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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021_2022__E3_80_8A_E

5_8D_81_E9_87_8C_E9_c38_58860.htm （一）教材分析 这是一

篇讲读课文，课文真实，具体地叙述了 1976 年 1 月首都人民

群众聚集长安街向周总理告别的感人情景。第二课时要学的

第二、三段是课文抒发感情的焦点。因此，本课的教学目标

定位在以下方面： 1 、读中体会人民群众怀念、爱戴总理的

思想感情，并体会随着时间迁移这种感情的升级； 2 、通过

读表现这种思想感情； 3 、抓 “ 不约而同 ” 、 “ 慈祥 ” 的

教学，通过各种手段加深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并为第三课时

这两个词的造句作铺垫。 （二）说教法学法 在语文教学中，

要讲究训练的科学性，体现训练的层次性。我设计以读为突

破口开展训练。如何读好，读出感情，如何激发全体同学读

的积极性，是本文教学成功的关键。为了读好，我采用了以

下手段： 1 、通过电教手段，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到当年万

人泪下的十里长街； 2 、品味重点词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主要是让学生品味 “ 不约而同 ” 、 “ 牵动 ” 这两个词

的意思，并注意教学方法的变化。组织学生从意思、表现、

程度等方面讨论不约而同的意思；引导学生想象 “ 如果你当

时在场，想说些什么？ ” 从而懂得 “ 牵动 ” 这一词语的丰

富内涵； 3 、加强读的具体指导，我们不赞成纯技巧的朗读

指导，但是我们认为建立在文章内容基础上的朗读技巧的指

导还是必要的。注意读的层次变化，从自由读到指名读，加

强读的评价，再齐读，再指导。在反复朗读中，引导感悟，

激发情感。 加强学法指导。教学的目的，不仅要使学生学会



，而且要引导学生会学。通过圈划，让学生理清文章思路；

通过读，体会文章的思想内容，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通过

删、换词句加强比较朗读，促进体悟；引导学生归纳一段的

学法，造成迁移。 （三）说教学过程 1 、复习引入 通过复习

第一段内容，带领学生逐渐进入情境。 ２、学习第二段 （ 1 

）放录像，看灵车到来时的情景。 （ 2 ）自由轻声读第二节

，用 “--” 划出写灵车到来的句子，用 “” 划出人们的表现

。 （这一题目旨在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为进一步读讲作

准备） （ 3 ）思考：人们的心情怎样？从哪里看出来？ （ 4 

）品词句，入意境 通过讨论 “ 不约而同 ” 的意思、表现、

程度，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采用小组学习法，互相启

发，激发学习积极性。 （ 5 ）质疑：为什么都顾不得擦去腮

边的泪水？ 根据学生的已有认识水平组织教学，引导学生辨

证地思考问题。 （ 6 ）读，表现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读出

失去总理的悲痛。 读中加强评价。 （ 7 ）学习第 3 节 a 、望

着灵车，人们想到了什么呢？ 先自由读，然后师生接读。 b 

、比较句子，品味感情。 把第一句的两个 “ 多少 ” 换成 “ 

很多 ” ，体会看到周总理的自豪、幸福，并读出这种感情。

c 、理解 “ 慈祥 ” 的意思。 为了帮助理解，挂出周总理像

，讨论慈祥的含义。 d 、激发学生想象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学生对周总理的事迹有一定了解，引导他们回忆，有助于

更好地入情入境。） e 、练习朗读，指导背诵。 3 、学习第

三段 （ 1 ）总结学法，即理思路 → 品词句 → 读出感情 （教

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点，而且要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

2 ）理思路，找出写人们心情的句子和人们表现的句子。 （ 3

）品味 “ 牵动 ” 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想说些什



么？ （通过激发学生想象，理解 “ 牵动 ” 的丰富内涵） 比

较两句句子 删去最后一句的 “ 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 和

原句比较，体会人们希望周总理的逝世不是现实的心情。 （

4 ）指导朗读，背诵 4 、简要小结，完成板书 5 、布置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争取背出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