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 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第二课时(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篇一

编者：北滘中心小学 苏赛霏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课文内容；能够正确、流利、有感
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齐读、分组、分角色的朗读，让学生理解体会周恩来
学习目标、志向，并向其学习。

教学重点：

1、掌握生字词。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热爱祖国的思想
感情。

关键点：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

教学思路：通过读课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感情。



教学教路：理清“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字面意思，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

教学学路：让学生朗读课文，激发学生联想。

一、揭题导入  。

1、介绍周恩来

2.试着读课文。

二、初步读文，扫清文字障碍。鼓励学生自主识字。

1、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圈出不认识的字，并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解决。

2、指名读全文，正音。解决“华、索、模、振”在文章中的
正确读音。

3.同桌互读。

4、生字测读，并提醒学生在后面的学习中注意其读音。

二、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整体感悟，综合探究。

1、自渎思考：课文有几个自然段？你从每个自然段中读懂了
什么？

2、自主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汇报读文，交流读文所得。

3、自由组合学习小组，以不同的方式读文。

4、以小组为单位提出组内未解决的问题。教师进行恰当的评
价指导。



5、说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联系图片过去的中
华、现在的中华在你心中的样子。）

6、联系上下文，理解周恩来的志向同前两个孩子是不同的，
在当时那种背景下，13岁孩子的豪言壮举足以说明他志向的
远大。

7、学了这篇课文，谈谈你的感受。

三、诵读。

1、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小组读。

3、个别读课文。

四、课外延伸。

1、读一读周总理的格言。

2、阅读《立志争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篇二

课文简说：

这篇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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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帝国主义、伯父、
模范、风和日丽、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耀武扬威、巡警、
吵嚷、得意扬扬、惩处、抱负、胸怀、喝彩、振兴中华”等
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深入地体会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3.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
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

教学重点：

1、掌握生字词。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
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
的原因，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欲望：

1、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板书）齐读，个别读。问为什么这样读？（你们知道这句
话是谁说的吗？）

2、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了解课文的时代背景和周恩来的生
平事迹。

二、初步读文，扫清文字障碍：

1、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圈出不认识的字，并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解决。



2、指名读全文，正音。解决“华、索、模、振”在文章中的
正确读音。

3、同桌互读。

三、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自读思考：课文章写了哪几件事。

（文中写了三件事，中间有两次过渡。第一次是过渡
句：“一连串的问题使周恩来疑惑不解，好奇心驱使着他，
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这句话承接的上文是周恩来在听
到伯父说的话之后经常想问题，说明正是这些问题激起了他
的好奇心，他要去租界看个究竟，这也就很自然地交代了周
恩来闯入租界这件事情的起因。第二次是过渡段，即课文的
第9自然段。“从租界回来以后，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
人在沉思，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么。”紧承上文周恩来
在租界里切身体会到“中华不振”的含义。“直到在一次修
身课上，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才解开了这个谜。”这一句话巧
妙地把课文引入了下文对修身课上这件事的叙述。）

四、学习课文的第一部分：

指导有感情朗读的方法引导学生体会。如，在读周恩来与伯
父的对话时，“为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要读出不
解和追问的语气，体会周恩来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为什么
中国人不能去那儿，而外国人却可以住在那里？这不是中国
的土地吗……”要读出疑惑不解的语气，体现出周恩来在疑
惑中不断地追问和思考。

五、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2、谈一谈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欺
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结合课前搜集的有关资料，体会当时我国贫穷落后、遭受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社会现实，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不
振”的具体含义，体会周恩来当时的心理感受。）

六、学习课文第三部分;

1、思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 （联系图片过
去的中华、现在的中华在你心中的样子。）

2、讨论：是什么使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
向？

（联系全文体会周恩来从疑惑到静思到立志的心理变化过程。
从“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谁也不清楚他究
竟在想什么”，“周恩来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抢着发
言”，到“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学生可以体会到周恩来绝不是出于一
时冲动，而是在此之前经过了认真充分的思考才立下了远大
志向，他的志向异常坚定，以后也不会有丝毫动摇。）

3、抓住“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一句，结合
周恩来看到“中华不振”的现实和他在修身课上铿锵有力的
话语等内容，推想一下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什么，让学生谈
一谈或写一写自己感受到的少年周恩来的内心世界。

七、深入探究，感悟升华：

1、再读课文对比中理解，思考周恩来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同学
读书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使学生体会到，为明理、为做官、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则
是把个人的学习与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对比中，
使学生感受到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抱负。）



2、以小组为单位提出组内未解决的问题。教师进行恰当的评
价指导。

3、学了这篇课文，谈谈你的感受。

4、诵读课文。

（1）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小组读。

（3）个别读课文。

八、课外延伸：

1、读一读周总理的格言。

2、阅读《立志争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篇三

1、交流资料

师：同学们，昨天布置大家查找周总理的资料，大家有收获
吗？

生：有！

师：那么，谁来给大家交流交流。

生：周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
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些是妈妈帮我从
网上查到的。



师：网络是个信息量非常丰富的资料库。老师相信大家以后
经常会通过这个渠道获取信息。

生：出示图片“周总理的睡衣”，这是周总理的夫人——邓
妈妈，这时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
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睡衣。大家看，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
补丁了。看得出周总理是非常简朴的。

师：真好！如果你能说说是怎么找到这张图片的就更好了。

生：我还从书上看到一个小故事：飞机遇险的时候……

生：我在姐姐的课本上找到了一首诗：周总理，你在哪
里？……

师：我们通过上网、查书、向大人请教搜集了许多周总理的
资料。那课文又给我们讲周总理的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
学学这篇课文。

2、学习课文

（1）多媒体一笔一画出示课题，请大家一起书空写。

（2）引导学生感情朗读课题。

师：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课文的题目——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师：请你们清晰而坚定地来读一读。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师：能不能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再读一遍？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二、自读课文随文识字

1、自读课文

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把课文读通顺。
（学生读，教师巡视）

2 、同桌互读

师：请同桌同学互相当小老师，认真听对方读课文，如果对
方完全读对又完全通顺，就给他画红旗，如果对方读得有不
对或不通顺的地方就帮助他，让他也能得到光荣的红旗。

3 、教师检查

师：那些同学的了红旗，请举手；谁在同桌的帮助下，读对、
读通顺了的请举手。

三、学习讨论读悟道理

1、学习课文，相互交流

师：大家要一边认真读课文，一边给感受深的地方做上记号，
反复读。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老师发现同学们对课文作了细致的研
究，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读书的果实。

生：通过读书我知道了课文写了周恩来少年时，老师问大家
为什么而学习，周恩来郑重回答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生：我明白了“环顾四周”是向四周看的意思。



生：我查了字典，知道了光耀门楣是为家族争光的意思。

生：我明白了“崛起”就是强大的意思。

生：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在13岁时就立下了这
样的志向？

师：请同学们再读一读，想一想，说一说。

2、合作讨论，用心感悟

自由寻找合作学习伙伴，根据电脑屏幕出示的问题，进行合
作学习，并讨论完成：

讨论问题

a、读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

b、课文中什么让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c、还有谁喜欢“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说说喜欢的
原因。

d、读一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假如你就是小时
候的周恩来，学一学当时他是怎样回答的。

3、师生互动，深化体验

师：使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志向的原因
是什么？

生：这件事发生在1910年，爷爷告诉我当时处在清朝末年，
清政府腐败无能，许多国家都来欺负我们侵略我们，霸占我
们的国土，还让我们赔款，国内局势也非常混乱，人民生活



非常困苦。

师：面对倍受凌辱、贫穷、落后的祖国，周恩来“若有所
思”、“略加思索”，他在想什么？同学们，请你们写下来！

（学生自由书写）

（指名学生读自己写的话。）

师：问得好！

生：他会想，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老百姓才没有好日子
过，只有国家富强了，别的国家才不会欺负我们，人民才会
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为了使国家变得富强，我一定要努力
学习。所以听见魏校长问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
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周恩来略加思索，郑重地说……（连续指名学生回答。）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四、升华志向放飞理想

师：同学们，周恩来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请你们铿锵有力地回答，为什么而读书？

生齐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下课！（学生嘹亮的声音仍然在耳畔回荡。）

附作业

自选一题，可独立完成，也可与人合作。

1、我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还想和同学合作朗读对话的部分。

2、找一找，抄一抄课文中的成语。

3、搜集一些有关立志的名人名言或故事，与同学交流。

4、你有什么志向？说一说，写一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篇四

首先向老师们介绍一下我对教材的理解。《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这篇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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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了解少年周恩来立志为振
兴中华而读书的志向，引发学生思考自己读书的目的，激励
学生将自己的学习生活与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大业联系在一
起；二是引导学生继续学习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因此，依据新课程理念，我制定了这样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方面：对重点词语能够理解体会意义。

2.过程与方法方面：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深入地体会文中人



物的思想感情。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
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

在教学中，我把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定为教学重点。
再依据四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将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
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的原因，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作为本文教学的难点。由于事情发生
在90多年前，学生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了解甚少，因此我为
攻破这一难点，我准备先指导学生在课前收集资料，并采用
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课文言语的形象、意境、情感，
紧扣“中华不振”这四个字，通过朗读找出体会中华不振的
语句，来体会周恩来立志的原因，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学好课文，在课前我做了这样的准备：

教师准备：周恩来同志的图片，及有关周恩来生平和当时社
会状况的资料。

学生准备：

1.预习课文，把课文读通顺，并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

2.收集有关周恩来同志平及当时社会状况的资料。

由于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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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因此，在教学本课时我打算采
取以读中悟，悟中读为主的教学方法。让孩子在读中想，想
出情境来；想中读，读出感情；读中悟，悟出东西。这样层
层深入，从而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去思
考自己为何读书，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学习的远大
理想。我把本节课的重心放在了“中国妇女受洋人欺凌”这
件事的阅读理解上，因为这件事既是激发周恩来说出“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直接诱因，又能承上启下，贯通
全文。因此，我想抓住这一重点进行教学，达到抛砖引玉的
目的，并引导学生深入地体会这段话，让学生从中体会到中
国妇女的可怜、洋人的可恨、中国巡警的可恶以及围观群众
的可悲。从而体会到隐藏在背后的“中华不振”。

（一）、出示课题，导入新课：

上课伊始，我板书“中华崛起”这两个词让学生连起来读并
理解词意，从而导入新课。并补充板书，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开门见山，直接导入新课，为后面的内容争取
更多的时间。）

（二）、初读课文，检查词语，整体感知：

这一环节中我先由“这位立志的少年是谁呢？”这一问题引
导学生带着要求初读课文，接着课件出示本课的词语，并多
种形式的读，对于难读或易错的词，及时指导、正音。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意在夯实学生的字词，字词是进入课
文的门户，不可马虎，只有读好字词，才能更好的读好课文。
）

（三）、交流资料，直奔文章主要事件：

这一环节中，我准备做这样的过渡：通过读课文，是谁立下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你对周恩来有哪些了解？
学生交流后，我接着问：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才促使他立
下这样的远大志向呢？相信大家再认真的读过课文后一定会
有所收获！（学生读后交流，当学生提到“中国妇女受洋人
欺凌”这件事时，相机引导学生借助课前资料理解“租借
地”，并引出描写这件事的自然段——7、8自然段。）



（设计意图：学生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周恩来的生平了
解比较少，所以课前指导学生搜集相关资料，在这个环节交
流展示，为深入理解课文做准备。）

（四）、研读课文，体会中华不振：

1.默读7、8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在场的
都有哪些人？他们分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选择给你印
象最深的，一会儿交流一下，也可以把相关的句子划下来。

2.（读后交流）在场的都有哪些人？（学生交流，我相机依
次板书：中国妇女洋人中国巡警旁观的中国人）

3.交流这些人分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当学生提到“中国妇女”时，便根据学生的交流板
书——可怜，并出示描写“中国妇女”的语句，抓住“衣衫
褴褛”、“哭诉”等重点词，想象情景指导朗读，体会妇女
的悲伤和无助。（板书：哭诉）

（2）当学生提到“洋人”时，抓住“得意扬扬”一词体
会“洋人”的可恨。(相机板书：得意扬扬可恨)

（3）当学生提到“中国巡警”时，先让学生找到描写“中国
巡警”的语句进行朗读，再让学生转换角色：如果你是那位
中国巡警，你会怎样做？从而体会中国巡警的可恶（相机板
书：可恶）抓住“耀武扬威”（板书：耀武扬威）体会他们
的可恶行为。

（4）当学生提到“旁观的中国人”时，抓住“紧握拳头”一
词创设情景：同学们，现在也让我们握紧拳头，紧紧地握，
使劲地握，咬紧牙齿地握，此时此刻，假如当时我们就在现
场，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作为我们——一个有血有肉，
有骨气的中国人，你觉得你应怎样做？通过交流进而体会中



国人的可悲。（板书：可悲）

（5）小结：（学生交流完后，我指着板书进行小结）让我们
回过头来看看，一位“可怜”的中国妇女、一个“可恨”的
洋人、一些“可恶”的中国巡警再加上一群“可悲”的中国
人，共同导演了这样一出令人气愤、令人恼怒的一幕，为什
么会这样？（因为有了前面铺垫，学生会很快说出——中华
不振。并板书：中华不振。并适时补充当时的背景资料。）
再引导学生找到文中对“租借地”描写的语句，并出示句子
齐读。

（6）然后再适时补充当时“租借地”公园规定：“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资料，加深学生对“中华不振”的理解。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想像，将自己置身于那时那景中，
能使其深切体会到周恩来目睹“中华不振”的事实时的悲愤
心情，从而对他立下的志向产生共鸣。学生课前搜集了有关
中华民族当时情况的资料，在课上充分汇报，以充分理
解“中华不振”的真正含义。）

（五）、感情朗读，感受周恩来的伟大志向：

在之一环节中，我想做这样的过渡：周恩来目睹了这一切之
后，他始终忘不了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却给不了中国
妇女一个起码的公道；忘不了洋人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闯了
祸还得意扬扬；忘不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替自己人申冤，反而
依仗着洋人的势力耀武扬威；他更忘不了一群中国人在自己
的土地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胞受欺辱，却什么也
做不了！所以从那以后，他经常一人在沉思，他在沉思什么
呢？自由读9——16自然段。（在这里我准备安排角色朗读，
并重点指导朗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齐读最后一段。

（设计意图：回顾前文，分析周恩来志向萌生的过程，使学
生感受到周恩来志向的确立是有一个过程的，因而成熟且坚



定，正是这志向将他引导上了领袖之路。）

（六）、深化感悟，明确读书志向：

这个环节中我是这样设想的：同学们，正是这个伟大的志向
激励着少年周恩来努力奋进，不断进取，为中华的崛起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我国的第一任总理，
在做总理期间，他日夜操劳，兢兢业业。所以，在他去世时，
长安街曾出现过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面。课后大家有时
间去读一读《十里长街送总理》和《一夜的工作》，你们会
对周恩来又更深刻的了解！

正是周恩来少年立志，才受益终生。那么作为生长在新社会
和平年代的我们，读书又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课后把想到
的写在日记上。

（设计意图：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助于学生克服厌学情
绪，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五、说板书设计

下面我在说一下我的板书设计，我所设想板书既简洁又直观，
紧扣文章的重点词，直观形象的反映了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就相当于我的微型教案。

六、说设计理念

语文学习目标，是多维的，是立体的，不仅有知识与能力的
目标，还有过程与方法的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
引导。所以，在设计这课时，我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感受深
的句子，受到情感的熏陶与感染。采用各种形式的读，默读、
朗读、感情读，边读边想象等，并直奔重点，通过抓重点词，
创设情境，体会“中华不振”。



语文教学是一项常做常新的艺术，我会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成长。希望各位评委老师给我提出宝贵意见，我将虚心接受，
认真思考，以求进步。谢谢大家！

板书设计：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可怜中国妇女哭诉

可恨洋人得意扬扬中华不振

可恶中国巡警耀武扬威（红色）

可悲围观的中国人紧握拳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免费篇五

一、交流资料，激发兴趣

1、交流资料

师：同学们，昨天布置大家查找周总理的资料，大家有收获
吗？

生：有！

师：那么，谁来给大家交流交流。

生：周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
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些是妈妈帮我从
网上查到的。

师：网络是个信息量非常丰富的资料库。老师相信大家以后



经常会通过这个渠道获取信息。

生：出示图片“周总理的睡衣”，这是周总理的夫人——邓
妈妈，这时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
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睡衣。大家看，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
补丁了。看得出周总理是非常简朴的。

师：真好！如果你能说说是怎么找到这张图片的就更好了。

生：我还从书上看到一个小故事：飞机遇险的时候……

生：我在姐姐的课本上找到了一首诗：周总理，你在哪
里？……

师：我们通过上网、查书、向大人请教搜集了许多周总理的
资料。那课文又给我们讲周总理的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
学学这篇课文。

2、学习课文

（1）多媒体一笔一画出示课题，请大家一起书空写。

（2）引导学生感情朗读课题。

师：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课文的题目——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师：请你们清晰而坚定地来读一读。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师：能不能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再读一遍？

生齐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二、自读课文随文识字

1、自读课文

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把课文读通顺。
（学生读，教师巡视）

2、同桌互读

师：请同桌同学互相当小老师，认真听对方读课文，如果对
方完全读对又完全通顺，就给他画红旗，如果对方读得有不
对或不通顺的地方就帮助他，让他也能得到光荣的红旗。

3、教师检查

师：那些同学的了红旗，请举手；谁在同桌的帮助下，读对、
读通顺了的请举手。

三、学习讨论读悟道理

1、学习课文，相互交流

师：大家要一边认真读课文，一边给感受深的地方做上记号，
反复读。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老师发现同学们对课文作了细致的研
究，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读书的果实。

生：通过读书我知道了课文写了周恩来少年时，老师问大家
为什么而学习，周恩来郑重回答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生：我明白了“环顾四周”是向四周看的意思。

生：我查了字典，知道了光耀门楣是为家族争光的意思。



生：我明白了“崛起”就是强大的意思。

生：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在13岁时就立下了这
样的志向？

师：请同学们再读一读，想一想，说一说。

2、合作讨论，用心感悟

自由寻找合作学习伙伴，根据电脑屏幕出示的问题，进行合
作学习，并讨论完成：

讨论问题

a、读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

b、课文中什么让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c、还有谁喜欢“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说说喜欢的
原因。

d、读一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假如你就是小时
候的周恩来，学一学当时他是怎样回答的。

3、师生互动，深化体验

师：使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志向的原因
是什么？

生：这件事发生在1910年，爷爷告诉我当时处在清朝末年，
清政府腐败无能，许多国家都来欺负我们侵略我们，霸占我
们的国土，还让我们赔款，国内局势也非常混乱，人民生活
非常困苦。



师：面对倍受凌辱、贫穷、落后的祖国，周恩来“若有所
思”、“略加思索”，他在想什么？同学们，请你们写下来！

（学生自由书写）

（指名学生读自己写的话。）

师：问得好！

生：他会想，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老百姓才没有好日子
过，只有国家富强了，别的国家才不会欺负我们，人民才会
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为了使国家变得富强，我一定要努力
学习。所以听见魏校长问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
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周恩来略加思索，郑重地说……（连续指名学生回答。）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四、升华志向放飞理想

师：同学们，周恩来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

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请你们铿锵有力地回答，为什么而读书？



生齐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下课！（学生嘹亮的声音仍然在耳畔回荡。）

附作业

自选一题，可独立完成，也可与人合作。

1、我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还想和同学合作朗读对话的部分。

2、找一找，抄一抄课文中的成语。

3、搜集一些有关立志的名人名言或故事，与同学交流。

4、你有什么志向？说一说，写一写。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原
文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