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命之歌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生命之歌教案篇一

这篇课文含义非常深刻，短小精悍，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感染着，但文章的内
涵对四年级的孩子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大部
分时间我在引领孩子逐步感悟生命的真谛。

我觉得这篇课文，如果单纯只是让孩子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谈谈自己的资料，不足以能够领悟课文的真正含义，所以，
上课前，我又让学生将桌子拉回了原处，我想让孩子有一次
心灵的震撼，好好珍惜生命。但讲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对
课文中的三个事例，理解的少了一些，对于珍惜生命的含义
也做的还不够，有些话还没有点到，如：小小的飞蛾，就能
有如此强的求生欲望，更何况我们呢？这样学生可能对生命
理解的会更深刻。

生命之歌教案篇二

《生命，生命》是女作家杏林子对生命的独特感悟，是一篇
对生命的颂歌。作者通过生活中普通的飞蛾求生、砖缝冒苗、
静听心跳三件事例，以小见大，引领读者从三个事例中去感
悟生命，从字里行间去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表达了
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希望每个人都珍惜
生命，坚强勇敢，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让自己
的人生更有意义，更加光彩。于是，我设计了：创设情境，
复习事例导入；自读课文，专题研究；品读课文，感悟语言；



创设情境，理解生命真谛；课内拓展，升华情感；配乐朗读
等几个教学环节。

在教学片段中，我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那粒貌不惊人的种
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如何选择？让
让学生手抚胸前，静静感受自己的心跳，你感受到什么？这
些话使学生设身处地为种子担忧，为作者感动，同瓜苗一起
抗争，为自己鲜活的'生命而惊喜。这样，理解作者的感受已
经水到渠成了。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把对生命的感悟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如
何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我在学课文时，请
学生说说怎样做就是在好好使用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怎
样做又是白白糟蹋生命，虚度年华？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见
闻。之后，我出示：“生命因_______而精彩”，沉思片刻后，
学生纷纷各抒己见，一个个都成了小哲人。“生命因珍惜而
精彩，生命因坚强而精彩”等。我趁热打铁，赶紧又
说：“那么既然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该怎样好好使用
生命呢？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存在不足：

课始，由于紧张，过渡语不够简练，有些重复，有些关键的
教学环节忘记进行。不能够充分的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
使学生全员参与。

生命之歌教案篇三

《生命生命》一课是香港著名女作家杏林子对生命的感悟。
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说，这样具有理性的思考学起来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课前的预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课前
就安排孩子们收集杏林子的资料，了解她的生平事迹，这对
课文的理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导入新课时，我以杏林
子的一句名言“一粒貌不惊人的种子，往往隐藏着一个花季



的灿烂；一条丑陋的毛毛虫，可能蜕变为一只五彩斑斓的彩
蝶。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桩奇迹”引入课文的学习，学生就
不会感到难以理解了。

课堂上，为了加深对杏林子的了解，我再次播放了杏林子的
资料，这样，加深了学生对这位“腿不能行，肩不能举，手
不能抬，头不能转”的残疾作家的敬佩。带着对作者的崇敬，
再来学习课文，孩子们就会更有兴趣了。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是课前准备得不够充分。例如没有指导孩
子写自己的体会，这样，在课堂上完成“生命是什么”这个
问题时孩子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另外，课堂的朗读训练不
够。因为课件容量过大，从而忽视了孩子的朗读训练，很大
一部分内容都是老师牵着孩子走，没有孩子自己的读书体会，
这一点在今后的`课堂上要加以注意。

生命之歌教案篇四

《生命生命》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第五单元中的第三篇
课文，属于讲读课文，共需2课时完成，这一单元的教材是围
绕生命这一专题展开的。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人类对于
生命的思考，抒写了我们对人生的感悟。

接受任务，开始选题时，我被这篇文章短小而精悍的内容深
深地吸引，更为作者杏林子残而不废，奋斗而精彩的一生而
感动，她在文章中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平凡而真实的
三个小故事，向我们传达了生命的意义，教育我们要珍惜生
命，让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本篇文章语言简练，内容浅显，含义深远，很适合三段六步
的教学方法，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我安排大量的时间让学生自
学，讨论，在汇报的过程中能不讲的就不讲，尽量让孩子孩
子们随意发挥，只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即可。



生命之歌教案篇五

这篇课文含义非常深刻，短小精悍，从飞蛾求生、瓜苗破土、
静听心跳三件小事中，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意义：虽然生命
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作者还表达了自己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定要珍惜生命，
决不让它白白流失，使自己活得更加光彩有力。

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对四年级的孩子来说
似乎过于深奥。如何帮助学生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如
何让学生对“生命”有自主地、个性的感悟，是我这节课想
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课前先让学生交
流知道的珍惜生命的名言，让学生对生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课始，由课题入手，让学生关注生命，再品读词句，感受生
命然后通过资料的交流，情感升华，最后回归课题，感悟生
命。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品词析句，读出自
己的感受，引发孩子们对生命的感悟。下面就上课情况谈几
点体会。

文章中的三个事例非常清楚，并都采用先叙事后谈感受的模
式来记叙，于是我就让学生通过读，用心去发现、去体会。
学习第一个事例时，教师导学这一部分内容，让学生找出令
自己感受深刻的句子，进行批注，学习这种阅读方法，再通
过找关键词语的方法，抓住“挣扎、极力、鼓动、跃动”等
词语和三个“！”，一遍遍转换角色的朗读来拉近学生与文
本的距离，使学生入情入境，直接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
体会飞蛾那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第二个事例，让学生运用学
习第一个事例的阅读方法，小组合作学习，再在班级里交流，
抓住“冲破、不屈向上、茁壮生长”等词语，体会瓜苗那种
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又让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升华朗读课题
中，切身体会到“生命”这一沉重话题的意义。

学习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把对生命的感悟和实际生活结合起
来，这样才能加深学生的生命的理解。在感悟第三个事例时，



让学生切身体验自己的沉稳而有规律的心跳，用认真、郑重、
自豪地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在此
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出了这一声声沉稳而有规律的心跳也给了
杏林子以启示——我可以好好地使用它，也可以白白地糟蹋
它。一切全由自己决定，我必须对自己负责。

并让学生联系课文内容用自己的话说说飞蛾是怎样好好使用
生命的？香瓜子又是怎样好好使用生命的？从对杏林子的介
绍中让学生体会到杏林子是怎样好好使用生命的。联系实际
生活举个例子来说说怎样做是在白白地糟蹋生命？在对待生
命的态度上，杏林子的决定就是必须对自己——负责。这一
部分内容，主要让学生学会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活的阅读方
法来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在学习第五自然段的时候，让学
生运用这些方法来感悟“如何让自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
价值。”学生列举了雷锋、保尔、革命先烈等人物。通过简
单了解人物的事迹，加强情感体验，从而理解了本课的重点
句，突破难点。

这一堂课虽然上的不是很成功，但我觉得自己在很多地方有
了进步，也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表现为：

1、因局限于备课时的框架，为了让某些问题的探讨更深入些，
在感悟第一个事例中占用时间比较长，以致课堂密度较大，
从而导致后面的内容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对词句的品读不够
深入和到位，有点蜻蜓点水的感觉。

2、文中的一个亮点，让学生书写生命感言，由于时间的问题，
没有落实在课堂上，没有达到检验学生对生命理解的程度。
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3、教师的语言还不够简练，评价还应再多样些。

4、教师缺少教学经验，教学机智也不够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