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汇总8篇)
在撰写一篇长篇报告时，提纲还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任务，提
高工作效率。涉及多个方面的提纲，可以采用分级展开的方
式，使得内容更加详细和全面。以下是一些编写提纲的实用
技巧和方法，希望能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感悟、品读课文语言文字，感受盲童对生活的热爱，
激发学生热爱生活，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

3、领悟“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缤纷世界”的内涵。

教学重点：

通过读、悟、品读课文语言文字，感受课文的美。

教学难点：

感受盲童对生活的热爱，领悟“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
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的内涵。

教学方法：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启发，找出文中的重点词句，
让学生在合作交流，探究活动中，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实
际理解句子。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在春暖春开的季节，很高心和大家一起来上课。同学们你们
高兴吗?用你们的方式表示一下对康老师的欢迎好吗?大家的
掌声包含了欢迎，也包含了对老师的鼓励。老师为了表示谢
意，送给大家一首歌，会唱的可以小声跟着唱。

(二)导入。

1、歌声好听吗?那老师太高兴了。我们可以开始上课好吗?小
朋友在寻找春天，因为春天是美丽的，春天在你们的眼中是
什么样的，可以用个词语来形容一下吗?(学生自由说)(板书
春天)

春天在同学们的眼中真美啊!那同学们是用什么方式发现春天
的美呢?(学生自由说)是呀我们可以用明亮的眼睛观赏美丽的
春色，用鼻子感受花草的清香，而我们17课主人公安静却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触摸到了春天。(板书触摸)

2、齐读课题

(三)整体感知，回顾课文内容。

1、概述文章内容

谁能说说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学生说)

安静这样的举动，作者感叹到：这真是一个是奇迹!(板书奇
迹)作者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不是我们很容易做到的
吗?(学生说)

那安静创造了那些奇迹呢?



2、接读课文，边听课文边思考，把你认为与奇迹有关的语句
画下来。

(四)细读课文，深入品析。

1、盲女孩安静创造了那些奇迹?把你画出来的语句读给同学
听听。

2、指名说(板书奇迹内容)

3、相互说一说安静是如何来创造的这些奇迹?你从奇迹中又
体会到什么?

预设(一)安静在花丛中穿梭，她走得很流畅，没有一点磕磕
绊绊。

1、先读出这个句子。

3、想一想安静为什么在这里穿梭呀?(感受生活的美好，安静
的开心。)

4、带着这样的感觉来读第二自然段，(对春天的热爱、安静
的开心)

预设(二)安静在一株月季花前停下来，她慢慢地伸出双手，
在花香的引导下，极其准确地伸向一朵沾着露珠的月季花。

她是怎样做到的?她要干什么?

带着这种美好的感觉来读第三自然段，点名读。

安静爱花，爱春天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让我们一起读
第三自然段，从字里行间去感受她的那份爱。

预设(三)安静的手指悄然合拢，竟然拢住了那只蝴蝶，真是



一个奇迹!睁着眼睛的蝴蝶被盲女孩神奇的灵性捉住了。

你认为安静是如何拢住蝴蝶的?

你认为作者是怎样的感觉?(整天穿梭在花丛中，她的身上一
定拥有了浓郁的花香，蝴蝶以为她就是一朵花。)

“神奇的灵性”源于什么?那安静又是什么感觉?(她是那样的
热爱花朵、春天，才伸出双手。)

假设情境，同学们现在就是安静(教师配乐范读)，体会安静
的内心在想什么?

看到这样的一幕，作者“我”是什么感受?

指名读第五自然段。

作者看见了安静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你们看到了吗?那她的
内心世界有什么?(学生说)

许久，多长时间，说明了什么?

放飞蝴蝶，安静仰起头来张望，“张望”什么意思，安静又
在张望什么呢?(安静用她的心在张望。)

课件3、安静放飞蝴蝶的那一刻，仰起头来张望，她仿佛看到，
她想。(对光明的渴望，对飞翔的渴望)

4、带着这样的渴望，我们读一下第六自然段，点名读。

(五)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安静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得独特感受，感受着你也深深地
感动着作者，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课件：谁都有生活得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
纷世界。

这句话中，“谁”指的是什么?联系课文和生活实际来谈一
谈(。一定要热爱生活、生命。)

老师这里也有一个例子。

课文链接

海伦·凯勒从19个月时，就双耳失聪，双眼失明，却依然是
快乐的，她也创造了自己的缤纷世界，我们来阅读一下。

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说说海伦·凯勒给你留下的印象，我们
看一下课本链接，体会海伦·凯勒的心情是如何的。

生命是美好的，只要你热爱她，她就会给你机会，创造自己
的缤纷世界。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拥有享受生命的权力。我们
不会忘记去年的今天，四川省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就夺
取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一位幸存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早晨醒来时，我又看见了初升的太阳，我觉得自己是幸福
的，说到这里，相信你对生命一定也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
那么就拿起笔来，写下你心中的感概吧!

泡泡语还告诉我们……我们能办到吗?让我们下课就开始行动
吧，办一期关于“热爱生命”的墙报，同学们，我们应该从
哪寻找资料呢!好，老师等待你们的好消息。谢谢同学们的合
作，再见!

板书设计：

17、触摸春天

流畅



奇迹伸向生命是美好的

拢住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二

１、同学们，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生命如同一张雪白的画布，只有精心设计，努力描
绘，才不会空白与单调，生命也如多姿多彩的春天，只有用
心感受，用心触摸，才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

２、问：初次看到这个题目后，你想到些什么？（春天要去
看和感受，为什么要“触摸”呢？）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三

捧读课文，一幅生动的画面映入眼帘，在春暖花开的美景中，
一个小女孩子穿梭在花丛中，她在一株月季花前停下来，慢
慢伸出双手，悄悄扰住了一只逗留在花间的蝴蝶。蝴蝶在她
的手指间扑腾，小女孩的脸上充满了惊讶。许久，她张开手
指，蝴蝶扑着翅膀飞走了，小女孩仰起头来张望。

这位特殊的小女孩就是课文的主人公安静。说她特殊，是因
为她是一位盲童，说她特殊，还是因为她能够用自己独特的
方式，感受春天的气息，触摸春天的脉搏，捕捉春天的影踪。
在这个清香袅袅的早晨，作者也触摸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
命力，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谁都有把握春天的权利，只有
用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才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

这篇课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意境隽美，所蕴含的道
理非常深刻，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一是引导学生体会盲童
对生活的热爱，感受作者对生命的关爱。二是学习联系上下
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并体会其表达效果，
增加语言积累，教学的重点是深入体会一些关键语句的含义，



教学难点是感悟作者揭示的深刻道理。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四

引导学生进一步读课文，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并谈谈
对安静的初步印象；初步了解安静是怎么触摸春天的，用什
么触摸。

引导学生选择课文中自己感兴趣的段落再读，方式可多样，
使学生进一步熟悉课文，能正确、流利地朗读。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五

《触摸春天》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讲一个叫“安静”的
盲童小女孩在春天充满花香的早晨竟然捉住了一只蝴蝶又把
它放飞的故事。

教学中我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入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上课伊始，
“谁愿意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朗读水平?”为学生创设了轻松、
愉悦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学习的欲望。然后揭示新课。下
面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回忆一下，课文中描绘的哪些画面出现
在你的脑海里？指名回答，教师相机板书：花香间流连---花
丛中穿梭---准确地把手伸向一朵月季花---拢住了一只蝴蝶-
--放飞蝴蝶。接着请学生选择其中的`一幅，认真地读一读描
写这幅画面的文字，想一想从这些文字中你感受到什么，你
能把自己感受到的读出来吗？在小组内交流后全班交流。引
导学生接触文本，重点通过朗读品味，想象画面，抓住课文
中的重点词、句推敲，体会文本内涵。当学生的情感被激发
后，又引导学生诵读、品读、想象读等等，带领学生以读悟
情，以读生思，在读中品，品中读。经过学生自己的朗读体
会，无声的文字转化为了有声的鲜活的语言。让学生走进了
文本，走进了安静的内心世界。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六

王屋小学 崔燕燕

叶澜老师曾经说：“我们的语文教学，只有充分激活原本凝
固的语言文字，才能使其变为生命的涌动。”《触摸春天》
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故事很简单，讲一个叫 “安静”的
盲童小女孩在春天充满花香的早晨竟然捉住了一只蝴蝶又把
它放飞的故事。作者以别于常人的细腻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
盲女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而更重要的是作者被这一小小动作
所感动着。

[课堂回放]第二次教学这篇课文时，教学伊始，教师首先引
导学生回顾旧知。今天老师就同大家一道走进文字的心灵深
处,跟随安静去触摸春天吧！下面请几位同学接力读全文, 谁
愿意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朗读水平?其他的同学一边听一边想，
本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古代教育家朱熹说：“教人不见情趣，
必不乐学。”上课伊始，我将“竞争激励的机制”引入到了
课堂，“谁愿意向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朗读水平?”为学生创设
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学习的欲望。然后揭示
新课。下面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回忆一下，课文中描绘的哪些
画面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指名回答，教师相机板书。花香间
流连---花丛中穿梭---准确地把手伸向一朵月季花---拢住了
一只蝴蝶---放飞蝴蝶。接着请学生选择其中的一幅，认真地
读一读描写这幅画面的文字，想一想从这些文字中你感受到
什么，你能把自己感受到的读出来吗？学生找读,感悟,旁注，
老师巡视并个别指点；然后然大家在小组内交流后全班在进
行交流。

教学中我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入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引导学生
实实在在地接触文本，重点通过朗读品味，想象画面，抓住
课文中的重点词、句作细致的咀嚼、推敲，体会文本内涵。
当学生的情感被激发，想象的翅膀展开以后，又引导学生诵
读、品读、想象读等等，带领学生以读悟情，以读生思，在



读中品，品中读。经过学生自己的朗读体会，无声的文字转
化为了有声的鲜活的语言。让学生走进了文本，走进了安静
的内心世界，平面的文字变成了立体的画面。

这就是我的一节语文课，一个蕴藏着精神的无限自由和生命
的无比美妙的语文课。学生徜徉其间，浸润其中，以情悟清、
精心契心，在语文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享受生命的愉悦。

触摸春天教学反思

你看见过春天吗？你眼中的春天是什么样的？或许，你会说：
多简单的问题，春天是五颜六色的。我认为这只是你“眼”
中的春天，也是对春天最肤浅的了解。

如果你能用“心”去感悟，那春天带给你的将是别样的神奇
与美丽。《触摸春天》就真切的讲述了一个盲童在花丛中用
手、用心灵来感受美好春天的故事，表达了盲童安静对生活
的热爱，对生命的珍爱。

这篇课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意境隽美，所蕴含的道
理却非常深刻。而让学生感受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的就是能
够用心去感悟，用情去朗读。所以在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反复诵读，品味语言文字的魅力
和课文的人文意蕴。

“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尊
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感受”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
而这一点我自认为做的还是很好的。课上通过各种形式的朗
读课文，学生在朗读层面上又上升了一个高度。面对文章那
一声声深情的诵读，面对安静那一句句鼓励的话语，让人感
伤，令人感动，相信此时，如果盲女孩安静真的站在眼前，
面对这样的朋友，听了这些肺腑之言，她一定会更加有信心，
一定会更加热爱生活。当课要终结时，我问：“学习了《触
摸春天》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黄睿隆第一个站了起



来：“我感受到盲童安静对春天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
生命的热爱，因而情不自禁的想对安静说，你真是个勇敢的
小女孩！” 而张道静的回答更是让我出乎意料，她说：“每
一个人都拥有生活的权利，无论你是否拥有健全的体魄，只
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
春天，编织出属于自己的五彩斑斓的世界！”我愣住了，想
不到小小年纪的他竟然悟出了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惊，我讶，
我喜。想不到文章的主旨就这么让他们一语道破，我深深体
会到了用心感悟，用情朗读的好处。其中徐江坤的回答也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要像安静那样，热爱生命，不浪
费生命，今后我会好好学习……”话说得虽然不够完整，语
言虽然不够华丽，但他说出了自己的决心，自己的感受，这
对于他是质的进步。学生在受到熏陶和感染的同时，不但有
了自己独特的体验，品味了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课文的人文意
蕴，更是从中理解了安静这个盲女孩的内心世界，体味到了
语言之美。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认识到了，对于语文教学，在方
法和思路的设计上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以后的教学中，
我也会同我的学生共进步！虽然我认为教学环节设计得比较
合理，但课后我依然发现了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读文中对课文的内在情感体会不够。

课文虽然语言优美，但安静得生活方式毕竟与学生来说是陌
生的、难以感受的，整篇文章基调深沉，一方面学生年龄较
小，一时之间难以领会其精髓，另一方面，我急于完成教学
目标，为了赶快进入下一环节，自行缩短了学生自由读书时
间，导致学生对文本的体验不是很到位，尤其对于某些关键
语句，体会起来更是有些困难。如：理解重点句“此刻,安静
的脸上，一定划过一条美丽的弧线，蝴蝶在她八岁的人生划
过一道极其优美的曲线，述说着飞翔的概念”，当学生指名
读到这里时，我直接切入，让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由于读
的不到位，悟得不够深，所以学生的理解始终未能达到更深



的层次。由于没有做好铺垫，大多数学生体会不到这样一个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能用心灵感受到的一切美的事物。
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安静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得到了收
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也正是文章的目
的所在，更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
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七

１、体会盲童对生活的热爱，感受作者对生命的关爱，懂得
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认识７个生字，会写９个生字。

２、正确读写“浓郁、流连、小径、流畅、引导、悄然、灵
性、经历”等词语。

３、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４、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摘录、积累好词佳句。

５、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揣摩其中蕴含的道理。

小学语文触摸春天教学设计篇八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重点词
语“惊讶、张望、灵性、缤纷”等。

2．借助课文中主要的人和物的关系，理清文章的主要思路，
并学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3．找出文中描写盲童的语句，以点带面，抓住重点词，联系
上下文，体会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教学过程：

一、揭题谈话，触摸课题

1．揭题《触摸春天》齐读

2．指导读题：春天怎么能触摸呢？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课题，
请同学们清清嗓子，再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触摸文路

1．检查预习：我们知道课文主要的人和物是谁？说说他们之
间的关系。

3．师点拨初读感知的方法，即如何触摸文章的思路：快速浏
览课文，想想文章先写什么，接着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在
连起来说说。

三、品读课文，触摸语言

第一层面：自读圈划

让学生圈划描写恬静的语句，并解决一些朗读上的`障碍。

第二层面：品“灵性”

1．找切入口（唯有一处对盲童称谓不用“恬静”）：恬静的
手指悄然合拢，竟然拢住了那只蝴蝶，真是一个奇迹！睁着
眼睛的蝴蝶被这个盲女孩神奇的灵性抓住了。

2．学生谈读后感受（神奇、奇迹）

3．找词语悟“奇”（奇迹、竟然、睁着眼睛、悄然合拢）

4．学习课文的第2、3小节，体会恬静富有灵性：作者亲眼目



睹了一个盲女孩用双手拢住蝴蝶，只能用“灵性”来解释，
这样仅仅读这一节是不够的，我们去读读2、3节。

5．找三次描写花香的语句，领悟是春天的气息赋予盲童神奇
的灵性。

6．小结学习含义深刻句子的方法，即如何触摸语言。

第三层面：谈“惊讶”

出示：蝴蝶在她的手指间扑腾，恬静的脸上充溢了惊讶。

1．找关键词“惊讶”，让学生考虑：她到底为什么惊讶？

2．引导学生抓住“扑腾”、“全新的经历”、“完全没有体
验过的地方”等来感悟。

3．指导朗读：一个“惊讶”写出了恬静丰富的内心世界，指
导学生带着感受读。

4．引读第5小节，体会作者内心。

5．补拓海伦明言：“世上除了用眼睛看世界，还有一种内在
视觉，那可能更真实，那就是用心去看这个世界。”

第四层面：悟“张望”

1．出示：许久，她张开手指，蝴蝶扑闪着翅膀飞走了，恬静
仰起头来张望。

2．质疑：一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为何又仰头张望呢？她
到底在张望什么呢？（指导“扑闪”与“扑腾”的区别，理
解含义）

3．联系课文悟恬静仿佛张望什么？更渴望什么？



4．指导学生补白：许久，她张开手指，蝴蝶扑闪着翅膀飞走
了，恬静仰起头来张望。她张望到了xx。

5．指导朗读第6小节。

6．师生配合朗读3－6节。

四、以境拓宽，触摸主题

1．结合生活实际，深情讲述一些生活强者发明缤纷人生。

2．以读代讲——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发明一个属于
自身的缤纷世界。

3.回读课题，深化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