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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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篇一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学反思

贾庵子小学 刘金娥

一、对读写结合的一点认识

读写结合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传统话题，更是一个与时俱
进、永远创新的话题。促进学生读写能力协调发展的研究，
既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又是一个前沿的课题。在语文教学中，
培养读的能力是目的，培养写的能力也是目的。

小学语文大纲提出：“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
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是内化的吸收；作文是运用，是外化的表达。教师要理顺读
写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读写的训练，将训练真正
落实到实处，提高学生读写能力。一个完整的阅读教学过程，
不仅要实现从语言到思想，也要实现从思想到语言。长期实
践证明，读写结合，相得益彰，读写分离，两败俱伤。因此，
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强化体现文道统一和读写结合这两个基
本原则。在教学实践中，要进行读写结合的教学，使学生在
阅读教学中学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到作文教
学中去。

中年级阶段是学生习作起步阶段，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有针对



性地进行读写训练，使学生在阅读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
定的写作方法，这将对他们的写作练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设计思路

本单元以“人间真情、真爱”为专题。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
感人的故事：大陆青年小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冒
着生命危险，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一座跨越海
峡的生命桥。

课文先后描写了同一时间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场景：第一个
场景是在杭州某医院的病床上，躺着生命垂危的小钱，他在
静静地期待着来自海峡彼岸的救命骨髓；第二个场景是在台
湾花莲的慈济医院，李博士正在余震的危险中抽取台湾青年
的骨髓。文章用深情的笔触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
赞美了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是一篇教
育学生感受爱、学会爱的好教材。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一
是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深切感受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二是
体会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

设计本节课，我力求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体现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重视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此外，我还力求做到抓住读写结合点，把阅读和写作教学紧
密结合起来。

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指导学生理解
“凋零”“辗转”“连忙”“奔波”等词语的意思时努力做
到理解语言和体会感情的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语言环境中
理解、体会词语的含义；另外，在学习课文3、4、5段时，我
引导学生勾画出李博士和台湾青年令自己感动的句子，抓住了
“这位青年仍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此刻，大地仍在余震
中摇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利用大地震暂停的
间隔，台湾青年的骨髓，终于从身躯里涓涓流出”这些鲜活
的形象铭心的场景、抓住李博士“沉着地站在病床旁，”等



感情强烈的内容来引导学生体会、交流，在理解这些重点句
子的同时，还使学生全身心注入到文本的人物身上，感受人
物形象带给心灵的感动，感受语文中丰富的人文内涵。使语
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得到有效地统一，突出了语文
教学的特点。

（二）抓住读写结合点，培养学生的能力。

1、从读入手，教给孩子读书的方法。

以读促写还要多做笔记，灵活运用。教师指导学生养成做读
书笔记的好习惯，力争做到“不动笔墨不读书”。在本课教
学中，在学生默读学习课文3、4、5段时，我特别强调让学生
边读书，边勾画出自己受感动的句子，在书边用简短的词语
写出自己的感受，告诉学生养出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
如果学生能够长期坚持这样读数，他们就会积累大量的好词
好句，为自己写文章积累更多的语言。在学生理解“辗转”
这个词语意思的时候，我也有意识地介绍了理解词语意思的
方法，这对学生平时自己读书理解词语意思，积累词汇还是
很有帮助的。

2、抓住重点修辞句子，进行读写结合。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长，佳
句则成。一篇文章中若有几个充满灵性的佳句，就会锦上添
花，画龙点睛。而这些佳句多是用了一些修辞手法的句子。
我们引导学生阅读文章，就是要使学生读有所悟，尽得奇妙。
在本课教学中，我抓住第二自然段中的比喻句对学生进行指
导，使学生懂得像比喻这样修辞手法的运用能使句子表达得
更具体、更形象，鼓励学生在作文时多多使用。

3、读写结合，让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

文本内容服务，也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为学生写话，写



文打下基础。

在教学最后，我还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展开想象，
读写结合。想象如果有一天小钱和台湾青年相遇，他们会说
些什么。学生在想象的基础上得到了作文的素材，为作文创
造了条件。

4、体会文章的细节描写，进行读写结合。

在研读课文，感悟爱心的过程中，学生交流了文中令自己感
动的地方。在学习之后，我告诉学生文中李博士和台湾青年
令自己感动的地方，都是细节描写，明确了细节描写的好处，
鼓励学生在自己作文时也要注意细节描写。

（三）、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
而阅读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学生为主体的阅
读教学则是当前素质教育改革的要求。我在本课教学的设计
上，尽可能多地考虑到学生理解能力，降低门槛，使更多的
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让他们都能成为课堂的主人，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三、教学反思

由于自己心理素质较差，所以上课时有些紧张，把第五自然
段中备课时精心准备地对“突如其来”的理解丢落了；还有
在最后理解课题意思后，我原来想问学生：“此时小钱得救
了，你们一定也会为他感到高兴吧，就让我们一起再来饱含
深情地读读大屏幕上的这句话！（小钱得救了！两岸骨肉同
胞用爱心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把感情推向高-潮，
可是我一着急地忘了；还有为了不影响对课文内容理解的完
整性和情感感悟的连贯性，我没有让学生进行词语运用的练
习，感觉还是挺遗憾的。



四、教学收获

读写结合是阅读教学中最自然最实惠的语言实践方式，只要
我们能在阅读教学中找准读写结合点，把读与写有效地结合
起来，充分地利用教材，发挥好每篇文章在读写结合中的载
体作用，就能全面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我在本课教学中，
有收获，有遗憾，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领导多多批评指
正。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要不断努力，虚心向大家学习，不断
完善自己。

此次在淮北一实小展示的《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是人教版
小学语文第七册第六单元的第三课，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人
间真情”。结合课标和单元导读，我想四年级的学生已具备
一些基本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文本思考一些问题，并表达自
己的观点；能在自学的基础上，学习和别人交流自己的看法；
初步用读来表达感受。所以，本节课以读为主，训练学生的
朗读能力，在读中理解词语，品味句子，感悟文章。同时试
图培养学生探究、合作的能力。由此我确定了以下教学方法：
1、“以读为本”。文章感人而生动，适合朗读训练。力求通
过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朗读，读中感悟，读中理解，引领
学生走进文本。2、“自主学习”。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从题目入手，引导学生探究目标。阅读全文，整体感知。3、
抓住重点语句品味语言文字。以串词和朗读再次回归整体，
使认知更完整、深刻。扩展练习，培养语文素养。结合以上
我设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1、熟记本课生字，随文理
解：“谈何容易、苍白、红润、几经辗转、奔波、突如其
来”等词语。2、了解课文内容，理解题目“跨越海峡的生命
桥”的含义。3、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在朗读中体会台湾
青年和李博士及医护人员一心为他人的高尚品质，感受海峡
两岸人民浓浓的血脉亲情。

不准的根由。我个人觉得在初读和轮读过后，学生应当能把



握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其实则不然。最后是教学的最后一个
环节，本来我想以读促讲的方式来加深孩子对课文的理解，
以期达到一种感情的升华，但是，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没有层
次的读书。更谈不上有感情，读书的指导太过少，孩子就没
有进步，由此感觉到，自己对朗读的指导确定存在很大问题。
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做。语文课最重要的两
件事，写和读都没有落实好，这样的课确定是一节失败的课，
我的确应当认真反思自己。

此时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从参加工作至今，
第一次自己备课上课，写反思。现在仔细想想，我从一开始
态度就存在问题，我没打算在影子学校上课，因为上次的失
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此时来上课，心里真的没底。
但是，在反复的读了文本之后，又觉有了些许底气，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去准备这节课。也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尽
全力去做这件事，现在想想，确实自己做事情太过不负责任。
课后，好几次还都想去那个班对孩子们表示歉意。真的是一
群可爱的孩子，但我这节课带给他们什么了呢？我是想在他
们心中种下一颗爱的种子，结果我做到了吗？我在课后一直
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到了什么是语文人！更感受到了，原来我才是那只“井底之
蛙”。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篇课文，从自身来说，我个
人对教材的解读就不充分，也没有深入教材，对文本的把握
也不够。而且在文本解读没做到位的情况下，就把心思放在
了设计思路上，一心想要做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出来，现在才
明白，要对文本进行更进一步的细读，了然于胸，什么教学
设计，都是自然之物，何必费神呢？但是，在我努力想设计
的同时，结果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在课堂教学时，
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出现我想要的效果，怎么样才上的漂
亮。结果，却是沉重的失败。就像陈老师说的那样，做菜光
想着让菜的样式好看了，却没看火候，看似好看放到嘴里才
发现根本不是少盐就没熟。这样的菜怎么能吃呢？吃下去也
没有营养呀！最主要的是，把背教案的过程忽略了。课后，



我也在想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教案，怎么到上课就忘
记了呢？原来，备课的过程，也是“背”课的过程呀。背完
了还得回忆，直到不需要看就知道，不需要想就自然出来才
行。所以说，备课也没备充分，自己都糊涂在课堂上教学生，
又如何能够清晰呢？还有部分课堂语言，是自己都没拿捏好，
所以用起来很生硬，更不能得心应手。经过这次失败，我认
识到了，无论上什么课都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能稀里糊涂的
就上场，这也是极度的不负责任，更是做为一名教师的失德
呀！

白”“凋零”，描写台湾青年的关键词“等候”“不清
楚”“静静”，描写李博士的关键词“步履匆匆”“沉
着”“奔波”“连夜”等，通过我的引导，学生们各抒己见，
体会到了蕴藏在这些描写中令人感动的元素：小钱的幸与不
幸、大悲大喜，台湾青年将拯救生命置于首位的崇高，李博
士的敬业尽职、沉着冷静。这样，学生理解起“生命桥”的
含义就容易多了，“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指的就是两岸同胞
跨越海峡搭建起的一座拯救生命的爱心通道。紧接着我又提
问：“这座生命桥是用什么搭建起来的呢？”学生的回
答“爱心”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表层，这时我再引导学生阅
读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特别是最后一句“那血脉亲情，
如同生命的火种，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学生感悟到：
搭建起生命桥的，不仅仅有爱心，还有对生命的'珍视和两岸
同胞的血脉亲情。在接下来的练笔环节中，有很多学生想象
小钱和台湾青年见面时的情景就这样写道：“谢谢你救了我，
台湾青年。如果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像你一样努力地
挽救别人的生命的。”或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是一家人，
能够挽救你的生命我感到很高兴。”学生的认识升华到了新
高度。

但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对教学时间的把握还有待加
强，原本两个课时完成的教学内容花了三个课时才上完，原
因在于我对学生的引导还不够到位，为了使学生的思维更加
深入、回答比较完善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导致教学时间的拖



延；其次，正如教研员王老师向我指出的，教学中虽然有主
线，但还是过于琐碎，是我用一个个问题牵引着学生学，而
不敢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第三，对教材的理解还是浅了，
只看到了课文明处的三个人物，而对课文描写中隐藏的其他
信息——如“几经辗转”一词中透露出的爱心范围其实十分
博大——并没有进行挖掘。这与我的语文教学基本功不足有
关，今后，我会继续努力，钻研加请教，通过教学实践，不
断磨练和提高自己的基本功和语文教学水平。

课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99年的真实的故事。语言朴质而生
动，洋溢着浓浓的真情。本课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理
解骨髓移植对小钱的重要，台湾青年在余震中捐献骨髓的危
险，以及像李博士一样的两岸医护人员的奔波劳累，从而体会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

课文先后描写了同一时间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场景：第一个
场景是在杭州某医院的病床上，躺着生命垂危的小钱，像含
苞的即将凋零的花朵，他在静静地期待着来自海峡彼岸的救
命骨髓；第二个场景是在台湾花莲慈济医院，李博士正在余
震的危险中抽取台湾青年的骨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着
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直到青年的骨髓涓涓流出。所有的这一
切，为的是挽救海峡彼岸一个年仅１８岁的生命。两岸同胞
相距虽远，心却是紧紧相连的。

反思这节课，我觉得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遗憾。

一、在品味课文时，对学生朗读指导还欠缺。引导学生深入
课文，体会语句含义，激发起学生的情感，让学生用自己的
声音把感情表达出来。学生有时朗读不到位，例如：这个刚
满18岁的年轻人，患了严重的白血病，生命就像即将凋零的
含苞的花朵，唯有骨髓移植，才能使这朵生命之花绽放。重
点是要学生体会小钱的不幸，悲伤与绝望，朗读时要读出这
样的感情来。学生在读的时候，感觉完全是为了读而读，朗
读时声音也不够收放自如，声音上扬，因此感情没有到位，



没有达到朗读的目的。如当时，我能够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
来，并给予恰当的范读，用声音带动学生，将会对学生进一
步感受文本，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起到作用。

二、在课文讲授中，忽视了对部分关键词语的感悟。比
如“唯有”，虽然读了句子，但没有对“唯有”进行深入挖
掘，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词，用这个词，你有什么感受？这
样对课文的内容就挖的更深了，就能让学生体会到骨髓移植
对小钱的重要性。

三、课文的主题是颂扬海峡两岸的骨肉亲情和爱心，但是对
于这个主题的点拨和深化还不够。

四、自身应变能力不够灵活。对学生回答问题之后的评价语
言比较单一，有些语言不够干净利落，这些还需在教学中多
多锻炼。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正视自己的不足，踏踏实实地把课文
中最基本的、最优秀的东西，教给学生。

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篇二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
事：大陆青年小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
险，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生命
桥。

课文先后描写了同一时间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场景：第一个
场景是在杭州某医院的病床上，躺着生命垂危的小钱，他在
静静地期待着那来自海峡彼岸的救命骨髓；第二个场景是在
台湾花莲的慈济医院，另一位青年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李
博士以及医护人员在余震的危险中做着抽取骨髓的手术，他
们的努力是为了大陆青年能够早日得救。



在设计教案时，我紧紧地抓住了两个“静静地”以及“同一
时刻”这三个关键词。让学生明白就在同一时刻大陆和台湾
同胞为了小钱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用爱心架起了一座跨越
海峡海峡的生命桥。

1、走进小钱的内心

要分析一个人的内心，首先要分析文字。因此我把“小钱静
静地躺在病床上。”这个句子作为重点句进行解读，目的是
让学生走进小钱的内心。

学生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小钱病情严重，体会到了他的无奈，
体会到了他的痛苦。接着我又让他们想想如此痛苦、无奈的
小钱他需要什么。孩子们马上找到他需要骨髓，并且也找到
了适合他骨髓的人。

有了适合的骨髓后他的内心又有了什么变化。学生们很快想
到了一个词“希望”。正因为有了希望，他的生命有了可能，
此刻他的内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孩子们很快想到这时的
小钱内心是充满希望，充满期待。

2、走进台湾青年的内心

抓住“那位青年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这个关键句子。首
先让学生说说当他躺在病床上时，外部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当时他所处环境的危险。把学生带进地
震这可怕的情境中去。

接着我问孩子们，假如你在这么可怕的环境下，你会想到些
什么？目的是为了走进青年的内心。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
人，都会担心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安全。但
他“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的家人，仍旧这么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呢”？学生很快找到“他知道，在海峡的另一边，有一位
青年正满怀着希望，期待着他的骨髓。”这个关键句子。



这个故事发生在同一时刻，两幅画面的联结点是“同一时
刻”这个关键词。因为有了小钱的痛苦、无奈以及期望，才
有了台湾青年的那份坚定以及奉献。他们两个人的内心是在
同一时刻展现在学生面前的。

在课前我曾出示台湾海峡的画面，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在如
此宽的海峡上要架构一座桥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这座
桥架设成功了。而且就在小钱以及台湾青年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的那个时刻架设成功的。他的成功源于青年、李博士、医
护人员以及许多海峡两岸人们的关心与帮助。他们的帮助就
是海峡两岸同胞间的爱。而且这是建立在许多生命上的`爱。
而这座桥不仅是生命桥，也是友情桥、连心桥、爱心桥。到
这里学生也明白跨越海峡的生命桥其实就是爱的力量。

因此在教学的最后阶段我设计了一个深情呼唤这座桥的环节：
“让我们一起再来深情地读一读这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让
我们再带着青年的爱读一读这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让我们
带着台湾与大陆同胞的爱读一读这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在一次又一次的递进过程中，这座桥不仅跨越了这台湾海峡，
也跨进了每个孩子的心中。

留下的遗憾：

在教学过程中的总感觉是没有把学生的情激发出来，尤其是
学生不能把自己的感受、体会溶入到朗读中。这让我感到惋
惜，当然，我不能埋怨学生在课堂上不认真听课，却在反思
我的教学怎么就不足以去吸引学生呢？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我
没有用自己的情绪带动起学生的情绪，在语言上没有较强的
感染力。

在课文讲授中，忽视了对关键词语的感悟。比如“沉着”一
词，虽然我在课堂上轻轻掠过，但没有点出这个词。让学生
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却没点出词语背后的意义。记得一位老
师说过：老师在文本中发现“金子”，告诉学生这是好东西，



更应该把它交到学生手中，让学生会应用它，这才是语文教
学的目的所在。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应踏踏实实地把课文中
的最基本的、最优秀的东西，教给学生。

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篇三

李雪莹老师为我们撩开了第一课时的面纱，那么第二课时又
该怎样呈现在学生面前，怎样上才能使第二课时更具有实效
呢？为此，我想通过《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篇课文，来探
寻第二课时的佳径。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是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四年级上册"人
间真情"单元组的一篇课文。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大陆青年小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
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本课教学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骨髓移植对小钱的重
要，台湾青年在余震中捐献骨髓的危险，以及两岸医护人员
的奔波劳累，体会“跨越海峡的生命桥”的含义。引导学生
在阅读中深切感受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以及台湾人民和大
陆人民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在教学中，能引导学生入情入
境地读，抓住重点词句在读中感悟。

在设计本课时，抓住课文中“小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和“台湾青年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两句话为切入点。同样是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身患重病的小钱是因为缺乏生命
力，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台湾青年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不顾自己的安危静静地躺在
病床上，是因为他知道小钱正期待着他的骨髓。这里的“静
静地”是他内心坚定沉着的反映，他为了海峡彼岸的小钱不再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而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在品读
这一点的时候，我用“周围的环境能静吗？”和“他的内心
能静吗？”两个问题来衬托出那位台湾青年的不平静。将台
湾青年一心为他人着想、无私奉献的精神跃然纸上。在教学



中，让学生感受小钱的不平静，他生命的垂危，他对骨髓的
迫切需求；感受台湾青年的不平静，是为了挽救同胞，可以
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可以把自己的家人抛在脑后。通过研
读，让学生感受到了平静背后的不平静和那份沉甸甸的爱。
初步领会本篇课文的人文内涵，感受海峡两岸人们的血脉亲
情。

《新课标》中强调：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确实，朗读是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种训练形式，是最直接、
最常用的语文实践活动。而《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篇课文
情真意切，很适合感情朗读。在这堂课的教学中，以“读”
为突破口，将“读”贯穿了整个教学过程始终。

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用课外资料来丰富教材内容，拓
展学生学习的渠道。在这堂课上，我适时地补充白血病的资
料，让学生感受小钱病情的严重，以及对骨髓的迫切，学生
对"静静地"一词有更深的了解。当学生讲到"一场里氏7。3级
的大地震袭击了台湾地区。"时，我及时地播放了19xx年9.21
台南大地震的资料，使学生更加体会到台湾的李博士和青年
在余震中进行抽取骨髓手术的危险性，出示李博士奔波的路
线图，体会他无私奉献，急人之所急得医德高尚医德。

反思这节课，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遗憾。比如在课文讲授中，
对学生朗读指导还欠缺。虽然整堂课中在某个教学环节激起
了学生心中的涟漪，但是总感觉没有完全把学生的情激发出
来，尤其是学生不能把自己的感受，体会溶入到朗读中。这
也是我以后教学工作中努力的方向。同时，感觉自己的教学
语言不够丰富，教学机智不够灵活。这些不足都有待于我不
断向其他教师学习，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更上一层楼。

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篇四

爱是人间永恒的主题，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上星期，教学



了颂扬人间真情的一篇文章《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文章主
要讲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大陆青年小患了严重的白血病，
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用爱心挽救了小钱的生命，架起了
一座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课文先后描写了同一时间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场景：第一个
场景是在杭州某医院的病床上，躺着生命垂危的小钱，他在
静静地期待着那来自海峡彼岸的救命骨髓；第二个场景是在
台湾花莲的慈济医院，李博士正在余震的危险中抽取台湾青
年的骨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着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直
到青年的骨髓涓涓流出。所有的这一切，为的是挽救海峡彼
岸一个年仅１８岁的生命。两岸同胞相距虽远，心却是紧紧
相连的。

课后，学校的几位老师对这堂课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使我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反思这节课，存在
着许多的不足与遗憾。

首先，在课文讲授中，对学生朗读指导还欠缺。引导学生深
入课文，体会语句含义，激发起学生的情感，让学生用自己
的声音把感情表达出来。学生有时朗读不到位，例如：针头
向皮肤刺去，一阵突如其来的余震，使针头从肌肤里脱落，
李博士不得不停止工作。重点是要学生体会到当时情况很紧
急，很危险，朗读时要要读出这样的感情来。虽然我叫了好
几个学生来读来感受，但是学生读的仍旧不够到位。感觉完
全是为了读而读，朗读时声音也不够收放自如，因此感情没
有到位，没有达到朗读的目的。如当时，老师能够给予恰当
的范读，从声音带动学生，将会对学生进一步感受文本，提
高学生的朗读能力起到作用。

在课文讲授中，忽视了对关键词语的感悟。比如辗转突如其
来学生都很难理解，虽然我放在课文中最突如其来进行了简
单的解释，但是没有去深入挖掘，突如其来我还可以设计这
样的一个环节，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词，用这个词，你有什



么感受？这样对课文的内容和就挖的更深了，学生也学会了
怎样来运用了。这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所在。

课文的主题是颂扬海峡两岸的骨肉亲情，但是对于这个主题
的点拨和深化还不够。语文课堂跟思想教育应该是合二为一
的，语文教学不能脱离了思想教育而只进行文本，这样的语
文课仅仅是工具，忽视了其人文性。

通过讲授这一课，还暴露出自身应变的能力的不强。没有达
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对课堂上出现的种种情况没能进行很好
的处理，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口误，把台湾青年说成小钱而把
小钱说成台湾青年，说明自己准备的还不够充分，也反映出
自身应变能力不强，没能很好地处理自己意料之外的情形，
还需在教学中多多锻炼。

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加踏踏实实地把课文中的最基本的、最
优秀的东西，教给学生。

跨越海峡生命桥教案篇五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是人教版四年级的一篇以爱为主题的
课文，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学反思。课文讲述了一个发生
在1999年的真实的故事。语言朴质而生动，洋溢着浓浓的真
情。本课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骨髓移植对小钱的
重要，台湾青年在余震中捐献骨髓的危险，以及像李博士一
样的两岸医护人员的奔波劳累，从而体会“跨越海峡的生命
桥”的含义。在教学时，我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教学：

《新课标》中强调：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教学反思《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教学反思》。确实，朗读是语
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种训练形式，是最直接、最常用的语文
实践活动。而《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这篇课文情真意切，很
适合感情朗读。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就以“读”为突破口，



将“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

教学中，我设计了几处想象说话，如“在地震中，那个青年
人仍在躺着，他心里会想些什么？”、“小钱病好后和青年
人见面后，他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等，并注意了读说
结合，使学生在深刻感受了课文情感之后，抒发出自己内心
的真实情感，这既是对文本内容的延伸，又为学生的个性化
阅读提供了自我表现的舞台。学生在经历自我与他人的行为
对比、体会手术危情和感受护送骨髓的辛劳之后，也真正体
会到了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最后的结束语让学生对以
后的生活中会怎么做,升华主题，引发了学生对爱的思考，对
人间真情的渴望。

反思这节课，还存在着不足与遗憾：虽然整堂课中在某个教
学环节激起了学生心中的涟漪，但是总感觉没有完全把学生
的情感激发出来，尤其是学生不能把自己的感受、体会完全
溶入到朗读中，最终对“跨越海峡”也不是很明了。本节课
有些环节无法预知，在处理上语言不丰富、也不够精炼，教
学机智不够灵活。这些不足都有待于我不断向其他教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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