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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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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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藤野先生

本文分层依据：第一部分：在东京

第二部分：在仙台

第三部分：离开仙台后

添改讲义——认真负责治学严谨

纠正解剖图——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教学认真

关心实习——正直热诚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

了解裹脚——求实精神能以公正心来对待弱国学生，而且给
以极大的惯性和帮助

本文记叙线索：“我”与藤野先生的交往(明线)

“我”的爱国感情的变化(暗线)



清国留学生：不学无术，附庸风雅，思想腐朽

“实在标致极了”：反语，表达了强烈的愤懑、讽刺之情。
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厌恶讥讽和轻视。

何尝不：反诘语气，加强肯定

酒醉：表达了对愚昧麻木的人的痛恨

竟：饱含了对先生的歉意和自责

鲁迅对中国人的态度：哀其不辛，怒其不争

日暮里：勾起了鲁迅家国之愁思

水户：这是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的抗清志士朱舜水的客
死之地。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鲁迅作为弱国子民的辛酸，也是他强
烈民族自尊心的体现。

所以……当然……：用来强调，作者有意以反语的方式揭
示“爱国青年”的荒谬逻辑，表达了对这种谬论的愤恨和抨
击。

刺耳：“万岁”欢呼，极大地刺伤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

……虽然……：倒装转折复句，强调了藤野先生留给我的深
刻印象——伟大。

第二课我的母亲胡适

文章回忆了作者童年、青少年时期，母亲严格要求和深情关
爱下成长的几件事，表达了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和感激之情，
赞美了母亲优秀的品格。



本文分层：

一、(1-4)我的性格特点和童年生活

二、(5-12)母亲对我的管教

三、(13)母亲对我的影响

第二部分：

对我学习上的督促

严厉的管教的方法

犯错的严厉惩罚

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除夕打发债主

与嫂子们的相处，及如何处理她们的矛盾

母亲受到人格侮辱的反应

前三段内容并非闲笔，既为下文写母亲做了铺垫，又于文末
相呼应。

母亲为人：仁慈温和，严父慈母，克己谦让，宽容善待，很
有刚气

教子：严格

“与嫂子们的相处”：写了母亲的以身示范对“我”的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不仅写了言传，更写了身教。



如果……如果……如果……：用假设表现自己已经具备的美
德，表现了他不溢美，不自夸的品质，也符合自传的语言特
点。

不能不：双重否定来肯定“打了一点底子”，既表明态度，
又不是很绝对。

主谓句是由主谓短语构成。

动词主谓句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做谓语

形容词谓语句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做谓语

名词谓语句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做谓语

主谓谓语句由主谓短语做谓语

非主谓句是由单个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短语构成的

动词非主谓句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构成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由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构成

名词非主谓句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

第三课我的第一本书牛汉(七月诗派)

爸爸对我的关心，同学之间的友谊

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

生活的艰辛，人间的温情，上学的乐趣

快乐和梦幻：1跟小动物在一起(人和狗之间的默契和情趣)



2跟父亲相处(父子之情)

3同学朋友之情

父亲摸摸我头上的“马鬃”：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和听
到儿子取得好成绩的欣慰

父亲深深叹着气：一方面对儿子的做法表示赞同，也为乔元
贞家的贫困表示同情

人不能忘本：双关，字面意思指书本，更是指人生成长过程
中最有价值、最基础最初的东西。

人物：“我”、父亲、祖母、乔元贞、冯百成、“狗”

作者写“第一本书”的态度：崇敬，珍爱

注解：1选自《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

第四课列夫·托尔斯泰茨威格

本文结构：一(1-5)托翁的外貌特征(比喻和夸张联用，使得
画面气韵生动，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想。多用抑笔)

二(6-9)托翁非同寻常的眼睛(高度赞美)

托尔斯泰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

段落大意：

1须发特征2脸部轮廓结构3面容表情

4长相平平，是俄国普通大众的一员5拜访者对他的外貌表示
失望



6犀利的目光7富有感情8眼睛的威力

9缺少幸福

眼皮一睁开，这对眼睛就必然毫不含糊，清醒而又无情的追
寻其猎物来：表现托尔斯泰用眼睛观察社会、人生、时代，
并揭示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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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素描还是第一次，要求学员掌握基本笔调和判断观察能
力，通过五天实物写生达到初步要求，但这些还很不够，仍
需要努力学习。对此，宫老师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指导，
并指出学员们在构图中的错误予以纠正。并向大家介绍中外
画种和各自艺术风格，这是初步接触美术理论和绘画知识，
对此，迟中水老实说，通过几天学习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
应该热爱本职工作。

迟中水老师很幽默，因此班级就充满了活跃气氛，虽然都是
初次见面，却像单位熟识的同事一样没有一点陌生感，宫老
师读笔记他没有记录下来时便像学生问老师那样：“宫老师
你再说一遍?”引得学员们发笑。他自己却显得若无其事一副
认真的样子。一会便又对宫老师说：“宫老师我得补上前一
天的笔记。”宫老师就说：“昨天的教案没带来，下课你抄
别人的吧。”看到他执着学习的样子大家都笑了，可他却很
严肃。今天他坐在椅子上一副端庄的神情，极有耐性的为两
名学员做模特，一整天都是这样，并不时指出对他绘画中的
缺点，为他绘像的学员说：“我们的‘场外指导’也行
了。”于是大家便都笑，就连趴在门口看绘画的几个学生也
忍不住的笑起来。

两名学员画完他的肖像，他自己对绘画的优缺点给予评价，
你说迟中水老师有意思吗?



初步接触石膏像，线条与观察能力还欠功夫，宫老师要求目
前要能抓住肖像的轮廓和特征，它是掌握油画的基本要素。
迟老师也很认真，并说：“这画真难画。”并不时的勾勾抹
抹。宫老师告诉他：“应该观察好石膏像的光源和背景，初
次绘画会存在困难，经常学习反复实践自然有所提高。”他
连连点头，俨然一副领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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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恩施州课内比教学活动。

《喂——出来》选自于八年级下册的第三单元，本单元的学
习主题是“人与自然”，学习本单元就是要在理解课文内容、
熟悉科学文艺作品特点的同时，树立环保意识。

回顾今天的整节课程，我将简单地从以下几点进行反思。

反思一，突出重点，让目标更明确

本次教学设计我主要采用了板块教学法，也就是将整个教学
过程分为“(初读)理精巧情节——(再读)品精妙标题——(精
读)赏精彩片段——(悟读)明精深”四大板块，每个板块之间
都相互联系、连为一体。这样既符合了学生由浅入深的学习
过程，也遵从了教学中循序渐进的原则。

根据单元教学目标，我所确立的教学目标包括理解文章深刻
的;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获取文章信息;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
特别是在文章主题的选择上，本文除了本次教学中已经解决的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外，还有人性的复杂、多元化
等主题值得我们探究。但是，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对“人性”
等主题进行挖掘，不太符合学生的认知情感以及认识规律。

因此，我重点选择了“人与自然”与学生共同探讨，并通过
这次课，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并使



学生从情感和认知的角度树立环保意识。

反思二，突破难点，让领悟更深刻

根据新课标关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要求来看，学生应该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快速的阅读方法(课标中要求学生的阅读
速度是500字每分钟)，同时能够有效地从阅读中提取重要的
讯息。

因此本次课中，我重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从读的方式上
有默读、速读、跳读、自读等，从读的过程上看有初读、再
读、精读、悟读，实际教学中，学生对这些阅读方法的掌握
情况是比较好。

本次课我还将一般的小说教学中容易忽视掉的标题，拿出来
跟学生进行探讨。总体而言，学生还是准确地把握了文章标
题和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文章标题要切合文章内容，
帮助读者理清阅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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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八(二)班同学一起学习了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第二课时)。本课要求学生认识在当时的情况下陶渊明
的社会理想，了解他借“世外桃源”这一虚构的故事表达他
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对摆脱压迫剥削的要求。课堂正一如既
往地进行着，一位女生突然举手发问：“老师，到底有没
有‘桃花源’哪?”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等我回答，学生们已争论开来：“我认为
‘桃花源’不存在，渔人作了标记，按标记去找却找不到了，
说明它不存在。”一个男生先发表意见。不待其坐下，又一
个学生噌地站起来，“桃源人听了渔人的话‘皆叹惋’，他
们不想被外人打扰，可能破坏了渔人的标记。”“那记号能
毁，小溪能毁吗?顺着溪流走到尽头就应该能找到，找不到就



说明不存在。”新来的罗甫红说。“就是，如果存在，太守
能不知道它在哪儿吗?县里就那么大地方，县里人成天砍柴、
打猎、捕鱼，哪里有什么，他们能不知道吗?”“书上说‘山
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不易察觉，不易被发现。”正
在争论，一个细心的女孩又找到了新的依据：“文中有一句
话——‘便扶向路’，就是原路返回，那说明他记住了路，
最终却找不到，暗示着桃花源不存在。”“还有，东晋时期
战乱纷起，民不聊生，而桃花源却山清水秀，生活富足，和
和睦睦，怎么可能?象做梦一样。”一贯善于思考的刘宾
说，“老师，这是否就是陶渊明的一个梦呢?”

“梦?”我一时间感慨万千，陶渊明生活在战乱纷起的环境里，
他渴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战争，人人各尽所能参加
劳动，老人孩子幸福愉快的社会环境，而在当时这样的理想
是无法实现的。这可不就是他的一个梦呀!

这篇课文选入课本多少年了，我教读此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教学内容、教学程序早已烂熟于心：朗读——理解大意——
介绍写作背景，一年又一年，从没有听到如此激烈的辩论、
如此新奇的想法，今天的课堂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准备好
的“写作背景”“写作意图”比起“梦”这一精辟概括如此
地苍白无力。由这件事我反思了自己的教学行为，这几年教
材一换再换，可那几篇名篇却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每讲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篇目，我几乎连书
也不用拿了，还美其名曰“有经验了”，可从今天来看，这
种经验难道不是一种负担，一种羁绊?因为它教会我“墨守陈
规”“不敢超越”。我再也不敢卖弄“经验”了。

教学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
研讨、反思，对教学中的得与失及时总结分析，方可扬长避
短，有的放矢，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十几年中，我在教学
八年级语文时，注重对每一课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并让
学生整理成笔记，在复习时，根据已总结的各课知识点，学
生有序地进行复习，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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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阴沉的，太阳也不知跑到哪去了。眼前的情景，和我此
时的心情一样。

上午和妈妈大吵一架，甚至差点动起手来。泪花在我的眼眶
中闪烁着。最后变为泪珠，从脸颊划过。心里的忧伤，统统
压抑在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发泄。

带着这种心情离开了这个悲伤地，来到田野，眼前豁然开朗。
由浅绿变为浅黄的树叶在枝头飞舞着，好似想在自己最后剩
余的生命再展示自己独特的美。脚下踩着枯黄的树叶，穿梭
在田间小道。一阵凉风吹散了我的思绪。这时才注意到已经
秋天了。脸上的泪水也被吹干。只留下了点点泪痕。

‘‘啊————啊————”对着那收割稻子后残留的痕迹
的田野，大声的呐喊，把心里压抑的消极情绪释放了出来，
顿时感觉轻松多了，看着眼前情景，啊!好美!那青草和枯草
互相交织着，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澜的艺术画，而那神奇的画
家，就是我们大自然母亲了。

天，是那么的蓝，蓝的有些刺眼。秋，给了我忧伤，也给了
我解决忧伤的办法，秋的美丽呼应着秋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