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 永远的
白衣战士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7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0个字只识不写。能联
系上下文理解“娴熟”、“疲惫”、“身先士卒”、“声色
俱厉”等词语。

3、找出课文中的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4、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先
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1、认真、仔细地朗读课文，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
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2、找出课文中的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二课时

2、引出课题：永远的白衣战士

3、围绕课题，说说你想了解什么？



1、先把课后生字表中的生字读两遍，读准字音。

2、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难读的地方多读两遍。

3、读后在文中将带有生字的词语画出来，读一读，认清字形。

4、思考课文写的什么事？

1、出示生字新词，指名朗读，正音。

2、按自然段指名朗读课文。

（1）引导学生互相帮助，纠正读错的字句。

（2）引导学生欣赏别人的朗读，学习借鉴，取长补短。

3、默读课文，思考和讨论课文的主要内容——课文主要写了
什么人？什么事？

1、出示生字，指名读。

2、说说哪个字比较难写，需要特别注意。

3、教师范写：“咳”、“测”、“器”。

4、学生在语文书上描红。

1、在习字册上写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默写生字词。

2、指名朗读课文。



（一）学习2——7自然段。

1、教师深情地诵读第2、3自然段。

2、出示自学要求，布置学生自学4——7自然段。

（1）课文中哪几个自然段详细描写了护士长叶欣的英雄事迹？
找出来读一读。

（2）边读边想：这几段课文分别描写的是什么内容？用一两
句话概括下来，写在各个段落后边。

（3）自己选一两个段落认真读一读，用“——”画出直接描
写叶欣的行动或语言的句子，再想一想从这些语句中体会到
了什么？（也可以在书上写下自己的体会）

3、学生自主阅读，教师巡视了解情况。

4、组织学生交流。

（1）说说各自概括的重点段的内容。

（2）谈谈选读有关段落的体会。

注意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身先士卒”、“疲
惫”、“斩钉截铁”、“声色俱厉”等词语，通过理解这些
词语，加深对人物崇高精神的感悟。根据学生交流过程中所
选择的段落，适时地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通过多种形式
的朗读和交流，使学生受到崇高精神的熏陶和伟大人格的感
染。

5、指导学生说话。

（1）提出要求：默读课文，找出有关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
是怎样冒着“高风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



救工作的。

（2）学生按要求默读课文，画出有关语句。

（3）交流。

6、学习1、8、9三个自然段。

（1）指名学生朗读。

（3）齐读这三个自然段。

7、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1、为什么说叶欣是“永远的白衣战士”？课题可不可以改
为“永远的白衣天使”？

2、小组讨论。

3、交流。

1、收集介绍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情况的资料，搞一次展示
活动。

2、收集叶欣生平事迹的资料，补充阅读。

这是一篇令人落泪的课文，非典时期我们都曾经历过，我们
对非典的恐惧与白衣战士叶欣等人的胆量、勇气相比，使我
们更了解他们高尚。

（一）

读课题，说说通过预习你对“永远的白衣战士”这个题目，
有了那些了解。



生：永远的白衣战士是指的叶欣。

师介绍叶欣生平。

生：因为叶欣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称为永远的
白衣战士。

师：你对永远这个词了解很深刻，请你再读读课题。

师：我们以前都称护士们为白衣天使，为什么这里却称为白
衣战士？

生：因为这里的护士与病魔做着斗争。

生：因为书上说非典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叶欣与非典争
夺病人的生命，所以说她是白衣战士。

师：你懂得联系课文内容理解课题，很好！

生：因为非典非常具有传染性，得了这种病的人都可能死亡，
就像战争一样危险，而叶欣要上战场一样的去和非典斗争，
所以说她是白衣战士。

师：是呀，非典的传染性，我们大家都了解，可是这些以叶
欣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们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和非典做着搏斗，
他们的确是勇敢的白衣战士。

（二）

师：为什么你会认为“最终”更好？

生：因为非典极具传染性，工作中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传
染，叶欣高强度的工作，使她的身体抵抗能力降低，所以更
容易传染上，再加上，书上说“面对危险和死亡，同事们总
能听到叶欣斩钉截铁的话语：“这里危险，让我来吧！”叶



欣默默地作出一个真情无悔的选择——尽量包揽对危重病人
的抢救、护理工作，有时甚至声色俱厉地把同事关在门外，，
让你毫无协商的余地。”这样她感染的机会就更大了。她一
次次从病魔手中逃脱，可是到了最后，病魔还是逮住了她。
所以我觉得用“最终”比“终于”要好。

生：我觉得最终比终于要好，这个最终有着一种遗憾在里面，
还感到逃过了很多次，最后还是落入了病魔的魔爪。而终于
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生：我觉得终于也可以，因为终于的意思和最终差不多，都
说的是最后没有避开病魔的侵袭。

师：用词的确值得推敲，我觉得换成最终有道理，这样品味
词语是个好办法。

（三）

师：你从哪些地方看出叶欣的工作是高风险、高强度、高效
率的。用笔画出来。

生：我是从“叶欣迅速赶来，娴熟地将病床摇高，让患者呈
半坐卧位，同时给予面罩吸氧，静脉注射强心药，监测心率、
血压、呼吸……”这句话中感受到叶欣工作高强度、高效率，
“娴熟”“同时”说明她效率高，很快的做着工作，为了抢
救病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

生：我从“两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脱离了危险，叶欣顾不
上休息，又拖着疲惫的身躯投入到另一个患者的抢救中
去。”这句话中体会叶欣的工作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她要救
治病人，还要保护自己，身体上、心理上都很有压力，然后
连续不断的工作，这样她就会更加疲倦，身体抵抗力较差容
易感染病菌。



生：“为了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必须将堵塞其间的大量浓
血痰排除出来，而这又是最具传染性的。一个“非典”重症
患者的抢救往往伴随多名医护人员的倒下。”这句话告诉我
们非典重病人是很容易传染别人的，而叶欣是个护士长，肯
定要身先士卒的。所以危险性就更大，称为高风险。

……

（四）

师：知道什么是身先士卒吗？

生几人举手

生：就是带头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先做。

师：文中那些地方写出了叶欣身先士卒？

生：“面对危险和死亡，同事们总能听到叶欣斩钉截铁的话
语：“这里危险，让我来吧！”叶欣默默地作出一个真情无
悔的选择——尽量包揽对危重病人的抢救、护理工作，有时
甚至声色俱厉地把同事关在门外，让你毫无协商的余地。”
这段话就是说的叶欣身先士卒。

生：“3月4日清晨，叶欣仍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科室：巡视
病房，了解危重病人病情，布置隔离病房……”叶欣每天都
很早去，也说明她身先士卒。

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细读课文，找出课文中的语句，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
“高风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从而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
先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1、找出课文中的语句，体会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

上一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大家都知道永远的白衣战
士指的是——学生接（师板书：叶欣）。

1、过渡（范读）2003年春节前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

2、组织学生交流(点评，相机指导朗读)。

2、出示：“花圈如海，泪水如雨。”

3、面对这样一位英雄，我们心中一定会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假如你是叶欣的同事，你会怎样说？

假如你是叶欣的孩子，你会怎样说？

假如你是叶欣救治过的病人，你会怎样说？

4、配乐齐读这两自然段。

1、在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年尽47岁的护士长叶欣永远地走
了。她倒在了与非典型肺炎昼夜搏斗的战场上。（齐读第一
小节）虽然她已离我们而去了，但人们依然无限地怀念她，
她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2、为什么课题是“永远的白衣战士”而不是“永远的白衣天
使”？

过渡：读了叶欣的故事，我们真切感受到叶欣是个好护士，



是个好同事，她对病人和同事的无私关爱，也赢得了人们对
她的尊敬和爱戴。

2、收集介绍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情况的资料，搞一次展示
活动。

3、收集叶欣生平事迹的资料，补充阅读。

临危不惧

11、永远的白衣战士叶欣身先士卒

舍己为人

忘我工作

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篇三

学习《永远的白衣战士》这一课前，我在备课时发现文中有
这样一句话：叶欣默默地作出一个真情无悔的选择——尽量
包揽对危重病人的抢救、护理工作……句中“尽量”
的“尽”，应该读成几声呢，三声还是四声？拿不准，那就
查查词典吧。一查查到这样的结果，读四声时该词的意思
是“达到最大限度”，读三声时该词的意思是“在一定范围
内达到最大限度”。这也太相似了，从感觉上，我判断应该
读三声，就用红笔在书上标注了三声的读音。

第二天在指导学生预习时，我放了光碟，布置学生留心听，
我自己也特别留心地听着，读到这个地方时，我分明听到播
音员读的是四声，我便马上用黑笔把声调描成了四声。

学第二课时之时之前，我又进行了分析，叶欣的尽量包揽，
尽的是什么量，那不是她个人的最大力量吗？她个人的力量
那终究是有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那这个词中，尽就应该



读三声。定下来之后，我在上第二课时时，就带着学生这样
分析了，还让学生都把“尽”标成三声。

学完课文，我看了看《学案》，上面正好有给“尽”标音这
个题，看了答案，是三声，我心里就更踏实了。

由这个读音，我又想到《人类的“老师”》一课中，有个纠
缠老师们很久的词“薄壳结构”，参考书中明确给了读
音“boqiao”，有了这个权威的标注，老师们就不用再争论它
读“baoke”,还是“boke”了。其实这个词摆在那里不读，大家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课文不读怎么行呢？另外还
有“血”这个字，不管读哪个音，意思都一样，可是还得分
清楚。

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篇四

在上这课之前，有幸听了方老师这一课的“生本课堂”公开
课。当时方老师以他高超的文本驾驭能力和独特的教学方式
带孩子们深入地了解了非典战争和无数个像叶欣一样光荣伟
大的白衣战士。那堂课，方老师上得声情并茂，孩子们听得
无比投入，讲到动情处，很多孩子和听课老师都潸然泪下，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堂课使我很震撼，我希望自己在
上课的时候也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让孩子们真正感动于叶
欣的事迹。

于是我在班上这节课前准备的时间很长，大多借鉴了方老师
的教学设计，希望也能达到较高的效果，但是课堂效果却比
较令人失望。首先，可能我自身对于文本的理解并没有方老
师那么深刻，所以直接引用方老师的一些设计显得比较生硬；
其次，在课堂把控上也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虽然有的语言
是一样的，但还是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另外就是我们班的
课堂秩序较差，总有学生情不自禁地高声发问或谈自己的想
法，打断了教师的节奏和营造的氛围，不能让全班同学都全
神贯注地跟走指引的方向走。



一、即使再好的教学设计，也必须自己先彻底了解文本，有
自己的想法，再适当借鉴，否则难以融合，弄巧成拙。

二、多多磨炼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适
合自己的方式去带动学生的感情。

三、更加关注课堂情境，把握好课堂节奏、氛围。

永远的白衣战士教学设计篇五

围绕教学的重难点，我在教学中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我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质疑，带着问
题来阅读文章，最后，让学生在自主阅读感悟中释疑，再次
领会课题的含义。这样的教学遵循了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真正体现学生的自主、探究阅读过程。教学中我这样设计：

1、第一课时读课题，说说通过预习你对“永远的白衣战士”
这个题目，有了哪些了解?

师：我们以前都称护士们为白衣天使，为什么这里却称为白
衣战士呢?

这里我没有急着让学生回答问题，而是带着问题引领学生走
进文本，一起来研读和体会这篇感人的文章，这样激起了学
生阅读探究的强烈欲望。

2、第二课时从人物入手，深化课题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叶欣，她
在2019年春季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抗击非典的战争中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平凡的人物去感受她不平
凡的事迹。从这个导入语中既回顾了叶欣的事迹又引出了新
的探索问题。



3、第三课时结束时又回归课题

平常我们都把医护人员称为"白衣天使"，那课题可不可以改成
“永远的白衣天使”呢?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组织学生
小组讨论。这时的学生对课题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们懂得联
系课文内容理解课题，此时他们明白了：叶欣是“白衣天
使”，但更是一名战士，因为她是在抗击“非典”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牺牲的。课题用“永远的白衣战士”比用“永
远的白衣天使”好，这样更能突出“战争”的残酷和叶欣的
英勇精神。再次齐读课题。

课文的(4-7自然段)详细描写了护士长叶欣的英雄事迹。为了
使学生体会感受“白衣战士”----护士长叶欣临危不惧、身
先士卒、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在教学中，我直接进入主题：
课文哪个自然段直接描述了叶欣的英雄事迹的?什么地方最让
你感动?让学生再读课文，找找受感动的地方，把有关的词语
和句子划出来，然后说说为什么感动，再好好把受感动的地
方读一读，让别的同学也能受到感动。这个设计，充分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这个环节中，通过学生的自学、小组讨论、集体交流，抓
住重点句段以及其中的重点词来研读、体会、感悟，在老师
的引导点拨中去咀嚼和品味语言文字，同时，在交流和评价
中指导感情朗读，情感得以升华。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教
学中没能突破难点，就是“说说护士长叶欣是怎样冒着高风
险，进行高强度、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的?”本来目的是让学生
结合前面划出的一些受感动的句子连起来说话的，但是学生
好像在讨论的过程中没能很准确的找出体现叶欣高强度、高
效率的句子来，也由于时间的关系，没能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进行说话练习，致使学生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明了，我对这个
过程处理的很仓促，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