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
读后感(汇总8篇)

岗位职责是员工日常工作的指导和规范。在确立岗位职责时，
需要考虑员工的专业背景、技能要求和工作经验，以及公司
的战略目标和团队间的协作关系。只有明确定义和理解好岗
位职责，才能让员工在工作中更加有条理地展开工作，并发
挥出最佳的能力与才华。从这些范文中可以看出，岗位职责
的重要性和个性化要求。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一

尊敬的雨果先生：

您好！今天，我读了《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
信》我感到很感动，也非常的惊讶。您是一个法国人，您应
该为你们的祖国感到光荣。自豪。高兴才是，但你却站在人
类的立场上愤怒谴责了侵略者的罪行，感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特别是您在信中提到的句子“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
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这
句话，您只用了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却能体会出这么深刻
的含义。

再想想我们身边的事吧，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和谐校
园”“和谐社会”有的人却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明知他的
朋友是做错了，也要帮助他的朋友；在我们学校里，有的人
为了能帮班级里拿多一点分，明明看见自己的环境区里有垃
圾就一脚地把它踢到别人的环境区里；如果拿我们生活中的
事跟雨果先生的事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的贡献。

此致



敬礼

中国初中生：***

20xx年9月8日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二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的课堂教学我设
计了三个教学目标：1：知识性目标-----相关的历史与艺术
的知识；反语嘲讽的语言效果。2：技能性目标：进行速读能
力及思维能力的培养。3：情感性目标：进行爱国情感及雨果
伟大人格魅力的渗透。

本堂课的教学过程：

1：快速阅读，要求学生在三分钟内读完课文，要求学生看得
快，记得准，教师三分钟后就课文具体内容提问了十个问题。

2：展示有关圆明园的幻灯片以及一些网上下载的其他有关图
片，让学生对圆明园有个感性的认知。

3：小组讨论探究：你能够体会到从这看似平凡的信中折射出
的雨果非凡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魅力吗？指导学生反复朗
读6—11段，然后小组讨论探究，最后教师小结。

4：布置课后作业：学过全文，请你给雨果写封信，谈谈你的
感受。

我认为本节课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1：运用快速阅读训练的方式来处理课文知识性较强的部分，
达到了省时与高效的目的。



2：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与新课改的精神，重视学
生活动，重视学生个人对文本的个性化阅读，设计教学环节
给学生充分保留了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深入课文，与
课文直接对话。

3：设计教学环节避免了面面俱到，避免了处处分析与无微不
至，相反，牢牢得抓住了重点环节，以点带面。

4：运用多媒体手段介绍圆明园，给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情
境，留下了深刻的感性认识，事半功倍的实现了爱国主义教
育的情感性目标。

5：注重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以及思维想象能力的多重培养，设
计给雨果写信的环节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兴趣。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语言不够
精练，应该注意。

1、培养学生快速默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从中提取有效信
息的能力。

2、体会反语手法的表达效果，揣摩文章的语言。

3、感受雨果的博大胸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教学重点：

感受雨果的博大胸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教学难点：

体会反语手法的表达效果，揣摩文章的语言。

1、首先展示有关圆明园的视频，让学生对圆明园有个感性的
认知；然后通过文字介绍，对圆明园的过去和现在及雨果的



情况都有一个理性的感知，为分析全文做好了铺垫。

2、学生选择最喜欢的阅读方式，梳理结构，整体感知。学生
自己选择，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上学生采用了默读
的方式，默读的好处在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所需
知识要点，更利于学生的自主思考。

4、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在自主与合作中完成。重视学生活动，
重视学生个人对文本的个性化阅读，设计教学环节给学生充
分保留了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深入课文，与课文直接
对话。

5、设计教学环节避免了面面俱到，避免了处处分析与无微不
至，相反，牢牢得抓住了雨果对圆明园的评价及对侵略者的
谴责这个重点环节，以点带面。

6、阅读与写作是相辅相成，不能割裂的，所以我注重学生的
阅读与写作以及思维想象能力的多重培养，设计给雨果写信
的环节来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兴趣，加深对雨果博大胸怀和伟
大的人格魅力认识。

三、本节课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

1、个别问题深度不够，如圆明园作为奇迹，它的价值体现在
哪？其中圆明园是亚洲文明的剪影，学生没有答出来，教师
应再加以引导。

2、在课堂上学生选择的是默读的方式，所以显得课堂气氛不
活，影响了一些同学的思维。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三

1、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在自主与合作中完成。重视学生活动，
重视学生个人对文本的个性化阅读，设计教学环节给学生充



分保留了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深入课文，与课文直接
对话。

2、阅读与写作是相辅相成，不能割裂的，所以我注重学生的
阅读与写作以及思维想象能力的多重培养，设计给雨果写信
的环节来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兴趣，加深对雨果博大胸怀和伟
大的人格魅力认识。

3、语文课堂教学要做到文道统一，结合文本的实际我对学生
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们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少年强，则中国强!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学
习!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个别问题深度不够，如圆明园它的价值
体现在哪?其中圆明园是亚洲文明的剪影，学生没有答出来，
教师应再加以引导。在课堂上学生选择的`是默读的方式，所
以显得课堂气氛不活，影响了一些同学的思维。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四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学习文中优美的环境描写，体会本文各具特色的语言。

2、了解战争给人民或国家所带来的创伤。

(二)能力目标：

辨别本文中赞美的语言和反讽语言的细微差别。

(三)教育目标：



教育学生要有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人格。要站在人类的角度
考虑问题。

二、重点难点：

掌握本文的语言特色。了解雨果的伟大情操。辨别本文中赞
美的语言和反讽语言的细微差别。

三、教学媒体：

投影仪、录音机。

四、课型：

讲学课

五、教学方法：

根据教材及学生的特点，联系学习目标和学习重点，这节课
我将采用质疑法、朗读法、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方法，其
中以诵读、讨论为重。

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方法将贯穿课堂始终，
再配以多媒体课件辅助。

六、课时：

2课时

七：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简介背景：1856―1860，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史称第
二次xx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焚掠圆明
园，中国遭受空前劫难。

2.圆明园：在北京海淀附近，清代名园之一。始建于康熙四
十八年(17)，为环绕福海的圆明、万春、长春三园的总称，
周约十余公里。园内凿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仿照国内外
名胜四十景，有建筑物145处，艺术价值甚高，被誉为“万园
之园”。

3.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
代表，代表作有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
等。本文是1861年11月25日，圆明园被焚毁后一年后，雨果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回信。

(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生第一遍朗读课文。

2.指名学生找出文中赞美圆明园的语句并朗读。

3.指名学生找出文中讽刺侵略者的语句并朗读。

4.说说你读了课文后的整体感受。

(学生可能从以下两方面说感受：英法联军的罪行令人发指，
使人愤恨;雨果对中国的巨大同情受人尊敬。)

5.师生第二遍朗读课文，认真品味感情。

(三)、拓展：

(学生可能从几方面说：侵略者的暴行，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的毁灭;落后的清政府软弱挨打;新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国人扬



眉吐气。)

(四)、布置作业：

1.积累词语、常识。

2.有条件的观看电影《火烧圆明园》。

第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朗读课文，把握主题：

1.指名学生朗读课文，注意读出赞美和谴责的口气。

2.指名概括文章的主题。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举，立场非常明确，
态度非常鲜明。他愤怒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愤怒谴责
英法联军毁灭世界奇迹圆明园的罪行，他深切同情中国所遭
受的空前劫难。)

(二)、评价雨果：

(中国是被掠夺国，我们中国人谴责强盗，控诉掠夺，那是很
自然的。如果我们换到雨果的位置上去，那么，我们就会想
到，一个法国作家如是说，实在是非常也不起的。雨果是在
强盗统治的国度时发表他的议论，公开抗议本国政府的强盗
行径，他不顾个人得失，公理至上，是很有骨气的，因而也
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赞誉和崇敬。)

(三)、课堂练习：

1.朗读、识记，积累以下词语：



琉璃珐琅晨曦瞥见箱箧荡然无存丰功伟绩

2.指名学生用以下词语造句：

眼花缭乱丰功伟绩荡然无存

3.思考、讨论、回答以下问题：

(1)文中使用了反语的修辞方法，使文章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找出一些例子来。

(赞誉、文明、野蛮、丰功伟绩、收获巨大、漂亮。)

(2)作者将圆明园与巴特农神庙进行比较，有什么作用?

(3)雨果在文中对圆明园的大量赞美，有什么作用?

(四)、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预习新课《亲爱的爸爸妈妈》。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五

学完这篇课文，我相信：所有人都会为雨果的道德和良心而
发出由衷的感谢。他说得多么好啊：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
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雨果强烈地表明：强盗政府不能代
表人民，法兰西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焚掠圆明园是英
法政府的罪行，雨果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议政府所犯下的
罪行。还指出：这个强盗政府颠倒黑白，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厚颜无耻。更重要的是：雨果能公开地大胆地指诉强盗
政府，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从“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
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



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这句话中，我们也
不难感受到：您对东方文化艺术的……哦！不。应该是对世
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珍视及对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尊重。
因为雨果的正直、良心、勇气和人道主义，我们所有的人都
尊敬他！

我想，他的正直、良心、勇气和人道主义的付出，都没有白
费。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受到了更大的鼓舞，我们会万众一
心，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为中国和全世界的人类付出我
们最大的贡献，让子孙后代能够永远记住历史的残酷，激励
他们花更大的心思去为祖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作贡献。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2，比较阅读，体味有特色的语言。

3，珍视人类文明成果，尊重人类文明创造，培养热爱全人类
文化的情感。

教学重点

作者的思想感情，精彩的语言。

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生字词，了解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资料，查阅有
关雨果的资料。

教师：准备配乐朗读课文。

教学内容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
信》一文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愤怒谴责英法联军的强
盗行为，谴责英法联军毁灭世界奇迹圆明园的罪行，表达了
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对人类文化成果的无比珍惜。

教学设计

1，导入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巴黎
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我们很多同学
都读过他的小说。今天学习他另一篇文章，同学们会对他有
更全面的认识。

整体感知

1、教师板书课题，检查预习，小组交流查阅的资料，教师投
影学习目标。

2、教师配乐朗读，投影思考题，学生听读思考：

a、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这件事，雨果是什么立场和态度？

学生听读后，讨论交流，教师点拨。

预期达到：

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和毁灭世界
奇迹圆明园的罪行。同情中国所遭受的空前劫难。

正直、公正、人道、是非分明、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胸怀博大。

合作探究



教师导学。（投影圆明园的图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画出文中对比鲜明、精彩的语句细细体
会，思考问题。

1、雨果怎样评价圆明园？语言有什么特点？

2、雨果怎样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语言有什么特点？

学生思考，全班交流。

预期达到：

用圈点法精读，体味精彩的语言，了解反语的作用。

自主评价．

教师导学。

学习本文后，同学们不仅品味了雨果的精彩语言，而且感受
了雨果的博大胸怀。如果要更好地感受他的内心世界，请你
也用书信的形式，给他写一封信，谈谈你读了本文后的感想。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你如何评价雨果的观点？他的胸怀和品格对你有什么启发？

2、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这件事，作为中国人，你是怎样看待
的？

3、中国当年被侵略被掠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多世纪以
来中国有了什么进步？

教师启发学生，多角度考虑读后感的内容。



预期目的：

与雨果对话，有自己的心得和评价，升华思想情感。

布置作业

整理读后感的内容，写在练习本上。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七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渴望，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2、体味有特色的语言。

3、珍视人类文明成果，尊重人类文明创造，培养热爱全人类
文化的情感。

教学重点：

作者的思想过去，精彩的语言。

教学内容：

法国作家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
一文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
谴责英法联军毁灭世界奇迹圆明园的罪行，表达了他对中国
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对人类文化成果的无比珍惜。

教学设计

一、导入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巴黎



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我们今天学习
他一篇文章，同学们会对他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整体感悟

1、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这件事，雨果是什么立场和态度?

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和毁灭世界
奇迹圆明园的罪行，同情中国所遭受的空前劫难。

正直、公正、人道、是非分明，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胸怀博大。

三、合作探究

投影圆明园的图片

1、雨果怎样评价圆明园?语言有什么特点?

2、雨果怎样谴责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语言有什么特点?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读后感篇八

本课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有：

1、课文的深度挖掘、细致品味仍未足够，虽然学生朗读课文
及回答问题不乏闪光之处，但教师本人的"精讲"功力仍须深
化提高。

2、速阅读环节的设置增强了知识性气息，却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文学性气息，应在其他环节上注意倾向弥补，以更凸显
语言学科的人文气息。

3、教师教学语言还不够精练，点评学生答题还可更加简练而



富于变化。

4、教态过于随便，不必要的.肢体动作应注意避免，这也是
年轻教师不够严谨的表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