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
学设计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汇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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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一

主题:在寻访中感受美的魅力

金华四中何俊英

活动实施对象：七年级学生

活动实施者：何俊英

活动时间：12月——1月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除了
在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领域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创造之
外，还要通过美育，实现自身的美化。席勒把美称为“我们
的第二造物主”，肯定审美教育对人的塑造的积极意义。教
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过上美的生活，度过美的一生。
然而因为两点一线的生活，因为繁重的学业，学生的眼睛很
少能看到美，学生的心灵很少能感受到美！美，对于学生来
说，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对美的理解，过于简单



狭隘。七年级第三单元中的《春》、《济南的冬天》等几篇
美文学习后，我忽然想，何不让学生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
自己去寻找美、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呢？在寻访中感受
美的魅力！

二、活动的具体目标

知识目标：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观察大自然，感悟社
会生活，欣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获得对美的认识与理解。

情感目标：

让学生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寻找美、发现美、欣赏美
和创造美的过程中感受到美的魅力，使学生内心自然产生对
美的向往和追求。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资料搜集能力、动手实践、综合运用、开拓创新
等各方面的能力。

三、活动实施的具体过程、方式

（一）、活动阶段构想：

第二阶段：准备阶段——人生天地之间，大致说来，主要有
三种不同形态的美，那就是自然美、社会美和文学艺术美。
让学生按照研究兴趣寻找合作伙伴，确定研究方向，制定计
划方案，部署好各自的任务。

第三阶段：实践寻访阶段——通过搜集、观察、采访等方式，
用眼睛发现美，用心灵感受美，用画笔描绘美，用文字描述
美，还可借助相机等工具，将美的瞬间定格。拥有大量的图



片资料后，小组再进行资料的整理加工，进行独具特色的成
果设计（采用制作幻灯片、录象带或编杂志、画册等形式）。
让每个学生都充分地表现自己，充分地发展自己。

第四阶段：成果汇报：让学生代表主持班会，分组展示作品，
交流在寻访“美”的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五阶段：评价总结：请学生写下对自己的评价（自己有哪
些收获，有待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对小组成员的评价。

（二）、活动操作流程：

第一阶段：确定研究主题

目的：美的形态，大致说来，有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这样才能
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研究。

时间：1周

过程：

一、学习课文《春》《济南的冬天》后，引出“寻访感受
美”这个主题。请学生谈谈自己对“美”的认识。教师只需
作简单的引导，目的只在于开阔学生眼界，引导学生多角度
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可介绍学生阅读朱光潜的
《谈美书简》。）

二、学生带着疑问上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方面
的专家后再请学生谈谈对美的新的认识。

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寻找合作伙伴。

四、小组确定研究方向，制定计划方案，部署好各自的任务。
如寻访感受的是文学艺术的美的学生，可以分工合作，可分



为美的散文，美的诗歌，美的戏剧，美的小说；美的绘画作
品，美的音乐作品等。可以整体把握，也可以专攻一个小主
题，例如专门查找一些美的绘画作品进行分类研究。由学生
自己定向，自己制定，自己把握。教师只是适当时候给予指
导。

第二阶段：实践寻访阶段

目的：通过亲身实践发现美、欣赏美，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到“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学生在寻访美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不
美的现象，这会引起他们深深的思索。美与丑的对比，更能
激发学生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时间：3~4周

过程：

一、小组成员按照制定的方案或单独行动，或集体行动，开
展实践活动。

第三阶段：成果汇报阶段

目的：让学生通过成果的展示，互相欣赏。相互交流实践活
动中的心得体会，也有利于学生经验的积累。

时间：两节课

过程：

一、选出班会小主持人四名，到各组了解情况后，将班会的
流程设计好。准备好几盒优美的古典曲子磁带在班会时播放，
营造良好的艺术欣赏氛围。

二、邀请部分家长、任课教师参与班会活动。有条件的话还



可以邀请大学里教美学的教授参加，对学生的研究成果进行
评价。

三、班会上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展示成果。

四、请学生自由上台发言，谈自己参加此次活动后的感受。

五、家长自由发言。

六、师小结寄语。

第四阶段评价总结阶段

1、个人评价。

2、小组评价。

四、活动结束后教师的自我反思

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职业活动为思考对象，对自己在职业中
所做出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
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活动前的准备重要，
某种意义上说，活动后的反思更为重要。将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过程中的得失记载下来，教师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在认真的
总结反思中得到提高。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背景分析:

水果是人们都喜爱的一种食物。它不仅能给我们人体补充许
多营养，而且，还能给我们补充许多微量元素。同时，它还
能通过组合搭配制作出精美的水果拼盘，使人们得到艺术的
欣赏，美的享受。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都



视为掌上明珠。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合理
地、科学地食用水果，提高对艺术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根据学生的喜好和兴趣，通过和学生讨论商量，我们确立
了“制作水果拼盘”这一劳动课主题。

教学目标：

1、搜集有关制作水果拼盘的资料及拼盘作品的图片，获得感
性的`认识。掌握基本的拼盘制作方法。

2、体验探究学习的乐趣。

3、让学生亲自动脑动手参加实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
学习的精神。

4、通过水果拼盘制作比赛活动，提高动脑动手能力、审美能
力、创新能力。

5．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竞争意识及公正评判意识，体验
合作学习和创作学习的活动乐趣。

教学重点：

掌握果蔬拼盘的切、拼技巧。

教学难点：

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及审美意识和创新意识,感悟果蔬拼盘
的内涵文化，陶怡情操。

教学准备：

各种水果，对水果进行加工用的工具（刀、砧板），各种盘，
范作。



教学过程：

一、搜集资料和图片。

1．搜集有关水果拼盘的制作方法资料，整理资料。

2．观看制作水果拼盘的影碟。

3．小组交流学习拼盘制作的方法。

二、制作水果拼盘

1．欣赏水果拼盘艺术影碟。

2．分小组进行拼盘制作比赛活动，并讨论给作品取名。

3．各小组代表介绍作品。

4．进行投票评选活动。

5．谈谈对作品的看法和想法。

三、评价（自我评价、互相评价）

四、总结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三

《旅游大使》是s版语文十二册百花园五的口语交际。要求学
生挑选某处古迹或景点，扮作旅游大使，有条理地向大家宣
传、介绍。

在第五单元里，同学们学习了《故宫》、《敦煌壁画》等课
文，也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或亲身的旅游中了解了我
国的一些名胜古迹或名山大川。学生也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搜



集、处理信息能力，但如何有条理地，用恰当的说明方法，
生动地把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特色介绍给别人听，还需要老
师有效的引导。

这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旅游大使》，本设计主要体现以下
几点理念。

1、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咨询或查阅资料，提高搜集、分析资
料的能力，了解一些有关古迹或景点的知识。

2、通过播放课件，创设交际情境等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交际
兴趣。

3、在交际过程中通过听、说、评等方式，力求让每个学生的
交际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1、通过搜集、整理、分析资料的过程，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
能力。

2、能把自己见到的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与大家共享。

3、理清介绍次序，并绘制游览路线示意图，用例子或数据来
说明此处是旅游景点。

4、在交流中，学会倾听，并能获得知识，感受乐趣。

1、学生对搜集到的信息的取舍，及如何灵活应用知识，将知
识转化为自己的交际内容。

2、绘制旅游线路示意图，并用举例子或数据来说明此处是旅
游胜地。

通过理清介绍次序，并绘制游览路线示意图，用举例子或数
据来说明此处是旅游景点。



1、课前让学生联系已有的知识，自己通过观察、咨询或查阅
资料，了解我国或家乡有哪些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搜集相
关的文字和图片等资料。

2、教师自制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一、创设交际氛围，激发交流兴趣

1、播放学生熟悉的风景名胜图片，让学生说说是哪一处。
【先播家乡的，再播全国的。】

2、说说你还知道我国的哪些风景名胜或名山大川。

师过渡：我们这节课要交流的内容就与我国的名胜古迹或名
山大川有关，请同学们打开书127页。

二、学生自读导语，明确要求

（一）、话题内容

1、指名读导语，其他同学想一想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内容。

2、生说，师板书：当旅游大使，说名胜谈风景

3、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成语的意思。【形容学
问渊博，见多识广。】

师引导：也就是说本次旅游大使交流的内容既要有书本知识，
也要有生活知识，把书中学到的或搜集到的知识与观察实践
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二）、交流要求。



1、熟悉自己要介绍的内容。按照自己绘制的游览线路示意图，
有条理地介绍某一处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说话速度、语调
要恰当。

2、运用例子或数据来说明文物或者景物的特点，使人信服。

（三）、活动评价

1、是否能有条理地介绍某一处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说话的
速度、语调是否适当。

2、是否能举例子、用数字来说明文物或景物的特点，使人信
服。

三、组内交流

1、自由组成“旅游团”，给自己的旅游团起个名字。

3、小组内推选出最佳“旅游大使”，代表本组在全班交流。

四、展示交流，评选最佳“旅游大使”

4、评选几个最佳旅游大使和最热心听众！

五、活动小结

1、颁发最佳“旅游大使”奖。

2、被评为最佳“旅游大使”有何感想？

六、课堂小结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
成部分。光“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那就只能是纸上
谈兵。只“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那就更难成大事。



只有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紧密结合起来,知识才能
化为力量,书本才能变成财富。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
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七、拓展练习：交际主题相同的同学组成合作小组，将自己
搜集的资料归类、整理成一份剪报。

板书设计：

口语交际：旅游大使

当旅游大使，说名胜谈风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四

春天时，嫩绿的树叶开始冒出来了；夏天时，嫩绿的树叶越
发茂密，变得郁郁葱葱；到了金黄的秋天，绝大部分的树叶
开始变黄，从树上翩翩地落下来，静静等候着冬的来临。生
活中，叶——无处不在。“为什么每片叶子的形状都不一样
呢？”“为什么有的树叶到了秋天就会变黄了呢？”“为什
么有的树叶一年四季都是翠绿的？”握着手中墨绿的叶片，
望着飘零的枯叶，孩子们常会好奇地问。被成人忽略的树叶，
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却映出了情趣，也映出了一些困惑。
以“树叶探秘”为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有充分的机会
亲近自然，触摸自然，享受快乐，获得知识。

1、通过收集树叶，认识日常生活中树叶的形状，了解树叶的
作用，能区分常绿树和落叶树的不同点。

2、学习制作树叶贴画的基本方法。

3、培养学生收集、处理、整合信息的能力和活动组织、语言



表达、交往沟通等能力。

4、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出出来，具有创新
能力。

5、培养学生在学习以及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发展。

6、通过学生对这次活动的合作研究，对自己的成果有喜悦感、
成就感，感受到与他人合作交流的乐趣。

7、通过这次活动，让学生发现美，创造美，感受美，陶冶学
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难点：培养学生收集、处理、整合信息的能力和活动组
织、语言表达、交往沟通等能力。

活动时间从9月至11月，具体按以下四个阶段进行。

（一）确定主题，设计方案（2周）

（二）采集树叶，学会保存（3周）

（三）发挥想象，设计作品（4周）

（四）成果展示，体验快乐（1周）

1、讨论确定活动主题。

我们学校地处农村，学校周围是一片小树林，活动课上，我
带领孩子们来到树林，面对着形形色色的落叶，他们显得有
些兴奋，自行开始活动了，多数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捡起落叶，
凑到一起谈论着，有部分男孩子用树枝在大树下挖坑，把落
叶埋在地下，我引导孩子交流：喜欢树叶吗？为什么？孩子
们们各抒己见，有的说：“树叶可以做书签。”有的



说：“树叶形状多，颜色多，很美。”有的说：“我可以将
这美丽的树叶画下来，做成美丽的手抄报。”还有的
说：“树叶可以制作出各种漂亮的贴画。”等等。接下来，
我让大家围绕落叶给本次综合实践活动课确定一个课题。集
思广益，最后确定课题为《树叶探秘》。当堂指导学生完成
主题申报表。

2、设计活动方案。

这一环节，我重点指导学生根据活动内容预设活动时间，用
到的学习方式，以及成果的展示方式。接下来在班级进行交
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或建议。“采集
树叶”这一环节，开始学生预设一个星期，在交流时，李乙
贤同学提出：树叶在初秋是绿色的，到了深秋有的变成黄色
的，有的变成红色的，这些颜色我们都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不够。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经过再次讨论，把活动
时间改为三个周（分散）。可见，同学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十
分投入，经过大家的努力，一份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制定出
来了。

1、查找树叶的保存方法。采用的活动方式主要是上网查找，
查阅图书，访问法。记录下保存树叶的方法。从中选择自己
喜欢的方法，同时准备好保存树叶用到的材料，如：吸水纸、
厚玻璃片，较厚的图书等。

2、采集树叶课前动员。这一环节，我打乱了活动小组，以家
住在一起或靠近的同学为一个小组。因为我校是一个村小，
学生人数较少，针对这种情况，我让学生找家长帮忙，让家
长带着学生采集落叶，这样就确保了孩子的安全。

在此，我要求学生采集的树叶做到三多：颜色多、数量多、
形状多。同时保证要保障叶子的完整性。

3、给树叶分类。指导学生对采集到的落叶进行观察，根据形



状、颜色、大小来分类。受当地资源的限制，有些种类的树
叶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的，此时的我鼓励学生上网和图书室
查找。由于处在农村，家里有条件上网的学生较少，我只好
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校上网，上学校图书室查找，以便于
学生了解更多种类的树叶。可以把获得的资料以图片、绘画
等形式保存起来。

材料准备：卡纸、胶棒、剪刀、树叶

1、设计作品。这一环节，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创造
能力。做树叶贴画，首先要确定主题。可以根据主题选择树
叶的形状，也可以根据树叶的形状确定主题。例举一些有典
型性的树叶，如枫树的叶子可以做小鸡的爪子，可以做金鱼
的尾巴；银杏树叶适合做驼峰，柳树的叶子适合做长颈鹿的
脖子，折叠一下可以做大象的鼻子等等。

取一张大小适中的卡纸，把构思好的画面用铅笔勾画出来，
注意画面的比例，布局。

2、拼凑。这一环节我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树叶与勾画
出来的画面有一定的差别，在拼凑时可以根据需要做适当地
调节，比如叶子太大，可以用剪刀进行加工，缺少这种类型
的树叶，可以与小组成员资料共享，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可
以找小组成员帮助修改，力求作品的美观性。

3、粘贴、压平。这一环节相对比较容易，需要学生注意的是
胶水不要涂得太多，画面有远近顺序的，要从画面远处粘起，
先后面后前面，做好的树叶贴画要力求平整。然后在上面用
重物压10--15分钟。满意的作品可以压膜收藏。

在成果展示课上，每个小组都以各种形式来回报自己的成果，
如：第一小组同学播放了视频故事《秋天的树叶》，举行了
诗歌朗诵会，会上同学们那声情并茂的语言获得了阵阵掌声，
同时第一小组的同学们还展示了搜集的有关树叶的古诗及格



言谚语。第二小组同学将本次活动以习作的形式展现在大家
面前，《秋天的树叶》虽然题目不是很好听，但文中那优美
的的文字还是打动了其他几个小组的同学。同时第二小组的
同学同时将本次活动的感受及收获以日记的形式展示出来。
第三小组同学的手抄报作品同样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喝彩声，
他们还搜集了有关树叶的诗歌，同时为班级的文化设计了一
块墙面，令本班科任老师都刮目相看。第四小组的同学讲他
们的树叶贴画作品展示在我们面前，那想象、那制作，使各
个小组成员眼睛都看傻了，那哪是树叶贴画，简直就是大师
级的优美风景画。接下来我们评选了“创意小明星”五名，
并为他们颁奖，孩子们为自己的各种能力在综合实践活动中
得到了提高而高兴，老师为活动见实效而欣慰。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五

综合实践活动是现代教育中的个性内容、体验内容和反思内
容，与传统教育片面追求教育个体的发展、共性和知识有所
不同。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1教学内容所涉及学科

2年级：

3、类型： 课堂教学设计、主题活动教学设计、学段教学设
计

4、学时数： 分钟(天数)

1、活动背景：(简要分析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学生已有知识
经验及能力水平、活动产生的过程等)



2、活动目标：(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三个方面着重说明个人对活动的认识、理解及分析)

3、活动分析：(根据课程标准的规定，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
和本班学生水平分析活动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4、活动策略：(说明案例设计者是如何根据本活动主题及其
目标确定活动指导思想，如何设计活动方式，如何对学生进
行评价)

(采用下述的表格式描述，尽量采用写实的方式描述教学过程
的.真实情景，尽量将教学中的关键环节以及教学过程中某些
值得注意和思考的现象和事件描述清楚)

1、反思不仅要总结本次教学活动的优点和成功之处，也要注
意指出本次活动激发的值得研究的课程问题、具启发意义的
事件或教学实际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并就这些问题做出自己
的思考，重在通过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改进方法。

2、反思要突出重点，不一定面面俱到，建议采用小标题的方
式提点反思的几个方面，不宜太多。要注意在事实的基础上
加以总结和提升，不要单纯罗列事实和现象。但理论的总结
又要注意语言通俗简明，并利用本次教学活动的具体证据来
论证，不要长篇大论地引用他人文章，或脱离具体教学活动
做笼统的理论阐述。

附：教学资源、学生学习过程及典型成果(可选)

教学资源包括：学案、课件及其他教学相关资源。

学习成果包括：学生课前、课上或课后搜集的资料;学生活动
过程的图片等;学生的典型作业或制作的各种作品。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六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除了
在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领域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创造之
外，还要通过美育，实现自身的美化。席勒把美称为“我们
的第二造物主”，肯定审美教育对人的塑造的积极意义。教
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过上美的生活，度过美的一生。
然而因为两点一线的生活，因为繁重的学业，学生的眼睛很
少能看到美，学生的心灵很少能感受到美！美，对于学生来
说，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对美的理解，过于简单
狭隘。七年级第三单元中的《春》、《济南的冬天》等几篇
美文学习后，我忽然想，何不让学生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
自己去寻找美、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呢？在寻访中感受
美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观察大自然，感悟社
会生活，欣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获得对美的认识与理解。

让学生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寻找美、发现美、欣赏美
和创造美的过程中感受到美的魅力，使学生内心自然产生对
美的向往和追求。

培养学生的资料搜集能力、动手实践、综合运用、开拓创新
等各方面的能力。

一、学习课文《春》《济南的冬天》后，引出“寻访感受



美”这个主题。请学生谈谈自己对“美”的认识。教师只需
作简单的引导，目的只在于开阔学生眼界，引导学生多角度
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可介绍学生阅读朱光潜的
《谈美书简》。）

二、学生带着疑问上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方面
的专家后再请学生谈谈对美的新的认识。

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寻找合作伙伴。

四、小组确定研究方向，制定计划方案，部署好各自的任务。
如寻访感受的是文学艺术的美的学生，可以分工合作，可分
为美的散文，美的诗歌，美的戏剧，美的小说；美的绘画作
品，美的音乐作品等。可以整体把握，也可以专攻一个小主
题，例如专门查找一些美的绘画作品进行分类研究。由学生
自己定向，自己制定，自己把握。教师只是适当时候给予指
导。

一、小组成员按照制定的方案或单独行动，或集体行动，开
展实践活动。

一、选出班会小主持人四名，到各组了解情况后，将班会的
流程设计好。准备好几盒优美的古典曲子磁带在班会时播放，
营造良好的艺术欣赏氛围。

二、邀请部分家长、任课教师参与班会活动。有条件的话还
可以邀请大学里教美学的教授参加，对学生的研究成果进行
评价。

三、班会上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展示成果。



四、请学生自由上台发言，谈自己参加此次活动后的感受。

五、家长自由发言。

六、师小结寄语。

1、个人评价。

2、小组评价。

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职业活动为思考对象，对自己在职业中
所做出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
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活动前的准备重要，
某种意义上说，活动后的反思更为重要。将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过程中的得失记载下来，教师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在认真的
总结反思中得到提高。

综合实践活动二十四节气谷雨教学设计篇七

1、通过活动，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廉洁，什么是诚信，使廉洁
之风走进校园，从小培养学生的廉正意识，增强自觉性，从
身边小事做起，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2、培养学生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
修养，做一个诚实守信、正直无私、自律自强的好孩子。

收集有关古今中外廉洁自律的故事。

一、明确廉洁、诚信的涵义，寻找生活中的小事引入主题。

二、故事引入，敬廉崇洁。

1、讲述故事《公仪休拒鱼》（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内容）树立



廉洁意识。（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就送鱼给他，他拒而不
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
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
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我
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自己从此就买不
起鱼了，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我还能再吃得
到鱼吗?因此，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2、师：听了这个故事，你想说什么？你还知道哪些这样的故
事？讲给大家听一听。

3、交流故事。（如：一身清白的于谦；周恩来无私奉献；包
公刚正不阿……）

三、联系生活，辨析行为。

1、创设情境，打开话题。

2、组织学生发言。

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