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优
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永生的眼睛》展示了“我”的父辈尽自己最大所能来帮助
他人的可贵品质，借此来教育所有读者。弘扬了关爱他人。
无私奉贤的崇高精神。文章刻画了两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形象：
善良。乐于助人的父亲；可爱，才华横溢的温迪，他们热爱
生活、关爱他人的心，让人尊敬、让人怀念。为此，在本节
课的教学中，我注意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抓住题目，展开教学。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能折射出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本文
以“永生的眼睛”为题富有深意。所以在教学中，我首先抓
住课题，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内涵。如初见课题时我请学生
谈’“永生”的含义，再谈对题目的理解，自然就是“眼睛
永远都活着。”对于学生的理解，我并没有急于肯定或否定，
深究课文后，再去理解题目，学生就不会停留在字面上的理
解了，而是有了本质的升华。

二：抓住重点句子、创设情境组织教学。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鼓励学
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文章主体部分，抓住父亲的话，
通过多种形式的感情朗读，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体会文中
人物品质。孩子们在读中感悟、受到熏陶、获得启示，从而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一种意识，树立
对生命的热爱，对他人的关爱。

此外，我还在教学中强调了文中的两次对比的写法：

（1）对于捐赠母亲、父亲的眼角膜时琳达的不同态度。

（2）14岁的琳达和温迪面对亲人捐赠器官时的不同态度的对
比，让学生在具体语境中学习的写作方法，深入体会父亲言
传身教的意义。

三：注重课外延伸，拓展提升。

四、困惑：

一节课下来，虽说感情味儿很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我
感觉自已还是讲得过多牵得过多，生成新的内容不多，上得
不够大气。反思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1）教案设计过细，教的成份过重。

（2）没有完全放心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今后的'教学中，我
会把握好教学思路，加强日常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充分调节器动学主的积极性，
使每个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永生的眼睛》本课教学过程中充分以情感教育学生，引导
学生深入体会作者个人和家人的情感变化，内心变化，选择
最能够表达个人感情语句进行朗读，收到较好的朗读效果。
同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谈谈自己知道的捐献器
官的人物和实际，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中具有这样高尚品质的人无处不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是一个



充满爱的社会。下面就几点具体谈谈：

一、抓住题目，展开教学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课题，理解
题目的深刻含义。引导学生质疑，多数同学都能说到为什
么“永远都活着”或“永远都生存”等，那么自然他们也将
文题理解成“眼睛永远都活着”。对于学生的理解我没有给
予肯定或否定。当学完课文后，回读课题，再去理解课题的
含义，此时，学生不仅仅停留在最初的理解上，而是有了一
个提升，“父亲和母亲为他人着想、无私奉献的精神必将世
世代代永远传承下去。”

二、资料的运用

课前我从收集到的关于器官捐赠的具体事例入手，让学生先
感动于这些让人激动的事例。由于有了这些铺垫，学生在接
下来的学习中能很快融入到课文中，能深切体会到作者的思
想感情，理解课文也容易多了。

三、注重课外延伸，提升情感

文章很感人，所以在学完课文后，我给学生介绍了汶川地震
灾情，在提升学生情感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爱心
教育。一堂课下来，学生明白了很多。

总之，这节课学生的收获很大。

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时，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让学生在课前展开
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到捐献器官在中国面临着重重困
难，身边的许多人不愿意捐献器官导致器官供体严重缺乏，
患者的迫切需求与器官来源十分紧张形成重大的`矛盾。有了



这样的感受，再来学习课文，学生自然会对琳达一家人产生
无限敬佩之情。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
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前提下，指导学生自读自悟，训练学
生把握关键，突出重点，整合、梳理自己获取的有用信息，
提高阅读效率。

教学结束后，以教材为依托，让学生到社会生活中确立探究
的主题，从解读文本成为“读者”到感悟课文成为“学者”，
最后提升认识成为“作者”的过程中多侧面、多角度、全方
位地感受语文的魅力。从而训练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这样，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的能力会不断得到提高。

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永生的眼睛》是四年级下册“热爱生命”单元的一篇文章,
展示了 “我”的父辈尽自己最大所能来帮助他人的可贵品质,
借此 来教育所有读者.弘扬了关爱他人.无私奉贤的崇高精神.
文章刻画了两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形象:善良.乐于助人的父亲；
可爱，才华横溢的温迪,他们热爱生活 、关爱他人的心，让
人尊敬、让人怀念。为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注意做到
了以下几点：

一：抓住题目，展开教学。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能折射出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本文
以“永生的眼睛”为题富有深意。所以在教学中，我首先抓
住课题，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内涵。如初见课题时我请学生
谈’“ 永生”的含义，再谈对题目的理解，自然就是“眼睛
永远都活着。”对于学生的理解，我并没有急于肯定或否定，
深究课文后，再去理解题目，学生就不会停留在字面上的理
解了，而是有了本质的升华。

二：抓住重点句子、创设情境组织教学。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鼓励学
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文章主体部分，抓住父亲的话，
通过多种形式的感情朗读，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体会文中
人物品质。孩子们在读中感悟、受到熏陶、获得启示，从而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一种意识，树立
对生命的热爱，对他人的关爱。

此外，我还在教学中强调了文中的两次对比的写法：(1)对于
捐赠母亲、父亲的眼角膜时琳达的不同态度。(2)14岁的琳达
和温迪面对亲人捐赠器官时的不同态度的对比,让学生在具体
语境中学习习的写作方法,深入体会父亲言传身教的意义.

三:注重课外延伸,拓展提升.

四、困惑：

一节课下来，虽说感情味儿很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我
感觉自已还是讲得过多牵得过多，生成新的内容不多，上得
不够大气。反思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1）、教案设计过细，
教的成份过重。（2）、没有完全放心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会把握好教学思路，加强日常课堂教学，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充分调节器
动学主的积极性，使每个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永生的眼睛》教学反思

《永生的眼睛》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篇阅读课
文，描写了“我”的父辈尽其所能来帮助别人延续生命、使
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高尚品德，并借此来教育“我”和所有
的人：“如果我们死后的身体能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我们
的死就是有意义的。”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此前的气氛渲染下，让学生自己
阅读，小组讨论感悟，就一路畅通无阻。



琳达一家人却对捐赠遗体器官这件事是那么的平静。在失去
亲人的极度悲痛中还能够捐赠出器官给别人，并以此为骄傲。
这怎能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呢？备课之时，我已经被文
本深深的感动了，我要通过教学，把这份感动带给我的学生，
我要让他们理解、懂得捐出的远非一副角膜，从而升华主题：
永生的眼睛。

实施完一堂课，我觉得情感教育目标达到了，探究过程也很
流畅，不过，学生动手写一写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锻炼，原
因是我的导语部分讲述棉弄双的故事过于细致，渗透太重的
情感因素，以致自主研究时间少，显得讨论起来很紧张，我
想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中我会牢牢把握文章的主旨，理清设计
的思路，做到张弛有度，不断求新。

眼睛是人体的一个器官，我们拥有她，是多么幸福，多么方
便，她是无法比拟的财富。当某个人失去生命时，尚好的眼
睛如果能带给失明者以光明，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
这个人的眼睛也将得到永生，这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本
文具有语言美、情感美，人物形象鲜明，文章刻画了让人难
忘的形象:善良、心中有他人的父亲；有省悟能力、并付之于
行动的“我”以及可爱、才华横溢的女儿。他们热爱生活、
关爱别人的心，让人尊敬、让人感动、让人怀念，让人学习。
本班大部分学生，绝大多数都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及家庭教
育。但也有一部分孩子比较自私，不懂得关爱别人。这正好
是一篇渗透德育的好文章，可借助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来唤
醒孩子们的爱心。促使孩子们都来为别人、为社会献爱心！
本校的学生有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就是查阅资料，特别是
上网查阅资料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会通过多种途径查到相关
的信息，丰富课内外知识。本课中，学生对于捐助眼角膜的
事情可能了解得不多，可以鼓励大家借助网上资料获取相关
信息，使之更多地了解有关内容，以及捐助的意义，从而对于
“爱的奉献”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分析：在教学《永生的眼睛》这课时，我紧紧抓住“我”琳



达在母亲、父亲、女儿温迪捐献角膜时的态度的变化进行教
学。首先我让学生找一找当警官来访，为了医院要取用母亲
的主动脉瓣膜和角膜而征求爸爸的意见时我的表现，在这儿
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理解“肢解”和肢解的后果，从而让学
生理解作者的情感，再通过分角色朗读来进一步理解词
是“我”的心情，为后文的遵从爸爸的意愿，做好铺垫。然
后，通过反复读爸爸的话，让学生感受爸爸的无私奉献、关
爱她人的精神，让学生从爸爸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的伟大的精
神，在通过配乐朗读时学生进一步感受爸爸在保全自身的完
整和机遇它人身体的一部分是他人能恢复健康面前的选择，
让学生不由得对父亲产生深深的的敬佩之情，从而较好的解
决了第二个问题。最后让学生抓住“骄傲”感受温迪对妈妈
主动捐献的影响，在通过让学生读一读课文、画一画带有骄
傲的句子、说一说谁为谁骄傲，为什么而骄傲，领悟妈妈为
什么会在最可爱的女儿死后，去主动的捐献女儿的器官，同
时明白外公的精神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进而明白了用生的
不光是他们的眼睛，还有他们的精神。

最后通过播放角膜捐献者郭平的资料，使学生的情感进一步
得到升华，产生对这一家深深的敬意，同时激励着学生也做
他们一样的人。

规划：这节课教完了，我觉得有一点做得不够，就是最后的
教学没有引导学生在学习完课文后，进一步说一说此时对捐
献角膜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没有很好的把握教材的社会意：
让学生知道，捐献角膜时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大家应跟上
时代的发展，从自己做起，从大家做起。在第二课时，应很
好的去弥补这一缺憾。

永生的眼睛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永生的眼睛》是四年级下册“热爱生命”单元的一篇文章，
展示了“我”的父辈尽自己最大所能来帮助他人的可贵品质，
借此来教育所有读者。弘扬了关爱他人。无私奉贤的崇高精



神。文章刻画了两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形象：善良。乐于助人
的父亲；可爱，才华横溢的温迪，他们热爱生活、关爱他人
的心，让人尊敬、让人怀念。为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
注意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抓住题目，展开教学。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能折射出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本文
以“永生的眼睛”为题富有深意。所以在教学中，我首先抓
住课题，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内涵。如初见课题时我请学生
谈’“永生”的含义，再谈对题目的理解，自然就是“眼睛
永远都活着。”对于学生的理解，我并没有急于肯定或否定，
深究课文后，再去理解题目，学生就不会停留在字面上的理
解了，而是有了本质的升华。

二：抓住重点句子、创设情境组织教学。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鼓励学
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文章主体部分，抓住父亲的话，
通过多种形式的感情朗读，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体会文中
人物品质。孩子们在读中感悟、受到熏陶、获得启示，从而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一种意识，树立
对生命的热爱，对他人的关爱。

此外，我还在教学中强调了文中的两次对比的写法：（1）对
于捐赠母亲、父亲的眼角膜时琳达的不同态度。（2）14岁的
琳达和温迪面对亲人捐赠器官时的不同态度的.对比，让学生
在具体语境中学习习的写作方法，深入体会父亲言传身教的
意义。

三：注重课外延伸，拓展提升。

四、困惑：



一节课下来，虽说感情味儿很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我
感觉自已还是讲得过多牵得过多，生成新的内容不多，上得
不够大气。反思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1）、教案设计过细，
教的成份过重。（2）、没有完全放心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会把握好教学思路，加强日常课堂教学，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充分调节器
动学主的积极性，使每个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永生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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