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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亲人》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重点语句对表达情感的作用，感受中朝人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伟大友谊。

2、领悟课文开头劝慰--中间叙事---结尾抒情的表达特点，并学会应用。

二、重难点: 领悟课文开头劝慰--中间叙事---结尾抒情的表达特点，并学会应用。

三、教学过程 ：

1、谈话导入（2 分）

1.1、今天由我来和同学们共上一节课，板书：再见了，亲人。

1.2、“亲人”在生活中一般指哪些人？通过预习你知道文中的亲人指的是谁吗？

1.3、板书：大娘 小金花 大嫂

1.4、过渡：是啊，只有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称为亲人,那么,中朝两国人民有没有血缘关系?既然如此,

志愿军为什么要称朝鲜人民为亲人?让我们走进课文,寻找答案。

2、学习第一自然段

2.1、出示自学提示：默读第一自然段，想一想志愿军战士为什么称大娘为亲人？抓住关键词语或句子，

体会情感并做出批注。

2.2、汇报 1：（救伤员）我们的一个伤员在您家里休养，敌机来了，您丢下自己的小孙孙，把伤员背进了

防空洞；当您再回去抢救小孙孙的时候，房子已经炸平了。您为我们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师：从这个句子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你是抓住哪个词体会到的？（唯一）

是啊，孙子是她唯一的亲人， 但即便如此，当敌机呼啸而至的时候，大娘却坚定地背起了伤员，永远地

舍下了自己的小孙孙。这说明-------大娘把伤员看的比自己的孙子还重要。

指导朗读。

这就是我们的大娘!这就是我们的亲人！

汇报 2：（送打糕）是您带着全村妇女，顶着打糕，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这真

是雪中送炭啊！

生谈体会，教师引导，从“顶、冒、穿”体会到当时的危险。

出示图片，想一想：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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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体会亲人）是啊，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甚至会失去生命的情形下，大娘却依然为我们送来了打糕，

这说明，大娘早以把我们当成了亲人，甚至自己的孩子。

指导朗读。重读“顶、冒、穿”

“理解雪中送炭”

大娘冒着炮火，穿过硝烟来给我们送吃的，难怪志愿军战士会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你知道雪中送炭

是什么意思吗？谁能联系上下文说一说在本文中指什么？

指导朗读：是啊！难怪志愿军战士会感动的落泪呢！让我们带着感动的语气来齐读这段话。

汇报 3：为了帮我们洗补衣服，您已经几夜没合眼了。

生谈体会，教师引导：平时是谁帮你洗补衣服呢？是妈妈，那么大娘帮志愿军洗补衣服，甚至几夜没合

眼，你感受到了什么？

2.3、理解句子“八年来，您为我们花了多少心血，给了我们多少慈母般的温暖！”

过渡：课文通过回忆三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娘对志愿军亲人般的关爱，其实，在这 8 年的时间里，

大娘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付出的太多太多!

(出示句子“八年来，您为我们花了多少心血，给了我们多少慈母般的温暖！”)

师：让我们放飞思绪，想一想，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大娘还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做过什么?

师：同学们，尽管这都是点点滴滴的生活小事，但正是这些，却让远离祖国的中国战士感受到了亲人无

微不至的关怀，母亲慈祥宽厚的疼爱!这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同学们，就让我们再读读这句话吧!

2.4、指导朗读：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的情谊，我们怎么能忘怀？

师：是的，这就是我们慈母般的大娘，这就是我们的亲人！她的情意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我们怎么能

忘怀？

出示句子：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的情谊，我们怎么能忘怀？齐读

我们能够忘怀吗？不能！指名读。

2.5、了解小金花和大嫂为志愿军做的事例。

师：大娘对志愿军深情厚谊感动了我们，让我们不能忘怀，那文中的另外两个亲人又做了什么让我们感

动呢?

小金花 救老王失去妈妈 大嫂 挖野菜失去双腿

3、感悟写作方法

3.1、感悟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互为亲人。

同学们,白发苍苍的大娘为了给战士们送打糕累得昏倒路旁,更为了救志愿军伤员失去了自己唯一的

亲人—小金花与妈妈一起去救老王,老王得救了,妈妈却与敌人同归于尽,永远地离开了她；为了能让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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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吃上野菜,大嫂毅然来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以致被炸残了双腿,…同学们,这就是朝鲜人民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所作的,正因为这一切,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亲人。其实，在朝鲜人民心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又何尝不是她们的亲人呢？（出示幻灯片）

3.2、归纳课文写作方法。

八年里，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用鲜血凝成了比山海高，比海还深的深情厚谊，这种情谊让

我们深深的感动，那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把这种感动表达出来的呢？现在请同学们拿起笔，用“------”

勾画出前三个自然段的开头和结尾，看一看，课文除了通过回忆叙述的一个个事例， 让我们感受到深情

厚谊之外，开头和结尾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板书）开头-劝慰----中间事例---结尾抒情 这就是

我们这篇课文写作上的特点。

3.3、创设情境，学生练笔

听——（播放汽笛声）

出示小练笔：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志愿军战士对大娘、小金花、大嫂诉说了心中的感激和不舍，那大

娘、小金花、大嫂又会对志愿军说些什么呢？假如你就是大娘、小金花、或大嫂中的一个，你又想对志

愿军说些什么呢？现在请同学们拿起笔，从他们三个人物中选择一个，诉说依依惜别之情。

提示 1：按“开头劝慰--中间叙事-结尾反问抒情”的结构:

提示 2：时间 5 分钟，字数 80 字左右

3.4、汇报互评：出示星级评价，指名读小练笔，依据星级评价的标准互评。

4、学习四--六自然段，升华情感

从同学的写作当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之间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尽管中朝两

国人民千般的不舍,万般的不愿,分别的日子还是来了。列车就要开动,望着大娘、小金花、大嫂,望着数

不清的朝鲜人民,望着这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志愿军深情地说—

再见了，亲人！再见了，亲爱的土地！(生读)

师：汽笛响了,紧紧拉着的手松开了,亲人越来越远了,于是志愿军战士只好请求这隆隆前进的列车——

列车呀，请慢一点儿开，让我们再看一眼朝鲜的亲人，让我们在这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上再停留片刻。(生

读)

师：可是列车却越开越远,亲人也越来越远了,战士们只好挥着手,大声地呼喊着——

再见了，亲人！我们的心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生读)

师：“再见了，亲人！我们的心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生再读)

5、总结升华,延续情感

师：同学们,中朝两国人民 8 年的浴血奋战,生死相依,用鲜血铸成的伟大友谊。这友谊跨越国界,穿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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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让我们深深的感动。最后,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凝聚在这深情的呼唤中再见了--亲人。

教学反思：

课文《再见了，亲人》是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第四组课文中的精读课文。本组课文的编排主题是

“他们令我们感动”。《再见了，亲人》这篇课文记叙了 1958 年最后一批志愿军离朝回国时，同朝鲜人民

依依惜别的情景，赞扬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以情为线索贯穿全文。本文的编写意图：一

是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从中受到国际主义教育。二是让学生体会作者

是如何表达思想感情的。

根据教材特点，将教学目标定为以下两点：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重点语句对表达情感的作用，

感受中朝人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伟大友谊。2、领悟课文开头劝慰--中间叙事---结尾抒情的表达特点，

并学会应用。 而教学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领悟课文开头劝慰--中间叙事---结尾抒情的表达特点，并

学会应用。是这节课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说：“语文味”就是守住语文本体的一亩三分地，语文的本体是什么？显然不是

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即“写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承载这些内容，即“怎么写的”。语

文要学的就是这个，语文味所指的就是这个味。我们课堂上应训练的重点就是“学习作者运用了怎样的

表达方法”，即“怎么写的”。王崧舟还说：具体来说，语文味表现在“动情诵读、静心默读”的读味，“圈

点批注、摘抄书作”的写味，“品词析句、咬文嚼字”的品味上。而这些正是我们这次语文活动的主题“加

强语言文字的训练”，也是我设计的理念。

这篇课文在写作上十分有特点，尤其是前三个自然段，都是用满含恳求意愿的祈使句开头，表达了

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密不可分的亲情。而中间叙述的内容又主要是由送别时的情景和追忆那些令人难

忘的往事所组成。结尾呢，又是运用反问句来抒发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真挚的情感。于是，我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只抓重点词品读第一自然段，体会中朝两国人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然后把重点放

在感悟写作特点并学会应用上。可能有些老师会质疑这样设计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而我却

觉得对于教材，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去适当的取舍。毕竟课堂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一切的语文教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写作上。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而这节课也是我初步

的尝试，把这样一节课呈现给各位领导和老师，也是希望，各位领导和老师能够批评指正，帮我明确语

文教学的方向。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抓重点词，体会语句所表达的情感，并对学生进行了朗读指导，让

学生深刻体会到了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难舍难分的深情厚谊，激发了他们的感情。并在他们有了一定

的情感积淀后，创设情境，利用学到的写作方法去进行写作的训练，突破了重难点。但也留下了些许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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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首先，问题设计不够精准，应该在设计问题时既有读法又有学法的指导。其次，由于后面小练笔的

所用时间较长，所以在指导学生体会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的感情方面不够扎实，朗读指导也较少。最

后由于时间关系，小练笔的展示也太少，不能在课堂关注所有学生，指导写作，有待于在今后的教学中

提高。还请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