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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课程背景与教材分
析

Chapter



历史背景

《在柏林》是一篇反映二战时期柏林社会

状况的文学作品，通过学习可以帮助学生

了解历史，认识战争的残酷。

文学价值

该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内涵和艺术价值，

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篇

目。

人文关怀
作品关注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和情感

，通过学习可以引导学生关注人性、关爱

生命。

课程背景介绍



概述《在柏林》的主要情节，包括人物、场景、

事件等要素，帮助学生把握故事梗概。

故事情节

分析作品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文本特点，引

导学生深入理解作品。

文本特点

阐释作品的主题思想，探讨战争对人性的影响以

及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主题思想

教材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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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本课程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定本课程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如作品主题的理解、人物形象的分析等，

为后续教学提供指导。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与重难点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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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导入与激发兴趣策略

Chapter



角色扮演与情境模拟
邀请学生扮演故事中的角色，模拟在柏

林发生的场景，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情境问题设计
提出与情境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如“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人公，

你会怎么做？”

创设历史背景情境
通过讲述与《在柏林》相关的历史背景，

如二战时期的柏林氛围，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故事背景。

情境导入法应用



图片与视频资源展示

展示与《在柏林》相关的图片和视频资源，

如历史照片、电影片段等，让学生更直观

地了解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

音频资源利用

播放相关的音频资料，如历史录音、配乐

朗诵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故事氛围。

互动式多媒体课件
设计包含互动环节的多媒体课件，如知识

竞赛、情境模拟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多媒体资源辅助引导



开放式问题引导
提出开放式问题，如“你认为故

事中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

鼓励学生自由发表观点，培养批

判性思维。

递进式问题链设计
设计一系列递进式问题，逐步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故事情节和主题

，如从“故事讲了什么？”到“

故事想表达什么？”

假设性问题探讨
提出假设性问题，如“如果故事

发生在现代，会有什么不同？”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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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式启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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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教学方法实践与探究

Chapter



小组讨论与分享机制建立

小组讨论设计
根据《在柏林》的教学内容，设计具有启发性和探究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激发

学生的思维活力。

分享机制构建
每个小组选派代表，将讨论成果进行分享，鼓励学生表达不同观点，拓展学生的视野和认知。

教师角色定位
在小组讨论和分享过程中，教师担任引导者和点评者的角色，确保讨论方向正确，及时给予学

生反馈和指导。



角色分配与准备
根据《在柏林》的故事情节，为学生分配不同的角色，指导学生进行角色准备，包括台词、动作和表情等。

角色扮演活动组织实施

情境模拟与演绎
在课堂上搭建简易的场景，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故事中的情境，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和情节。

活动反思与总结
角色扮演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引导学生分析自己在扮演过程中的表现，提出改进意见，提高

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



思维导图在课堂中的运用

01 指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软件或手绘方式，将《在柏林》的主要情节、人物关系、主题思

想等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形成清晰的思维导图。

学生完成思维导图后，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和展示，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

教师对学生的思维导图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不足，并针对学生的讲解进行补充和拓展，

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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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绘制

课堂讲解与展示

教师点评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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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与人文关怀渗透途径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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