说说你是怎
样理解世界并不太平？（可以结合收集到的资料谈）。我再
通过播放收集到的战争场面的画面及课件，让学生亲身感受
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看了这些画面，你想说些什么？真
切地感受战争的残酷、雷利呼吁和平的美好愿望，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最后交流：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平，我们又能
够做点什么？教学重、难点的解决才有破竹之势，以期达到
孩子入情入境的目的。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的教学反思这篇课文是一封信，是



一个失去父亲的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的信。
在信中他回忆了两年前父亲因执行维护和平行动而牺牲的事，
以及全家人的悲痛。孩子通过自己的经历，提出“救救孩子
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课文写得感人至深，虽然有一些词
语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难懂，但是课文内容通过读还是很容易
理解的。

通读这篇课文时，学生越读越有感情，情绪自然而然地受到
课文内容的感染，似乎一下子就能体会到孩子的伤和痛。学
生还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读越有感情，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篇课文写得非常真挚，况且丧失亲人是我们人世间非
常悲痛的事情，我们自然能产生共鸣，特别是课文中讲到很
多的细节：爸爸临上飞机前与我们的承诺，我们如约等到的
却是爸爸的灵柩，以及染满鲜血的征衣、手表浸满的凝固的
血，这些我们一想起都是触目惊心的，学生因此深受震撼，
也非常同情失去父亲的孩子——那是与他们几乎同龄的人。
所以，这篇课文主要是以读带讲，以读带学，一边讲、一边
学中我们还不自觉地流下了我们同情、悲愤的眼泪。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实习到今天，几位同学已经都讲了一轮课了，感觉他们比以
往的实习生要强很多，无论是备课讲课，钻研教材，还是对
待实习的态度上，都体现了认真负责，勤奋敬业的精神。小
刘是实习组长，备课上课尤其用功。第一次讲精读课文，备
课的过程她几乎把课文背熟了，教案也是烂熟于心，整节课
就没有见她看教案。

这篇课文属书信体文章，是一个中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
加利的一封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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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中低年级的语文课堂就是要读好书、写好字。第一课时，
小刘特别重视了这一点。各种方式引领学生是把课文读熟读
好，生字词写好，课文大意读好，课前我对她强调要十分注
重写字。在课堂上要把生字词写一遍，初步学会，课下再进
行巩固。但最后留给学生的写字词时间比较少，学生还没有
写完就打下课铃了。主要原因是在讲解本课的生字词用的时
间比较多，对于低年级的学生，需要讲解识字方法，记忆字
形的方法，到了中高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识字的方法。则不
必过多讲解。

多音字没有抓住重点，例如“呼吁”的“吁”是一个重点多
音字，或许因为“吁”没有出现在课后的生字词中吧，重点
学习了出现在课后生字词的多音字。在课文中，没有标注拼
音的要不就是没学过，要不就是不重要。实习生没有教学经
验，对知识点把握不准是正常的。课后的点评我向小刘传递
了这个常识。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我们的学生学习关于战争的课文，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
他们来说，这个话题有些遥远。但是有了前两课的经验，学
生已经对战争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通过读让学生明白战争
的无情与惨痛，通过读去感受一个孩子失去亲人的悲愤和对
和平无比渴望的真挚情感。

教学本课时，我特别注意让学生读出感情，，悟读交汇，深
入文本。在教学痛失父亲这一部分时，我运用语言创设这样
的情景：请大家闭上眼睛注意听老师说，用心去感受：一个
爱妻子、爱孩子可敬可爱的父亲，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才，一
个用生命捍卫和平的勇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假如你是小雷
利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思考并睁开眼睛，然后学生自
由发言，学生兴趣很浓，一下子融入到画面中，感受雷利的
心情。再让学生在书中找到描写雷利心情的句子，学生读的
时候就能真切感受雷利的心情了。这一创设，学生丰富的想



象力被激活。教学这一板块，我通过语言情景引导学生把自
己融入语境，化成本文主人公去进行朗读实践。让学生进入
读书之境，融入作者的心境，激起共鸣的火花，实现了与文
本的对话。

我在利用教学资源这处做的不是太好。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
初步了解战争，了解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深重，
从而拓宽学生的视野，老师课前应该收集大量有关世界和平
局势的资料以及图片，通过自己的解说，从感官上给学生刺
激。可是课前准备还是不够充分，在此环节，内容有些空洞，
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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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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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体会这种情感，一是要多读，在
反复的有感情的朗读中体会情感；二是多揣摩，从作者的失
父之痛中体会和平之可贵；三是适当补充事实，让学生更具
体地感受“世界并不太平”，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
的“和平之花”。

教完本文，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在这节课上，我设计了不同形式的读。但课堂上只有“读”，
没有“悟”，学生的“读”往往会流于形式，而成为课堂最
华丽的装点。如果我在引导朗读“痛失父亲”这一部分，先
让学生了解雷利的爸爸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从文中找到描
写他的词句，自己读一读，体会一下。交流后指导朗读。又
如：句式训练：此时此刻，如果我是雷利，面对爸爸的遗体，
我会想......带着又悲、又痛、又恨的感情，读第三节。另
外还有：过渡：是啊，是可恶的战争、残酷的战争、无情的



战争，夺去了雷利爸爸的生命，还夺去了许许多多无辜的生
命。此时此刻，我们不禁要和雷利一同呼吁，让我们在文中
找到雷利的呼声，一起有感情的朗读。学生会更容易理解。

在教学“痛失父亲”这一环节时，我让学生想象爸爸灵柩回
来的情景，有的同学说，想象到当时机场沉寂得很，只有哭
声；有的说，想妈妈失去了他所挚爱的人，一定痛不欲生，
有的说，爸爸的嘴没合上，可能是在说：“和平、和平……
学生的融入不够，自己是进到课文里去了，造成老师引导的
过多的，学生体会甚少。体会甚少就造成朗读情感不够。我
想应该是准备工作做的不够，让学生课余体会的不够多，造
成情感的断层，以致使学生在上课文时有疙疙瘩瘩的情感，
又点零星。

一个成功之处就是让学生通过课前收集有关资料来理解课文
中的关键语句。如“和平之神并没有永驻人间！”“世界还
不太平！”课前我布置学生收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展
示，课堂上学生谈到很多，且提起战争的危害性，学生们更
是深恶痛绝。在学生听到这些骇人的新闻，看到这些触目惊
心的画面之后，再谈自己的感受，这一环节不但培养了学生
收集资料的习惯，同时还有意识地教会学生如何处理收集到
的信息。

我发现:一节课有时为了完成多个目标,课前教师都要进行精
心的设计,而这种设计,有时恰恰是成了教师上课的锁链,也成
了教学视网膜上的一个盲点,也使学生的自主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仔细考虑:教和学是一个学生感知、感受、感悟的过程。
这个重要的过程属于学生,我们也要根据情况把这个权利还给
学生们。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这篇课文是书信体文章，是一个中
国孩子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一封信。本课情感强烈，饱



含着一个孩子失去亲人的悲愤和对和平的无比可望的真挚情
感，语言朴实，催人泪下。在第一课时，完成本课14个生字
的读写，理解新词意思，初读感知课文大意，理清作者叙述
脉络的基础上，第二课时的教学我主要通过各种教学手段，
引领学生感受作者表达的情感。

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曾说过：语文教学应当充满情趣，
只有激发了学生的情趣，才能引领学生走进语文的王国。

在品读“痛失父亲”一段后，学生已经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了
小作者失去亲人的悲伤和痛苦，但我觉得还不够。于是，我
又范读了这部分课文。从学生们专注的神情中，从教室里那
凝重的气氛中，我感觉到自己在范读时声音的颤动，感觉到
孩子们激情涌动的心情，感觉到他们的确被深深地感染了，
从而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课文中来。在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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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灵魂语句时，我让学生观看一组战
争图片，黝黑的武器、落魄的人群、燃烧的家园、惊恐的眼
睛、残缺的肢体？？随着一个个画面的消失，教室里不时发
出戚戚喳喳、长吁短叹的声音。我知道，孩子们被触动了，
被震撼了。他们通过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真正地了解和认识
了战争。

朱作仁教授曾说过：讲解只能使人知道，而朗读则使人感受。
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教学中，我注重
把朗读权交给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感情朗读。

1、品词析句，引导感情朗读。

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符号，是传递情感的载体。教学中，
我注重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运用品味、揣摩、交
流的方法，来引导学生体会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语句，让学生
感受课文语言文字的精练、细腻与形象，并通过朗读表达出



来，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感。

2、发挥想象，引导感情朗读。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在教学“痛
失父亲”一部分时，我通过引导学生品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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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生进入作者所表达的情景当中去。并
引导学生想象：接爸爸回来的那一天，机场里会是怎样的场
面？学生积极地想象、感受：“人们一定会准备许多鲜花，
像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也许还会立刻送往医院，看看还
能不能把爸爸抢救过来”“我和妈妈肯定会失声痛哭”？？
然后通过朗读，入情入境地完成了对本段文字的理解及对思
想感情的挖掘。

3、运用范读，引导情感朗读。

语音是口耳之学，加上学生的模仿力又很强。因此，课堂上，
我注重用声情并茂的范读，将作品的情感准确地传达给学生，
在欣赏的同时，引发学生情感的共鸣。在示范朗读课文
第2、3自然段，体会作者的失父之痛时，我就通过自己饱含
深情的朗读，很好地将学生的感情调动起来，使他们体会到
了激荡在语言文字当中的思想感情。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
全身心地投入到课文语境中来，出色地朗读了这一部分课文。

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朗读，很好地完成了学生、教师、文本
之间的对话。在朗读中，学生对课文的感悟也得到了提升。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本学段的学生：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
感受和想象。在学习“世界并不太平”这一部分时，我设计了
“小练笔”，让学生联系图片中受伤的伊拉克小男孩，写出
对现实的恐惧和对战争的憎恨。这样，通过创设具体情景，
使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更加真切，更加深刻，进一步强化课文
的人文内涵，使学生的理解感悟落到实处。学生的表达内容



丰富、感情真挚：“我一想起家园被毁的那一惨象，一想起
失去的双手和惨死的爸爸，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
来。”“我想说，别再打了，救救我吧！”“我平时最喜欢
画画，可无情的子弹却把我的双手炸没了。但是，我还要画！
即使用纱布缠着笔，我也要画！”“我想摆脱战争这个恶
魔！”这一句句充满童真的话语，凝聚了他们的真情实感，
表达了他们的独特体验。在读写结合中完成了语言的实践过
程，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释放，也为学习下一部分的课文做
好了情感铺垫。

总的评价自己这堂课，从激发学生的情感入手，通过朗读、
交流、练笔、拓展，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语文
实践中学习语言、体会情感、学习知识，在努力体现语文学
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从自己在与学生的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急
躁”，能反映出自己对课堂中师生角色、地位的理解是不透
彻的。在课堂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很值得自己进行深刻
的反思，从而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加以弥补和解决。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到：教学是一门艺术，只有
执著地追求她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苦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