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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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一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这篇童话读起来感人之深，催人泪
下。

做一个盲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
色彩，永远生活在黑夜里。他无法亲近别的小伙伴，只能静
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说笑笑。其实，他是多么地想和小
伙伴们一起玩耍，多想看看这精彩而美丽的世界。他的日子
过得非常的寂寞。后来，他认识了他的影子，在影子的陪伴
下，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最后，他还在影子的悉心照顾和
帮助下终于看到了美丽的世界。

这仅仅是一篇童话，可是在现实中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残
疾人、生理上有缺陷的小朋友，街头无家可归的老人，他们
的心一定也非常的痛苦，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只有这样，
这些可怜的人们才不会更可怜。其实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同
学、朋友、兄弟姐妹或者是毫不相干的人，都应该把一颗纯
洁善良的同情心带给他们。

以前，我总是不太友爱同学，跟同学闹别扭，总认为自己有
理，把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当作理所当然，对需要帮助的人也
熟视无睹。比起影子来，我真是太惭愧了（)。影子理解盲孩
子的痛苦千方百计地去帮助他，在他的细心照顾下，盲孩子
的眼睛终于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了。而影子在帮助盲孩子的
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快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孩子，他和盲



孩子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从中我明白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
自己，帮助别人，也快乐自己!

我知道要实现它，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单靠我一个的力量
还不够，但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
多么美好……”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读后感(五)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二

1、知识和技能：在诵读中品味语言，积累词汇。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熏陶感染中培养学生的爱心、善心，
学习主动关心别人，营造温馨、友善的人际环境。联系生活
实际，加深学生对爱的理解。

3、教法和学法：

教学方法：情感体验法；说学法；文本扩展法；

学 法：合作式学习；

[教学重点]

1、品味语言，在诵读中体会文章主旨。

2、联系自身经历、见闻，加深对爱的理解，培养积极的人生
态度。

[教学难点]

理解“影子”的象征意义。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 、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们是听着童话故事，慢慢长大的，你都知道哪
些童话故事？

（同学谈）

2、《丑小鸭》、《青蛙王子》、《白雪公主》——曾给我们
讲述了一个个美丽的童话，那汩汩流淌着的爱的清泉，伴我
们渡过了幸福的童年，今天让我们再次步入童话的殿堂，在
关爱的氛围中结识新的伙伴——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板书
课题） （多媒体）

二、检查预习情况

1、课前同学们已预习了这篇文章，下面检查生字，翻到课
本109页,请一位同学读生字。大家齐读一遍。

2、谁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踉踉跄跄的含义？

三、快速阅读（跳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课文讲了什么故事？简单的概括故事的情节发展。（多媒
体）

（学生回答，教师肯定并补充）

2、文中哪些句子表现了盲孩子的心情变化？(故事中盲孩子
的心情发生了那些变化？在书上用横线标出有关语句)（多媒



体）

（勾画完后请互相对照，看看彼此勾画的内容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内容是否应该勾画，为什么）

学生对照交流

请你们把勾画的句子诵读一下，注意体会他的感情变化。

明确 ：

1、（1）盲孩子在他的影子和萤火虫的帮助下，看见了世界，
看见了光明；影子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孩子。

（2）盲孩子很寂寞——“影子”的陪伴给盲孩子带来快乐，
带来温暖——影子、萤火虫、太阳、月亮的爱使盲孩子得到
光明。

2、开始“他的日子很寂寞。”接着“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
明，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当他看到萤火虫时，感叹
说：“啊，我看见它了，萤火虫……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当他的眼睛复明之后，惊喜地叫起来“啊！我的影子，是
你吗？我好像看见你了！真的，我看见你了！”

四、思考讨论（同学们朗读的很好。也已经把握了故事的情
节发展和盲孩子的心情变化。下面我探讨几个问题）

1、盲孩子得到了来自周围那些事物的关爱？（多媒体）

（影子、灯、萤火虫、太阳、月亮……等）

2、盲孩子在恢复视力前后，作者的写作觉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多媒体）

（从听觉转换到视觉，着重写色彩）



3、他的心情由寂寞到快乐，再到惊喜，是什么使盲孩子的心
情发生了变化？（多媒体）

（抽生答，教师作肯定并予以补充）

（是影子的陪伴以及影子 、萤火虫、太阳、月亮的爱使他快
乐、得到光明（爱与被爱）。）

五、人物形象探讨

故事中出现了三个人物：盲孩子、影子和萤火虫。你最喜欢
那一个？请说明理由。(学生探讨回答，教师肯定后补充)
（多媒体）

盲孩子——珍惜友谊、坚强勇敢、热爱生活

影子 ——善良纯洁、忠诚守信、不畏挫折

萤火虫——心地善良、助人为乐

六、关于主题

关于课文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下面两种说法
（课后练习一），你能同意吗？你还有别的看法吗?简要说说
理由。（多媒体）

第一种，我们应该关爱弱者，且贴近童话的整体内容。

第二种，爱是相互的，关爱他人也就是关爱自己。

（学生可从多方面、多角度畅谈自己新的认识。）

七、精读选段，品味文章的美

本文是一篇美丽的抒情童话，它营造了一种纯真、友好的氛



围，有着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四人一组来探讨一下课文，看
看课文的美表现在那些地方？（你觉得这篇文章美，美在那
些地方）（多媒体）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肯定并归纳）

1、美的语言。诗样的语言，节奏美，含蓄美。本文大量运用
叠词，不仅描写情态逼真，而且舒缓语气，琅琅上口。文中
的叠词还有哪些？（“静静”、“轻轻”、“踉踉跄
跄”、“跌跌爬爬”）

2、美的立意。童话的形式来表现爱的主题。

3、美的意境。（神奇美好的意境）

如：（1）由于主人公是一个盲人，只能凭借他的听觉来感受
环境。所以作者多从听觉描写盲孩子感受到的自然美：“牛
儿哞哞地叫，羊儿咩咩地叫，走过小木桥去听潺潺的流水
声”。

（2）当盲孩子渐渐恢复视觉时，着重写了视觉和色彩：“无
数只萤火虫组合成一盏美丽明亮的灯，一会儿闪着幽蓝的光，
一会儿又闪着翠绿的光”。

八、文本拓展，提高能力

美的语言，美的意境，美的主题，构成了这篇美的文章。那
你能谈一下本文给你的感受吗？（同位交流）

如：抗洪抢险中战士和百姓的鱼水深情是一种爱；防治“非
典”中白衣天使无私的奉献是一种爱；保护地球，保护绿色
大自然，这是一种爱；捐助失学儿童，重返学习乐园，这也
是一种爱。



我们的身边，爱无处不在。

学了本课之后，同学们也许对爱开始了思考或有了新的思索。
我有这样一些感悟提出来与大家共勉：（多媒体）

九、课堂小结：（多媒体）

这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它塑造了盲孩子的形象，营造了纯真
友好的氛围，具有诗情画意。在感受作品意境美、语言美、
立意美的同时，体会文章“爱”的主题的同时，让我们伸出
有爱之手，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让爱充满人间！让这
种美在我们心中永驻！

十、布置作业（多媒体）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三

爱，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今天我又一次体会到了爱。

这篇童话叙述了影子和萤火虫帮助盲孩子。它们对盲孩子的
关爱，使盲孩子重新看见光明。

读完这一篇文章，我心里只有一种感觉——感动。

在五年前的一天，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脚受伤了，被打上了石
膏。行动不便，是他差点得了忧郁症，在我们全班同学的帮
助下，他终于痊愈了。

每节课，只要一下课，就有同学找他下棋，说笑话。从不让
他闲在那儿。老师也多让我们看一些影片，让大家静下来欣
赏。

体育课，他来不了，老师就陪他，和他一起交流。



放学了，由几个高大的同学，轮流背他下楼，到了校门口，
他爸妈早已在那儿等着了。

后来，我们都在让他自己起来，扶着桌子走几步。中饭，都
是我们从食堂，给他送来的。看着他吃地津津有味，我们心
里也挺开心的。最后他好了，我们班的同学也养成了下课走
棋等好习惯。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他感谢了全班同学。

爱如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爱别人的人，自己一定是幸福的。我们的心早已连在一起，
向未来走去。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读后感(七)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四

文本解读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是一篇童话故事，对于中学生来说并
不陌生，而且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要理解内容并不难，可
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课文思路，可以抓住表现盲孩子心情变化的关键语
句，“他的日子过得很寂寞”，“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
明”，“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啊，我看见它了萤火
虫”，“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盲孩子望着他的影子
惊喜地叫起来”，“啊，我的影子，是你吗?”，“我们好像
看见你了”，“真的，我看见你了”，“他看见了周围的一
切!”等，盲孩子的心情变化就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将文



章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来。

(二)情节的发展，盲孩子很寂寞——影子的陪伴使他快乐，
给他带来温暖，——困境中来自萤火虫的爱、影子的爱以及
太阳、月亮的爱使他得到了光明。

(三)从影子、萤火虫对盲孩子的关爱、帮助中，可以概括出
本文的主题即大家都应该关爱弱者只有爱才能使他们感受到
生活的光明和美好;从盲孩子的角度可以概括出对生活要充满
信心，对生活要有执着的追求、坚强的信念，要敢于打开自
己心灵的窗户，感知生活的光明;从影子的角度，可以概括给
别人带来幸福，自己也能获得幸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
待生活要善良、热情、真诚，对别人要有爱心，还可以到感
受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并且对
于真正对待生活的'人，帮助别人是自己洁净心灵、灵魂的需
要，在帮助别人中净化心灵，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从
萤火虫的角度，我们知道它是在别人需要时勇敢走出来，给
予别人帮助的形象，它是奉献自己所有光和热的，它是善良
的，它虽不能播撒光明，却能给人在黑暗中指明方向，对待
生活很热情很勇敢，不畏风雨;它是快乐的天使，能够团结互
助，生机勃勃充满生活的活力。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把握文章的主题，体会文章的情感，培养多向
思考的能力，从不同角度分析。

情感与目标：呼唤人间真情，把爱给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们，
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二、过程与方法：朗读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探究盲孩子的心理变化，并理解这种变化的
原因。



四、教学难点：引导学生多角度探究文章的主题。

五、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请你们看屏幕上的动画，大家想一想它讲的是一个
什么故事。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讲一下?你们喜欢童话故事吗?
那今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到一个盲孩子身边，去感悟
他的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童话故事《盲孩子和他的
影子》。

二、整体感知

1.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并圈点理解相关字词。并标出文章
的主要人物。

2.请你找出有关盲孩子心情变化的语句，可以抓住关键表心
理的词语。

3、盲孩子的心理变化就是文章的线索，请概括文章的主要内
容，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思想?

小结：文章写了一个孤单寂寞的盲孩子对生活充满信心，对
光明充满渴求，他执着、坚强、并勇敢的将自己心灵的窗户
打开，在影子的帮助下，盲孩子终于感受到了光明，同时影
子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人格得到了升华，他自己也变成了
一个美丽的孩子。

三、合作交流

自由的朗读课文，分组讨论：你觉得这篇文章哪些地方写得
精彩?说说理由。(从内容、主题、语言、人物形象等方面)



小结：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文章通过一个盲孩子从看
不见光明到看见光明的故事，它表达出对待生活要有坚强的
信念、要乐观、要有爱心的主题。课文语言优美，活泼，描
写情态逼真，自然。刻画了几个美好的人物形象。如一杯陈
年老酒，散发着阵阵余香，沁人心脾。

四、拓展迁移

请你谈谈学习这篇文章的收获。

五、小结

生活是五彩斑斓的，让我们都来关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
让爱的清泉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间，让爱的阳光永远沐浴着
我们成长，让爱的力量永远鼓舞我们伸出友爱的双手，去迎
接更灿烂的明天。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五

他是一个盲孩子。

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色彩。

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夜里的孩子。

他无法亲近别的小伙伴，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笑
嬉戏。

他还喜欢听鸟儿黎明时的叫声，春风从耳边吹过的声音，连
蜜蜂扇动翅膀的声音他也很喜欢。

他的日子过得很寂寞。

他常常自言自语：谁跟我玩儿呢？



“我跟你玩儿呀！”这一天，忽然有谁在他耳边轻轻地这样
说。

“你是谁呀？”他扭过头惊奇地问。

“我是你的影子。”那声音很好听，也很和气。

盲孩子从没见过影子，他想像不出影子是什么样儿的。

影子向他解释着：“我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里，我就
跟到哪里。”

“你长得什么样儿呢？”盲孩子又问。

“我长得和你一样。”影子高兴地回答。

它觉得这样回答太简单了，又补充道：“我像黑夜一样黑。
我还有一双黑眼睛。”

它怕自己仍没有说清楚，接着又问道：“你知道黑颜色
吗？”

盲孩子赶紧回答：“我知道。我每天看到的都是黑颜色。”

从此，影子常常牵着盲孩子的手，带着他去牧场听牛儿哞哞
地叫，羊儿咩咩地叫，还攀上山坡去采摘野花野果，走过小
木桥去听潺潺的流水声。

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明，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

有一天，他问影子：“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

影子回答：“我从阳光里来，也从月光里来，还从灯光里
来……”



“那么说，只要有亮光就有你了，是吗？”盲孩子觉得又新
奇，又兴奋。

“是的。光明是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来到你身边陪伴着你的。
”影子说这话的时候，觉得无比幸福。

盲孩子很受感动。他觉得影子的话带给他友情，带给他温暖。

快乐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对盲孩子这样说：“看，你有
一个多么好的影子啊！”

每当听到人们这样夸赞他的影子，他总是告诉人们：“它不
只是我的影子，它还是我的朋友。”

人们常常看到他俩在阳光下、月光下，像好朋友似的说说笑
笑；在没有阳光，没有月光的夜晚，盲孩子就点起一盏灯。
有了光明，影子就来了，它陪着他唱歌，讲故事。

夏天的一个夜晚，天气阴沉沉的，没有月光。盲孩子提着一
盏灯，有影子陪伴着他走出家门。他们去一个宁静的小树林
里散步。

微风送来阵阵花香。还有鸟儿的叫声。

影子告诉他，今夜虽然没有月光，但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

这时候，从附近的丛林里飞来一只萤火虫，飘飘忽忽地，闪
着幽幽的光。它朝着盲孩子飞来，在他的眼前缓缓地飞着。

“是什么在飞？”盲孩子停下脚步仔细听着，“我听见翅膀
扇动的声音。”

影子告诉他，是一只萤火虫，一只小小的萤火虫。



盲孩子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萤火虫？就像很烫很烫的小火星吗？”盲孩子好奇地问。

“不，不。萤火虫是很美丽的闪着光的小虫子。它不烫人的。
”影子给他解释着。

盲孩子仰起头来望着夜空，他什么也看不见，茫然地摇摇头。

影子把手伸出来，他想接住那只美丽的萤火虫。

这时候，萤火虫真的落在它的手上了。

“啊，萤火虫就在我的手上。”影子兴奋地告诉盲孩
子，“你把它接过去，它一点儿也不烫手，真的不烫手。”

盲孩子伸出一只手，接过那只萤火虫。他只觉得手心里痒酥
酥的，是一只小虫子在爬。

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掌挨近自己的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不
停地眨巴着眼睛。他多么希望看见这只会发光的萤火虫啊！

他注视着他那一片漆黑的世界，就像深不见底的黑洞。

忽然，在他的“黑洞”里，他第一次看见一个淡淡的光点在
他的手心里移动着。同时，他手心也感到痒酥酥的。

那光点渐渐地变亮了。他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光。他分辨不
清那是幽蓝的光，还是翠绿的光，他只知道，在他这永久的
黑夜里，此时此刻有了一颗米粒儿大小的光点了。

他永久的黑夜消失了。

“啊，我看见它了，萤火虫，小小的萤火虫！它像一盏小小
的灯。”盲孩子几乎是在大声喊叫着，他从来没这样快乐过。



影子也高兴地笑了。

那一夜，萤火虫陪伴他们玩了很久很久，一会儿从手掌上飞
起，给他们带路，走近一丛蔷薇花；一会儿又落在手掌上，
闪闪发光。

夜深了，萤火虫向他们告别，飞进了一片寂静的树林。

当盲孩子提着他的灯，灯光里有他的影子陪伴他往家走的时
候，他的心情好极了。因为今天他看见了萤火虫的光，虽然
那光模模糊糊，小得像小米粒儿，但毕竟是他亲眼看到的啊！

耳边的风越来越大了。他感觉到手里提的灯晃来晃去。

影子说：“天要下雨了，我们快些走吧！”

话音刚落，一声霹雳炸响，风夹着雨，雨带着风来了。

盲孩子手中的灯突然灭了。随后，影子也不见了。

盲孩子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旷野上。

他呼唤他的影子，没有回应，听到的只有风声和雨声。他踉
踉跄跄、跌跌爬爬地往家走，没走多远，他就跌倒在水坑里。

他坐在风雨里想：只有等到风停了，雨停了，太阳出来的时
候，影子才会赶来吧？

过了很久很久，他感觉风小了，雨也小了。他似乎又听见了
翅膀扇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

“是你吗？萤火虫？”盲孩子向夜空大声问着。

“是我。”一只萤火虫在回答。



“是我们。”有几只萤火虫在回答。

“是我们一群萤火虫来了！”有好多好多萤火虫在回答。

在夏夜的微风细雨中，无数只萤火虫组合成一盏美丽明亮的
灯，一会儿闪着幽蓝的光，一会儿又闪着翠绿的光。

在这美丽明亮的灯光里，影子又回来了。

盲孩子望着他的影子惊喜地叫起来：

“啊！我的影子，是你吗？我好像看见你了！真的，我看见
你了！”

他伸出双手，拉住了他这位黑色的好朋友，他们久久地拥抱
在一起。

他身旁有那盏萤火虫组合的灯，还有他的影子伴随着他。

他看见了周围的一切！他们走过泥泞的旷野，踏上小路，走
向家中。

风停了，雨停了，天晴了。

月亮出来了。今天的月亮特别亮。

又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今天太阳出来得格外早。

月亮和太阳同时悬挂在天上。

还有那盏萤火虫灯。

这世间所有的光亮一齐照耀着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他眼睛里的那个黑夜的世界，渐渐地泛起淡淡的光，像银亮



的雾笼罩着周围的一切。不大工夫，那雾也消退了。

他看见了周围的一切！

他用惊奇的目光张望着这陌生而美丽的世界。他不但看见了
太阳、月亮，还看见了那么多萤火虫组合的灯。

他还看见了天上出现了弯弯的彩虹。

他还看见了各种颜色的花朵。

还有绿草。还有草叶上明亮的露珠。

他的影子就站在他身边，和他手拉着手。

他转过脸，亲切地望着他这位朋友，它也微笑着望着他。

他发现，他的影子慢慢退去了黑色，变成了一个衣着美丽的
孩子，也有着一样红润的圆脸，油亮的头发和大大的黑眼睛。

人们说，他们像一对孪生兄弟。

他俩说，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

研讨与练习

一关于课文的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下面两种说
法，你能同意吗？你还有别的看法吗？简要说说理由。

1对于像盲孩子一样孤单弱小的人，我们应该关爱他们，这
样他们才会感受到生活的光明和美好。

2在盲孩子获得光明的同时，“影子”也获得了生命，变成
了一个美丽的孩子，这说明，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也能得
到幸福。



二分角色朗诵课文。最好能配上合适的背景音乐。

读一读，写一写

结束语

那时每一个夏夜凉爽如水

常常会飞来一只只萤火虫

那幽幽的蓝光很美很美

映照着我第一个童话梦我拥坐在外祖母身边

她的故事像一支谣曲

说用萤火穿一串项链

佩戴在我胸前最美丽那一夜我走进了童话世界

梦见我的萤火项链闪着光

梦醒了，窗外挂一轮圆月

正从远天向我张望胸前虽不见了那串蓝萤火

天上却多了几颗星火闪烁

（金波《蓝萤火》）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六

[教学目标]

1、知识和技能：在诵读中品味语言，积累词汇。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熏陶感染中培养学生的爱心、善心，
学习主动关心别人，营造温馨、友善的人际环境。联系生活
实际，加深学生对爱的理解。

3、教法和学法：

教学方法：情感体验法；说学法；文本扩展法；

学法：合作式学习；

[教学重点]

1、品味语言，在诵读中体会文章主旨。

2、联系自身经历、见闻，加深对爱的理解，培养积极的人生
态度。

[教学难点]

理解“影子”的象征意义。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们是听着童话故事，慢慢长大的，你都知道哪
些童话故事？

（同学谈）

2、《丑小鸭》、《青蛙王子》、《白雪公主》——曾给我们



讲述了一个个美丽的童话，那汩汩流淌着的爱的清泉，伴我
们渡过了幸福的童年，今天让我们再次步入童话的殿堂，在
关爱的氛围中结识新的伙伴——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板书
课题）（多媒体）

二、检查预习情况

1、课前同学们已预习了这篇文章，下面检查生字，翻到课
本109页,请一位同学读生字。大家齐读一遍。

2、谁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踉踉跄跄的含义？

三、快速阅读（跳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课文讲了什么故事？简单的概括故事的情节发展。（多媒
体）

（学生回答，教师肯定并补充）

2、文中哪些句子表现了盲孩子的心情变化？(故事中盲孩子
的`心情发生了那些变化？在书上用横线标出有关语句)（多
媒体）

（勾画完后请互相对照，看看彼此勾画的内容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内容是否应该勾画，为什么）

学生对照交流

请你们把勾画的句子诵读一下，注意体会他的感情变化。

明确：

1、（1）盲孩子在他的影子和萤火虫的帮助下，看见了世界，
看见了光明；影子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孩子。



（2）盲孩子很寂寞——“影子”的陪伴给盲孩子带来快乐，
带来温暖——影子、萤火虫、太阳、月亮的爱使盲孩子得到
光明。

2、开始“他的日子很寂寞。”接着“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
明，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当他看到萤火虫时，感叹
说：“啊，我看见它了，萤火虫……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当他的眼睛复明之后，惊喜地叫起来“啊！我的影子，是
你吗？我好像看见你了！真的，我看见你了！”

四、思考讨论（同学们朗读的很好。也已经把握了故事的情
节发展和盲孩子的心情变化。下面我探讨几个问题）

1、盲孩子得到了来自周围那些事物的关爱？（多媒体）

（影子、灯、萤火虫、太阳、月亮……等）

2、盲孩子在恢复视力前后，作者的写作觉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多媒体）

（从听觉转换到视觉，着重写色彩）

3、他的心情由寂寞到快乐，再到惊喜，是什么使盲孩子的心
情发生了变化？（多媒体）

（抽生答，教师作肯定并予以补充）

（是影子的陪伴以及影子、萤火虫、太阳、月亮的爱使他快
乐、得到光明（爱与被爱）。）

五、人物形象探讨

故事中出现了三个人物：盲孩子、影子和萤火虫。你最喜欢
那一个？请说明理由。(学生探讨回答，教师肯定后补充)
（多媒体）



盲孩子——珍惜友谊、坚强勇敢、热爱生活

影子——善良纯洁、忠诚守信、不畏挫折

萤火虫——心地善良、助人为乐

六、关于主题

关于课文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下面两种说法
（课后练习一），你能同意吗？你还有别的看法吗?简要说说
理由。（多媒体）

第一种，我们应该关爱弱者，且贴近童话的整体内容。

第二种，爱是相互的，关爱他人也就是关爱自己。

（学生可从多方面、多角度畅谈自己新的认识。）

七、精读选段，品味文章的美

本文是一篇美丽的抒情童话，它营造了一种纯真、友好的氛
围，有着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四人一组来探讨一下课文，看
看课文的美表现在那些地方？（你觉得这篇文章美，美在那
些地方）（多媒体）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肯定并归纳）

1、美的语言。诗样的语言，节奏美，含蓄美。本文大量运用
叠词，不仅描写情态逼真，而且舒缓语气，琅琅上口。文中
的叠词还有哪些？（“静静”、“轻轻”、“踉踉跄
跄”、“跌跌爬爬”）

2、美的立意。童话的形式来表现爱的主题。

3、美的意境。（神奇美好的意境）



如：（1）由于主人公是一个盲人，只能凭借他的听觉来感受
环境。所以作者多从听觉描写盲孩子感受到的自然美：“牛
儿哞哞地叫，羊儿咩咩地叫，走过小木桥去听潺潺的流水
声”。

（2）当盲孩子渐渐恢复视觉时，着重写了视觉和色彩：“无
数只萤火虫组合成一盏美丽明亮的灯，一会儿闪着幽蓝的光，
一会儿又闪着翠绿的光”。

八、文本拓展，提高能力

美的语言，美的意境，美的主题，构成了这篇美的文章。那
你能谈一下本文给你的感受吗？（同位交流）

如：抗洪抢险中战士和百姓的鱼水深情是一种爱；防治“非
典”中白衣天使无私的奉献是一种爱；保护地球，保护绿色
大自然，这是一种爱；捐助失学儿童，重返学习乐园，这也
是一种爱。

我们的身边，爱无处不在。

学了本课之后，同学们也许对爱开始了思考或有了新的思索。
我有这样一些感悟提出来与大家共勉：（多媒体）

九、课堂小结：（多媒体）

这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它塑造了盲孩子的形象，营造了纯真
友好的氛围，具有诗情画意。在感受作品意境美、语言美、
立意美的同时，体会文章“爱”的主题的同时，让我们伸出
有爱之手，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让爱充满人间！让这
种美在我们心中永驻！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说课稿篇七

1.多角度理解文章主题，培养多向思维的习惯。

2.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关心帮助弱者的良好品质。

教学重点：

1.多角度理解文章主旨。

2.学习欣赏文章美。

一、导入

由高洪波的《我的太阳》小诗导入。

我的太阳

――写给盲童

高洪波

太阳是圆的，就像你手中的皮;太阳是热的，就像冬天的火炉。

你摸摸玻璃窗，就能摸到太阳;太阳是我的，也是你的，

你看不见太阳，却看见了一切。

二、快读感知课文，思考

1.文章的主人公是谁?

2.请为本文加五个小标题。形式如下：____的盲孩子

(寂寞的盲孩子快乐的盲孩子见到了一线光明的盲孩子



在风雨中挣扎并得到了关爱的盲孩子重见光明的盲孩子)

三、研读课文

(一)寂寞的盲孩子

盲孩子的寂寞体现在什么地方?

(二)快乐的盲孩子

分角色朗读:

(1)谁给寂寞的盲孩子带来了快乐?(2)影子从哪里来?

(3)影子说这话时内心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三)见到了一线光明的盲孩子

(四)在风雨中挣扎并得到了关爱的盲孩子

(1)盲孩子在风雨交加的困境中得到了哪些朋友的帮助?

(2)你觉得这风雨交加的困境是对谁的考验?

(五)重见光明的盲孩子

(1)重见光明的盲孩子看到了周围的哪些景物?(2)美读

(3)影子最后变成了什么?从中你感悟到了什么?

(4)结尾说：“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这句中的“光明”的
含义是什么?

四、互助合作，探究课文主题



1.童话中出现了盲孩子、影子及萤火虫这三个主要形象，你
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2.盲孩子和他的影子为何能成为好朋友?

3.盲孩子获得了光明，影子也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孩子，从中
你读到了什么?

五、课外拓展，放飞思维

1、你有这种永远不忘的朋友吗?你有磷火一般在别人最黑暗
时给他光明的经历吗?请你以“爱”为中心，结合自身生活经
历，写篇短文。

2、这是一篇美丽的抒情童话，它有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课后
继续研读课文，划出文中你认为写得美的语句，体会一下这
些语言有什么好处。

六、教师寄语

做一个有能力获得幸福也让别人获得幸福的人!

七年级语文《盲孩子和他的影子》反思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是一篇抒情式的童话，走进这美丽的
童话世界，会使你感受到诗一般的境界，体会到其中汩汩流
淌般的爱，经受了一次爱的教育与美的熏陶的洗礼。由于这
篇童话篇幅较长，当时考虑课堂的时间有限，于是设置课前
朗读这一环节，让学生在早自修朗读几遍，那便可在教学环
节的设计中省去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这一环节。
一堂课下来，如“课堂的整体感知、主题思想的领悟、体会
童话的特点”等都挺满意，可在赏析语言方面尽管抛出一个
问题“这篇文章的美除了主旨美外，其优美的语言、美丽的
意境无不让人流连忘返，你能从文中找出例子加以阐述吗?”



学生反应平淡，回答不尽如人意，这不得不让我对自己的教
学设计加以反思。

1、重视课前读，更要重视课中读：正确、流利、有感情的地
朗读课文是初中生必备的一项技能，尤其是有感情地朗读对
学生来说是最缺乏的，也是极待解决的。而本文的语言优美、
凝练、简洁的像诗一样，有较强的表现力。如果教学环节中
重视课中读，或分角色读、或小组读、或集体读、或个人读，
读出人物的语气语调，读中品、品中读，或许学生会说出独
特的体验，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如“他是一个盲孩
子”“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色彩”“他是一个永
远生活在黑夜里的孩子”等让学生读一读，学生就会感觉到
文章几乎都由这样的短句构成，显得短小、活泼、跳跃，像
小溪的水一般自然流畅。如“他还看见了各种颜色的花朵，
还有绿草，还有草叶上明亮的露珠”学生读一读就会感到语
言的流畅、节奏感强。如“牛儿哞哞地叫，羊儿咩咩地
叫”“潺潺的流水”学生读一读，就会感受到叠音词的妙用，
既形象、逼真，又充满诗情画意。再如：“他们走过泥泞的
旷野，踏上小路，走向家中”“我从阳光中来，也从月光中
来，还从灯光中来”“光明是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来到你身
边陪伴着你的”“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让学生读一读就会
感受到其含蓄、韵味悠长。回想这堂课真不该忽视课中读。

2、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留足学生的学习空间。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表现，激活学生的思维往往体现在教
师的教育机智上。当课堂教学设想未能如期进行时，教师切
不可揠苗助长。一当发现学生思维停滞，教师一定要当好指
导者，帮助者的角色，激活学生的思维。如果本堂课不要想
着节省时间，灵活地让学生再次回归文本，重新补充“读”
这一环节，从而完成师本、生本、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元化、
多方位的交流，真正把教室变成学室，促使让学生说出对语
言的独特体验，消除课堂的窒息状态。那么，我想课堂一定
会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