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县领导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讲话内容
县领导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讲话(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秋天的怀念篇一

1、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

2、举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的《诫子书》

4、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李世民《帝
范》

5、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
柏庐《朱子家训》

6、成功来自好高骛远的努力。目标的远近，所起的的作用是
不同的。《哈佛家训》

7、所谓教养，就是以美德为基础，礼仪为藻饰。

《哈佛家训》

8、没有责任感就没有执行力，责任感创造奇迹。詹姆斯.麦



迪逊

9、人生就是一次次的选择，学会选择，懂得放弃。温斯顿.
丘吉尔

10、现代社会生存的方法，勇气、忍耐、锻炼以及秩序。

亨利福特

11、众人毕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司马光《训俭
示康》

12、亲师取友，问道求学，是创造环境改造自己的最好方法。
向警予

14、自立是志存高远者必备的品质。居里夫人

1、提问：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2、提问：第二段可以分几层？与第一段有什么关系？

——两层：

（1）（3—6）从小大方面具体说明苏州园林是“一幅完美的
图画”；

（2）（7—9）从不可忽视的三小处，进一步说明苏州园
林“处处入画”。第一段与第二段是总分关系。

1、指名朗读第一层：

2、指导分析第三段：

（1）指名概括段意。明确说明苏州园林的布局特点，即“不
讲究对称”，有“自然之趣”。



（2）提问：这一自然段写法上有什么特色？

——作者运用比较和比喻的说明方法，使读者对苏州园林的
布局特点有发明确的认识。

3、指导分析四段。

（1）指明概括段意。

（2）引导分析说明层次。

4、指导学习五段。

（1）指名概括段意

——说明苏州园林花草树木的映衬富有画意。

（2）逐句分析。

（3）提问：这段文字表达上有什么特点？举例说明。

——这段文字以说明为主，也适当插了描写和议论。

说明文的描写，着眼于说明特征，并且比重不大，只是稍加
点染起辅助说明作用；说明文中的议论，具有画龙点睛的作
用。

5．学习6段

1）指名概括段意。

2）分析：第一段主要用解说方法，突出了巧妙的设计和安排，
能给游人以画意实感。文中的两个“更”字与“多了”
与“深了”紧密呼应。



1．齐读第三层；

2．提问：这一层说明了哪些细部内容？与文章的说明中心是
否吻合？

3．讨论第7段首句的作用；

——这一句既是本自然段的中心句，又是本层次的总说句在
结构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4．小结：

——这一段紧紧围绕第一段提出的说明中心，进行了具体说
明，是全文主体和重点。

1．提问：这段文字是否多余？

——这段文字交代说明，是不可忽视的结语。它.总结了全文
给人以余味，再次激起了读者急于一游苏州园林的强烈愿望，
也使行文缜密。

1．归纳中心：

——文章介绍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再现了它的画意美显
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们的智慧和我国园林艺术的高超。

2．归纳说明文的一般特点，.总结本文的.写作特色。

——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切当安排说明顺序，灵活运用多
种说明方法，语言准确明晰。表达充分严密。这是一篇典范
性说明文，构思缜密脉络清楚，说明准确，叙述生动是本文
的显著特点。

2．试就议论、描写、记叙三方面的语言各抄几句。



活动准备:

有益学习经验：

1、亲近大自然，爱护动物，有同情心，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2、知道大海中常见的几种鱼类的名称及其生活习性。

活动过程：

小结：海底世界可真神奇，许许多多的生物都生活在大海中。

二、观看资料片：大海中的鱼(片中向幼儿介绍了一些常见的
海鱼及其相关知识)。

提问：生活在海底世界中最庞大的一个家族是什么家族?

你们认识哪些生活在海底的鱼呢?

三、听录音：一条可怜的小鱼在叙述亲人、朋友和自己的不
幸遭遇，由于家园受到严重污染，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它
在向小朋友请求帮助。

四、向幼儿展示"垃圾密布"的海洋(用万通板和废旧物品、果
壳、易拉罐等布置而成的展板)。

五、清理海洋垃圾，请小朋友用双手清理垃圾，还鱼儿一个
美丽的家。

六、美工活动----变废为宝。幼儿运用多种美工材料动手制
作，共同装饰展板，布置美丽的海底世界。

《河中石兽》是语文版七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第一篇文章，
它是清代才子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篇志怪小说。
本文语言简练，层次清晰，故事性、趣味性比较强，可以激



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学生通过前面几篇文言文的学习，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
汇，初步掌握了阅读浅显文言文的方法。这对我们理解课文
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本文对初一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
度的，教师要在方法技巧上点拨指导，帮助学生积累文言字
词，理解课文内容。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积累文言词汇，掌握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

(2)培养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3)品味文章的写作特色。

2、过程与方法

在反复诵读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掌握文言词汇，理解文章内
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理解“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2)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积累文言词汇，掌握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

2、难点：理解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景导入

从前，有一条河边有座寺庙。一天，庙前两座石兽因河岸崩
塌掉入河中。十几年后，寺庙里的和尚到哪里能找到这两座
石兽呢?(同学们如果预习了文章，就知道是上游)石兽为什么
会向上游“跑”呢?今天我们来学习《河中石兽》一文，从中
找出答案。

二、新知探究

1、作者简介：

纪昀，字晓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学问渊博，曾任翰
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因获罪遣戍乌鲁木齐。释放回京后，任
《四库全书》总纂官，编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目录
学上贡献很大。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2、朗读课文

(1)学生大声自由朗读两遍，做到朗读无障碍。

(2)再次朗读，读出句中停顿。

(3)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理解疑难词语，尝试在理解疑难词语的
基础上翻译文章。

(4)将不能解决的词或句标注出来，小组合作探究。

三、交流展示

请学生翻译课文。



四、综合运用

1、通假字

曳铁钯“钯”同“耙”，平整土地的农具

2、古今异义

(1)二石兽并沉焉。

古义：一起今义：并列

(2)阅十余岁。

古义：经历今义：阅读

(3)是非木柿。

古义：这今义：判断动词

(4)盖石性坚重。

古义：发语词，因为今义：有遮蔽作用的器物

(5)但知其一。

古义：只今义：表转折但是，却

(6)尔辈不能究物理。

古义：客观事物的道理，规律今义：一种学科

(7)河干。

古义：岸，水边今义：水分不足，干燥



3、一词多义

去：岂有为暴涨携之去离开

相去甚远已距离

为：岂能为暴涨携之去被，介词

必于石下迎水外啮沙为坎穴成为，动词

众服为确论认为，动词

如：如是再啮像

如其言按照

之：

闻之笑曰代词，代顺流而下寻找石兽这件事。

沿河求之代词，代石兽。

一老河兵闻之代词，代“求之地中”这种观点。

当求之于上流代词，代石头。

其反激之力结构助词，的。

至石之半结构助词，的。

求之下流代词，代石兽。

求之地中代词，代石兽。

然则天下之事结构助词，的。



4、词类活用

棹：名词用作动词船桨，划(船)

暴涨：动词用作名词，洪水。

五、整合提升

复述故事。

六、检测巩固

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一

第二课时

一、情景导入

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复习导入)

二、新知探究

1、文中讲到了寻找石兽的哪四种方法?他们各自的根据是什
么?(完成思考与练习一)

三、交流展示

庙僧：

第一种：没考虑流水、石兽、泥沙的关系

第二种：只考虑到了流水，没有考虑到石兽和泥沙;

讲学家：只考虑了石兽和泥沙的关系，忽略了流水。



所以他们都犯了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的错误。

老河兵：则根据石性、沙性和流水反激力等物理属性，以及
三者之问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准
确把握三者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他提出了正确的办法，
找到了石兽。

四、综合运用

分析寺僧、讲学家、老河兵的代表的三种态度

寺僧：忽而原地打捞忽而顺流而下——代表不深思熟虑而盲
目行动的态度。

讲学家：空谈事理，脱离实际——代表据理臆断的态度

老河兵：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代表实事
求是的.态度。

五、整合提升

归纳本文的主旨：

本文通过寻找倒塌在河里的石兽的故事，说明许多自然现象
的发生往往有着复杂的原因，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仅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就作出主观判断，而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出真知，不能主观臆断。

六、检测巩固

课文阐述的事理对我们平时的生活、学习有什么启示?

1、不能片面地理解，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

2、更不能主观臆断，而应当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



3、同时也诠释了生活学习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可做空
头理论家的哲理。

秋天的怀念篇二

母亲的心永远都是伟大的！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使我深深懂得，母亲对儿子的爱，是那
么艰辛，那么不容易。而文中的作者却不理解母亲的艰辛。
我呢？也一样。这位母亲是多么了不起！作为儿女应该好好
学习，用健壮的身体，以实际行动报答母亲对儿女的关心。
的确：天底下所有母亲永远都是伟大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学习好，各方面都好。可我却不珍惜这宝贵的时间，不好好
学习，上课爱做小动作，爱讲话。学了这课，从今以后要从
各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全面发
展的好孩子。上课不乱讲话，不做小动作，好好学习。用自
己优秀的成绩来报答父母对我的关心。

我要用实际行动实现父母的愿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实现母亲的愿望。

秋天的怀念篇三

1、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

2、举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的《诫子书》



4、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李世民《帝
范》

5、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
柏庐《朱子家训》

6、成功来自好高骛远的努力。目标的远近，所起的的作用是
不同的。《哈佛家训》

7、所谓教养，就是以美德为基础，礼仪为藻饰。

《哈佛家训》

8、没有责任感就没有执行力，责任感创造奇迹。詹姆斯.麦
迪逊

9、人生就是一次次的选择，学会选择，懂得放弃。温斯顿.
丘吉尔

10、现代社会生存的方法，勇气、忍耐、锻炼以及秩序。

亨利福特

11、众人毕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司马光《训俭
示康》

12、亲师取友，问道求学，是创造环境改造自己的最好方法。
向警予

14、自立是志存高远者必备的品质。居里夫人

1、提问：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2、提问：第二段可以分几层？与第一段有什么关系？



——两层：

（1）（3—6）从小大方面具体说明苏州园林是“一幅完美的
图画”；

（2）（7—9）从不可忽视的三小处，进一步说明苏州园
林“处处入画”。第一段与第二段是总分关系。

1、指名朗读第一层：

2、指导分析第三段：

（1）指名概括段意。明确说明苏州园林的布局特点，即“不
讲究对称”，有“自然之趣”。

（2）提问：这一自然段写法上有什么特色？

——作者运用比较和比喻的说明方法，使读者对苏州园林的
布局特点有发明确的认识。

3、指导分析四段。

（1）指明概括段意。

（2）引导分析说明层次。

4、指导学习五段。

（1）指名概括段意

——说明苏州园林花草树木的映衬富有画意。

（2）逐句分析。

（3）提问：这段文字表达上有什么特点？举例说明。



——这段文字以说明为主，也适当插了描写和议论。

说明文的描写，着眼于说明特征，并且比重不大，只是稍加
点染起辅助说明作用；说明文中的议论，具有画龙点睛的作
用。

5．学习6段

1）指名概括段意。

2）分析：第一段主要用解说方法，突出了巧妙的设计和安排，
能给游人以画意实感。文中的两个“更”字与“多了”
与“深了”紧密呼应。

1．齐读第三层；

2．提问：这一层说明了哪些细部内容？与文章的说明中心是
否吻合？

3．讨论第7段首句的作用；

——这一句既是本自然段的中心句，又是本层次的总说句在
结构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4．小结：

——这一段紧紧围绕第一段提出的说明中心，进行了具体说
明，是全文主体和重点。

1．提问：这段文字是否多余？

——这段文字交代说明，是不可忽视的结语。它.总结了全文
给人以余味，再次激起了读者急于一游苏州园林的强烈愿望，
也使行文缜密。



1．归纳中心：

——文章介绍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再现了它的画意美显
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们的智慧和我国园林艺术的高超。

2．归纳说明文的一般特点，.总结本文的.写作特色。

——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切当安排说明顺序，灵活运用多
种说明方法，语言准确明晰。表达充分严密。这是一篇典范
性说明文，构思缜密脉络清楚，说明准确，叙述生动是本文
的显著特点。

”；

2．试就议论、描写、记叙三方面的语言各抄几句。

活动准备:

有益学习经验：

1、亲近大自然，爱护动物，有同情心，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2、知道大海中常见的几种鱼类的名称及其生活习性。

活动过程：

小结：海底世界可真神奇，许许多多的生物都生活在大海中。

二、观看资料片：大海中的鱼(片中向幼儿介绍了一些常见的
海鱼及其相关知识)。

提问：生活在海底世界中最庞大的一个家族是什么家族?

你们认识哪些生活在海底的鱼呢?



三、听录音：一条可怜的小鱼在叙述亲人、朋友和自己的不
幸遭遇，由于家园受到严重污染，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它
在向小朋友请求帮助。

四、向幼儿展示"垃圾密布"的海洋(用万通板和废旧物品、果
壳、易拉罐等布置而成的展板)。

五、清理海洋垃圾，请小朋友用双手清理垃圾，还鱼儿一个
美丽的家。

六、美工活动----变废为宝。幼儿运用多种美工材料动手制
作，共同装饰展板，布置美丽的海底世界。

《河中石兽》是语文版七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第一篇文章，
它是清代才子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篇志怪小说。
本文语言简练，层次清晰，故事性、趣味性比较强，可以激
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学生通过前面几篇文言文的学习，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
汇，初步掌握了阅读浅显文言文的方法。这对我们理解课文
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本文对初一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
度的，教师要在方法技巧上点拨指导，帮助学生积累文言字
词，理解课文内容。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积累文言词汇，掌握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

(2)培养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3)品味文章的写作特色。

2、过程与方法

在反复诵读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掌握文言词汇，理解文章内



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理解“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2)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积累文言词汇，掌握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

2、难点：理解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情景导入

从前，有一条河边有座寺庙。一天，庙前两座石兽因河岸崩
塌掉入河中。十几年后，寺庙里的和尚到哪里能找到这两座
石兽呢?(同学们如果预习了文章，就知道是上游)石兽为什么
会向上游“跑”呢?今天我们来学习《河中石兽》一文，从中
找出答案。

二、新知探究

1、作者简介：

纪昀，字晓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学问渊博，曾任翰
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因获罪遣戍乌鲁木齐。释放回京后，任
《四库全书》总纂官，编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目录



学上贡献很大。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2、朗读课文

(1)学生大声自由朗读两遍，做到朗读无障碍。

(2)再次朗读，读出句中停顿。

(3)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理解疑难词语，尝试在理解疑难词语的
基础上翻译文章。

(4)将不能解决的词或句标注出来，小组合作探究。

三、交流展示

请学生翻译课文。

四、综合运用

1、通假字

曳铁钯“钯”同“耙”，平整土地的农具

2、古今异义

(1)二石兽并沉焉。

古义：一起今义：并列

(2)阅十余岁。

古义：经历今义：阅读

(3)是非木柿。



古义：这今义：判断动词

(4)盖石性坚重。

古义：发语词，因为今义：有遮蔽作用的器物

(5)但知其一。

古义：只今义：表转折但是，却

(6)尔辈不能究物理。

古义：客观事物的道理，规律今义：一种学科

(7)河干。

古义：岸，水边今义：水分不足，干燥

3、一词多义

去：岂有为暴涨携之去离开

相去甚远已距离

为：岂能为暴涨携之去被，介词

必于石下迎水外啮沙为坎穴成为，动词

众服为确论认为，动词

如：如是再啮像

如其言按照

之：



闻之笑曰代词，代顺流而下寻找石兽这件事。

沿河求之代词，代石兽。

一老河兵闻之代词，代“求之地中”这种观点。

当求之于上流代词，代石头。

其反激之力结构助词，的。

至石之半结构助词，的。

求之下流代词，代石兽。

求之地中代词，代石兽。

然则天下之事结构助词，的。

4、词类活用

棹：名词用作动词船桨，划(船)

暴涨：动词用作名词，洪水。

五、整合提升

复述故事。

六、检测巩固

完成课后思考与练习一

第二课时

一、情景导入



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复习导入)

二、新知探究

1、文中讲到了寻找石兽的哪四种方法?他们各自的根据是什
么?(完成思考与练习一)

三、交流展示

庙僧：

第一种：没考虑流水、石兽、泥沙的关系

第二种：只考虑到了流水，没有考虑到石兽和泥沙;

讲学家：只考虑了石兽和泥沙的关系，忽略了流水。

所以他们都犯了脱离实际、主观臆断的错误。

老河兵：则根据石性、沙性和流水反激力等物理属性，以及
三者之问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准
确把握三者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他提出了正确的办法，
找到了石兽。

四、综合运用

分析寺僧、讲学家、老河兵的代表的三种态度

寺僧：忽而原地打捞忽而顺流而下——代表不深思熟虑而盲
目行动的态度。

讲学家：空谈事理，脱离实际——代表据理臆断的态度

老河兵：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代表实事
求是的.态度。



五、整合提升

归纳本文的主旨：

本文通过寻找倒塌在河里的石兽的故事，说明许多自然现象
的发生往往有着复杂的原因，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仅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就作出主观判断，而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出真知，不能主观臆断。

六、检测巩固

课文阐述的事理对我们平时的生活、学习有什么启示?

1、不能片面地理解，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

2、更不能主观臆断，而应当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

3、同时也诠释了生活学习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可做空
头理论家的哲理。

秋天的怀念史铁生教案

秋天的怀念详细教案

本文来源：

秋天的怀念篇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一本好书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
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认真地阅读了《秋天的怀
念》。读完以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终于领略到了母爱的
伟大和无私，使我激动不已，眼在流泪，心在流血。



文章主要讲了作者史铁生的双腿瘫痪后，他的脾气变得暴怒
无常。他的母亲虽然得了绝症，重病缠身，可是她还隐瞒病
情，不让儿子知道， 不让儿子加负担。她常常想带儿子去北
海看菊花，却都被儿子拒绝了。终于有一天儿子同意了，可
是母亲却因为病情太严重，就逝世了。

合上书，我静静地坐着，文中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脑海之
中，泪水仿佛正如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流淌。“可怜天下
父母心”啊!有哪位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儿女呢?有哪位父母舍
不得为儿女付出一切呢?有哪位父母在儿女当难之时不挺身而
出呢?况且，文中的母亲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儿子的快乐!

说着，说着，我便回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一件深情的往
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田里。

来到医院，因为烧到了39。5度，所以需要输水，还得输三瓶。
医生说，让明天再来，今天太晚了。母亲却说孩子的病不能
推迟，要不然会得大病的。医生给我扎了针，我便躺在床上
睡着了，母亲在旁边看书，周围很静，只听见钟表“嘀哒、
嘀哒 ``````”的声音来伴随着我入睡。

到了早晨，医生给我输第三瓶水时，我被惊醒了，模糊中看
到了母亲依旧在床边看书，不过母亲眼睛布满血丝;不过母亲
头上多了几根银发;不过母亲的书快看完了。我用微弱的声音
说:“您怎么没有睡觉啊?”“啊，你醒了，哦``````我睡了，
也刚醒。” 母亲说着，便不知不觉地打了一个哈欠，我明白
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一下扑到母亲的怀抱里，大哭起来。

黎明``````”这不是诗篇，而胜是诗篇，这不是赞歌，而胜
是赞歌。有多少位名家文人对母爱的赞美。

今天，我要站在草地上大声地对全世界的少年儿童说：“母
爱无价”。



就到这里了，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秋天的怀念篇五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使我体会
到了浓浓的母子情。

“我”双腿瘫痪后脾气变得暴躁，常常摔东西，悲观厌世。
母亲为了鼓励“我”生存的勇气，在重病缠身的情景下还要
坚持带“我”去北海公园看花。“我”答应了，但母亲却等
不但那一天。母亲生命里的最终一刻还挂念着“我”和未成
年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