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
二课时(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1、继续练习读好人物对话，读出带“？”“！”句子的语气、
情感。

2、学习默读课文，做到不出声，不指读，尝试提出自己不懂
的问题。

3、讨论并交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受到“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的志向教育。

4、会写“龄”“待”“纷”“顾”“振”等5个生字，抄
写“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名言，练习模仿写句子。

教学过程

一、课前交流，认识周恩来。

1、同桌交流，向家长了解到的关于周恩来的信息。

2、指名交流，老师适当补充，并提示“向家长了解信息”
（板书）是重要的学习方法。

二、学习默读，尝试提出自己读不懂的问题。



1、请同学拿出笔，不出声地读课文，在读不懂的地方做上记
号。

2、尝试自己读懂自己提出的问题或者不懂的内容。

3、请求同桌的帮助，尝试读懂自己提出的问题或者不懂的内
容。

4、向老师提出自己和同桌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整理问题，
向全班同学请教。

在这个环节，老师要特别注意发挥同学互助的力量，注意总
结解决问题的方法，如词语方面的，提示通过查字典、词典；
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等，比如“若有所思”，就可综
合运用查字典（查“若”的意思）和联系上下文及生活实际
来理解。如果是核心的问题，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什么
意思？则可以在精读课文时组织讨论。

三、精读，探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朗读人物对
话，特别是魏校长的话，体会人物的思想情感，受到感染教
育。

1、创设情境，在情境中了解“光耀门楣”的意思，探究“为
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

（生：为了家父而读书。）

师：又一位同学说——

（生：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

师：什么是“光耀门楣”呀？

引导孩子用自己的话说说“光耀门楣”的意思，老师做必要
的讲解，如“光耀门楣”也叫“光宗耀祖”，就是当大官、



赚大钱等等。

老师继续走到某一位同学身边，亲切地问：“小同学，你也
来说说。”——

（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2、讨论交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

师：请问“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啊？

学生说，老师做必要的提示，顺势简明扼要地介绍当时的时
代背景，讲故事（可以改编陈沚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http:///hsyw/?articleid=348）

学生朗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师：好！好！这话讲得好！（并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

引导孩子理解“浑身一振”“大声”和“！”的作用，学生
练习读好这个句子。继续——

师：你叫什么名字？

（生：周恩来。）

3、同桌练习朗读人物对话。（提醒孩子注意人物对话的提示
语）

4、指名同桌展示朗读人物对话。（可以组织评价，评价时，
重点要求孩子听出有没有根据提示语的提示来读。如“笑了
笑”“环顾四周”“亲切”“浑身一振”等，还有标点符号
的提示。）

5、练习，模仿写句子（见《语文天地》），朗读自己的句子。



例句：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为 而 。

为 而 ！

四、写字，练习书写“龄”“待”“纷”“顾”“振”等5个
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复习巩固生字词读音。

2、抽出“龄”“顾”“待”“纷”“振”，读一读，记一记。

3、指导书写，这五个字都是左右结构，又有细微差别，
如“龄”和“顾”左右一样宽，要引导孩子仔细观察。老师
示范，强调“顾”的左边、“振”的右边的写法等。

4、学生练习，注意提醒写字的姿势等。

5、评价，重点在写正确、规范。

五、作业

制作“座右铭”：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或者自己写
一句读书格言）摘抄下来，加上花边等装饰一下，贴在自己
的书桌上或者床头（和父母一起或者独立完成）。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周恩来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远大志向的过程，深入地体会周恩来树立志向的情感
历程。培养学生的理解、感悟、朗读和收集资料的能力。

2、通过课前收集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开阔学习思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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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课时

（一）、创设情境。

1、你知道哪些名人名言？

2、教师多媒体出示周总理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指名读。

4、大家想知道周总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出他读书的目的的
吗？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25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理请线索。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想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汇报：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概括说一说课文写了一件什
么事？

4、课文可分为几段？

（三）、学习生字生词，

1、教师板书要求学会的字和要求认识的字。



2、学生自由读生字。

3、指名读生字。

4、学生带着以下要求小组内合作学习生字：

（1）、怎样读准要求学会的字的音？怎样记住要求学会的字
的形？通过书中的生词和课外的词理解生字的意思。

（2）怎样记住要求认识的字的音？

5、汇报小组学习生字的成果，教师相机点拨指导。

汇报要求学会的字。

（1）、租是平舌音，指导学生读准。“惩”是阳平，强调不
要读成上声。

（2）、引导学生用比较法记忆：租—祖振—晨嚷—囊

（3）、通过组词练习，引导学生理解“帝国主义、租界地”
的意思。

（4）、“凡”的最后一笔是竖弯钩，“嚷”字右边分上、中、
下三部分，这两个字教师边强调边范写，帮助学生正确记忆。

汇报要求认识的字。

（1）、指名读。

（2）、开火车读。

（四）、练习朗读课文。

（五）、谈学习本节课的收获。



（一）、谈话激趣。

1、出示旧中国东北的“外国租界地”图片。

2、指名汇报课前查找的有关“外国租界地”和“帝国主义列
强”的资料。

3、师：12岁的周恩来看到外国租界地的灯红酒绿、看到中国
同胞任洋人欺侮，他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呢？下面我们就
来深入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一部分，感受少年周恩来关心国家大事。

1、自由读第一段，想一想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是一个怎样的孩
子？

2、指名回答上面的问题。引导学生体会：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是一个爱问问题、好奇心强、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祖国的孩
子。

3、分角色朗读第一段。

（1）、周恩来的话应该怎样读？伯父的话应该怎样读？

（2）、指名分角色读，师生评议后再指名读。

（三）、学习第二部分，感受少年周恩来胸怀祖国。

1、过渡：租界地对于少年周恩来来说是一个不解的谜团，他
一定要弄个明白。

3、小组讨论后汇报交流。

4、引导学生从描写租界地的街道的句子中体会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为所欲为和中国巡警的奴颜媚骨。引导学生从描写中国



妇女被欺侮的句子中体会中国人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体会
侵略者的猖狂和中国巡警的麻木不仁。

6、结合查找到的资料补充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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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指导朗读：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情朗读这一段？（沉痛、
悲伤）

（四）、学习第三部分，感受少年的周恩来报国之心的坚定。

1、过渡：看到这一切，少年周恩来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
中，12岁的他在想什么呢？

2、指名读，大家思考，周恩来常常在想什么？

3、汇报上面的问题。

4、周恩来在沉思中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联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
小组讨论后汇报交流。

5、周恩来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同学读书的目的有什么不同，为
什么会不同？

6、指导朗读周恩来所说的两句话。让学生说说用怎样的语气
来读，为什么从而体会周恩来志向的异常坚定，以后也不会
有丝毫动摇。

（五）、拓展总结，升华情感。

1、读最后一段。



2、知道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做了哪些贡献吗？学生结合查找
到的有关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所做的贡献的材料汇报交流。

3、学生谈听后的感受。

4、谈一谈自己为什么而读书？

课程资源开发

1、将旧中国东北“外国租界地”图片、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的图片制成多媒体课件。

2、学生课前收集有关“外国租界地”、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周总理为振兴中华所做的贡献的资料及名人
名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周恩来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远大志向的过程，深入地体会周恩来树立志向的情感
历程。培养学生的理解、感悟、朗读和收集资料的能力。

2、通过课前收集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开阔学习思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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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

1、你知道哪些名人名言?

2、教师多媒体出示周总理的名言：

文档为doc格式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１、知识教学：了解运用具体事例表达美好思想感情的写法。
掌握“崛、脆、楣、沦、惹、轧、桩、泊”等字。

2、能力训练：初步学会通过具体材料和语言领会文章思想内
容，初步学会用普通话正确朗读课文。

3、思想情感教育：感受少年周恩来伟大的救国抱负和崇高的
学习目的。

1、重点：初步学会通过具体材料和语言领会文章内容。

2、难点：用具体事例来表达中心思想。

幻灯片等。

[教法]

讲授法。

[教学时数]

2课时。



第一课时

1、掌握生字。

2、熟记注释中几个重要的词语。

2、了解课文内容，理清行文脉络。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看过电视剧《长征》吗？剧中的周恩来为了革
命，历经磨难。他为国为民的做法是久已有之。你们想了解
吗？周恩来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总理，少年时代的他有怎样的
志向呢？我们学习课文之后就能知道这些情形。

（在讨论中自然地引入课题，同时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析题。

板书课题。

“为……而……”准确地表达了“目的”与“行动”的关系。

三、检查预习、进行字词教学。

出示幻灯，给加点字注音。

崛起 干脆 门楣

千钟粟 桩 惹 轧

解释几个词语：

光耀门楣 扬长而去 千钟粟 颜如玉



四、默读课文，思考问题：

1、写了少年周恩来读书生活的几个片段？

2、“一桩桩的事实“指哪些事情？

3、按时间顺序，第一个片段应插在什么地方？把它提到开头
有什么作用？]

（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分组讨论）

五、逐题解答。

1、两个片段：

在奉天东关模范小学的一堂修身课和考上天津南开学校后关
于为什么上中学的讨论。

2、“一桩桩的事实”指：（幻灯出示）

伯文告诫、中华不振

列强分割、蚕食中国

日俄战争、中国遭殃

洋人违法、逍遥法外

3、第一个片段应插在“一桩桩的事实”这段之后，提到开头，
有突出中心和点题的作用。

（要注重学生的主动性）

六、小结。



七、布置作业。

1、生字词语抄写3次。

2、完成作业本第一至三题。

3、预习下一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

2、学习文章选取典型事例来表现中心思想和通过比较来突出
周恩来的伟大抱负的写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

1、课文写了周恩来读书生活的几个片段？

2、“一桩桩的事实”指哪些事情？

二、学习新课。

1、“一桩村的事实”是按照怎样的顺序记叙的？从文中找出
相应的词语。

明确：按照时间顺序，也照顾到地点转换，“一出沈阳火车
站”、“到沈阳后”、“在沈阳租界”等。

（教师要适当地复习小学学过的内容）



2、“沉重分量”表达了周恩来怎样的感情？

明确：表达了周恩来对“中华不振”的沉重忧虑和对“振兴
中华”的高度责任感。

（提示学生联系本文主旨来回答，答案不要求统一）

3、课文记叙周恩来考上南开学校后的一次讨论会片段有何作
用？

明确：对于为什么上中学的问题，周恩来同样作了响亮的回
答，这一回答进一步证明明了他的既定学习目的，不仅是一
以贯之的，而且是付诸行动的。

（以学生讨论为主）

（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训练：设计一次有关学习的讨论）

4、给“人各有志”段分层次。

明确：分三层。

第一层：“人各有志”到“答案”。

第二层：“书中自有”到“伟大的动力。”

第三层：“周恩来根本反对”到最后。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

5、学习最后一段。

赞颂他那宽广的心胸，并点出宽广的心胸与伟大的志向、伟
大的事业之间的联系。



三、了解课文写法。

选取典型事例来表现中心思想和采用比较手法突出周恩来的
伟大抱负。

（设计问题：从文中找出周恩来的读书目的和其它人的读书
目的）

（在学生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并在适当的时候引出写
作手法）

四、课文小结。

五、齐读课文。

六、课后练习辅导。

七、布置作业：完成作业本。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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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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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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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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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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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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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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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读一读周总理的格言。

2、阅读《立志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