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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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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完本课，我感触很深。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教师
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学生的主体地
位得到了提高。本节课，教师能努力为学生创设情境，搭建
了学生与作者共鸣的平台，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还给
学生学习主动权，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使学生都感悟浓浓的父
子情。教学辅助图片的引入，帮助学生回忆父亲和自己快乐
相处的日子，为理解父爱的伟大、无私奠定坚实的基础，从
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声情并茂的朗读能把学生带到作
品的情景中，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学
习父亲做冰灯这部分内容时，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感受
父亲的爱子深情，大部分学生能读出浓浓亲情感。并能通过
重点句子品味父亲的良苦用心，体会出父亲的爱子之情。

本节课取得了预期效果，但有些地方处理得还是过于仓促，
想的不够周全。在品味父亲制作冰灯的动词时，
如“捂”“掖”等，因为学生对有些词理解不到位，耽误了
学习时间，导致对父亲语言的赏析有点仓促，在体味父子深
情方面还有待锤炼。

本课教学中，虽然注重了情感态度和知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让学生在朗读、感悟和填空中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但在学
生思维、能力拓展方面还是局限性过大，没能为学生营造开
放而富有活力的课堂。



心中那盏灯教学课堂实录篇二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重点把握好课文的第二部分，针对文
中所刻画的人物的动作、语言、表情，创设多种教学情境，
让学生在交流与合作学习中，理解字里行间所充满的浓浓的
亲情，感悟父爱的温暖。

我在教学中通过以下几个环节，创设多种教学情境，来达到
教学目的。

1、把握人物的动作刻画：学生在第二部分内容中，自行对父
亲做灯过程中，所出现一些动作词，做出记号，（分别
是：“托、打磨、擦、捂、扭、掖”。）让学生同桌交流、
小组讨论，揣磨这些动词，来体会父亲做冰灯所忍受的寒冷
及把儿子的冷暖挂在心上的言行举止中。

2、抓住人物的语言描写：让学生分角色朗读父子间的对话，
从这些简单朴素的对话中，父子间的亲情跃然纸上，怜爱之
情溢于言表。体会父子间浓浓亲情。

3、洞析人物的表情变化：课文在人物表情描述中，最突出表
现是用“尴尬”这个词。既反映了父亲想做玻璃灯笼而又没
有玻璃的无奈，又流露无法满足孩子想要玻璃灯那种美好愿
望时的歉疚。这种表情描述，达到了极致。通过让学生查字
典体会“尴尬”这个词，来理解父亲这时复杂的心情。

通过以上的教学处理，师生达到了与作者感情间的共鸣，犹
如耳听父亲关心之语；目及父亲冻红之手；身感父亲冰凉之
躯。整个教学过程充满感动，真挚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
而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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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课文是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的是一位父亲忍着寒冷为



儿子做灯笼的事，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深爱之情。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重点把握好课文的第二部分，针对文中
所刻画的人物的动作、语言、表情，创设多种教学情境，让
学生在交流与合作学习中，理解字里行间所充满的浓浓的亲
情，感悟父爱的温暖。

1、让学生把描写父亲做冰灯的语句找出来，读一读，通过父
亲精心制作冰灯的情景，体会制作冰灯的不易，从中感悟父
亲的'良苦用心。

2、引导学生读父子的对话，特别是父亲说的话，体会其中的
感情。如“醒了？天还早呢，再睡一会儿吧。”“我不冷，
我不冷，小心别冻着你……”体会父亲时刻把儿子的冷暖记
挂在心头，感悟父爱的温暖。

3、引导学生体会用词的准确生动。
如“托”“捂”“撩”“掖”“洗碗似的打磨”等，让学生
通过模仿动作，加以理解。体会父亲做冰灯所忍受的寒冷及
把儿子的冷暖挂在心上的言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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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有感情朗读课文，体会父亲做冰灯的语句。

2、通过朗读，理解这盏灯为什么是最美的灯。

3、体会父亲对“我”的爱。

教学重点：体会父亲做冰灯的语句。

教学难点：体会父亲对“我”的爱。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18课《心中那盏灯》，齐读课题。
生：齐读课题

2、首先老师要检查一下同学们的字词掌握情况，请拿出听写
本准备听写。（享受、勾画、玻璃、细碎、打磨、隐约、走
街串巷、迷迷糊糊）

3、请同学们对照大屏幕自批，错一改二。（课件出示听写的
词语）

4、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忆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学生汇报

5评价学生汇报板书：父亲我

二、导入新课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第一部分，父亲答应为我做一
盏“透亮”的灯，那么在条件并不好的家里，父亲会用什么
做这“透亮”的灯呢？又是如何做的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
问题走进课文，去寻找答案。课件出示自学提示，指生读。

2、学生自学

3、谁找到了描写父亲做灯的语句？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4、学生汇报

5、课件出示课文第五自然段。你们找到的和他的一样吗？看
来大家找到都非常准确。男女生分读。



6、你找到的动词有哪些，你从中又有什么体会？

生1：从“托”字体会到父亲很小心

生2：从“打磨”这个词中体会到父亲很用心

生3：从“擦擦手”和“捂”中体会到父亲很冷

7、这些都是什么描写？生：动作师板书：动作

生：父亲对我的爱。

10、说的真好，是父亲对我的爱，让我们带着父亲对我的爱
齐读这段。学生齐读师评价

11、你还从那些地方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让你感动呢？出
示自学提示，指生读。

生2：第十二自然段……师：这是对父亲的什么描写？生：动
作师板书：语言

生3：第十三自然段……

师：“我”为什么流泪？

生：感动、心疼、悔恨

师：带着你的体会读一读

13、这几段通过对父亲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把一位疼爱
孩子的父

亲生动形象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在今后的写作中也可以
运用这些写作手法。



14、课件出示图片

15、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盏灯，和其他的灯比，它的外形是最
美的吗？

（不是）么它是最美的灯呢？（因为它包含了父亲对“我”
的爱）板书：爱

三、拓展延伸，联系自身说说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爱以及如
何做来回报父母的爱。

四、主题阅读

同学们都非常懂事，其实天下所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无
私而伟大的，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却各有不同。下面让我们
认识另外一位父亲，看看他是如何表达父爱的。

出示阅读提示（一）自学提示：轻声读《往事》，文中哪些
语句让你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找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学生自学后汇报

生自学后汇报

五、推荐阅读：《嚼一片苹果皮》

六、小练笔：运用今天学到的写作手法写一个小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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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那盏灯》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通过描写父亲在寒
冷的除夕之夜，亲手为儿子打磨一盏冰灯，表现了父亲对儿
子深深地爱。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字清新优美。



文章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感受亲情的温暖。同时引导学习抓住人物行动、
语言等写人的方法。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重点把握好课文的第二部分，针对文
中所刻画的人物的动作、语言、表情，创设多种教学情境：1、
把握人物的动作刻画：学生在第二部分内容中，自行对父亲
做灯过程中，所出现一些动作词，做出记号，（分别
是：“托、打磨、擦、捂”。）让学生谈体会，揣磨这些动
词，来体会父亲做冰灯所忍受的寒冷及把儿子的冷暖挂在心
上的言行举止中。2、抓住人物的语言描写：让学生分角色朗
读父子间的对话，从这些简单朴素的对话中，父子间的亲情
跃然纸上，怜爱之情溢于言表。体会父子间浓浓亲情。3、洞
析人物的表情变化：课文在人物表情描述中，最突出表现是用
“尴尬”这个词。既反映了父亲想做玻璃灯笼而又没有玻璃
的无奈，又流露无法满足孩子想要玻璃灯那种美好愿望时的
歉疚。通过这种表情描述，来理解父亲这时复杂的心情。在
拓展中安排了“说一说”这一环节，通过图片展示在生活的
细节中所体现出的父爱，让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升华了主
题。

虽然在课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但在课堂上老师讲得
过多，留给学生的时间过少，学生的主体性没能突出。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会努力让课堂真正成为学生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