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 最美的姿势
最后的姿势第二课时教学设计(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篇一

教完《最后的姿势》这一课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谭
老师那最后的姿势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孩子们也情续激
动，集体站立为谭老师默哀，并献上崇高的队礼。我认为这
节课之所有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收集资料，激发情感。】为了上好这节课，课前我布
置了收集资料的任务：(1)了解5.12大地震的概况，收集地震
的相关的资料、图片和感人故事，并将资料用概括的语言归
纳，制成资料卡，以便课堂中交流。(2)收集谭千秋老师的资
料及纪念谭老师的有关文章、诗歌。5.12大地震轰动世界，
学生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子，很多学生是流着泪守在电视机
旁，关注地震中的各项消息。收集资料的任务触动了学生的
记忆和情感，许多感人的画面，故事涌上他们心头。这项任
务很快就完成了，为课文的学习埋下情感伏笔，在第一课时
的交流中，学生情绪激动，眼含热泪。

二、【重组教材，学习“爱与责任”。 】在教学本课时，我
根据教学的需要，对教材顺序进行重组。第二课时一开课，
我就采用“课题导入，直奔主题”的方式，抓住概括谭千秋
老师精神品质的“最后一段”拎出重点词语“普通、爱、责
任、英雄不死、精神千秋”等。再由“普通”导入：就是这
样一位极其普通的教师，却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诠释了“爱与



责任”的师德灵魂。然后让孩子们在课文中找出哪些事情体
现谭老师的“爱与责任”。接着从谭老师“日常生活”
和“危难之时”两个方面的表现，来学习谭老师的“爱与责
任”。在学习谭老师危难之时“舍身救生”时，又联系课文
第三小节“谭老师上课时讲些什么”来学习，这样两相结合
来理解谭老师“言传与身教”之间的关系，突显谭老师的高
尚品质，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授人以渔，学习写法】“方法的知识是最好的知识!”
叶圣陶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本课是一篇写人的
文章，在写作方法上很有特色。既有正面描写，又有侧面描
写。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文章是如何表达的。
如：在学习谭老师“舍身救生”的部分，强调抓住人物语言、
动作，领悟人物的精神品质这种正面描写的方法，以及环境
描写对突出人物品质的烘托作用。在学习第三部分时，引导
学生明白他人评价这种侧面描写的方法，使谭老师的形象更
加高大，更有真实感。指导学生在今后的习作中运用这些写
作的方法。其次，他人评价的部分，三个小节结构相似，我
采用先扶后放的方法。学习第一小节后，我让学生小结学习
方法，再按这种方法分小组学习其它两节，学习效果好、效
率高。另外，在指导朗读过程中，也重视方法的指导，并且
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自己出金点子，自己给建议，读好课
文。

四、【板书设计，画龙点睛。】本课板书设计，我费了不少
心思。首先从板面上看，我把它设计成一座丰碑的形状，代
表着谭千秋老师的精神如同一座伟大的丰碑，是可供子孙后
代瞻仰学习的。其次在内容上，我抓住了课文中能体现谭老
师精神品质的重点词语：普通、爱、责任、精神千秋、英雄
不死。对“精神不死”的理解，结合谭老师危难之时的语言、
动作，概括出谭老师“先人后己，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对
“英雄不死”的诠释，引用藏克家和司马迁两个名人的诗句，
做了有效的诠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板书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



众观全课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教师在教学中，存在导得
太多的现象，如何做到大胆放手有待思考;对重点句子的“张
开双臂，护住学生，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的理解，学
生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还没能深入谭千秋教师的内心世
界，如何做到深入浅出，有待探索;在朗读环境描写的四句话
时，虽然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但学生没能很好地体现出层
次感，即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危急，越来越恐怖。我想如果
有声像的辅助，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可能朗读的效果
会出来;深情赞颂“爱与责任”部分，我以为还可以引入其他
赞颂谭老师的文章或诗歌，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高大，这
样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联系课文语境说说重点词语的意思。

3、通过品读语言文字，理解“最后的姿势”的内在含义，体
会谭千秋老师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诠释，再结合读写训练，
表达自己的感受。

4、体会环境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学习侧面烘托
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重点：体会环境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学习
侧面烘托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难点：通过品读语言文字，理解“最后的姿势”的内在
含义，体会谭千秋老师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诠释，再结合读
写训练，表达自己的感受。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创设，导入课文

同学们，你们一定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吧！这是所有中国人
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侵袭了巴蜀大地。
这是一场相当于400多颗原子弹能量的大地震，一个个美丽的
乡镇瞬间变成了废墟，数以万计的同胞顷刻间失去了生命。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灾难中的一位老师，他的名字
叫——谭千秋。让我们共同去感受谭老师那定格在生命最后
一刻的姿势。（板书课题）

二、整体感知，了解文意

1、过渡：课前同学们都进行了预习，那么这篇文章主要讲了
一件什么事呢？

2、谁能抓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这几个要素来说说主要
内容呢？（5月12日发生大地震，教学楼就要坍塌了，谭老师
张开双臂，护住四个学生，自己却献出了生命。）

三、品读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

1、过渡：谭老师为何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如此选择呢？
让我们一同走进课文，回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刻。

2、这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文章，通常作者会抓住什么来写，我
们应该抓住什么来读呢？（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心理
活动）

3、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读课文。请大家打开书，默读课
文2—7小节，找出描写谭老师语言、动作的句子，用横线画



下来，再看看作者是怎样去刻画人物的，你觉得哪些词句用
得特别好，圈出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

4、认真读读你画的句子，试着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5、汇报交流：

（1）这堂课上，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
值是什么？是大公无私，是为他人着想，为集体着想，为国
家着想……”

关键词：大公无私（为公着想，没有私心，没有想到自己）

指导朗读：教育学生循循善诱；表白心声铿锵有力。

（2）他意识到情况不妙，来不及多想，就大声喊道：“大家
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

关键词：来不及多想（想到什么？没想到什么？如果是你，
会怎么做？）

“情况不妙”指的是怎样的情况？用文中的句子告诉大家。
（忽然，课桌摇晃起来！整栋楼房都摇晃起来！地震！）

指导朗读：抓住五个感叹号，读出情况的危急和谭老师的临
危不惧、关心学生。

（3）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用
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

关键词：立即、拉、撑、护（反应迅速、当机立断；爱护学
生、舍己为人、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谭老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了如此抉择？（楼房摇晃得
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面阵阵尘埃腾空



而起。）

指导朗读：情况越来越紧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谭老师做
出了最后的抉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撑起一把保护伞，撑起
一个避风港，撑起了生命的希望。

7、小结：灾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环境描写更加烘托了谭老
师的光辉形象，表现他对学生无私的关爱。让我们再来回顾
这惊心动魄的瞬间，把2——7小节连起来读一读。

四、品读侧面描写

1、过渡：楼房塌陷了……谭老师被深深地埋在了废墟中，讲
台上再也见不

到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从别人的话语中，我们
仍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2、请大家默读8——10小节，用波浪线画出别人的语言，圈
出关键词，再认真地读一读，读出你的感受。

3、汇报交流：

（1）“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后脑被
楼板砸得深凹

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还
活着！”第一个发现谭老师的救援人员眼含热泪地说。（抓住
“死死地护着”、“眼含热泪”体会，誓死护卫学生、令人
感动、震撼）

（2）“地震时，眼看教室要倒，谭老师飞身扑到我们身
上。”获救的学生这样回忆。（抓住“飞身扑倒”体会，奋
不顾身）



（3）一位老师说：“如果要快速逃离现场，论条件，老师离
门口最近，最有可能离开。但在生死攸关的一刻，谭老师把
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抓住“生死攸关”释义并体会，
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5、小结：灾难来得突然，谭老师时间没有留下更多的言行，
但是别人的语言评价可以从侧面烘托出谭老师的英雄形象，
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让我们再次品读这些精彩的片断，分
角色朗读8——10自然段。

五、品读“最后的姿势”

1、过渡：那个每天早早起床，给小女儿洗漱穿戴、带她散步
的好父亲不在了；那个讲课绘声绘色、妙语连珠的好老师不
在了；那个在操场上看到一颗小石子都会捡起来，生怕学生
玩耍时受伤的谭老师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
势却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

2、出示：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
（齐读）（板书：张开双臂，护住学生）

3、你觉得这是一种怎样的姿势呢？把课题中的“最后”换个
词。（爱的姿势，责任的姿势，恪尽职守的姿势，舍己为人
的姿势，护卫学生的姿势，大爱无私的姿势、生命的姿
势……）

4、读了这篇文章，老师也深感震撼，写下了一段话。

出示：最后的姿势是恪尽职守的姿势。灾难来临之际，谭老
师想到的是学生，忘记的是自己。他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血
肉之躯承受住千钧重压，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四条年轻的生命。
地动山摇，楼房坍塌，谭老师依旧坚守在他深爱的教育岗位
上。师恩难忘，大爱无私，谭老师用自己51岁的宝贵生命诠
释了一名人民教师的职业操守和伟大灵魂。



请你仿照这样的句式写一段话，表达你的感受。（来不及就
作为课后作业）

5、谭老师用这最后的姿势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德灵魂，齐读
最后一个自然段。（板书：爱与责任）

板书设计：

6、最后的姿势

张开双臂护住学生

爱与责任

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篇三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品读语文文字，能够说出“最后的姿势”的内涵，感
受谭千秋老师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诠释。

3、能够体会环境及场景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学
习侧面烘托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重点：通过品读语文文字，能够说出“最后的姿势”的
内涵，感受谭千秋老师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诠释。

教学难点：能够体会环境及场景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
作用，学习侧面烘托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情感调动学生情绪：



1、课件播放地震片断。

2、205月12日14时28分零4秒，这是一个让世人难忘，让国人
泣血的时刻，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顷刻间把四川人民拉入了
地狱的深渊，同样是2008年5月12日14时零4秒，一个又一个
撼人心魄的英雄故事重重上演。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课文，
走近谭千秋老师，一起去解读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板题）

二、深入文意，细节品味人物品质

（一）、文中所说最后的姿势是个怎样的姿势？请大家快速
默读全文，找一找读一读。（课件出示：张开双臂，护住学
生，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

齐读。

（二）、语言动作感受人物品质

地震来临时是一种怎样的状况，谭千秋老师又是在一个怎样
的境况下，奏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响？请同学们用心读一
读课文4、5自然段，找出写地震来临时谭千秋老师语言和动
作的句子，并在自己最受感动的地方写上一两句自己的感受。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4、5自然段，找一找，写一写自己的感
受。

2、集体交流：

（1）、语言：（课件出示：他意识到情况不妙，来不及多想，
就大声喊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

（课件出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是大公无私，是为他人着
想，为集体着想，为国家着想……）

a：学生交流感受。



b：指导朗读。

（2）、动作：“拉、撑、护”

即便这样，死神还在向他们逼近，还有4个孩子冲不出去了！
谭老师是怎么做的？（课件出示第五、六自然段）

a：学生交流感受。

b：（课件中，“拉、撑、护”变红）从谭老师的动作中，你读
出了什么？

（拉：在楼房即将坍塌的瞬间，谭老师没有选择躲避，而是
在死神面前拉回了四条活生生的生命。

2）是在危难中，为学生撑起一片生命的天空；

3）是想用自己的双肩和身体，担负起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爱与
责任

护：这是一般的护吗？关注这种“护”的特殊性（用生命护
生命，用生命换生命）；护住的，是一个老师一如既往地对
学生的爱与责任。

c：此时此刻，这三个字在你眼中，还仅仅只是三个动作吗？
它更是---（谭老师对学生的爱，谭老师的舍生忘死，谭老师
对工作的高度负责……）

3、教师小结：地动山摇，碎裂的砖块、水泥板重重在砸下来，
楼房塌陷了。在灾难来临的瞬间，一双大手拉回了四个孩子，
一个身躯撑起了一片天空，一条生命呵护了四个生命。

（三）体会环境及场景描写对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作用



1、在第二部分中，还有哪些地方让你有很深的感触？谈一谈
吧。

生交流。

2、“天空阴沉沉的。”等这些环境和场景的描写，对表现人
物的精神品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侧面描述感受人物特点

5月13日22点12分，当人们从废墟中搬走压在谭老师身上的最
后一块水泥板时，救援人员被震撼了，学生、老师被震撼了-
--（课件出示：7、8、9自然段相关文字）

1、默读三段文字，哪些句子叫你心存感动？谈谈自己内心深
处的感动。

2、相机指导朗读。

3、这三个人的话能不能删掉？为什么？

4、教师小结：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的描绘来表现谭老师的特
点，以使其形象鲜明突出，这就是侧面描写。大家在以后的
习作中可以借鉴此写法，以增强你文章的感染力。

（五）、联系课题，理解“最后的姿势”的含义

1、在灾难来临的时刻，许许多多的老师，也用自己对学生的
爱与责任，用自己的身躯，为孩子们撑起一片生命的蓝天。

幻灯播放相关老师的介绍--

顺势呈现：--在那生与死的瞬间,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姿势--紧
紧拥抱着他们深爱的学生。



2、课件出示：谭老师最后姿势的图片和文字：“张开双臂，
护住学生，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姿势。”

请大家认真看图，你觉得从他们最后的姿势中，你看懂了什
么？

（从他们最后的姿势中，我看懂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责任与爱，
看懂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呵护学生，无怨无悔，看懂了他用生
命换回生命，义无反顾，看懂了……）

4、是的，大爱无痕，他的精神永留人间！让我们一起深情地
呼喊吧：（课件出示：英雄不死，精神千秋！）

三、拓展延伸，倾诉对英雄的眷恋

配乐朗读谭千秋妻子的语言

四、总结课文，升华情感，坚定信念

1、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是
渺小的，但无数可敬可爱的人，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地、
泣鬼神的感人故事，生命的坚强、爱与责任，永远可以战胜
一切灾难！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令人敬爱的谭千秋老师，永
远记住他令世人永生难忘的----最后的姿势！（齐读课题）

2、为谭老师写颁奖词

[最后的姿势--第二课时教学设计(苏教版六年级上册)]

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篇四

教学要求：

1.学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9个生字，认识2个二类字。联系课文语境重点词
语的意思。

3.初步了解谭老师，在脑海中形成他最后的姿势的初步印象。

4.在读明白文本的基础上理清课文的脉络，概括课文的主要
内容。

5.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感受谭千秋最后的姿势体现出的当机
立断、恪尽职守、无私师爱的高尚品质。

教学过程：

一、回忆导入

师：同学们，还记得5月12日14时28分吗？

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地震

师：这场地震将一个个美丽的乡镇变成了废墟，数以万计的
人失去了生命，面对死亡，却发生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感
人故事，齐读课题。这个故事讲的是谁的事迹？谭千秋（板
书，齐读）

二、初读课文

1、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面对死亡，谭老师为什么要用这
样一个姿势？请同学们带着问题自由读课文。

2、出示文中生字新词，个别读，齐读。

洗漱吱吱废墟坍塌

震撼诠释生死攸关



能结合课文说说这些词语的意思吗？

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谭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姿势？

4、能用自己的话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吗？

（本文主要写了在地震来临的瞬间，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
用自己的身体守护四名学生的感人事迹。）

6、默读，分段，概括段意。

第一段（1）：5月12日，谭老师和平常一样，早早地赶到学
校上班。

第二段（2-7）：写了谭老师在地震来临时，用自己的身体保
护四个学生的感人经过。

第三段（8-10）：地震后，救援人员，获救学生和老师的感
受。

三、精读课文

学习第一段：

对家人关爱对工作尽责（“平常”“早早”）

2、齐读第一段。

3、平平常常的一天，谁会料想到会发生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呢？
在地震发生的时刻，谭老师又是怎样说，怎么做的呢？请大
家默读课文的第二段。

学习第二段：

1、这一天的天气有什么不同？天空阴沉沉的。



对于这一处环境描写，作者单独列为一个小节，是想提醒我
们什么呢？

3、正在上课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了——

出示：（忽然，课桌摇晃起来！整栋楼房都摇晃起来！地
震！）

此时的情况怎样？（危险）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们看出情
况危险，谭老师也看出来了——

4、出示：他意识到情况不妙，来不及多想，就大声喊
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

5、然而，地震发生得如此突然，留给大家逃生的时间实在太
短暂了，情况越来越危急——

6、出示：楼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这刺耳的吱吱声，
外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

你从哪些词语感受到情况危急？此时的情况可以用哪些成语
来形容？

7、在教学楼即将坍塌的瞬间，谭老师又是怎么做的？

谭老师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
的身体护住了四个学生。

从这段话中，谭老师的哪些表现让你深受感动？你读出了一
个怎样的谭老师？（恪尽职守、无私师爱）

立即、拉到：“立即”说明反映的速度之快，当机立断，他
将学生的生命安全时刻挂在第一位。

“双手撑”从力度上突出谭老师使出全身的劲头，用自己的



血肉之躯张开一把保护学生的保护伞，减轻碎裂的砖块、水
泥板直接重重地砸向课桌造成的严重恶果。

护：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谭老师全然不顾自己的生
命。

启发想像：如果没有谭老师拉、撑，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破碎的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下来，楼房塌陷了……

省略号省略了什么？

四、总结全文

谭千秋老师51岁的宝贵生命定格在了这最后的姿势，他用最
后的姿势回答了“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对于谭千秋老师来
说，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要当机立断、恪尽职守，用无私的
爱为学生撑起一片生命的天空。

板书：

当机立断

6最后的姿势谭千秋无私师爱

（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恪尽职

最后的姿势课文解析篇五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通过品读语言文字，能够说出“最后的姿势”的内在含义，
感受谭千秋老师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诠释。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1.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地震来临的一刻，用书
上的一个词语也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刻。2.什么是生死攸
关？（关系到人的生存和死亡）生死攸关的一刻就是关系到
人的生存和死亡的一刻，那时候，谭老师作出了怎样的抉择？
让我们回到那灰暗的一天。

二．精读课文第二部分

1.引读“天空阴沉沉的。”这段是自然环境描写，短短六个
字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学生读老师的话。

2.自读第4-7自然段，找出些地震情况的句子，读一读，体会
到了什么？

（1）（引导学生体会情况的紧急和危险，谭老师的临危不惧、
舍己为人等，从而让学生体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谭老师选择
了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

（3）“但是，那短暂的几秒钟，哪里容得下所有的学生都能
跑出去？”换个意思表达。

（4）四位同学冲不出去了！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5）在最后生死攸关的时刻谭老师是怎么做的呢？（抓住动词）
他完全可以自己也躲到课桌下，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
最后生死攸关的时刻谭老师又一次作出了最后的抉择，用自
己的身体护住了学生！

（6）“地动山摇”体会到什么？连读。

（7）读第七自然段，你体会到了什么？什么心情？朗读表现



出来。

（8）.谭千秋老师遇难了，齐读“张开双臂，护住学生，成
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姿势！”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小结：
真爱无痕，大爱无私，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求生的本能
面前，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三．学习第三部分1.自读8-10自然段，谁的话语最让你感动？
为什么？带着感情读一读。2.遇到自然灾害躲避，是人的本
能，是什么让这一个普通的老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超越了本
能，选择了“张开双臂，护住学生”的举动呢？在12自然段
中找一找。（爱与责任）3.读11自然段，体会到什么感情？
有感情地读一读。4.人们赞颂他——让我们也用自己的笔来
赞颂一下这位普通而伟大的人民教师吧！

四．学生练笔1.学生练笔2.交流

五．总结谭千秋老师走了，可他誓死护卫学生的形象永远感
动着人们，其实，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怀抱着爱与责任无私
地关爱我们，在我们享受着老师、父母对我们无私的爱与责
任的同时，让我们也感念他们，用我们的爱与责任回报他们。

板书：1.最后的姿势张开双臂护住学生爱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