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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保卫战教案 篇 1 

    《大江保卫战》记叙的是 1998 年解放军英勇抗洪的情景。课文

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对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战士的赞美之情更是溢于

言表，但又回味无穷、震撼人心。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情感熏陶、语言

品味、人格影响的好教材。并且这篇文章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们多数教师对 98 年的那场洪水记忆犹新，读着文章，那些解

放军官兵与洪魔奋战的镜头便会重现在脑中，便会再次动情，教师与

文本的对话便水到渠成。但是，学生没有这种情感体验，那时他们还

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件事。那如何实现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

话呢？我便借助媒体，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感人的录像，一曲《为了

谁》激昂的歌，让学生耳闻目睹，在如临其境中激起学生的情感，让

学生在激情中记住这次奋战，学习人民子弟兵在洪水恶浪面前，为了

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感人心

者，莫乎于情。”课堂上激动学生的是情，打动学生的是情，震撼学

生的是情！ 

    让学生在感动中“潜心会文”，与文本对话。学习第二自然段时，

我让学生轻声细读课文，画出最让自己感动的地方，并细读所划之处

进行品味。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读着课文，脑中便会将文中语言与录

象中的一个个镜头联系起来。这样，文本所包含的信息便通过录象这

一中介传递给学生，学生透过语言文字又“看”到了那震撼人心的场



面，那一个个高大的形象。学生在感动的状态下，思维和情感积极活

动，课堂上，学生将自己的所见、所想说出来，就“一触即发”了。 

    新课程不仅关注学生“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还非常

重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因此，现代的语文教学，

不仅要用好教材，更要广开各种有利的资源，使这些资源为阅读教学

服务，让学生的朗读感悟真正融进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从而让学生在

学习语文的同时，更能获得享受语文所带来的精神和情感上的愉悦。

因此，笔者认为语文课，有了“抠”课文，还需要“开”资源，课前

搜集有关抗洪英雄的故事，课后让学生去查阅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

的人》，让学生对人民子弟兵有更深刻的理解，情感得到升华。 

    大江保卫战教案 篇 2第三课时 

    课时目标：1、概述全文的内容。 

    2、学会用“惊心动魄”、和“闪烁”造句。 

    3、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教具准备：小黑板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自我加减 

    一、复习 

    1、听写词语。 

    快捷肆虐汹涌惊心动魄 

    危急嶙峋闪烁日夜兼程 



    2、有感情地背诵第 5自然段。 

    二、学习第三段 

    1、齐读。 

    2、这段话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三、回顾全文 

    1、概述全文的内容。 

    2、课文中哪些句段令你感动，有感情地读一读。 

    四、说话训练 

    1 以“当长江大堤遇险时”领起说一段话。 

    2、1998 年洪涝灾害后，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你是怎么想、

怎么做的？ 

    五、作业 

    1、造句。惊心动魄闪烁 

    2、写一读后感。 

    3、收集抗洪救灾中的故事，在班会上讲听。 

    六、板书设计： 

    大堤抢险英勇 

    8 大江保卫战铁汉本色 

    勇救群众铭记 

    教学反思： 

    大江保卫战教案 篇 3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精读课文，感悟人民解放军心系人民、团结抗洪、英勇无畏

的献身精神。 

    3．拓展迁移，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叙议结合，以情动人，从不同

侧面体会人民子弟兵铮铮铁汉的英雄本色。体会课文中有关句子的思

想感情或理解句意。 

    难点：从课文具体的语言文字中，体会解放军战士勇往直前、奋

不顾身的精神。 

    教学过程： 

    一、入境导入 

    1.情境渲染，入境揭题：出示第一段教生合作读第一段。朗读读

题。 

    2.回顾板书：通过上节课的学习，还记得课文主要是通过哪两个

方面来反映这场大江保卫战的？ 

    二、精读感悟 

    初步感受“铮铮铁汉”。 

    1．在这场不动枪炮，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保

卫大提，救护群众，与肆虐的洪水展开了生死搏斗。如果请你用一个

词来形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你会用文中的哪个词呢？学生快速默读

课文，找一找。 



    2．组织交流。出示第三自然段。板书：铮铮铁汉。理解词语，

朗读句子。 

    提问：那么，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那铮铮铁汉的英

雄本色呢？ 

     

    学生默读课文的第 2～4段，思考圈画。 

    1．组织交流，以学定教。 

     

    学生交流。 

    随机点出“一声令下：上！” 就从这简简单单的“上”字上，

你读出了什么？ 

    指导朗读。 

    过渡：除了一声令下能感受到铮铮铁汉的本色，还有哪些地方能

感受到？ 

     

    你特别从哪里词语中感受到的？ 

    抓住 “全然不顾”，指导体会。 

    抓住“一个念头” ，反复指导朗读。 

     

    抓住“一道人墙” ，这是一道怎样的墙？就这血肉之躯铸就的

人墙要抵挡的是什么？ 

    让我们再来回顾那感人的一幕幕。播放抗洪录像。 



    小结：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大堤保住了，官兵们浑身上下却是

伤痕累累，这些他们全然不顾。此时，你想用那些词语来赞美他们？ 

     

    除了这些词语来赞美他们，还有一副对联也正是人民子弟兵在这

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的真实写照。出示对联。读了这幅对联，你体

会到了什么？指导体会，指导朗读。 

    2.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战斗中，涌现了许多英雄的事迹，解放军某

部连长黄晓文就是其中的一个。出示第四段。 

    自由读读这段话，想想你从哪些地方看出他是一位铮铮铁汉的？ 

    组织交流。指导朗读体会。 

    3. 写法指导。 

     

    过渡：刚才我们在保大堤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铮铮铁汉的英雄本

色，那么在救群众时，哪些语句能让你感悟到这铮铮铁汉本色的？ 

    出示第 5自然段，学生自由朗读，圈圈画画。 

    1.组织学生交流。 

    2.随机出示语句，指导体会与朗读。 

    ▲“汹涌的激流中┅┅摇摇晃晃的电杆。” 

    你特别是从哪里体会到的？ 

    指导体会三个“飞向”和三个地方。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在安造垸……生的希望……” 



     从这里你又体会到什么呢？ 

    抓住“三天三夜”、“九个小时”体会危险到极点，而后得到解

救。 

    抓省略号引导体会。播放录像。 

    ▲“哪里有洪水，哪里就有……大救星。” 

    从四个“哪里”你体会到了什么？ 

    句中的“红五星”、“迷彩服”等就是指——子弟兵。这是运用

了借代的手法。 

    学到这里，读着这些感人的语句，你想到了些什么词语？ 

    小结，指导朗读。 

    三、总结课文，课外延伸，写话练习 

    播放图片，引导观察，学生片段练习。组织交流。 

    四、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保大堤 

    大江保卫战—— 铮铮铁汉 

    救群众 

    大江保卫战教案 篇 4 教材简析： 

    《大江保卫战》这篇课文真实的记叙了 1998 年解放军几十万官

兵英勇抗洪的动人情景。是一幅融情、理于一体的’文章。课文可分

为三个版块：险情危急、保卫大堤、救护群众。作为教师或许对 1998

年的那场世纪洪水，还可说记忆犹新，读着文章，那些解放军官兵与



洪魔奋战的镜头便会重现在脑中，便会激起心中的情感。但是学生没

有这种情感体验，而且，这是一篇简洁的通讯报道，如果仅用常规的

教学手段，就难以让学生仅仅依靠文本实现情景的再现，从而完全投

入进去，进而影响理解的深度。那么，如何实现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

话呢？针对本文的特点和新课程标准：“通过阅读加深感悟”的要

求，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目标：运用各种手段，通过激励、点拨、引

导，充分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之深刻体会人民子弟兵在洪水恶浪面前，

为了保卫大堤和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人民子弟兵在洪水恶浪面前，为了保卫

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绿线内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会用“惊心动魄”、“闪烁”造句。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第 5自然段。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从课文具体的语言文字中，体会解放军战士勇往

直前的精神风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教学难点： 

    感受人民子弟兵在洪水恶浪面前，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课时安排： 

    3 课时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组织学生上网查阅 98年抗洪救灾的背景材料，以及抗洪救灾

中涌现的可歌可泣感人故事。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初读感知、理清思路、学习第一段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1、师述：曾经有这样一首歌唱遍祖国大江南北，许许多多的人

为之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请听——《为了谁》。 

    2、过渡：这首歌赞颂了抗洪救灾中英勇无畏的人民子弟兵。今

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有关 1998 年抗洪救灾的课文。 

    3、板书课题： 

    大江保卫战 

    4、教师简介背景 

    5、学生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归纳整理出几点。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通顺，或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嶙峋：形容山石等突兀、重叠。 

    肆虐：任意残杀或迫害，起破坏作用。 



惊心动魄：形容使人感受很深，震动很大 

    2、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教师正音。 

    3、思考分段，简述段意 

    第一段：写长江遭遇特大洪水，人民子弟兵打响了大江保卫战。 

    第二段：写我部队官兵在大江保卫战中表现神勇，涌现出许多动

人事迹。 

    第三段：赞扬了人民子弟兵的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三、学习第一段 

    1、范读，思考：这一段写了几层意思？ 

    概括归纳：一、灾情危急，二、奔赴战场 

    2、圈画出反映灾情危急的词语、标点，读一读并体会。 

    “暴雨”、“大暴雨”、“一场接着一场”、“暴怒的巨龙”、

“疯狂地撕咬”以及三个“！”。 

    3、指导朗读。 

    4、画出子弟兵奔赴战场的词语，读一读。 

    “日夜兼程”、“挺进” 

    5、指导朗读，体会子弟兵们大战洪水的英勇气概。 

    6、用自己的话说说本段内容。 

    四、作业 

    1、抄写词语。 

    2、朗读课文。 

    3、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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