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 沉香救母教
学反思(大全8篇)

六年级教案的编写过程需要教师深入研究教材和教学内容，
以确保教学的有效性和有效性。学校安排专门的安全教案培
训课程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相关教学工作。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一

本课是神话故事《沉香救母》的第二部分，记述了沉香不畏
艰险，一心救母的孝心感动了仙人，在仙人的帮助下，打败
了凶恶的二郎神，力劈华山,救出母亲。

教学第一自然段时，抓住重点词“奔去”特出沉香救母心切。
教学第二自然段时，通过抓住“翻过、跨过、划下、磨出”
等词语及句子来表现沉香为了救母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精
神，从而表现沉香救母心切和有孝心。在第二自然教学时重
点引导学生抓住“一点也不在乎”引导学生讨论。他不在乎
什么？他为什么不在乎？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在第二自然段中，沉香救母心切，付出很多辛苦，当时我试
着让学生用成语归纳沉香一路的艰辛，当时学生能说出“千
辛万苦”此词语，对于“伤痕累累，跋山涉水，餐风饮露”
这三个词语对于学生较不能灵活运用。

教学第四自然的时，引导学生观察图画并联系课件，想象母
子团圆的感人场面及人物语言，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后重点指导朗读。对于“劈”可以让学生动作表演此字的
意思，并充分展开说话练习，母子团圆时，沉香会对母亲
说_____,母亲会对沉香说_____。由于指导不到位，学生说话
联系只是干瘪瘪的几句话，课后想想，还是由于上课时对学
生感情引导不深入，让学生感情没有得到渲染。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二

一节课结束，我想了很多，由于是公开课，我没有了平时的
随意和随兴发挥，学生也由于我课前的思想教育而有所约束，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我认真反思了一下这节课的教学。

课前我针对学习目标，我首先确定了本课教学的重、难点以
及教学时主要的段落，教学的重点是：紧扣文中关键词句、
展开想象，体会沉香不畏千难万险，英勇救母的一片赤诚之
心，在此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难点是：紧扣文中关键
词句、展开想象，深入品味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爱”。创设
情境，围绕“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想像说话。

1、抓关键字词体会沉香救母的急切心情。如第一自然段
的“救母心切”，并且积累相关心情急切的词语。

2、通过句子比较，凸显关键词语，深入体会。如：“一个
个”、“一道道”与“一个”、“一道”的比较。并且出示
了一组句子，进行填空。

3、创设情境，进行心灵对话，与人物产生共鸣。如：与沉香
的心灵对话，画出你最感动的句子是什么，深入体会“一点
也不在乎”。

4、抓住留白，想像说话，如：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这时他们会说些什么??体会沉香对母亲的一片“孝心”。

5、结合本单元“亲情篇”的主题，拓展围绕母爱的小文章和
名言，让文本得以延伸。

虽然我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有许多遗憾：第二自然段的内容
挖掘没有完全呈现，留白想象的句子由于设计时有点难度，
学生答不上来，我越主代庖说了，也许按照文中的句式进行
延伸练习，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母子相见情景，没有充分展



现，我想还是我的引导有所欠缺。

教学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但我会一直努力向更高地境界去
攀登！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三

《沉香救母》故事性很强，学生也比较感兴趣。在教学完这
篇课文以后，我自己也有一点心得。

本文的自然段也较多，在读课文时，我把重点放在沉香知道
真情，并上山拜师学艺部分。这两个自然段让学生反复的朗
读，发到熟读的程度，但是指名读毕竟只有几个学生得到了
锻炼，所以我让学生同桌之间一齐读。我想，我们的教育是
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受到教育得到锻炼
的机会是我们的责任。

我在教《沉香救母》二的时候，第二小节是课文的'重点段落，
也需要重点的理解。我让学生自己先读，找出最能反映沉香
为救母亲吃尽千辛万苦的句子。这样的设计是希望课能上得
整一点，也希望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其实孩子自己还是很能
说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找到了句子，我抓住这个契机，
让学生自己读课文，学生基本能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进行理
解。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学生。

“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这是让学生展开想象续
编故事。于是我就让学生与同桌讨论，接着回报。但是学生
总是恩……恩……的诉说的很结巴。我看效果补理想，尝试
转换方式，请学生分角色表演，最后让学生写下一段通顺的
话，学生似乎更又兴趣也更乐于表达了。所以孩子的成果，
还是要看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挖掘。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四

《沉香救母（二）》是上个故事的续篇，沉香练就了一身高
强的武艺，一心要去救母。在教学中，我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教学，力求达到本课的教学目标。

一、以读为主，读中感悟

二、拓展文本，延伸课堂。

在教学第四自然段，我说：当沉香站在华山脚下，想到自己
马上就要见到妈妈了，心情如何？会想些什么？接着，教学
完全文，我又让孩子们想象：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母子俩会说些什么？这个说话训练，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
孩子们的想象能力真是丰富，他们说的头头是道。如：沉香
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后,妈妈抚摸着沉香的头说：“好孩子，
你受委屈了。你的身体好吗？你过得好不好呀？”沉香激动
地说：“妈妈，我好想你啊！现在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心里
好开心。妈妈，您在山下一定吃了很多苦，好妈妈，咱们现
在一起回家，以后我们要天天在一起！”这段训练同时也让
我看到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能知人间冷暖了。

《沉香救母二》教学反思

一开始，我从复习旧知导入，将《沉香救母一》中的五个成
语导入进来，使学生回忆《沉香救母一》的内容，然后进入
新课。这样的导入是使学生不仅复习了已学课文，巩固了知
识，而且给新课文奠定了情感的基调。

在课文行进过程中，我抓住了“孝心”为文眼展开全篇课文
的教学。让学生们去画一画文中能体现沉香有孝心的句子，
然后再来交流。教学中，通过多种方式去读，让学生在读中
品味文章中的真情。第一段中，我抓住“救母心切”展开，
通过学生练说、师生表演的形式使学生理解这个词。第二段



是重点段落，抓住文段中的动词、数量词，让学生体会沉香
的不畏艰辛、救母心切，多种方式练读体会沉香的孝心。在
讲到“高耸入云”时，让学生齐诵《咏华山》，从学生已有
知识上拓展，让学生理解巍巍高山，体会山高，劈山救母的
不易。最后设计设计沉香与母亲相见时会说什么，让学生展
开联想说一说，演一演。学生们开始演的时候容易笑场，后
来改为师生共演这一段，效果比较好，基本达到预想的设计。

全课的教学目标基本达到了，整体教学思路比较清晰，但仍
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最后一段理解“高耸入云”时，可以让
学生上台板画。以后的教学中还要不断的进行深刻的反思，
只有思考多了，做多了，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

《沉香救母》是第四单元中的一篇课文，沉香的身上有许多
好的品质，诸如坚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等，
但是考虑到本单元的主题“人间亲情”，所以将沉香身上所
有的品质定位于一点，就是他对母亲的孝心，正是他对母亲
的一片挚爱之情，促使他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历千辛万苦，
最终救出母亲的。最终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以下三点：

1、会写“救”。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用心体会沉香的品质。

课结束了，趁热打铁进行反思，本课在教学设计方面重点想
突出语言文字训练，体现“语文味”，并在以下方面做几点
尝试：

1、加强词语教学。



（1）词语教学：采用归类读词语的方式。我将课文的词语分
为两字词语、四字词语和abb式词语，加强积累。

（2）近义词教学：结合课文的具体语句让学生用“感
动”“激动”填空，理解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培养学生良好
的语感。并用“沉香的孝心感动了仙人。”这一句引入课文
重点段。

2、重点突出、以读代讲

在细读课文的过程中，直接切入课文的重点段第二段，引导
学生自己默读，边读边画出最能体现沉香孝心的词语和句子，
然后通过自己的朗读表现出来。在第四段教学中也是采用以
读代讲的办法，老师的作用是重点点拨学生想象沉香经历了
怎样的艰辛，又如何日思夜想妈妈的，通过配乐读，老师引
读的方法加强了朗读训练。

3、体味语言的表述方式

语文的根在语言，应该让学生体味到语言的妙处，感悟到不
同语言所表达的不同意义。在第二段中我运用了词语对比的
方式，引导学生将“多少座”与“几座”将“多少道”
与“几道”将“一个个”与“一个”将“一道道”一“一
道”进行对比，从而感受到词语的意义，并进一步感受到沉
香经受的磨难。

对于“日思夜想”这一词语的理解，让学生结合实际想象沉
香白天里什么时候最想妈妈？晚上又是怎样想念妈妈的？由
于学生有想念妈妈的亲身体验，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情感，然
后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课堂中的不足：

1、由于学生预习的差异，在认读词语时，个别学生认读有障



碍，在纠错的过程中，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在处理课文时显
得有些仓促，当学生找到最体现沉香孝心的句子时，没有放
手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一谈读后的感想。

2、拖堂。因为已经下课了，让学生想象母子见面时会说些什
么显得仓促。

3、本堂课老师牵着学生走的痕迹比较重，课堂生成不够丰实。

4、生字教学内容少。本课只写一个生字，有点少，应该再写
一个。

5、生字指导有些碎。可以让学生先从整体入手，观察字的左
右结构在田字格中的占位，了解“救”是一个左右宽度基本
相等的字，然后就重点笔画加以强调。

6、课始，让学生用三至五句话简要地说一说《沉香救母》
（一）这个故事，这个要求过于拔高，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
能够复述课文就不错了。课堂上从学生回答的效果来看，的
确如此。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五

心理研究表明，小学生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
逐步过渡到以抽象思维为主，而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与感性经验相联系，仍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
形象性。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更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思考问题更是离不开事物的具体形象。

经过这一思考，我决定丢开教参和词典，让学生们通过形象
的动作和表演来体会。两个学生分别演沉香和爸爸，一个学
生先问：“爸爸，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
呢？”“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沉
香”又问：“爸爸，我都那么大了，究竟我的妈妈在哪



里？”“爸爸”看了看沉香，还是没有做声。又过了一会儿，
“沉香”又着急的问：“爸爸，人家都有妈妈，为什么我没
有？我到底有没有妈妈，您告诉我呀！”“爸爸”无奈地摇
摇头，终于讲出了真相。经过了这两个同学的表演，其他同
学马上对“再三”这个词语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体会了
这个词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词语的方法，比单调的查字典要
来得有趣多了！

交流进一步全面提升对文本的感悟。“沉香不在乎长途地爬
山涉水。”“沉香不在乎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饮
露。”“沉香不在乎脚上那么多的血泡，身上那么多的血痕。
”“他也不在乎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学生以
心灵诠释着文本，再造着文本，并且从文本中获得了充分的
情感体验，此时让积蓄情感得以升华，提炼深刻的内涵已经
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于是，我把学生的这些情感凝聚成一个
喷涌点：“小朋友，沉香当时还只不过15岁，面对这么多的
困难，这么多的危险，老师想都不敢想，可是沉香不但一一
克服了，而且还“一点都不在乎”，从这里，你感受到了什
么？”学生的回答又一次掀起了课堂的高潮，正所谓“纸上
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六

这是一个生动的民间神话故事，深受学生喜欢，曾被拍摄成
动画片《宝莲灯》。所以对于故事情节来说，孩子并不陌生。

教学第一段时，我让学生通过找出“救母心切、奔”这两个
词，体会沉香一心救母的迫切心情，从而让学生读出感情。

在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时，为了让学生深切地体会沉香不畏
艰难险阻，救母心切的顽强意志，我紧扣“救母心切”作为
文眼，请学生细细地品读，沉香为了救出妈妈，他“一点都
不在乎”什么？以这个为切入口，引领学生走入文本，重点
抓住“不知……也不知……，充饥、捧、磨出一个个血泡、



划下一道道血痕”这些字词加大学生与文本对话的力度，引
导学生反复朗读，细细品味，再通过交流进一步全面提升对
文本的感悟。“沉香不在乎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沉香
不在乎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饮露。”“沉香不在乎脚上那
么多的血泡，身上那么多的血痕。”“他也不在乎路上遇到
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学生以心灵诠释着文本，再造着
文本，并且从文本中获得了充分的情感体验，此时让积蓄情
感得以升华，提炼深刻的内涵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于是，
我把学生的这些情感凝聚成一个喷涌点：“小朋友，沉香当
时还只不过15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危险，老师
想都不敢想，可是沉香不但克服了，而且还“一点都不在
乎”，从这里，你感受到了什么？”学生的回答又一次掀起
了课堂的高潮，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
”

在教学最后，设计了一个延续，问：“沉香和妈妈见面了，
他会说些什么？心情如何？”学生回答：“沉香心情很激动，
他说：‘妈妈，我终于见到您了。’”学生又从文本中脱离
出来了。学生有些困难，只能说出一两句，经老师提醒“妈
妈看见沉香一身高较强的本领，他们会说些什么”或是“妈
妈看见沉香身上伤痕累累会说些什么？”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七

课文是一个民间神话传说第一部分，记述的是沉香从父亲口
中得知母亲被心狠手辣的二郎神压在华山脚下，他立志救出
母亲，于是上山拜师学艺，刻苦练功，终于练就了一身高强
的武艺。

这个故事学生并不陌生，但课文的描写比较简单，如果只是
停留在语言文字的描述上，学生的体会就不会很深刻。所以，
我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了多处情境，如：让学生模仿课文中的
小沉香，再三追问父亲“我怎么没有妈妈呢？”从而体会出
父亲久藏心中的苦痛和小沉香又难过又气愤懂得心情，然后



再来指导学生重点读好这部分。

尤其在第四小节中，沉香刻苦地习武练功。不管是寒冬腊月，
还是盛夏酷暑，每天都起早贪黑地习武练功，即使是练得腰
酸背疼，也不放弃的时候，我不断地追问，让学生想象在烈
日下、雪地上沉香刻苦练功的形象，小朋友都被其坚强勇敢，
一心救母的精神感动。

《沉香救母》（一）教学反思

今天上课时，一个学生突然问我“‘再三’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学生就有马上拿出字典翻找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迷惑
了，因为字典上的解释他们并不理解。我突然发现，解释词
语，以词解词，教学参考书（或是字典词典）上怎么说，原
封不动到交给学生，结果学生记住的是一些似懂非懂的词义
解释，印象并不深刻。 心理研究表明，小学生思维的主要特
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抽象思维为主，而他们
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感性经验想联系，仍
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更是
以具体体形象思维为主，思考问题更是离不开事物的具体形
象。

经过这一思考，我决定丢开教参和词典，让学生们通过形象
的动作和表演来体会。两个学生分别演沉香和爸爸，一个学
生先问：“爸爸，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
呢？”“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沉
香”又问，“爸爸，我都那么大了，究竟我的妈妈在哪
里？”“爸爸”看了看沉香，还是没有做声。又过了一会儿，
“沉香”又着急的问：“爸爸，人家都有妈妈，为什么我没
有？我到底有没有妈妈，您告诉我呀！”“爸爸”无奈的摇
摇头，终于讲出了真相。经过了这两个同学的表演，其他同
学马上对“再三”这个词语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体会了
这个词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词语的方法，比单调的查字典要
来得有趣多了！



情境想像 角色扮演 走进文本《沉香救母（一）》教学反思

刚接触二年级的课文，我真有点束手无策，教学这么多年，
一直停留在中高段教学，面对新的文本，新的教学方法，新
的学生，让我进入新的角色。低段老师不断指导我，低段教
学重字词，重朗读，理解文本。教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沉香
救母（一）》，我反复研读教材，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
神话故事，本文是故事的第一部分。课前预习我问孩子们有
没有看过动画片《宝莲灯》，班上绝大多数都回答看过，很
喜欢，还记忆犹新呢。因此对故事情节很熟悉，所以我想在
课上不必再多加讲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我抓
关键词语来帮助学生从表及里地体会文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感悟沉香为了解救母亲而不怕困难，刻苦习武的精神。

在教学课文第一部分沉香立志救母时，我抓住“再三、含着
眼泪、恨不得、马上”等关键词来引导学生体会藏在父亲心
中很久的苦痛和小沉香知道真相后又难过又气愤的心情。并
通过表演小沉香“默默地攥紧了拳头”来感悟沉香救母决心
的坚定。在此基础上加以指导朗读，学生读出了沉香的心声。

在学习沉香拜师学艺这段时，我抓住“寒冬腊月、盛夏酷暑、
起早贪黑、腰酸背疼”等词语，再出示填空展开说话训练：
寒冬腊月，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沉香
（              ）；盛夏酷暑，烈日当空，
把大地都要烤焦了，沉香（             ）；
清晨，天刚蒙蒙亮，沉香（              ）；
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沉香 （            
）。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回答着，而且内容丰富精彩。特别是
石钦同学，一边回答一边做着肢体动作，完全陶醉在沉香这
一角色中，最后，我再采访沉香（石钦）：天寒地冻，沉香，
难道你不怕冷吗？烈日炎炎，沉香，难道你不怕热吗？这么
晚了，你还在习武练功，沉香，你难道不累吗？石钦一一作
着回答，慷慨激昂。通过这些说话和采访，让全班学生都在
想象沉香练武的情景，从而将语言转化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培养学生的感悟想象能力。再通过朗读体会沉香为了解救母
亲，不怕吃苦、顽强学艺的可贵品格。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做到了抓住关键词句，立足语言训练，
巧妙的创设情景，引导想象、角色扮演，从而促使学生进入
文本，感悟品读，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都参与其中。

大班语言沉香救母教案篇八

本文是续上篇的第二个故事，内容生动而又感人。主要讲沉
香不畏艰险，一心救母的诚意感动了仙人，在仙人的帮助下，
打败了二郎神，劈开大山，救出母亲。

教学时，还是延续上篇课文的教学方法，和孩子们一起紧扣
文章的字眼，从关键词入手，一起去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学习第二自然段的时候，我先请学生细细品读课文，紧
扣“不在乎”这个词，问孩子们，沉香不在乎什么?为什么一
点都不在乎?引导学生走入文本，并联系文中的“多少座、多
少道、一个个、一道道”分别与“几座、几道、一个、一
道”进行比较，这样做，为了让学生深切地体会了沉香的不
畏艰险，救出母亲的顽强意志。之后，再让孩子们反复诵读，
反复品味，通过交流进一步提升对文本的感悟。

在教学最后一段时，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问：“沉香和
妈妈见面了，他会说些什么?心情如何?”学生回答：“沉香
心情很激动，他说：‘妈妈，我终于见到您了。’”学生又
从文本中脱离出来了。于是这时，我创设情境，把自己当成
沉香的“妈妈”，让孩子作为沉香，此时见到日思夜想的妈
妈，会说些什么?我拉着学生的手说：“我的孩子，妈妈可见
到你了!”学生十分激动，一边扑进我的怀抱，一边望着我说：
“妈妈，我日夜都在想您，您受了那么多苦，今后，我们再
也不分开了!”可见，在设计时不但要把自己溶入角色，也要
把学生设计入角色，这样课堂上学生才会说出动情的话语，
才会出现感人的场面。



我想，这节课正因为有这样的教学，就是要促使我在以后的
教学中更加深入地钻研教材，把握教材，真正做到以学生为
教，以学生为学，一切以学生出发，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