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篇一

1、学习课文“岭、林、花”，并有感情朗读课文。

2、会用不同方式改换句式，完成作业本4、6小题。

3、教育学生热爱大自然，爱护环境，热爱科学，长大后去建
设祖国。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1、同学们都见过海，能用海说话组成词吗？

板书：《林海》

2、读了这个题目你知道了什么？（林像海一样非常广阔）

3、出示投影：看图，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心理有什么感觉？

4、范读课文。

5、交流、反馈

二、出示预习综合题

1、给下列的字、词选择正确的读音。



椽（chuang,chuan）柱珊（shanshai）瑚

2、根据意思写词语。

指高得没法攀登。形容难以达到。（）

非常骄傲蛮横，看不起别人。（）

漂亮、相貌美好。（）

指国家兴盛安定。（）

3、按课文内容填空。

作者是按（）（）和（）三方面来描写大兴安岭美景。

4、选做题：文中哪一部分景色最吸引你，你就仔细地读一读，
争取把它读好、读美。

三、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２―――５节）

四、交流反馈

五、学习“岭”

１、出示句子：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下
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

２、朗读、体会

六、画图：“云横秦岭”与“温柔”对比。

１、齐读体会

２、出示句子，区别：



（1）多少条岭啊，在疾驰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既见不完，
也看不厌。

（2）在疾驰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既看不完。也看不厌。

前一句，把“多少条岭啊”，放在看头突出了“岭”的特
点“多”和作者对此的感叹，用上关联词语，这两层意思的
并列关系明确化。

后一句：这句话虽然意思没改变，但语意不如愿句，情味也
淡了许多。

３、小结：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我们要根
据表达的需要恰当地选择句式，阅读时，我们要注意作者是
采用什么句式，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

4、有感情地朗读、引读。

5.述：老舍爷爷坐在疾驰的火车上远远地看见重重叠叠的岭，
是那么的温柔，用“云横秦岭”作对比，更加突出了岭的温
柔。

板书：岭：多——温柔。

作者采用了对比手法。

6、小结：作者看到了这么多岭，每条岭是那样的温柔，所以
对大兴安岭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

用亲切的口气朗读这一节——岭。

七、归纳学习方法：同学们想一想，刚才我们是怎样学习这
一段的？

板书：学习方法：



1、概括“岭”的特点。

2、找出说明“岭”特点的词句。

3、感情朗读。

4、想想作者是用什么手法细致描绘“岭”的。

齐读学习方法。

述：学习“岭”的方法，学习课文“林”（3—4节）

八、学习课文“林”。

1、问：“林”的特点是什么？

板书：林：绿而浩大。

2.特点你是从哪句中体会出来？请用“……”划出重点词句。

a.理解：目之所及。及：达到。

b.板书：目之所及。都是绿。

c.齐读这些句、引读。

3、课文采用了什么手法？你是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板书：比喻、拟人、反问。

4、区别句子，反复朗读。

齐在阳光下，一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着白桦的银裙，不像海
边上的浪花吗？



在阳光下，一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着白桦的银裙，就像海
边上的浪花。

读

思考：a.这两句句式有什么不同？（前一句反问句，后一句是
陈述句）

b.她们表达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述：反问句，加强反吉语气，强调肯定，增强了表达的亲切
感与感染力述句一般的句式。

c.齐读，抽读（第4节）

问：还可以改为什么句式？（双重否定）

出示句子：在阳光下，一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白桦的银裙，
不会不像海边上的浪花。

5.巩固练习：作业本第4题，校对。

九、自学“花”第5节，小组讨论。

1.交流、汇报

板书：特点手法

花美多而绚丽叫不出名儿拟人、比喻

（美丽）穿着绣花鞋

2.区别句子：

花丛里还隐藏着像珊瑚珠似的小红豆，兴安岭中酒厂所造的



红豆酒就是用这些小野果酿成的，味道很好。

花丛里还隐藏着小红豆，兴安岭中酒厂所造的红豆酒就是用
这些小野果酿成的，味道很好。

小结：这两句前一句好，比喻句更能说明小红豆的样子美。

十、课堂小结：

读了课文你心理有什么感觉？

十一、配音齐读“岭、林、花”。

十二、作业：

写一段：把自己的感觉写下来。

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篇二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2、3、4自然段，运用“单元提示”中的方法读懂长
句；背诵第4自然段。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教学过程：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1、学生默读第二自然段，思考：第二自然段有几句话，写的
是什么？（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趣）



2、我们先来学习第二句，齐读。

（1）这句句子是句长句子，用学习提示中的方法，怎么学？

（2）说得很对，那么“黄绿眉眼”指的是什么？（再读句
子“黄绿眉眼”指的就是柳芽）

（3）作者为什么把柳芽比作“黄绿眉眼”，为什么不就说嫩
芽？

（柳树睡了一冬天，发的芽就像睁开的眼睛）

3、学习第三句句子。

（1）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句写什么？指名同学读句子。

（2）要求学生用理解长句子的方法来理解。

（3）指名同学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一句长句子的。

师：什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是怎样形成的？其它词语
有什么作用？

（4）什么叫“赶集”？

师：去买的，还有卖的，都叫赶集--请说说赶集的情况，再
想想赶集和春天的草、叶、花生长和开放有什么相似之处。

师：古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天，万花盛开，确实
给人以热闹的感觉。

（5）齐读第三句。

4、学习第四句。



这么热闹、美丽的春天，少了燕子可不行，请大家朗读第四
句。

（1）谁能简单地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2）“增添”是什么意思，“生趣”是什么意思？

（3）师：同学们，画家画春天少不了燕子，诗人写春天少不
了燕子，歌唱家歌唱春天也少不了燕子，可以这样说，少了
燕子，春天会失去一半的美，下面让我们以赞美的语气来朗
读这一段。

二、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大家再读第三自然段，从这一段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燕子飞行的情景，燕子飞得很快，很轻）

2、你从哪些语句中看出来的？再读第三自然段第一句。

（板书：斜、掠过、唧）

4、你从中看出了什么？读读这个词所在的句子，体会体会。

5、我们从“唧”这个字也可以看出什么？

6、还有哪些地方看出燕子飞得“轻快”？

7、大家把第三自然段朗读一遍，看谁读得让人感觉到燕子飞
得轻快，姿态优美。（学生练读）

师：“小圆晕”是什么？想过吗？

师：作者为什么不说“小圆圈”而说“小圆晕”“晕”是什
么意思？想过吗？



师：“晕”就是日光或者月光透过云层折射出来的七彩圈，
你们见过日晕或者月晕吗？那七彩的光圈可真美！在作者的
眼里，燕子点水荡起的一圈一圈的'波浪就像日晕、月晕。不
但作者笔下的燕子美，就连这小圆圈也是美的！咱们再读读
这一句，领略一下其中的美。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

1、读了第三自然段，我们知道燕子飞得很轻快，姿态很优美。
我们接着读第四自然段，看看写的是什么，谁读懂了谁说。

2、指名说。（燕子落在电线上休息的样子）

3、读懂了，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读读、划
划。

4、“这多么像一首正待演奏的曲谱啊！”“这”指的是什么？
看看书上的插图。

师：这是一个多么贴切而又生动的比喻！我们不能不佩服作
者惊人的想象力！同学们想一想，这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正等
着我们去演奏的曲谱？（这一定是赞美春天，赞美小燕子的
曲谱）

6、学生齐读第四自然段。

7、从课文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燕子的美。这一自然段还有
两个词用得特别传神，不知有人注意没有，请读读第二句。

8、这里的“痕”字用得好，为什么不用“条”？（因为电线
远，而且高，看不清楚，在蓝天里只留下一丝痕迹）

9、大家细细读读这一自然段，再自己细细体会。

10、看图试背。



四、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作业。

作业本第5、7、8题。

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篇三

老舍先生的《林海》一文，可谓是我们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经
典之作。我们在一次次亲历学习的过程中，总有一种“读你
千遍也不厌的感觉”。而今，当我和我的学生用新课程的理
念去诠释“她”的美味时，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与舒
服”感。所以，笔者尝试在语文阅读课后续用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形式引领学生再一次走进这一片“林海”，一睹她的神
韵，并结合现实进一步感受老舍先生笔下这一片绿的“真
谛”。

1、充分挖掘潜藏在教材的内在信息，使课堂学习的信息转化
为新的互动资源，使学生能动地学习，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
并开展自由合作、双向交流、集体讨论、书写体会。

2、通过“游览、观赏、赞叹、联想”等方式对文本的知识进
行再造与重构，使原有的的文本内容得以更加丰满，引导学
生对语文课程内涵的进一步把握，多元解读内容的价值取向，
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3、结合网络资源，对教材进行创新和开发，使教材内容持续
生成和转化，不断生成丰富生成新的学习内容，深层次地激
发学生参与读写实践的兴趣，掌握实践的方法，培养读、思、
写的习惯，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提升人文精神。

4、努力营造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拓展语文学习空间，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语文学习与读写活动结为一
体，做到课内外延伸，学科间融合。



六年级学生

学生：

1、充分阅读《林海》一文

2、收集有关大兴安岭的资料。

3、制作大兴安岭的风景幻灯片。

4、准备抒情的音乐。

老师：

1、准备大兴安岭的录相。

2、有关的大兴安岭水与火的图片及资料。

游览、访问、访谈、朗诵、练笔等。

2课时

一、活动导入，激发兴趣

生：交流

（估计学生会提出去大兴安岭游玩或参观）

二、游林海，观林海

1、师：老师非常高兴能听到同学们那么多心灵要求，这也是
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追求。接下来老师就满足大家的要求，带
大家去兴安岭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当然，你
可以和你的小伙伴结伴而“行”，也可以单独而“行”，还
可以邀上老师作“向导”。



（播放无声录象）

生：观录象，自由交流。

2、师：这次林海之游你总该满意了吧！

生：发表意见。

（估计学生有不少意见：如录相的效果、音乐较差，没有作
解说等。）

师：那怎样能使我们的林海之行有特色，有情趣呢？

生：交流。（配乐、加解说词等）

3、师：那我们就自由组合成小小旅游团，先为这林海之旅配
上自己喜欢的音乐，并在团内选出一位“导游小姐”为我们
作介绍，当然别忘了给自己的旅游团取个响亮的名字。赶快
行动吧！

（重播录象）

生：自由组成团队，活动。

师：巡回检查，鼓励。

4、师：先请——旅游团出发，其他团队成员可以随游，也可
以随团作采访。

生：各小组争先介绍游况。

5、师：看来我们的林海之旅真是受益多多呀！我们得评一评
最导游和最佳记者。

生：小组评选



（练笔说明：课后，整理串写导游词。）

二、赞林海，诵林海

1、师：欣赏了林海的旖旎风光后，对林海你一定更添了一份
敬意和崇敬吧！

生：集体交流。

2、师：是呀，走一回林海就会有一份新的真切感受。看，我
们的老舍先生不也有同感吗？让我们一起倾听老舍先生及那
些到过林海的名人大家对林海这一片土地的心声吧！

生：分小组即兴朗诵《林海》片段及有关大兴安岭的诗歌、
散文。

3、师：听了他们对林海的真情表白，你或许也诗意盎然，心
头涌动了吧？

生：自由表达、畅谈。

4、师：听了我们一位位小小诗人、小作家的精彩诵读，老师
更想高歌一曲。来，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师生合唱《在那高高的山岭上》）

（说明：这里安排诗歌创作的环节。）

三、赏林海，悟林海

1、师：欣赏了同学们深情并茂的诵读，享受了激情昂扬的林
海之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不是林海单一的美，而是一
种广阔的美，长久的美，立体的美，永恒的美。

看，我们的同学也把这片绿，这种美留在了心底。有请课外



采风组成员上台演示他们的林海之作。

生：电脑操作演示文稿、图片。

（其他成员观赏、交流）

2、师：张张精美的图片更验证了大兴安岭的“万古长
青”、“千山一碧”的内涵，同时更使我们懂得了什么
是“美得并不空洞”的含义。真的，她的确含有“兴国安
邦”的意义。相信大家更愿意倾听她的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音乐：丹顶鹤的故事）

（说明：这里安排一个给图片配文的环节。）

四、说林海，道林海

1、师：掌声欢迎“故事大王”上台。

生：介绍大兴安岭的由来、传说。

2、师：对于林海，你也收集到不少资料吧！

生：向全班介绍兴安岭的特产、矿产、面积、林木等。

3、师：此时此刻，你的心中一定又有新的、不同的感受了吧？
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都可以表达。

生：同学自由上黑板书写。

4、师：我们把这份情、这份爱一起分享！

（生读自己的内容）

（说明：这是一个根据资料编写解说词的环节。）



五、忆林海、护林海

1、师：同学们，从你们的身上，老师仿佛感到了那片林海正
在勃勃生长，变的越来越苍翠，越来越绵延。可是，就在17
年的五月，大兴安岭却遭遇着一场空前的灾难。

师出示文字：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大火造成的
灾难及损失都是空前的。在这场持续二十七昼夜的大火中，
一百零一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七十万公顷）地面惨遭火劫，
八十五万立方米木场存材被烧，六万多人无家可归，他们的
房屋被夷为平地，从塔河到古莲的几百公里铁路沿线被大火
洗劫一空，二千四百八十八台各种设备，总长一千三百四十
米的六十七座桥梁，四百八十三公里的通讯线路，二百八十
四公里长的输电变电线路，三百二十五万公斤粮食，六十一
点四万平方米房屋，一百九十三人的生命，在一场大火中灰
飞烟灭。受灾群众一万零八百零七户，五万六千零九十二人，
受伤二百二十六人。

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十九分之一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这场大
火改变了大兴安岭森林面积居中国之首的历史地位，成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最多，损失最为
惨重的一次特大灾难。

（师出示火灾图片）

2、师：同学们，大兴安岭仅遭此劫吗？

生：自由交流有关森林乱砍、生态破坏、嫩江水灾等资料。

3、师：同学们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怎样的画面？

生：交流



4、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时你的心情会是怎样？

生：交流

生：集体研讨。

也许此刻你的心里有许多的想法，许多的建议，能告诉大家
吗？

生：自由献计献策。（写公益广告、给环保局长写信、写体
会等）

7、师：那我们就在课后把你的想法付诸行动吧？

（说明：这是一个多元性写作的环节。可以根据学生自己的
爱好、特点自由发挥写作的才能。如：写公益广告、给环保
局长写信、写体会。）

六、总结活动，升华活动主题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欣赏了美丽的林海风光，
又一起回顾了大兴安岭水与火的灾难，相信我们再一次看
到“林海”、看到“大兴安岭”这些文字时，已经不是以前
的那种感受了！

是呀，一道美丽的风景是亲切与舒服的，可是就在人们的不
经意间却变得可怕、悲哀，但愿我们能看到永恒的美丽、永
恒的亲切、永恒的舒服！

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篇四

1、学会本课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翠鸟、苇秆、腹部、赤
褐色、衬衫、疾飞、泛着、吹泡泡、锐利”等词语。



2、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喜爱的自然段。

学习作者抓住特点观察、描写的方法，体会用词的贴切、生
动，养成积累好词佳句的习惯。

感受作者对翠鸟的喜爱之情，增强爱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2、启发学生弄清翠鸟的外形与它的行动特点和生活习性之间
的联系。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喜欢鸟吗？为什么？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种
鸟，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翠鸟。

（二）学习课文

引导学生自学：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2）画出文中生字新词，运用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
解词义。

（3）标出自然段，初步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4）找出不懂的问题。

学生按阅读提示，自学课文。

交流自学情况。



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1）指读，思考：这个自然段共有几句话？每句话都讲了什
么？

（2）逐句理解：

指读。翠鸟的小爪子有什么特点？

课文是怎样具体描写翠鸟羽毛鲜艳的？先写了什么？再写了
什么？最后写了什么？

作者在写翠鸟羽毛时，运用了打比方的方法，分别把什么比
作什么？

翠鸟的眼睛有什么特点？嘴呢？

（3）齐读这段话。这自然段主要讲的是什么？

（4）作者是怎样观察的？

（5）指导背诵。

（三）布置作业：熟读、背诵第一自然段。

走月亮第二课时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反复朗读课文，感悟人物语言所包含的情感，使学生
受到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的熏陶。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钱学森为什么要回到祖国。

2、能抓住钱学森的语言进行个性朗读品位，体会钱学森热爱
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1、课件

2、《我的中国心》录音。

设计理念：

本教学设计以“热爱祖国”为切入点，抓住人物的语言，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讨论，在阅读的同时，深化了对文章思想
内涵的理解，升华了他们的爱国情感。让学生感悟钱学森的
爱国情怀。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齐
读课题）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了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爱国
科学家。

2古语说得好，“识其人，听其言”。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
找钱学森说的话，想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你感受到些
什么？（学生默读课文，圈画）

二精读感悟

1你找到了钱学森说的话了吗？指名读。出示：（我是中国人。



……）（我们日夜盼望着的，……）

2第一段话钱学森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谁来读读相关的语
句。

引导：钱学森是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
你可以看出什么？（受重用）

冯卡门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出示资
料）

如果在冯卡门身边，意味着钱学森将得到什么？（金钱、财
富、地位、荣誉、优越的工作条件，更早地获得成功……）
可钱学森是怎么说的？谁来读？（出示：我是中国人。……）

他想要干什么？（回国）这又意味着什么？（放弃这一切，）

是的，当时的中国连年的战争，中国落后、贫穷，中国人是
被人看不起的，钱学森能成为如此杰出科学家的最得意的学
生和最得力的助手，你觉得他通过什么做到的？（不懈努力，
付出了无数心血。）

假如你是钱学森，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做呢？

师：尽管在美国有着恩师的器重，过着安逸的生活，可他一
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齐读）

你能否猜测到当时钱学森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请选用以下一
组关联词，说说当时钱学森心里的想法。（出示关联词）

评价：看来，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评价：你已经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

评价：为了祖国，他甘愿放弃一切。



师：是啊，我们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但钱学森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板书：我是中国人】虽远隔万里，
却心系祖国。【板书：心系祖国】让我们一起来读读他的心声
（齐读）

3那钱学森的第二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请同学们自己读
读三四自然段。

谁来交流？（中秋之夜，钱学森和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秋
节）是的，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之夜，海外游
子分外思念自己的祖国。

谁还想补充？（新中国已成立）这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需
要科技人才建设祖国，只有这样，祖国才能强大）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那就是：
（出示：早日回到……）

可当时祖国刚解放，情况怎样？（很穷）这意味着什么？
（搞科学研究，困难大）

可钱学森却诚恳地说（出示：我们日夜盼望……）

a钱学森说“这一天”指的是什么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

b联系上下文说说，“为什么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因为祖国刚从黑暗走向光明，现在很穷，需要大家——祖
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去建设）

是啊，因为他坚信祖国现在虽然贫穷，但只要中华儿女们共
同努力，我们的祖国一定会从（）走向（），从（）走向



（），从（）走向（）。

钱学森既答复了留学生们的劝说，又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想
一想，假如你是钱学森，说这番话时应是怎样的心情？（激
动诚恳坚决果断）

体会得很好。那你就带着你的激动，带着你的诚恳，带着你
的坚决和果断再来读一读。

这就是他，一个炎黄子孙的真情流露。言为心声，通过品读
钱学森的两段话，我们感受到了他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来!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读钱学森的肺腑之言（出示两段话）

钱学森，祖国刚解放，还很落后、贫穷，搞科学研究有困难，
你还是不要回去了。——生读

4可钱学森的回国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他受到了百般刁难。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出示
齐读）

一个师有多少人？猜猜看。

至少25000人啊!钱学森至少赶得上25000人!真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力量无比的人!伟大的人!了不起的人!不可多得的人!打着
灯笼难找的人!神奇的人!）

怪不得海军的高级将领说―――（齐读）

“绝”字什么意思？

（坚决不允许。没有商量的余地。）



读了着句话，你还知道了什么？

（是说钱学森是个难得的人才，坚决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这
样美国的损失就大了。）

他们会怎么留？请你想象一下。

（他们会给他涨工资，给他更好的别墅，更高档的轿车。还
会给他升官。

他们如果劝说不行，利诱也不行，可能就要来硬的了。比如
抓起来，拷打他。

会派人监视他，把他软禁起来，不允许他外出、打电话、通
信等。控制他的自由。

实在不听话，不为美国做事，他们有可能对他下毒手，秘密
杀害他。）

（设计意图：让学生发挥想象，说说当年美国政府采取的各
种手段，让学生体会到钱学森回国之路的困难，也就间接地
体会到钱学森回国决心的坚定。）

受到如此的折磨，假如你是钱学森，你会怎么做？

长达5年，行动没有自由，然而，钱学森——（出示第六自然
段第一句话）一起读。他一心想着报效祖国。

【板书：报效祖国】

支持钱学森克服千难万险，回到祖国的信念就是：齐读板书：
我是中国人。

有一首唱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曲，正唱出了钱学森的心声。
（出示歌词）——播放歌曲



你认为这首歌的哪些歌词唱出了钱学森的心声？——指名说

小结：一行行歌词，说出了钱学森的心声，一句句歌声，唱
出了钱学森的`爱国情思，一个个音符，流淌出了钱学森的归
国信念。

经过五年漫长的等待，在党中央的关心下，在周恩来的努力
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出示最后一节）

三、大赞“钱学森”

（1）指名一学生读。

（2）哪句话是对钱学森的极高评价。（以一人之力换一国之
力。）

2、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
是可悲的，一个有了伟大人物而不去景仰的民族更可悲。”
钱学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我们应当景仰他。钱学
森现在还活着，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感动中国的人物。让我
们在这儿为他召开一个特殊的颁奖典礼。

（1）请同学们拿出课前下发的纸，先根据提示用心写好颁奖
词。（音乐响起，学生静静地写颁奖辞。）

（2）让我们一起聆听钱学森的颁奖辞。（读颁奖辞。）

（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他，毅然回到了祖国；他，取得
了累累硕果。他是谁？他就是一心报国的钱学森。）

（当他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他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留学生，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也要回到魂牵梦
绕的祖国。他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让我们记住他——



钱学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5）让我们一起深情地呼唤他的名字——钱学森！让我们把
这个名字铭记心间——钱学森！

三作业：

20世纪50年代，海外学子（例如李四光、李忠尧、邓稼先、
郭永怀等科学家）不顾美、英等国政府的阻挠政策，义无反
顾地掀起了回归新中国的浪潮；今天又有许多海外学子纷纷
归来报效祖国。查阅这方面的材料，将感受最深的做成卡片，
介绍给同学。

板书设计：

心系祖国

钱学森我是中国人（中国导弹之父）

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