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实用8篇)
在辩论中，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的争论能力和论证能力，更好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其次，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并分析
辩论的话题，查找相关的资料和信息，以便有充分的论据支
持自己的观点。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辩论，我们为您准备
了一些成功的辩论案例，供大家参考与借鉴。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一

学习目标1．学习夹叙夹议，对比的写作手法。

2．体会新老两代人对“荠菜”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3．教育学生不忘过去，珍惜今天。

4．叙议结合的手法。

重点难点1．体会新老两代人对“荠菜”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2．理解前几段的记叙描写与主题的关系。

学习流程自主学习案

【自学指导一】：

一．导言：我们的父辈、祖辈，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
对榆钱饭、荠菜、苣荬菜等有着特殊的感情，而我们却对这
些不屑一顾甚至反感，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别呢？
《挖荠菜》这篇课文会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二．介绍作者

张洁：当代女作家，生于1931年，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



业后，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1978年发表《从森林里来
的孩子》，这篇处女作和后来的《谁生活更美好》《条件尚
未成熟》都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她的短篇小说《有
一个青年》曾改编为电视剧。1981年创作长篇小说《沉重的
翅膀》。此外，还有中篇小说《方舟》《七巧板》《祖母绿》
等。

1、重点字词注音：

2、词语解释：

坦然：

和煦：

凶神恶煞：

漫不经心：

3、再自由默读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请你概括主要内容，自
由抒发阅读感受。

合作探究案

1.作者在开头说她对荠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特
殊的感情”指的是什么？

2．第二段不讲荠菜，却从“馋”字说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
写？这样写是不是离题？

3.孩子们把挖荠菜看作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是出于
对“我”的“迁就”；吃荠菜时，他们“懒洋洋”的，“漫
不经心”，带着“迁就的微笑”。说说作者运用这些词语的
深意。



5.你如何品味文章最后一段话？运用了怎样的表达方式？

【收获小库存】：你在和同学老师的合作学习中学到了什么？
请写下了。

【知识小窗口】：

古代诗词中的荠菜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经.古风》

秋菰出水白於玉，寒荠绕墙甘若饴。----陆游《晚秋》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

达标检测案

一.选择题：

1.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挖荠菜》是一篇叙事散文，叙中有议。b.本文的作者是张洁。

c.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教育今天的孩子们要热爱生活；两
代人要多谈心，做心心相通的朋友。d.“小的时候，我是那么
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孩子没钱买零食，所以特别
馋。作者写这句话是为了指出自己小时候的不是。

2.文章开头说：“我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句
话的含义是：（）

a.由于解放前饱受饥饿和屈辱，而唯有荠菜是我聊以充饥的
食物，因此对荠菜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b.只有在解放前受过饥饿和羞辱的人才有这种特殊感情，而
今天“我”仍然怀念荠菜，则表现出对幸福生活的珍惜和热
爱。

c.解放前，在人间地狱里，只有挖荠菜时，“我”才感到一
丝自由和舒畅，这美好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今天。

d.旧社会，荠菜帮助“我”抵抗那可怕的饥饿。只有在挖荠
菜时，“我”才感到生的欢乐与自由。

二.按要求回答问题。

1.给下列词语注音。

(1)荠菜（）(2)蔷薇（）(3)呱呱（）(4)咩咩（）

(5)隔膜（）(6)童稚（）(7)和煦（）(8)怪僻（）

2.成语填字，并解释所填的字。

(1)_____不经心（）(2)风和日_____（）(3)凶神恶_____（）

(4)_____华富贵（）(5)广阔无_____（）

一、自学指导

二、预习展示

（充分利用课前预习的时间，结合导学案对课文进行预习。
采用多种方式读课文，熟悉文中的情节，找出勾画自己不懂
的生字词。）

三、合作探究



（结合问题，采用多种方式读课文，筛选主要信息，自主完
成问题。）

四、达标测试

（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李晓刚

[挖荠菜导学案设计(北师大九年级上册)]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二

《李凭箜篌引》学案设计(北师大九年级上册)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上节课我们从内容上感受了诗歌的美妙，这节课
我们就重点来分析诗歌美妙的原因，感受李贺对音乐描写的
独特手法，同时比较一下李文与白文的不同。

二自主学习展示

三合作交流

1说说你欣赏的语句及原因

2这首诗歌在描写音乐的美妙上面采用了一些什么方法？

a开篇写吴丝蜀桐仅仅为了表明箜篌构造的精良吗？

b开篇即从乐器，声音写起后推出主角，为什么？

c听众云集身份多样，真的有这么多的.听众吗？这些听众怎



么来的啊？

d直接写音乐的只有两句,其他句子是写什么啊？

3尽管都是描写音乐，都享有盛誉，李诗与白诗有何不同？

四拓展探究

1对于难于描写的音乐，你有什么写作方面的体会了？

2听一首乐曲，用自己的话描写一下你所听到的。

五归纳整理

1可以整理你的收获，疑惑。

2可以记录你的感受

六课堂检测

1背诵这首诗歌

2见学研案

七教学板书

李凭箜篌引

写作特色侧面描写想像奇特，神话色彩浓郁开篇先声夺人

比较阅读描写角度不同----李多侧面白多正面

风格色彩不同----白诗作者与奏者情感相融

陈晓妹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三

学习目标：1．理解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体会曹刿指挥作战
的策略思想。

2．评析人物形象。

教学过程：

一、基础知识

1、古今异义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古义：：今义：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古义：：今义：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古义：：今义：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古义：：今义：

2、一词多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故



既克，公问其故

民弗从也

从

战则请从

既克，公问其故

其吾视其辙乱

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

忠之属也

之公将驰之

何以战

以必以情

必以分人

二、课内初读

1、曹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请见的？

2、他为什么要“请见”？

3、对“何以战？”一问，鲁庄公提出哪三个条件？分别是对
谁而言的？曹刿的态度怎样？



4、乡人劝阻，对表现曹刿的思想品质有什么作用？

三、深入阅读

1、曹刿分析取胜的原因有两条：

2、本文记事哪些详写，哪些略写？为什么这样处理？

四、人物解析

1、你认为鲁国能以弱胜强的原有哪些？

2、你眼中曹刿的形象是怎样的？

五、我的小结

六、达标测试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
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
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
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
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
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
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1．词语解释：



未能远谋（）忠之属也（）

公问其故（）一鼓作气（）

2．句子翻译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3．曹刿认为作战的根本是什么？

4．在齐军败走之时，曹刿为什么反对马上乘胜追击？

5．你认为长勺之战，弱鲁战胜强齐的原因有哪些？

达标测试答案：

1．谋划；类；缘故；振作。

2．尽了自己本分一类的事，可以凭此作战；第一次击鼓可以
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落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
枯竭了。

3．取信于民

4．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5．取信于民；详察敌情；上下一心；指挥得当；等等。

侯晓旭

[《曹刿论战》导学案设计(语文版八年级上册)]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的：

1、通过朗读，品味课文，体会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幸福甘愿
受罚、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行为。对普罗米修斯这位人类的
朋友、英雄产生赞美、钦佩之情。

2、能联系课文内容，展开合理的想象。

教学重点：

1、重点学习英雄受难环节，抓住第18自然段中重点词句感情
朗读和发表见解。

2、通过朗读，品味课文，体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幸福甘愿受
罚、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行为。

教学难点：

1、能发挥合理的想象，想象出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所承受的
苦难。

教学准备：

课件

教学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整体入手，回顾课文。



1、激趣，谈话导入

大家知道，在中国北京举行了举世注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运动会举行之前有一项规模较大的活动--圣火传递，那么
你知道圣火源自哪个国家吗？（学生若不知，由教师告知）

就是古希腊。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火是一位叫普罗米修
斯的天神带给人间的，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天神，
了解他的故事。（板书课题引领学生关注课题，熟悉课题，
读好人名）

2、认识课文中的人物

出示金钥匙：同学们，外国人的名字一般比较难记，有时影
响阅读速度。精读课文时，我们要把重要的人名挑出来反复
读顺，不重要的人物名字可以整体认记。

老师这里还有课文中几个人物的名字，谁能准确的来读给大
家听听！（课件出示，抽生读后全班读）

普罗米修斯宙斯赫利俄斯海格立斯

二、品读、感悟

（一）面对惩罚，决不屈服

1、认识了课文中的人物，我们也从上节课的学习中了解到普
罗米修斯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热心帮助人类的天神。他是为
了帮助人类，才受到宙斯的惩罚的。那课文哪几个段落在具
体写普罗米修斯遭受的惩罚呢？你能在课文中找出相应的段
落吗？（生汇报：18、19自然段）

2、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两个自然段，看看普罗米修斯受到
了怎样的惩罚。



课件出示学习提示：默读课文18、19自然段，在文中画出写
普罗米修斯受惩罚的句子，找关键词体会并想象他忍受了哪
些折磨，可适当的做些批注。最后带着你的感受读读你画的
句子。（学生自学18、19自然段后小组交流感受）

3、汇报

学习“狂风终日在他身边呼啸；冰雹敲打着他的面庞；凶猛
的大鹰在他耳边尖叫，用无情的利爪撕裂他的肌体。”

（1）抽学生读句子，说说是从哪些关键词语感受到了普罗米
修斯受到了怎样的苦痛。（抓住“终日”“敲打”“尖
叫”“撕裂”等词，用做动作，换词等方法谈感受）

（2）老师相机出示课文插图（师指图创设情境）：你看，这
是宙斯派来的大鹰，它们都有长着钩子的嘴和长长的利爪。
就是它们盘旋在普罗米修斯的周围，在他耳边发出可怕的尖
叫，用尖利的嘴一口一口地啄食他的肝脏。发现了吗，那只
最凶狠的大鹰它的嘴上正叼着从普罗米修斯身上撕下来的一
块肉，而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已经是血肉模糊。白天，他的肝
脏被啄光，晚上又长出来。让我们想象着画面读一读这个句
子。

（3）然而，普罗米修斯所遭受的苦难就只有这些吗？我们读
书，还得通过语言文字去想象，去感悟，因为文字背后往往
藏着更丰富的内容。大家想象一下：他还可能遭受怎样的痛
苦呢？（课件出示相关提示，学生想象）

当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时，他……；

当鹅毛般的大雪从空中飘落，他……。

（4）大英雄受难,我们心如刀绞,让我们用朗读表达这种感受
吧！



学习“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普罗米修斯一直
被捆在那里。”

（1）这样的惩罚，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又忍受了多久呢？谁在
开始的学习中找出了相关的语句，告诉大家。（课件出示
第19自然段，指导学生读出普罗米修斯忍受惩罚的时间之长。
）

（2）然而，普罗米修斯除了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外，真正可怕
的还有什么？（失去自由，精神上的折磨）

学习“普罗米修斯忍受了这一切苦痛而不哼一声，决不乞求
仁慈，决不对自己做过的事说一句懊悔的话。”

（1）面对如此严厉的惩罚，我们的普罗米修斯是怎么表现的
呢？谁能来读读相关的句子--（课件出示相关句子）

（2）你能说说你的感受吗？你是从哪些关键的词语感受出来
的？并把感受读出来。（抓住“不哼一声”、两个“决不”
体会，并板书“决不屈服”）

（3）创设情景再读句子

狂风终日在他身边呼啸，普罗米修斯--（生读句子）

冰雹敲打着他的面庞，普罗米修斯--（生读句子）

凶猛的大鹰在他耳边尖叫，用无情的利爪撕裂他的肌体，普
罗米修斯--（生读句子）

（二）富有同情心、热心帮助人类

1、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普罗米修斯能够忍受这样的折磨，决
不向宙斯交还火种呢？他是为谁取的火种呢？（板书“帮助
人类”）



2、学习“他发现人们住在山洞里，饥寒交迫；他们被野兽捕
食，甚至彼此猎食--他们实在是一切生物中最可怜的了。”

（1）你是怎么理解“饥寒交迫”的？

（2）你还从这个句子中读到，感受到些什么？

（3）全班读句子，读出人类没有火的可怜来。

3、学习“人类必须有火。”

没有火，人类的日子比野兽还要坏。所以，普罗米修斯下定
决心要帮人类，改变人类饥寒交迫的生活。（课件出示，全
班齐读并板书）

4、学习“有了火，人们赶走了寒冷，拥有了温暖；有了火，
人们学会了吃熟食；有了火，人们走出阴暗角落，到户外阳
光下生活；有了火，人们学会了抵御林中野兽的侵袭；有了
火，人们学会开采矿石，冶炼铜铁，铸造工具和武器。有了
火，人们的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幸福了。”

人类终于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有了火。然而普罗米修斯对
人类的帮助就此停止了吗，他又做了什么？谁来把下面这段
话读给大家听听！（课件出示句子，抽生读）

5、是啊！自从有了普罗米修斯和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人类取回
的火种，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普罗米修
斯，这个人类伟大的朋友，这个曾经把火带给人类，使人类
脱离了苦海，教会了人类怎么生活的伟大英雄，如今却身缠
铁链被拴在山崖上，遭受着严厉的惩罚。（齐读普罗米修斯
受难的句子。）

6、但是，当他在高加索的最高峰上，看到人类生活得很幸福
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决不屈服。（读普罗米修斯



下定决心的句子）

7、此时此刻，你们心中也一定对普罗米修斯有了一份情感，
你想对普罗米修斯说点什么呢？请你用你的笔把你想说的，
想赞美他的写在课文插图的右边吧！（生写后汇报，并板书）

（三）普罗米修斯获救

1、好人自有好报，普罗米修斯的壮举不仅感动了人类,也感
动了天神，太阳车的神驭手来看望普罗米修斯了。（女生读
第20自然段）

2、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普罗米修斯解除苦难的一天终于来了,
一位名叫……（男生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三、拓展

板书设计：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帮助人类面对惩罚决不屈服

伟大的朋友伟大的英雄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学案设计(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五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作者及《左传》的有关常识

2.掌握本文言文难懂实、虚词及用法，语法结构，做到正确
翻译；



3.抓住人物语言的描写，分析人物形象特征；

4.理解全文大意，做到顺畅背诵；

5.了解本文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

1.凭借工具书，在掌握重点字词的基础上，注释疏通文意；

2.通过诵读，加强对全文的熟悉与理解，帮助课文背诵；

3.理清全文脉络，了解本文以“论战”为中心，裁剪得当的
写作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2.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感情――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

3.认识人民群众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意义，做到利为民谋、取
信于民。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六

1.掌握重点字词的含义，进一步培养利用工具书自觉学习的
习惯；养成理解品味语言的习惯。

2.学习曹刿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爱国精神，理解战争取胜的
原因。

教学重点

1.理清行文思路。



2.体会课文剪裁得当的叙事特点。

教学难点

1.把握本文以“论战”为中心组织材料、详略得当的特点。

2.分析曹刿和鲁庄公两个人物形象，学习塑造人物的艺术手
法。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作品简介。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记载春秋
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
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和《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它
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
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
简练生动，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及复杂事件，又善于通过对话
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左传》分年记事，没有篇名。晋杜预把它按年代顺序分附在
《春秋》后面，认为它是用史实来阐述《春秋》经义的。
《春秋》记事非常简单，近乎大事年表，例如这篇课文所记
之事在《春秋》中就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败
齐师于长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选文的标题，都
是后人加的。

二、背景介绍。

鲁庄公十年（前684），齐桓公借口鲁国曾经帮助过同自己争
做国君的公子纠，出兵进攻鲁国。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处
于防御地位。本文记述曹刿向鲁庄公献策，终于在长勺之战



中使弱小的鲁国击败了强大的齐国的进攻，表现了曹刿的政
治远见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本文义在表现曹刿的“远谋”，
故紧紧围绕“论战”来选取材料。

三、教师范读、

正音。刿（）又何间焉（）鄙（）弗敢专也（）小惠未蹋）
玉帛（）小信未孚（）公与之乘（）辙（）夫战（）轼（）
旗靡（）

四、课文探究。

1.听读理解。

（1）曹刿为什么要去求见鲁庄公？

（2）交战双方是哪两个国家？获胜一方由谁指挥的这场战争？

2.课文解析。

五、课堂小结。

本文以齐鲁长勺之战为背景，论述了必须取信于民并运用正
确的战略战术掌握战机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在刻画人物方
面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生动突出了曹刿作为卓越军事家的远
见卓识的特点，行文语言简练，情节详略得当，充分代表了
《左传》的艺术成就，是《左传》中的记言名篇。

六、布置作业。

1.熟记书下注释中的实词。

2.背诵课文。

3.完成书后习题。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七

教材分析：

本文运用了倒叙的手法，先写了“我”寻找修鞋姑娘，然后
写了“我”的修鞋经历，表现了修鞋姑娘善良、真诚的品质。

教学目标：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有感情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修鞋姑娘的真诚与善良。

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

通过作者的修鞋经历，感受修鞋姑娘的真诚，从而影响自己
的行动。

教学难点：

从“我”对修鞋姑娘态度的变化中感悟人物的品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看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学生根据题目质疑）请你带着
问题自由朗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充分读书，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把生词多读几遍。

2、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3、划出课文中最让自己感动的地方，并在旁边写写自己的体
会。

（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
惯。）

三、细读课文，感悟人物品质。

1、课文主要讲述了我和修鞋姑娘之间的故事，你对这两个人
有怎样的认识？你是如何体会到的？结合具体语句谈谈自己
的认识。

3、讨论交流，教师点拨，深入理解语句

着眼重点，诱导突破。

找出文中表示“我”对修鞋姑娘态度变化的词语。从作者的
态度变化中，你体会到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选择给你感受最深的句子，有感情朗读，注意体会感情。

4、“修鞋姑娘，你在哪儿？”作者苦苦寻觅的仅仅是修鞋姑
娘吗？他还在寻觅什么？

（小结：作者态度的变化从侧面展示了修鞋姑娘美好的内心
世界，抓住作者态度变化这条线索，也就能从根本上理解修
鞋姑娘的品质。）

三、回顾课文，总结学习收获。



课文学完了，请同学们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谈
谈自己的收获和感想。

（提示：把学语文与学做人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从“我”这
一角度来谈，也可以从修鞋姑娘这一角度来谈，只要是学生
自己的感受即可。）

四、领悟本文的写作特点。

默读思考，课文在写作手法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得的地方？

学生自读自悟，独立思考。

汇报交流，教师相机点拨。（课文在结构上采用了倒叙的手
法，为表现修鞋姑娘的品质，作者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
动作、神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只要学生说的有道理，教师
就应该给予肯定。）

有感情朗读课文，体会本文的写作特点。

谈谈本文在写作手法上对自己的启发。

五、小练笔。

1、练习写小片段。要求通过观察一位同学的外貌、语言、动
作、神态，表现同学某一方面的特点。

2、学生动笔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3、全班交流。

（点评：学以致用，真正做到读写结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
平。）

[修鞋姑娘(北师大版五年级教学设计)]



文档为doc格式

北师大九年级教学设计篇八

一、知人论世

事先板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
大丈夫。——孟子

1、课前我们读过文天祥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中有没有让你
感动的地方?请大家把自己的读后感受跟班上同学交流交流。

从小就仰慕英雄，崇尚忠义;文采出众，曾是皇帝钦点的状
元;兵败一路逃亡，历经九死一生的惨境;因为他忠义，敌人
很尊重他;写的信很感人，为了国家他历经艰辛，无怨无悔，
视死如归，但是妻子女儿却顾不上了，内心悲痛也没有办法;
文天祥认为义就是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
去杀贼，誓不与贼共存。舍生取义。板书：历经艰辛，九死
一生，视死如归，舍生取义。

2、文天祥的一生，历经坎坷，充满艰辛。

20岁，皇帝钦点为状元，4天后父亲病逝，回家守孝三年。

24岁，回朝做官，满以为可以为国效力，但却遇到奸臣当政，
只担任无足轻重的官职。

38岁，元军进攻南宋，他响应太后的勤王(君主的统治地位受
到内乱或外患的威胁而动摇的时候，臣子发兵援救)号召，散
尽家财招兵买马组织500义军，但在对敌作战中因为官员隔岸
观火而几乎全军覆没，仅逃出4人。

40岁，太后执意投降。元军提出必须由丞相出城商议，当时
的丞相害怕得连夜逃跑，文天祥即被任丞相出城议和。谈判



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元军，被扣留。千难万险想
方设法逃出，后继续组织;队对抗元军，取得初步胜利后遭遇
元军精锐部队的围歼。

42岁，不幸被俘，同朝为官的投降者来劝，被俘的太后和皇
帝来劝，投降元朝的亲弟弟来劝，元朝统治者还拿被俘妻子
女儿的生命为条件来劝降，拿高官厚禄来劝降，文天祥拒不
投降。

47岁，被杀害。

这首诗写于42岁。此时他已被俘，在敌人押解途经零丁洋的
时候所作。

二、朗读诗歌

1、这是一首七律。韵脚有星、萍、丁、青。

2、齐读诗歌。

三、品读诗歌。

(一)前三联

1、请同学们从前三联中任选一联，说说从这一联中你读出了
文天祥什么感情，从何处可见。

(2)首联：读出辛酸辛苦。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一经：一部儒家经典。起一经：从考中进士开始。干戈：泛
指兵器。

寥落：自己孤军奋战的辛酸，也暗含对苟且偷安、贪生怕死
者的愤激。



我参加科举考试，被钦点为状元，从此步入仕途，尤其是勤
王以来，几乎凭一己之力与节节胜利的凶悍元军作抵抗，这
种局面苦苦支撑已经有四年了。

回顾经历，辛酸

(2)颔联：读出担忧凄苦。

国家支离破碎，危在旦夕。个人命运漂泊无依，时起时沉

赏析这一句：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国家支离破碎，
危在旦夕的命运和个人漂泊无依，坎坷浮沉的命运，表达了
诗人内心的凄苦悲哀。

(3)颈联：读出惶恐孤苦

文天祥的军队被元军击败后曾从惶恐滩退往福建，联想到当
时兵败后的忧虑惶恐的心情。而过零丁洋，自己已经被元军
俘虏了。在满眼是元军的地方，自己作为一个俘虏，想反抗
不行，逃走也不行，那种孤苦伶仃的悲凉感觉可想而知。

一语双关，巧用地名，既表现了形势的险恶和境况的危苦，
也抒写兵败后内心忧虑孤苦的心情，自然贴切，巧妙新奇。

2、我们从这三联中体会到文天祥的家国之恨，体会到他的艰
危困苦，体会到他的哀痛凄苦，三联反复渲染了忧愤悲苦的
感情。如果我们读了《指南集序》中的一段后会更理解他。
男女生分读。

痛定思痛，痛如何哉!

3、带着这种哀痛凄苦的感情朗读这三联，语调低沉，语速缓
慢。

4、背诵这三联。



(二)尾联

1、丹心：碧血丹心。为国家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而有的赤
诚的心。爱国忠心。

汗青：史册。

2、该用什么样的语调来读?

高昂有力的。

3、为什么要这么读?通过这样的语调你想读出什么?

读出文天祥宁死不屈、以死明志的决心;读出文天祥视死如归、
舍生取义的正气

凛然;读出文天祥与国家共存亡的一片忠心;读出文天祥身陷
敌手对自身命运毫不犹豫的选择;读出一种慷慨悲壮;读出文
天祥历经艰辛后仍然不改心志的坚定;读出文天祥崇高的人格
魅力。

3、文天祥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当时有很多人投降了，包括
太后、皇帝、同朝好友、亲生弟弟，有太多太多变节投降的
人。他当时还受着种种折磨，在长期的囚禁生活中牙齿掉落，
头发枯秃，最后坐得连臀部都溃烂了。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在
土牢中抗御土气、水气、疫疠的侵袭，使他在敌人的刑庭上，
虽然斧钺加颈而仍然面不改色呢?我们从这句诗中找到了答案，
也从他的'遗诏中找到答案。齐读遗诏。读《指南集序》中的
一句话。

对国家的一片丹心，与国家共存亡、誓不与贼共存的义，正
义感，民族自尊感。

4、读尾联，女生读，读出文天祥与国家共存亡的一片赤胆忠



心。

男生读，读出文天祥的舍生取义、以死明志。

全班读，读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人格魅力。

5、赏析：人难免一死，为拯救祖国而死，一片丹心垂于史册，
映照千古。这一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明了自己舍生取
义、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了诗人民族气节。

6、前面种种的悲苦，种种的惶恐，种种哀痛，更反衬出这种
舍生取义、以死明志人生选择的崇高和伟大，让人肃然起敬。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仿佛听到谭嗣同
大笑着说“我自横天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用自己的
鲜血唤起国人革命的意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仿佛看到闻一多
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仿佛感受到钱学
森始终眷恋祖国的赤诚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