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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1 

  一、对学情的正确把握。 

  学生对周恩来，对 1910 年的中国，对租借地的了解几乎是空白。搜集背景

资料的话，毫无历史知识的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一定是茫然无措，无疑于

大海捞针。所以我在课前布置学生查找“租界”、“帝国主义”“鸦片战争”等

资料，这不光是理解了生词，也等于对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课堂上出现“租界”

这个生词的时候，我让学生汇报，并给他们做翻译“租界就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凭借着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国力，入侵到一些弱国，在弱国内划定一些界限，作

为他们的独立王国，在里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不让弱国的人到里面去。” 

  等到重点研读“那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来可就糟了，没处说理去！”时，

学生有了对租界的理解做基础，很顺畅地悟出、读出了伯父的心情。  

  到学习第七自然段时，让学生谈从“闯进”发现租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时，

学生自然答出“不让中国人进入”，再追问学生：“你喜欢这样灯红酒绿、热闹

非凡的租界吗？”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不喜欢！” 

  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些老师所说的，学生说喜欢租界的笑话。正是因为在充分

了解学情的基础上，借助“租界”一词切入背景，通过读伯父的话，谈对租界的

认识，让孩子们逐渐感受到租界是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却让中国人没处说理的

地方。这也为感受租界里揪心的一幕埋下了情感和认识的伏笔。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一个预习环节，一个词语的理解，是教学设

计从学生的认知出发的体现，同时也突破了“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的难点。  

  二、朗读和感悟的自然融合。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本课的重点是在阅读中感受“中华不振”的事实，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如

何让朗读和感悟的结合水到渠成是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课堂上探索的。伯父

与周恩来的对话，我采用分角色朗读的形式，问其他学生从他们的朗读中听出了

什么？这就是对伯父心灵的初次走入。然后重点研读“那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

烦来可就糟了，没处说理去！”时，让学生谈伯父说这句话时，什么心情？学生

说出无奈时，我追问“为什么无奈？”学生马上回答：“因为自己的地盘却让洋

人做主，自己的国家，却没处说理去。”我就势让学生“请你把伯父的无奈读出

来！”当学生谈到愤怒、担心、沉痛等心情时，我也同样用语言点拨，适时朗读

的方式，让学生朗读后感悟，感悟后朗读。一次次走近伯父，抓住语言描写感受

伯父的心情，就这样完成了。 

  第八自然段是朗读和感悟的重点段落。让学生通过一次次朗读，感受妇女的

可怜，洋人的可恨，巡警的可恶，进而感受“中华不振”的事实，走进周恩来的

内心世界。“这个妇女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她原指望中国的巡警局能给

她撑腰，惩处这个洋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了

一通。”首先是学生朗读，接着是教师范读，然后是想象妇女失去的亲人是谁？

并紧跟着进行引读；“是啊，失去了活泼可爱的孩子，她一定悲痛欲绝，谁来给

大家朗读？”母亲、姐妹、兄弟……孩子们想象能力很强，角色体验也相当到位。

之后又是突出“谁知、不但不、反而”等关联词语，学生齐读。这样一波又一波

的朗读，将对“中华不振”的感悟推向高潮。 

  三、主线阅读：对切入点的选择。 

  根据课后习题“周恩来立下这个志向的原因是什么？”，我引导学生从伯父

的话中找到答案：“中华不振”，然后就以主线“你从哪儿读出了中华不振”贯

穿整堂课。遗憾的是我几个预设好的师问：这是为什么呀？生齐答：中华不振。

却没有很好地实现。尤其在师引读，男女生分别齐读伯父的话后，问：这是为什

么啊？是对后边几次问答的铺垫。在书写“惩处”两个字后，教师连续问：该不

该惩处？想不想惩处？敢不敢惩处？然后教师痛心疾首地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学生齐答：中华不振啊（教师顺势补充板书：！）这是高潮之处的助推和

收束，我却因为思路的中断而丢掉了这个环节。  

  后记： 

  第二课时，在周恩来两次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时，我同样安

排了三次引读，效果也很好。我还有意对魏校长的话设计了质疑的环节，来扫除

文言文的障碍，然后品读：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让学生通

过对比，感受感叹号和语气词的作用。在让学生谈哪些人要向周生学习时，让我

意想不到的是，孩子们不光谈到了周恩来的同学，还谈到了妇女，巡警，围观的

中国人，甚至谈到了魏校长。我想孩子们的思维能够如此发散，源于他们对课文

的充分理解，联系上下文读书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讲了少年周恩来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

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

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表现了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下面

说说上课的感受。 

  课文主要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周恩来初到东北从伯父口中得知中华不振，

第二件事是周恩来闯进了租界，从租界地发生的事中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第

三件事就是修身课立志。三件事之间又互有联系，正是因为不明白中华为何不振

才会驱使周恩来闯进租界，又是因为真正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才会立下如此

远大的志向。于是，决定抓住“中华不振”这条主线进行教学，七、八两个自然

段是本节课教学的重点，要让学生从这两个自然段中体会到中华不振的含义，并

且激起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心中能树立起为强大祖国而读书的愿望。  

  一、品文，感受“中华不振”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首先让学生先自读自悟，划出写“中华不振”的语句，再让全班学生相互交

流。引导学生找出租界景象的句子，目的是引导学生体会租界内洋人的生活，和

租界外中国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对比从中体会中华不振。学习第七段，让学生

体会那位妇女的可怜及中华不振，从巡警的“不惩处洋人却训斥中国妇女”的做

法中体会中国巡警的可悲及中华不振，从围观者的“拳头和只能劝劝那个妇女”

的表现中体会中华不振。然后抓住“耀武扬威、得意扬扬、紧握拳头、只是劝劝、

哭诉、衣衫褴褛”这些词语，通过朗读，使租界里洋人、巡警的丑恶嘴脸以及受

欺凌百姓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同学们也深刻体会到中华不振的含义，最后让学

生用自己的话概括说说中华不振是什么意思。  

  二、读写结合，内化感悟 

  体会中国妇女受到洋人欺凌却得不到中国巡警的保护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是

让学生体会中华如何不振的重点，也是语言文字训练的关键点。因此，首先，让

学生想象：当时那位妇女是怎样哭诉的，那个中国巡警又是怎样训斥她的，站在

一旁的洋人会说些什么？然后通过多种方法反复朗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及

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巡警的愤怒，再以“同学们，假如你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

了这样的场面，你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让学生进行说的训练，进一步让学

生加深体会“中华不振”的含义。让学生从读到悟，由悟到说，进行语言实践，

内化语言，深化情感。 

  三、拓展文本，报国立志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对于“中华不振”的理解，还要引导学生立报国之志。

学生对周恩来少年立志而感到钦佩，从而让学生知道自已读书是为了什么？从心

底深处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才真正达到目标。课堂的最后，我也像魏校长一样

在班级里进行了提问：“请问你们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了幸福的生活而读书。生：为了梦想而读书的。生：为了上大学而读

书。生：为了国家更强大而读书。生：为了为国家做贡献而读书。……同学们心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潮澎湃，热情高涨。在种形式，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训练了学生

的思维。 

  不足之处：为了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如果能播放一段当年租界外中国人

贫穷流浪、民不聊生的视频，效果会更好。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讲的是周恩来在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中国人

民饱受压迫后体会到“中华不振”，从而立下志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根据本

课的学习目标，我决定将学生的自主探究与教师的适时引导结合起来，把知识点

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让学生读进去，在读出来，通过阅读来体会 __内涵。 

  这节课的成功之处： 

  一、找准切入点，紧扣“中华不振”这一主题 

  之所以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究其原因就是“中华不振”。我就是抓住这

个切入点来进行教学的。首先设下疑问，什么是中华不振？从哪里体会到中华不

振？找到中华不振的词句，最后思考为何中华不振。 

  在课堂上，围绕着中华不振让学生进行多组对话，从语气和词句中体会中华

不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达到感情的'高潮。 

  二、讲读经典段落，体会细节。 

  课文的第 8 自然段是体现中华不振的特写镜头，是激发学生情感的要点。因

此，我把这一段作为一个感情的突破口，请多位同学来细读这一段，并且边读边

不失时机的加以追问；为什么围观的群众都紧紧的握着拳头？为什么洋人打伤了

人还得意洋洋？你仿佛看见了什么？你仿佛听见了什么？通过我的引导，学生十

分动情，朗读也一次比一次好，情感表达的也一次比一次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三、直面历史，树立学生的爱国之志 

  在学生感情最为强烈的时候，我不失时机的出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材

料，这些材料唤起了学生的爱国意识，萌发报国之情。课堂上，我真切的感受到

孩子的心情已和当时的周恩来一样，愤愤不平，使孩子真正的融入到课文之中。

这个时候，我又让孩子进行小练笔，回顾开始时候的内容，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

读书，孩子们纷纷写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 

  本节课的不足也很多，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我发觉，学生的感情激发似乎

没有预想的那么强烈，我思考了一下原因，总结如下在学生说出自己是为何而读

书时，没有及时的让学生将理想说的现实点，造成了学生都立志为中华而读书，

不现实具体。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4 

  本单元阅读要素是：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学习把握__的主要内容。在本课

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我将重点放在主要事件和主要内容上。让学生一边默读一边

思考课文讲了哪几件事，再根据这几件事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样，学生自然

能掌握方法：__如果写了不止一件事，可以先弄清每件事讲了什么，然后把几件

事连起来，就能把握__的主要内容了。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深有感悟的是：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课内

外的适度拓展延伸，可以让语文更加充盈和丰富！就本课而言，周恩来当时所处

的时代背景与学生的生活相差太远，学生不易进入文本的情境，与人物产生情感

的共鸣。因此，要整合语文学习资源，使学生体会周恩来立志原因，思考自己成

长经历中的立志问题。 

  所以我在课前让学生查找“租界”的意思、搜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等资

料，让学生对时代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课堂上，我又恰当地选择拓展内容，

适当地选择拓展时间，引入历史资料学生自主交流。如，在伯父说出“中华不振”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时，我引入了一张张图片、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在悲凉的音乐声中，让学生完全

进入了情境，深深地被感染，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感到愤怒。再如，在课文的

最后，交流讨论周恩来的成长资料、生平事迹，从而让学生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

意识，思考自己为什么而读书。在这一部分，同学们热情高涨、心潮澎湃：有的

说“我要为国家越来越兴旺而读书”，有的说“我要为国家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

平而读书”，有的说“我要为世界研制前端的人工智能而读书”……看课堂效果，

学生与文本已经产生共鸣，达到了教学效果。 

  不足及整改措施： 

  1、独立阅读课文，研究课文时要不读全文，可读重点段来理解，以免占有

课堂时间。 

  2、加强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多引导学生从文本中去读去悟。 

  3、讲读课文，应抓住契机渗透写作常识。如：将总结全文时提问同学：“课

文写了三件事，哪一部分让你感受最深？为什么？它们又是用怎样的过渡句连起

来的？找到读一读。”等从而让同学们明白写__时要注意前后连接，学会承上启

下，__就会顺畅，读者就容易看懂，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习作能力。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5 

  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授课之始，我和孩子讨论了一会儿为什么而读书

的问题。结果学生的发言各不相同，有的孩子说：“为了我的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来读书的”，有的孩子说：“为了上大学来读书的”，也有的孩子说：“为

了找好工作而读书”。当然，也有学生说：“为了当科学家而读书的”，引来了

孩子们羡慕的目光。 

  我相机引导孩子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树立崇高的理想。“志当存高远”，

只有从小就树立远大的理想，从小立志学习，长大了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做一个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造福于人类，才是孩子们读书的真正目的。紧接着，

激发孩子兴趣，引导孩子走进了伟人周恩来总理的少年时代。 

  兴趣是孩子们认真学习的动力。通过与学生的对话，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每个

孩子的内心的真实想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次问答中，既培养了孩

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训练了学生的思维，而且此话题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

有利于学生进行真实表达。相比于平时严肃认真的授课模式，在这种无拘无束的

谈话中，老师真正了解了学生的思想，才能对学生进行相应教育，也有利于日后

个别教育。另一方面，这次谈话也激发了学生了解主人公周恩来总理的兴趣，这

对孩子们阅读__内容，感悟全文主旨作了很好的铺垫。 

  导入的方式千变万化，只要能真正激发孩子的兴趣，我们就应该积极采纳，

让孩子不断进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初读__，我有点担忧：课文时代背景与学生生活

实际相差甚远，搞不好就会上成不切合实际的喊口号的，帮学生形成一种虚假的

情感。这可是误人子弟的做法。于是，在细细琢磨中，我决定从当时的背景引入。

让学生充分了解当时历史背景，中国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一种

真实的中国背景再现。当时的中国国力不强，国民精神麻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领土上猖狂肆虐，"东亚病夫"称号沉重地紧扣在我们的头上……有了这些历史背

景的了解，学生就了解了周恩来为什么会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原因。 

  在与学生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也与我一样走进了当时落后的中国。从文

字的字里行间，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帝国主义的无耻行经，中国这种腐败落后的

国情，让中国的民众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跟随着伯父的叹息，学生也了解了"

中华不振"的真正含义和伯父的无奈。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让有志的中国人也为之一惊。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课堂的最后，我也像魏校长一样在班级里进行了提问："请问你们为什么而

读书" 

  教室里安静了片刻，立刻有学生举起手来…… 

  生：我是为了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而读书。 

  师：好目标，有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真好! 

  生：我是为了生我养我的父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读书的。 

  师：有孝心，国家国家就是由家组成的。 

  生：我是为了今年能得到实小之星，证明我自己的实力而读书的。 

  师：这样的目标就在你的眼前容易达成，相信你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 

  从孩子们的发言中，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庆幸，孩子们的读书目标都很现实，

也许他们理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大家努力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目标不一定

要远大，让学生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并有学习的动力就够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历史，因为真实而感染人、警醒人；教训，

因为深刻而昭示人、鞭策人。语文课，应该拿什么给我们的孩子？仅仅是再现历

史的真实？还是演说教训的深刻？显然不是。语文传承的是文化，她较历史更添

厚重，她比教学更显丰满。所以，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的教学中，我

极力用课文中生动鲜明的文字激活学生的思维，以真挚热烈的情感点化学生的认

知，用凝练明白的语言愉悦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潜能，努力让学生做到：听，

听得声声入耳；说，说得慷慨激昂；读，读得荡气回肠；写，写得情真意切。回

顾这节课，不难发现，我的课堂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抓准切入点，紧扣“中华

不振”，整体解读文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华

不振”。课堂上，我就是抓住这个切入点组织教学的。“中华不振”成了我解构、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重组、整合__的一条主线、一面滤镜、一个探头。首先，“中华不振”是我贯穿

这堂课全部教学内容的一条脉络，从聚焦“中华不振”到感受“中华不振”到参

读“中华不振”最后到思考“中华不振”，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其次，

“中华不振”又被我锁定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课堂上，我围绕“中华不振”引导

学生进行多重对话，租界发生的那一幕，被我做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加工。

最后，“中华不振”还成为课堂上蓄积情感、掀起高潮的唯一支点。整个教学过

程被演绎为一个压抑再压抑、愤慨再愤慨的情感模式，一直到课的尾声才予以彻

底、强烈的爆发。二、抓住“特写镜头”，落实思维、语言、情感价值观等教学

目标。课文第 8 自然段是体现“中华不振”的特写镜头，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尊心的要点，是语言文字训练的关键点。因此，我把这一段作为我教学中

的一个突破口，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式研读此段，让学生的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发

出层层推进的情感。课堂上我指数名学生读此语段，然后不失时机地加以追问：

读着读着，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这个妇女的亲人可能是她的什

么人？三个“可能是”的排比句的引导，学生打开思维的匣子，说得十分动情，

学生的愤怒之火已被点燃，朗读一次比一次好，情感一次比一次强。三、拓展文

本，直面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报国之志。课堂上，学生的愤怒之火已被点燃。为

了把学生这种情感引向另一个高度，我出示补充材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火

烧圆明园》让孩子直面历史，让孩子心海难平，让孩子心有所向，让孩子从心底

深处唤起民族意识，萌发报国之情。课堂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学生的心灵已受到

强烈的震憾，与少年周恩来的心灵产生了共鸣。接着我创设情境多次让学生激情

朗读周恩来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此时此刻，我仿佛觉得在我面前的

都是一个个的少年周恩来，学生已真正把自己融入到文本之中了。直至课的尾声，

让学生思考并进行小练笔：我又是为什么而读书？孩子们都能畅所欲言，纷纷诉

说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说得十分精彩。结束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课的教

学，我静下心来，不断反思，总体来说，这次教学能站在新课程观的高度，本着

为学生生命奠基的目的，围绕“爱国——立志”这一主题，让学生在文本及与文

本有关的多个材料中浸润、沉潜，引领学生走进语文的殿堂，走进思想的乐园，

走进智慧的王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语文课堂。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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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是办公室的年轻老师们好学临时点将让我上的一堂课，作为年老的老

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匆匆解读文本，匆匆地进行教学设计，匆匆地拿着一本

书，一支粉笔，匆匆地走上讲台。没有书面教案（上课后凭着回忆补上了一个书

面教案），更谈不上课件，可感触颇深，便作了如下记录：  

  一、教材解读 

  课文各层次之间过渡自然层层推进。写的是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一件事，他耳

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地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体会到

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表现了少年周恩

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本课重点是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教学难点

是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的原因。  

  二、教学思路 

  __教学我分两课时完成，第一课时，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了解时代背景和

周恩来生平；汇报预习时学习生字、理解词语的情况。解决难以理解的词语：租

界地、帝国主义、耀武扬威。 

  本课时的教学思路： 

  1、紧扣标题，打破顺序，直奔主题  

  上课伊始，我首先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朗读课题，以挖掘同学们的潜能，

理解课题意思。接着，重点讲解第三部分内容，通过反复诵读文中周恩来两处以

不同语气所表达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语言，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制造悬念，激起同学们的好奇心，使同学们追索：是什么原因迫使周恩来有这等

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呢？然后，再回过头来学习第一、二部分内容。于是，第一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部分提到的“中华不振”和整个第二部分这一全文中的重点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逐个串讲，不仅耽误时间，听起来也索然无味。 

  2、朗读对话，理解字词，体会感情 

  （1）对第一部分内容中周恩来与伯父的对话部分加以重点指导，再现伯父

当时悲伤与无可奈何的神情，以及少年恩来疑惑不解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神态，

同时通过理解词语展示人物的神情，从而达到体会人物思想感情的目的。 

  （2）抓住“耀武扬威、得意扬扬、紧握拳头、只是劝劝、哭诉、衣衫褴褛”

这些词语，朗读第二部分内容，使租界里洋人、巡警的丑恶嘴脸以及受欺凌百姓

的形象跃然纸上，同学们也知道了周恩来因此而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和

他立下了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志向的原因。  

  3、拓展文本，直面历史，报国立志  

  课堂上为学生提供的一份租界背景资料，让孩子们直面历史，心海难平，心

有所向，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意识，萌发初步的报国之情。当孩子们读到“这时

周恩来才真正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时，我说：“孩子们，此时

此刻你是怎么想的？你要为谁而读书？为国家的什么而读书？”进行指名回答。

有的孩子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振兴起来了，我要为国家的繁荣而读书”；

有的说：“我要为国家越来越兴旺而读书”；还有的说：“我要为国家达到世界

最先进的水平而读书”……同学们心潮澎湃，热情高涨。 

  最后请同学们看课后习题中的“阅读链接”，它是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回到

母校，给同学们写下的有名诗篇。我让同学们读一读这首诗，并和同学们讨论发

言，讲一讲这首诗的意思，学习前辈们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 

  4、讲读课文，抓住契机渗透写作常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即将总结全文时我说：“同学们，课文写了三件事，哪一部分让你感受最深？

为什么？它们又是用怎样的过渡句连起来的？找到读一读。”让同学们明白写__

时，要注意前后连接，学会承上启下，__就会顺畅，读者就容易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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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用导学案，第一次给四一班上课，课前心里任何把握都没有。上午第

三节上完的，然后回到自己班忙碌，一天也没静下心来回忆这堂课。晚上了，趁

孩子埋头在一大堆栗子中啃咬奋斗的空儿，脑子里回放了一遍。感到必须梳理反

思。 

  首先，时间没把握好，拖堂 2分钟，仍然没把设定的环节进行完。是设计的

问题还是课堂把握的问题？都有！ 

  1、容量有些大了。包括背景资料、字词闯关、课文内容概括、写作特点指

导、__品读、拓展延伸六个环节。但想一想，都不可删减，只有在用时上更科学

一些来解决。 

  2、用时把握不科学，a、背景资料，虽然有用，但不是重点，能起到辅助理

解__的作用，了解即可。b、关于过渡段归上一部分还是下一部分，不算难，可

以再简略一些。c、体现“中华不振”的课文重点句段，不可删减，讨论深入为

好。d、字、词，用时过多，原因有二，一是学生不能准确把握重点时，老师任

由他们去讲解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比如“惩”字的上下结构，根本不必讲。二是

老师完全可以直指重点，不要为了体现学生的自主而不敢领路了。 e 拓展延伸，

孩子们准备的小故事很多、必须筛选。字词训练用时也比较多，课前指导不充分。

（目前的教学模式，课前老师和学生花费的精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课前做的功课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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