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优质13篇)
编写教案需要注意教学内容的科学分配，以保证学生的学习
效果。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幼儿园教案的案例，看看教师如
何引导幼儿的学习和探索。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把握记叙文六要素，概括文章大意。

2、分析老妇人的人物形象，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3、分析烛光含义，把握文章的思想内涵。【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分析老妇人的人物形象，体会人物的思想感
情。

教学难点：揣摩重点语句，分析蜡烛的象征意义，把握文章
的思想内涵。【教学方法】

诵读法

点拨法

合作探究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请同学读导读，概括提取关键词。明确：战争

老妇人



苏联红军

蜡烛

瓦砾

地窖

鞠躬

匍匐

闪烁

颤巍巍

迫击炮

2、这是一篇战地通讯，主要是记叙成分，默读课文，时
间：1944年9月19日（第一段）地点：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
（第一段）

人物：老妇人玛.育乞西、苏联红军契柯拉耶夫 事件：（起
因）一位苏联红军战士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牺牲了。（2—7
段）（经过）南斯拉夫母亲不顾危险，安葬了这位年轻的战
士。（8—27）

这是一篇记人的记叙文，那么这篇文章主要写了哪个人物？

明确：老妇人（玛俐.育乞西）

那么读了这篇课文，你对这个老妇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为
什么？ 请用词语或短语来概括她。（形象及其依据）请同学
回答:.....（从哪儿看出来的？）



4、分析一下文中老妇人的行为有哪些让你感动的？感动的是
什么？ 明确：1）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炮火安葬红军烈士。
（15段）

2）年老体弱，掩埋烈士非常吃力。（22段）“跪”说明年老
体弱，行动艰难（23段）“路并不远，总共不到十
步，……”这样细致的描写仿佛情景历历在目，好像连老妇
人的喘息声都能听得见。

3）像掩埋亲人一样掩埋烈士。（25段）“跪到死者旁
边”、“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可以看出老妇人埋葬烈士
的礼仪非常具体，她把死者当做是她至亲的人，非常感人。4）
点在坟上的蜡烛具有特殊的意义。(28段)“跪在……揣在怀
里……喜烛……珍藏”这个蜡烛对她意义非凡，然而她却把
它点在了苏联红军的坟头。表达了她对烈士深深地敬爱和哀
痛。

在掩埋红军的这个过程中老妇人，作者三次写了老妇
人“爬”，“跪”，a老妇人跪在那坑里，用手掌舀出那些水。

b休息够了，老妇人跪到死者旁边，用手在死者身上画了十字，
又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

c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的大围巾
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

3、请同学们分析一下“烛光”在文中有什么深层含义？

明确：1）红军烈士的生命之光

2）寄托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哀思

3）是两国人民战斗情谊的象征 五．文章主旨



‘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二

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便喜欢上了她。春末的夜里，她
在微风中轻轻地跳跃着，虽然我没有见过舞者，但是我觉得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舞者。

第一次见到她，便想起了诗经里的句子，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连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喜欢上了一个
人，竟然还在同一个班上。

我站在与她相邻的位置，可以微微的感受到她的温度。我骄
傲地想，我与她是这颗爱心里最优秀的两根蜡烛，因为没有
我们，这就不是一颗完整的心。

每次在路上看见她，我都努力地挺起胸膛，让自己看起来挺
拔一点，似乎听见室友说，女孩子们都喜欢真正的男子汉。
每次在广播里听见她的声音，都驻足细听，每次在宣传栏的
海报上看见她的名字与照片，都久久停留，每次上课，坐在
她斜后方的位置，都在发呆的间隙偷偷的看她一眼。

我是一根蜡烛，我们这一族也出过几个名气大的，如李商隐
的那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杜牧的那
支“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但是我只是一根
普通的蜡烛，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夜晚，喜欢上了另外一根蜡
烛，可是我不能对她说我喜欢你，因为我只是一根蜡烛，只
能是一根在她的侧面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蜡烛。

从小我就不是个胆大的人，不幽默，不帅气，不优秀，甚至
没有一个宽阔的肩膀。上大学的前一天，那个被我当神一样
崇拜的男子对我说，你已经成年了，对于事情都该有自己的
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你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的肩膀
上背的再也不只是书包。



我下了很大的勇气，去商店买了一大把蜡烛，室友说，女孩
子都喜欢浪漫的东西。终于等到天黑了，我在她的寝室楼下
用蜡烛摆出了一个爱心，每点燃一根便练习一句我喜欢你，
每一根蜡烛燃起的火苗都在我心中燃起一点希望，给我一点
勇气。

蜡烛的生命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但是我想，我是幸运
的，我能在我如此短暂的生命中，遇见一根我喜欢的蜡烛，
并且一直以一种挺立的姿态在她边上默默地注视。我努力的
燃烧着自己，让她也能感到我的温度。

蜡烛都点燃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点恍惚，明灭的烛光，像
一颗颗忐忑的心。我深吸了一口气，掏出了手机。黑夜里屏
幕亮的有点刺眼，我没有翻电话簿，开始拨那个熟记于心的
号码，几声机械的嘟声后，手机震了一下，“喂”，她清亮
的声音传来，但是那边杂音很大。我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
地说：“你在哪啊，有件事想找你。”

“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不在学校，什么事啊，可以等回学
校再说吗?急事?”“哦，没有，就是有点小事想让你帮个忙，
没事，我找别人吧。”

“哦，那好吧，不好意思啊，那我先挂了，拜拜。”

的女孩子就快出现了吧，很羡慕。下辈子，我想做一个人，
能够正对着喜欢的人说出一句，我喜欢你。

在生命的火苗熄灭的那一瞬间，我化作一缕青烟升向夜空，
升向我们最后的归宿。最后的那一瞬间，我向地上望了一眼，
她也即将到了生命的尽头。也正是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其
实我们并不是那一颗心里最优秀的两根蜡烛，因为那颗心，
缺了任意一根蜡烛都不是一颗完整的心。

电话挂了，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地上的蜡烛快燃完了，



蜡油汇集到了一起，融成一线，像两只终于牵到一起的手。
一颗心，就快灭了。我突然想，要是做这样一支蜡烛多好，
能在短暂的生命中遇见另一根蜡烛，并喜欢上她，便可以在
她身边一直守护着她，用自己生命的温度温暖她，直至成灰，
泪干，而在最后的一瞬间，能最终牵到她的手。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三

《蜡烛》以散文章法构筑画面来显现作家的主观情绪。这类
小说同样离开了情节的框架，作家精心准备了一幅画面，画
面可能是一个人很短时间内的生活内容，透过画面，我们却
可以看到他一生的生活状态或心灵状态，体味出作家对叙述
对象的主观情怀和爱憎情感。不妨看看人教版八年级上《蜡
烛》教案设计。

认知目标：

1、感受反法西斯阵营的军民用血肉凝成的情谊。

2、体会真挚感人的语言。

能力目标：透过行为领悟人性的本质。

教育目标：让学生体会追求和平的人民的深厚的感情。

重点难点：体会真情，领悟军民用血肉凝成的情谊。

策略和方法：朗读法、引导法。

教学媒体：录音机、投影仪。

课时安排：2课时

一、导入。



二、整体感知。

1、作者简介及背景。

主旨：一首赞美诗。一曲颂歌。赞美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国战
斗的友谊。讴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红军的深厚感情。

3、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人物、事件的感人上，而是他感人的
程度如何?

1)、环境危险，炮火连天——想到老妇人不顾生死。

2)、年老体弱，掩埋烈士很吃力——想到老妇人力量的源泉。

3)、保护遗体——想到老妇人对烈士的感情。

4)、烛光闪烁——想到老妇人奉献的精神。

(这个问题如果不先给出一个例子，学生是很摸不着头脑
的。)

4、那麽，这里的烛光，又有什麽特殊的象征意义?

1)、红军烈士生命之光。

2)、寄托着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哀思。

3)、两国人民战斗情谊的象征。

5、好了，下面你又可以难一难我了!

1)、最后两句话是什麽意思?

结尾两句话讴歌南斯拉夫母亲对苏联红军烈士最崇高最热烈
最诚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同母子。这种感情建



立在正义的反侵略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2)、有同学很聪明，就拿课后题问我。所以，顺便给他们处
理课后练习了。

3)、课后练习二。

4)、课后练习三。

6、那麽谁来总结一下老妇人的形象?

(说的很多很杂，但都没有条理性。)

1)、老妇人饱受德法西斯强盗侵略之苦，她对侵略者满怀深
仇大恨，他渴望解放，渴望和平，他对苏联红军满怀敬意。

2)、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他无比沉痛，
她向烈士奉献自己的爱戴和敬意。

3)、他为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所激励变得无所畏惧，她进入
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不怕艰难，安葬烈士。

4)、红军烈士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她为红军烈士献出了最
心爱的宝物，把结婚的喜烛点在烈士的坟头，并彻夜守在坟
头，陪伴烈士的英灵，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

7、这是一篇战地通讯，但是其中主要是记叙的成分，你能找
出其中的六要素吗?

(回答的很好。可是我觉得要是在开头问会更好。)

8、你还能举出像老妇人这样的例子吗?

板书设计：



母亲的眼泪 戴黑色的围巾

老妇人 红军战士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四

蜡烛，曾是人们常用的照明工具，在黑暗中，一点昏黄的光
往往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勾出无限遐想。于是，无论
中外，都有许多诗文以蜡烛为题。例如，李商隐的“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蜡烛已失去它本身的
实用价值，但我们仍常用它来寄托某种情感：喜庆，或是忧
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西蒙诺夫的《蜡烛》更是抒写了一
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洁而又令人震撼。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拂晓瓦砾地窖鞠躬颤巍巍

2、介绍二战解放南斯拉夫情况。（建议小组讨论候选代表发
言）

3、作者简介

1．自由朗读：读懂大意。

目的寻读：为了突出某种形象、某种感情，作者往往会对有
些内容反复交代和描写。文章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反复描写？理解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对德军炮火的１１次
描写对蜡烛的６次描写对黑围巾的４次交代对老妇人动作的
反复描写（３次“爬”、３次“跪”）提示：对炮火的多次
描写，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写出了德军的残忍
疯狂，突现了老妇人的不顾生死、临危不惧。在一个特殊的
环境、特殊的氛围中，反复描写蜡烛有着特殊的意义。烛光，
象征着红军烈士的生命之光，寄托着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
士的哀思，是两国人民用血肉凝结的深厚情谊的象征。“黑
色的大围巾”表沉痛哀悼的庄重情感，写出了老妇人对牺牲



的苏联红军战士的跨越国界的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３次
“爬”写出了老妇人年劳力衰；３次“跪”写出了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对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深痛哀悼。

1、再读全文，其中是否有些片断令你感动？请你为大家朗读
一下，并说说令你感动的原因。（学生任意选择片断朗读，
原因的`说明言之成理即可。可选择重点语句作详细的讨论和
分析）。题材感人，重点描写老妇人掩埋苏联烈士的过程，
突出蜡烛、烛光。感人的原因：环境危险，炮火连天；老妇
人年老体弱，掩埋烈士非常吃力；老妇人像掩埋亲人一样掩
埋烈士；点在坟上的蜡烛有特殊的意义。

2．课文倒数第二小节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勾画了战后的
环境、烛光的背景，控诉着法西斯强盗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践
踏，再次点出烛光非同寻常的意义，足以表现南斯拉夫人民
对红军烈士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胜母
子，它建立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的
感情。

3．文章中的老妇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是
通过动作来表现的，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五

师：谁来读一读课题。

生读（突出半截）师：这蜡烛不长，只有半截。

生读（突出蜡烛）师：你强调了蜡烛，这可是藏有绝密情报
的蜡烛。

齐读。

师：读了这个课题，你眼前浮现了哪些画面呢?



生:我看伯诺德夫人四处藏情报的画面。

师:在战争年代,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与德国强盗斗争,多
不容易呀!

生:我看到德国军官枪过蜡烛，点燃了蜡烛的画面。.

师:这半截蜡烛系着他们以一家的性命，情况多么危急。

生述（略）

师：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伯诺德夫人一家为了保护绝密情
报和敌人周旋的画面，那么，你们听到他们分别说了什么呢？
请同学们打开课文，把它划出来。

生读课文，划句子。

师：伯诺德夫人说了什么？生答略

杰克说了什么？ 生答略

杰奎琳说了什么? 生答略

师：我们首先来看伯诺德夫人的话。（出示）谁来说一说？

生1说。

师：你说得很准确，也很清楚，一个标点，一个标点，都说
出来了。谁再来说。（略）

师：一场危机似乎过去了，可那位中尉又把冒着青烟的烛芯
重新点燃，又一场更大的危机降临了。（课件显示：蜡焰摇
曳，时间嘀嗒嘀哒响起） （略）

（课件：时间嘀嗒嘀哒声音继续响着）



师：此时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钟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回荡着、
回荡着。突然，小女儿杰奎林说话了（出示）

师：谁来说一说 （生1说）你再来。（生2说）

师：杰奎林是怎样说这句话的？生：（娇声）

师：同学们，你们平时对谁会娇声地说呢？

生：我会对我的爸爸妈妈说。

生：我会对我的爷爷奶奶说。

生：我对我的亲朋好友、长辈们说。

生：我知道了，杰奎林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让德国人喜欢她，
不怀疑她。

生：杰奎林非常聪明，她是用自己的天真来骗德国人的。同
时她也非常勇敢。

师：谁来娇声地说一说？（生1、生2说）

生纷纷：老师，你说错了，是一盏灯。

师（惊讶地）：她心里明明想的是那半截蜡烛，怎么说成一
盏灯了呢？

生：她不能说半截蜡烛，因为一说会引起德国人的怀疑。

生：因为妈妈想把蜡烛吹熄，哥哥想把蜡烛拿走，如果她还
说半截蜡烛的话，德国军官可能会想他们一家怎么都要着蜡
烛呢？莫非这蜡烛理由不可告人的秘密。

师（领悟状）：哦，原来是这样。杰奎林是多么了不起的小



女孩呀！我们一起娇声地说一说。

生齐说。

师:正当她踏上最后一级楼梯时,蜡烛熄灭了，过了一会儿,三
个德国军官终于离开了伯诺德夫人的家。同学们,当我们面对
此时此刻的蜡烛。（课件：一盏熄灭了的蜡烛）闭起眼睛想
一想,你的眼前又浮现哪些画面呢?请你用笔把他写下来，
给“半截蜡烛”这个真实的故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六

知识：学习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技能：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在理解课文
内容的基础上，说说伯诺德夫人一家在危急关头是怎样与德
军周旋的。

情感：通过朗读课文的训练，感受伯诺德夫人母子三人在危
急关头与敌人作斗争时的机敏、勇敢，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
精神。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理清脉络。

一、导入

1、板书课题：23、半截蜡烛

2、这篇课文围绕半截蜡烛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二、自读课文

1、自读课文，学习生字词

2、出示词语，朗读词语

伯诺德夫人强盗绝密绝妙蜡烛熄灭秘密点燃厄运摇曳

杰奎琳盯住镇定楼梯

3、学生交流词语意思

厄运：困苦的遭遇

摇曳：摇晃

镇定：遇到紧急的情况不慌不忙，从容不迫。

三、理清课文脉络

自读课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给课文分段。

第一段（12）写伯诺德夫人把装着情报的小金属管藏在半截
蜡烛中。

第二段（3）写一名德国军官点燃了藏有情报的蜡烛，伯诺德
夫人取出一盏油灯，吹灭了蜡烛，暂时避免了一场危机。

第三段（45）写大儿子想借搬柴生火之机拿走装有情报的半
截蜡烛，但没有成功。

第四段（67）写小女儿杰奎琳在万分危急关头，借上楼睡觉
拿走装有情报的蜡烛，避免了一场危机。

四、作业



1、描红

2、抄写词语

3、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复习

听写词语

二、学习课文

（一）学习第1、2自然段

1、这是怎样的半截蜡烛呢？请带着这个问题自读课文的1、2
自然段

2、交流

这是装着绝密情报的半截蜡烛，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
家利益，关系到伯诺德夫人一家的安危。

3、在读课文，想一想这个藏情报的办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绝妙的办法）

4、妙在哪儿？



蜡烛的位置显眼，谁也不会想到主人会把绝密的情报藏在眼
皮底下的蜡烛里，所以反而骗过了前来搜查的德军。

5、指名读第二自然段最后两句话，想想你从这句话中体会到
什么？

（1）、伯诺德夫人机智沉着。

（2）、伯诺德夫人对情报收藏工作十分负责任。

（3）、办法巧妙。

（二）学习第37自然段

1、过渡：一天晚上，屋里闯进了三个德国军官。他们坐下后，
一个中尉顺手拿过藏有情报的蜡烛点燃，放到少校军官面前。
伯诺德夫人知道，万一蜡烛燃烧到金属管处就会自动熄灭，
秘密就会暴露，情报站就会遭到破坏，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一
家三口生命的`结束。

2、在这危急关头，伯诺德夫人一家是怎样与德军周旋的？请
带着这个问题自读课文37自然段，说说他们一家人给你留下
了什么印象？（机智、勇敢）

3、默读课文，圈出描写伯诺德夫人全家人的动作、神情、语
言及心理活动的有关词句，感悟每个人的机智与勇敢。

（1）、伯诺德夫人：

动作：（急忙）取、（轻轻）吹

语言：瞧，先生们，这盏灯亮些。

心理：万一结束



神情：镇定沉着，临危不乱

（2）、杰克

语言：天真冷。我到柴房去搬些柴来生个火吧。

神情：镇定、从容、不露声色

心理：他知道，厄运即将到来了

（3）、杰奎琳

语言：司令官先生上楼睡觉吗？

什么是娇声？（甜美可爱的声音）

杰奎琳为什么娇声地对司令官说话？（为了博得敌人的好感，
这样，当她提出请

求时才不会遭拒绝。）

4、分角色朗读37自然段

小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一家三口怀着对祖国的热爱，
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最后凭着他们的勇敢与
机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三、小组合作，排演课本剧

四、请学生表演课本剧

五、作业

回家给父母讲讲伯诺德夫人一家人在危急关头是怎样与德军
周旋的？注意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补充进去。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七

蜡烛，曾是人们常用的照明工具，在黑暗中，一点昏黄的光
往往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勾出无限遐想。于是，无论
中外，都有许多诗文以蜡烛为题。例如，李商隐的“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蜡烛已失去它本身的
实用价值，但我们仍常用它来寄托某种情感：喜庆，或是忧
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西蒙诺夫的《蜡烛》更是抒写了一
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洁而又令人震撼。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拂晓瓦砾地窖鞠躬颤巍巍

2、介绍二战解放南斯拉夫情况。（建议小组讨论候选代表发
言）

3、作者简介

1.自由朗读：读懂大意。

目的寻读：为了突出某种形象、某种感情，作者往往会对有
些内容反复交代和描写。文章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反复描写？理解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对德军炮火的11次描
写对蜡烛的6次描写对黑围巾的4次交代对老妇人动作的反复
描写（３次“爬”、３次“跪”）提示：对炮火的多次描写，
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写出了德军的残忍疯狂，
突现了老妇人的不顾生死、临危不惧。在一个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氛围中，反复描写蜡烛有着特殊的意义。烛光，象征
着红军烈士的生命之光，寄托着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
哀思，是两国人民用血肉凝结的深厚情谊的`象征。“黑色的
大围巾”表沉痛哀悼的庄重情感，写出了老妇人对牺牲的苏
联红军战士的跨越国界的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３
次“爬”写出了老妇人年劳力衰；３次“跪”写出了行动不
便的老妇人对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深痛哀悼。



1.再读全文，其中是否有些片断令你感动？请你为大家朗读
一下，并说说令你感动的原因。（学生任意选择片断朗读，
原因的说明言之成理即可。可选择重点语句作详细的讨论和
分析）。题材感人，重点描写老妇人掩埋苏联烈士的过程，
突出蜡烛、烛光。感人的原因：环境危险，炮火连天；老妇
人年老体弱，掩埋烈士非常吃力；老妇人像掩埋亲人一样掩
埋烈士；点在坟上的蜡烛有特殊的意义。

2.课文倒数第二小节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勾画了战后的
环境、烛光的背景，控诉着法西斯强盗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践
踏，再次点出烛光非同寻常的意义，足以表现南斯拉夫人民
对红军烈士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胜母
子，它建立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的
感情。

3.文章中的老妇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是
通过动作来表现的，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八

1、通过观察，了解各种各样的蜡烛，说出蜡烛在日常生活中
的用途。

2、能主动参与到自制活动中，并体验成功的快乐。

3、初步了解蜡烛燃烧与空气的关系，对此现象产生浓厚的兴
趣。

1、课件：图片—蜡烛

2、蜡烛若干，玻璃口杯一个。

1、教师带领孩子进入教室，一起感受美丽而又温馨的烛光。



2、引导幼儿观察点燃的蜡烛，说说自己看到的有趣现象。

如：滴下来的蜡烛油像眼泪，而且有点烫；

小火苗会随风“跳舞”。

说一说小火苗像什么呢？

（像星星、像花蕊、像太阳、像萤火虫……）

3、引导幼儿用自己的动作来表现烛火的样子。

1、让幼儿了解蜡烛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1）请幼儿共同来欣赏各种各样的蜡烛实物。

（2）引导幼儿说出蜡烛的用途，谈谈自己在什么时候用过蜡
烛？

（停电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打灯笼的`时候……）

2、请幼儿讲一讲应该如何点燃蜡烛。（火柴、打火机……）

（1）引导幼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将蜡烛熄灭。

（用手扇或用嘴巴吹）

（2）教师用另一种方法将蜡烛熄灭。首先点燃一根蜡烛，固
定好，然后用一个玻璃口杯罩在蜡烛上，看看结果怎样？
（熄灭）

3、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桌面上的玻璃杯罩在点燃的蜡烛上，
瓶口紧贴硬币，看一看与教师刚才做的有什么相同之处与不
同之处。



相同之处：蜡烛熄灭了。

不同之处：瓶内有上升的水柱。

小结：蜡烛的燃烧需要空气，杯内的空气烧完了，蜡烛也就
要熄灭了，就像我们人一样，同样也需要空气。

欣赏各种各样的蜡烛。

本文由妈妈小编编辑整理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九

分析品味重点语句，把握文章思想感情

1、分析人物动作描写，体味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2、体味文章思想感情，感受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通过分析人物外貌、动作描写，品味感受人物丰富的情感世
界。

1课时

1。 预习课文，

2。 查找有关二战时期解放南斯拉夫的情况

蜡烛，曾是人们常用的照明工具，在黑暗中，一点昏黄的光
往往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勾出无限遐想。于是，无论
中外，都有许多诗文以蜡烛为题。例如，李商隐的“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蜡烛已失去它本身的
实用价值，但我们仍常用它来寄托某种情感：喜庆，或是忧
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西蒙诺夫的《蜡烛》更是抒写了一



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洁而又令人震撼。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拂晓 瓦砾 地窖 鞠躬 颤巍巍

2、介绍二战解放南斯拉夫情况。（建议小组讨论候选代表发
言）

3、作者简介

1。自由朗读：读懂大意。

对德军炮火的11次描写

对蜡烛的6次描写

对黑围巾的4次交代

对老妇人动作的反复描写（3次“爬”、3次“跪”）

提示：

对炮火的多次描写，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写出
了德军的残忍疯狂，突现了老妇人的不顾生死、临危不惧。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氛围中，反复描写蜡烛有着特殊
的意义。烛光，象征着红军烈士的生命之光，寄托着南斯拉
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哀思，是两国人民用血肉凝结的深厚情
谊的象征。

“黑色的大围巾”表沉痛哀悼的庄重情感，写出了老妇人对
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跨越国界的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

3次“爬”写出了老妇人年劳力衰;3次“跪”写出了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对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深痛哀悼。

1 、再读全文，其中是否有些片断令你感动？请你为大家朗
读一下，并说说令你感动的原因。（学生任意选择片断朗读，
原因的说明言之成理即可。可选择重点语句作详细的讨论和
分析）。

题材感人，重点描写老妇人掩埋苏联烈士的过程，突出蜡烛、
烛光。

感人的原因：环境危险，炮火连天;老妇人年老体弱，掩埋烈
士非常吃力;老妇人像掩埋亲人一样掩埋烈士;点在坟上的蜡
烛有特殊的意义。

2。课文倒数第二小节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

勾画了战后的环境、烛光的背景，控诉着法西斯强盗对人类
文明的肆意践踏，再次点出烛光非同寻常的意义，足以表现
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士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
国界，情胜母子，它建立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是
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3。文章中的老妇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是
通过动作来表现的，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精读文章倒
数第四、五两段，展开想像，揣摩一下老妇人有哪些心理，
回答问题。

投影思考题：

1。老妇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心里是怎样想的？

2。老妇人为什么对他们深深一鞠躬？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学生齐读或分读，自由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学生体会课文意



蕴，启发学生就文句提出一个个问题推想。

文章中的南斯拉夫老妇人不顾生死，不顾年老体衰，满怀爱
意地埋葬苏联红军烈士的遗体，这种感情，达到了跨越国界，
母子情深的境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得到升华。

把你设想的老妇人的心理写下来，整理到练习本上，300字左
右即可。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十

： 蜡烛，曾是人们常用的照明工具，在黑暗中，一点昏黄的
光往往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勾出无限遐想。于是，无
论中外，都有许多诗文以蜡烛为题。例如，李商隐的“春蚕
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蜡烛已失去它本身
的实用价值，但我们仍常用它来寄托某种情感：喜庆，或是
忧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西蒙诺夫的《蜡烛》更是抒写了
一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洁而又令人震撼。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拂晓瓦砾地窖鞠躬颤巍巍

2、介绍二战解放南斯拉夫情况。（建议小组讨论候选代表发
言）

3、作者简介

1．自由朗读：读懂大意。

．目的寻读：为了突出某种形象、某种感情，作者往往会对
有些内容反复交代和描写。文章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不厌其烦
的反复描写？ 理解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对德军炮火的１１
次描写对蜡烛的６次描写对黑围巾的４次交代 对老妇人动作
的反复描写（３次“爬”、３次“跪”） 提示： 对炮火的
多次描写，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写出了德军的



残忍疯狂，突现了老妇人的不顾生死、临危不惧。 在一个特
殊的环境、特殊的氛围中，反复描写蜡烛有着特殊的意义。
烛光，象征着红军烈士的生命之光，寄托着南斯拉夫人民对
红军烈士的哀思，是两国人民用血肉凝结的深厚情谊的象征。
“黑色的大围巾”表沉痛哀悼的庄重情感，写出了老妇人对
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跨越国界的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
３次“爬”写出了老妇人年劳力衰；３次“跪”写出了行动
不便的老妇人对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深痛哀悼。

1 、再读全文， 其中是否有些片断令你感动？请你为大家朗
读一下，并说说令你感动的原因。（学生任意选择片断朗读，
原因的说明言之成理即可。可选择重点语句作详细的讨论和
分析）。 题材感人，重点描写老妇人掩埋苏联烈士的过程，
突出蜡烛、烛光。感人的原因：环境危险，炮火连天；老妇
人年老体弱，掩埋烈士非常吃力；老妇人像掩埋亲人一样掩
埋烈士；点在坟上的蜡烛有特殊的意义。

2．课文倒数第二小节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 勾画了战后
的环境、烛光的背景，控诉着法西斯强盗对人类文明的肆意
践踏，再次点出烛光非同寻常的意义，足以表现南斯拉夫人
民对红军烈士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胜
母子，它建立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
的感情。

3．文章中的老妇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是
通过动作来表现的，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十一

1.了解通讯这一新闻文体的特点。

2.激发学生爱的情感，培养理解和想象的能力。

3.通过行为领悟人性善良的本质，让学生体会向往和平的人



民共有的深厚的感情。

1.复述故事，把握课文内容。

2.分析课文，学习通过反复、细节描写把文章写得生动感人。

分析蜡烛、炮火的特殊意义。

一、导入

二、新授课

(一)初读课文

请同学们自读课文，并用两个字来表达读后的感受。——感
动

(二)理清文章内容

这篇通讯的作者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当时他秋为随军记者，
在采访的过程中收集到了这则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在这
里，我就来扮演西蒙诺夫，让我们通过合理的想象，还原一
下作者创作这篇文章的'过程。

“你好，可爱的战士们，我是记者西蒙诺夫，你们真的很英
勇，我听说在战场上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你们能给我讲
一个吗?”

(请学生复述故事)

“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感人，但是因为我要写的是一篇通讯，
所以要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非
常的准确，所以我可以再核实一下这几点吗?”

【时间：1944年9月19日



地点：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

人物：老妇人玛利·育乞西、红军战士契柯拉耶夫

事件：一位苏联红军战士在南斯拉夫国土上牺牲了(原因)，

南斯拉夫母亲不顾枪林弹雨，以惊人的毅力安葬了烈士(经
过)，

最后拿出自己唯一珍爱的结婚花烛点在烈士的坟头，悼念烈
士表达敬意(结果)。】

(三)文章主题

(2)“我们出兵南斯拉夫，老人埋葬烈士的深刻意义在什么地
方?”

——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老人和烈士之间的母子深情，对
和平的共同的渴望

(四)写作技巧

(1)“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是我要突出哪些因素，才能达
到更为感人的艺术效果呢?”

感人因素——环境危险，炮火连天

老妇人年老体弱，掩埋形烈士非常吃力

老妇人像掩埋亲人一样掩埋烈士

点在坟上的蜡烛有特殊意义

可以运用反复、动作描写及细节描写，补充说明



(2)“那么，我们给这样一篇文章起个什么名字呢?为什么
吗?”

蜡烛——象征两国军民的感情，象征着老人与烈士之间的母
子深情。

“谢谢大家，那我这就回去赶快完成篇文章。”

三、迁移训练

那么，让我们回到课堂，学习西蒙诺夫来设计一篇感人的文
章

一个女孩拾金不昧把钱还给失主。我们为这样一个平凡又感
人的小故事设计一些感人的因素。

1、天气恶劣

2、女孩需要钱

3、钱对失主来说很重要。

四、结语

“蜡烛”是光明的象征，是奉献的象征，一支小小的蜡烛将
穿透战争的阴霾，燃亮在世界和平的前夜。《蜡烛》是一首
赞美诗，一曲颂歌，这首颂歌将永远回荡在热爱和平的世界
人民的心头。让我们为红军烈士致哀，让我们用行动表达对
南斯拉夫母亲的崇敬之情吧!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期盼着世界
远离战争，人类远离罪恶的那一天!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十二

1、感受反法西斯阵营的军民用血肉凝成的情谊。



2、体会本文真挚感人的语言。

能力目标：透过行为领悟人性的本质。

教育目标：让学生体会追求和平的人民的深厚的感情。

体会真情，领悟军民用血肉凝成的情谊。

朗读法、引导法。

录音机、投影仪。

（学生讲的实在很精彩。）

主旨：一首赞美诗。一曲颂歌。赞美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国战
斗的友谊。讴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红军的深厚感情。

3、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人物、事件的感人上，而是他感人的
程度如何？

1）、环境危险，炮火连天想到老妇人不顾生死。

2）、年老体弱，掩埋烈士很吃力想到老妇人力量的源泉。

3）、保护遗体想到老妇人对烈士的感情。

4）、烛光闪烁想到老妇人奉献的精神。

（这个问题如果不先给出一个例子，学生是很摸不着头脑的。
）

4、那麽，这里的烛光，又有什麽特殊的象征意义？

1）、红军烈士生命之光。



2）、寄托着南斯拉夫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哀思。

3）、两国人民战斗情谊的象征。

5、好了，下面你又可以难一难我了！

1）、最后两句话是什麽意思？

结尾两句话讴歌南斯拉夫母亲对苏联红军烈士最崇高最热烈
最诚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分国界，情同母子。这种感情建
立在正义的反侵略的基础上，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2）、有同学很聪明，就拿课后题问我。所以，顺便给他们处
理课后练习了。

3）、课后练习二。

4）、课后练习三。

6、那麽谁来总结一下老妇人的形象？

（说的很多很杂，但都没有条理性。）

1）、老妇人饱受德法西斯强盗侵略之苦，她对侵略者满怀深
仇大恨，他渴望解放，渴望和平，他对苏联红军满怀敬意。

2）、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他无比沉痛，
她向烈士奉献自己的爱戴和敬意。

3）、他为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所激励变得无所畏惧，她进入
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不怕艰难，安葬烈士。

4）、红军烈士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她为红军烈士献出了最
心爱的宝物，把结婚的喜烛点在烈士的坟头，并彻夜守在坟
头，陪伴烈士的英灵，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母亲般的爱。



7、这是一篇战地通讯，但是其中主要是记叙的成分，你能找
出其中的六要素吗？

（回答的很好。可是我觉得要是在开头问会更好。）

8、你还能举出像老妇人这样的例子吗？

蜡烛的教案幼儿园篇十三

本班级共有37人，学生聪明好学、活泼，能够积极主动地去
学习，并且能够很好地配合老师开展学习，动手能力强，大
胆，敢想敢说，集体荣辱感强。

本篇课文是一篇短小剧本，反映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法国某城市的故事。女主人伯若德夫人的家是反法西斯
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为安全起见，伯若德夫人把一份秘密文
件藏在半截蜡烛里。为保住蜡烛里的秘密，伯若德夫人、杰
克、杰奎林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
争。

1.通读课文，了解剧本的形式和特点，和一般记叙文比较写
法上的不同。

2.默读课文，明白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能通过人物的
语言和剧本提示，理解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体会伯诺德一家
在危急关头和敌人作斗争时的机智勇敢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
情。初步了解剧本的语言特点。

3.通过朗读课文，感受伯诺德夫人母子三人在危急关头与敌
人作斗争时的机敏，勇敢，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精神。

４、读记本课的“解释”等词语，并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指导学生认真朗读，通过对伯诺德一家人从容镇静的动作、
神情、语言、心理描写去体会一家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两条绿线内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理清文章脉络。

一、揭题：

1、板书课题：半截蜡烛

围绕“半截蜡烛”定了什么内容？……

3、请同学们围绕问题自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由轻易朗读课文。

2、小组朗读检查，读通课文，解疑。

3、课堂交流：解决了哪些问题。

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提示如下（顺便理清脉络）

课文先写……接着写……

然后写……最后……



4、再读课文，检查字词：

音：蜡烛许诺遭到盯住琳琅满目楼梯摇曳强盗秘密厄运

虽然绝妙微弱绝密镇定

义：厄运：厄，困苦，灾难。困苦的遭遇。

厉声：声音严厉

从容：不慌不忙

摇曳：摇荡

镇定：遇到紧急的情况不慌乱。

三、指导分段朗读。

四、课堂练习

1、抄写词语

2、朗读、思考课后练习4

教学目标

1、通过对人物语言、动作、神情、心理活动等的读读、悟悟，
感受伯诺德夫人一家在危急关头与敌人作斗争时的机智、勇
敢，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精神。

2、通过合作的形式，把故事编成课本剧演一演，培养学生自
主合作的能力，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当＿＿＿＿＿时，伯诺德夫人＿＿＿＿＿（怎么做）＿＿＿
＿＿（结果怎样）

当＿＿＿＿＿时，大儿子杰克＿＿＿＿＿（怎么做）＿＿＿
＿＿（结果怎样）

当＿＿＿＿＿时，小女儿杰奎琳＿＿＿＿＿（怎么做）＿＿
＿＿＿（结果怎样）

2、那么，伯诺德夫人一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二、引入新课。

三、学习第一场戏。

1、请大家打开课本，自由读第一场戏（第三自然段），思考：
你准备通过伯诺德夫人的哪些动作（。）、神态（~~~）、语言
（——）及心理活动（……）来演出她的勇敢、机智。把重
点词句用相应的符号圈画出来。

动作：（急忙）取、（轻轻）吹。

请一位同学做一个吹的动作。再做轻轻吹的动作。

重点提示：为什么要轻轻吹？大家一起读句。

语言：关键读好哪个词？（亮）为什么？

要读得不引起德军的怀疑？指导朗读。

心理活动：个别读，从中体会到什么？

圈画重点词。引读。



假如你就是伯诺德夫人，你能把这段心理活动以你自己的口
吻表达出来吗？。

指导这是你的心理独白，你这么大声说出来，不引起敌人的
怀疑才怪呢。谁再来做一回伯诺德夫人。

3、小结。

5、杰克、杰奎琳什么特点？

旁白。给老师一个机会好吗？

6、布置任务。为了确保演员发挥最好水平，给一点合作的时
间，下面的同学以小组为单位，商量一下如何把文中提示我
们的动作、语言、神情及心理活动表演出来。

7、演员表演，观众注意看他们的动作，仔细听他们的语言，
还要观察什么呢，自己动脑看吧。

简评：主角演得怎样？（激趣：假如我是当时的总统戴高乐,
我一定会为你有这样的好公民而骄傲,奖你一枚荣誉勋章。）

其它同学演得好吗？（激励：甘当绿叶，演好配角从而反衬
出主角的机智、勇敢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怎么没人表扬我呀？说明（老师读得旁白和分角色朗读时的
旁白一样吗？

是的，在课本剧中，有些描写人物动作、语言、神情及心理
活动的内容完全可以由演员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演出来。旁白
不必把所有的提示语都念出来。）

四、学习第二、第三场戏。

1、小结布置：刚才，我们通过共同合作、探究，非常成功地



完成了第一场戏的演出。能采用刚才的方法自己合作完成后
二场戏的演出吗？第二场戏的主角是——？第三场戏的主角
是——？组长起立，代表小组选择其中一场戏。

2、同法默读一出戏，思考：你准备从人物的哪些动作、语言、
神情及心理活动来演好机智、勇敢的杰克或杰奎琳？圈画关
键词句。

3、交流杰克。

动作：（慢慢站、端、从容搬回、生火、坐待）重点提示：
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得这么从容的？读句。

语言：关键读好哪个地方？（真冷）指导朗读。

其它角色又要演好哪些表现呢？分角色朗读，边读边想该抓
住哪些方面演出其它角色的特点。

4、交流杰奎琳。杰奎琳的机智、勇敢你认为关键是演好哪个
地方。

重点提示：娇声。理解。（博得敌人的好感，这样一来，当
她提出要求时才不会糟拒绝）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小小年纪便
懂事了，和妈妈哥哥一样机智、勇敢）

谁能当回杰奎琳，用娇声对德军说这句话。

联系当时情况的危急，联系她说的话，谁能猜出杰奎琳此时
一定在想些什么？再读她说的话。

还有哪个地方表演时也该注意的？（镇定、道晚安）给你个
机会，找一个你最信得过的朋友跟你合作读军官的话，其它
同学一起读旁白。同学们继续想象一下怎样把杰奎琳的机智、



勇敢给表演出来。

5、小结。

通过刚才的探讨，大家有信心把这二场戏演好吗？注意演员
关键要演出文中提示的人物动作、语言、神情，有本领的还
可增加一些你认为更能突出主角机智、勇敢的表现或心理活
动。

旁白注意不要喧兵夺主。小组合作开始排练。

6、挑选两组表演。下面同学作评委，评出最佳主角奖和最佳
配角奖。

7、简评。

结合评最佳主角奖。抓住动作、语言、神情、心理活动再次
感受主角的机智、勇敢。

结合简评配角奖。感谢你们的演出，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凶残
的但又尚有些人性的德国鬼子。也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伯诺
德一家的机智、勇敢。

结合品品文末句子。望着这盏在最后一级楼梯熄灭的蜡烛，
你想说什么？引读两次描写情况危急的句子。（出示）

五、总结。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伯诺德夫人一家以国家利益为重。靠
自己的机智、勇敢终于成功地保住了蜡烛中的机密，多么爱
国的一家人啊！

六、总结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