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优
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书写有
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1、理清故事情节，体味关键语句。

2、感受并学习主人公的精神品质。

体会作者表达的颂扬之情，通过默读、重点朗读，体味关键
语句，认识人类挑战自身，实现生命价值的伟大。

1、分小组搜集南极和有关南极探险的资料。包括南极的地理
位置、自然环境、物种、矿产资源、科学研究，写成解说词，
并配上电脑。课件。

2、预习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课前播放南极探险歌曲，使学生进入情境。）

一、预习汇报

有人说，天上最难的事，是太空旅行，地下最难的事，是叩
访南极。千百年来，南极一面向世人裸呈着自己冰肌玉骨、
绝世无双的美丽，一面你一起层层兵张，酷冷回绝了人类无
数次好奇的拜访。你想揭开这充满神奇色彩的冰雪王国的面
纱吗？你想一堵她的卓越风姿吗？那就请快快登上我们



的“南极号”极地油轮，跟我们的导游们，一起开始我们神
奇的南极之旅吧。

（展示南极风光，南极动物等图片或录像，配上字幕，音乐，
导游解说）

第一位导游：各位游客朋友，请往前看，南极大陆已经在向
我们招手了，下面现有我给大家介绍有关南极的地理知识：

南极点位于南纬90度，南极洲的面积为1400万平方公里。大
部分区域常年被冰雪覆盖，被人称为南极冰原或白色沙漠。
即使在夏天，也仅有5%的无冰源覆盖的裸露基岩，称为无冰
区或白色沙漠的绿洲，白色沙漠的绿洲是南极陆地、淡水生
物的主要栖息地。正是这些生物给南极这块凄凉冷漠的大陆
带来了生机。

第二位导游：我来讲南极的自然环境：

南极的自然环境有五大世界之最：

1、南极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大陆，年均气温为零下25摄氏
度——零下89.2度。

2、南极是世界上冰雪贮量最多的大陆。

3、南极是世界上最干燥、海拔最高的大陆。这是地球上最后
一块未被开发的大陆。有着世界上最干净的水，土和空气。
但也无处不隐藏这致命的危险，如：奇寒，杀人风，冰缝，
白色沙漠，移动的岛屿、乳白天空、雪盲。

第三位导游：来到南极，拜访这里的主人是不能少的：

先看看企鹅岛上憨态可掬的企鹅。他们早已在伸长脖子在企
盼我们的到来。南极有七种企鹅，现有1.2亿只，占世界总数



的87%。

南极大陆生物稀少，然而，围绕南极大陆的海洋——南大洋，
栖息着数千种海洋生物。开发利用南极的海洋生物资源，将
是人们研究南极首先得到的经济效益之一。

师：各位旅客，这次愉快的南极之旅即将结束了，在旅行中
我们既饱览了南极风光，还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那么，是
谁揭开南极那充满神奇色彩的冰雪王国的面纱呢？（勇敢的
探险家和科学家）

二、导入

是的，南极，这块被冰雪包裹的圣洁之地，曾留下了一批批
勇敢的探险家的足迹，但是，也有许多探险家因为气候或条
件的不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
为探索南极而献出生命的勇士们。

由此引入本文课题（展示图片引入题目）

三、学习目标（展示）

1、理清故事情节，把握关键语句。

2、感受并学习主人公的精神品质。

四、整体感知故事情节

展示图片，配入风雪交加的背景音乐（倾听雪暴声）

1、概括的谈谈，本文写了什么内容？（展示问题）

写了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和它的队员在探索南极的归途中悲壮
覆没的故事。



2、根据图片概括复述故事情节。（加入音乐）注意环境描写。

（1——3）满怀希望奔向南极无限失望登上归程。（每复述
完后打在图片上）

（4——7）归程途中危险骤增埃文思发疯死去。

（8——10）奥茨越来越走不动走向暴风雪迎接死亡。

（11——16）三位英雄集体死亡却不哀叹任何困难。

五、研读课文

1、大家看课文的题目：“伟大的悲剧”，悲剧是以悲惨结局
结尾的故事，既然是悲惨的故事为什么蕴含着伟大呢？二者
以看似矛盾的词组合成课文标题，对全文的情节和意义起了
什么作用呢？（展示题目）

2、我们先从悲处入手，本文的悲剧之所以悲，体现在斯科特
探险队之行的那几个方面？（展示斯科特探险队）

生：因为他们后到达南极。

师：从文中的那些地方可看出？“无垠的雪地上的一个小小
的黑点”

师：他们这时是什么心情呢？战栗了。

生：不得不为阿蒙森一行胜利者作证。

师：体现在哪？（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的去屡
行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
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师：此时，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展示作证之悲）



生：他们在归途中全都牺牲了

师：为什么牺牲了？（遇到险阻）都面临哪些困难？（线路
固定、精力缺乏、寒气逼人、燃料太少）

因此，他们斗不过这些归途中的困难，壮烈牺牲了。（死亡
之悲）

生：这篇文章能够流传至今，本身就说明了世人对他们的怀
念和对他们离去的悲痛。（世人之悲）

生：悲壮，因为虽然他们上演了一幕悲剧，但作者也认为他
们是伟大的。

师：很好，这就谈到了题目中的伟大二字，鲁迅先生
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遭到毁灭的
仅仅是斯科特一行人的肉体，生命，而他们的精神确是有价
值的，是伟大的。所以文章充满了悲壮的情感。

3、那么大家就讨论一下，从文中找出斯科特一行的伟大之处，
并有感情的朗读出来。

（学生分组讨论）

（学生边朗读边展示画面，加入朗读内容）

一组

代表回答：a我们组认为

第1段：“1912年1月——几乎已经完成。”

第5段：“当初他们一想到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是人类的不朽事
业时，就有超人的力量”。表明了斯科特他们对探险事业的



深深的热爱。（充满骄傲）

我补充一下，斯科特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表现得十分勇敢，当
他们与死亡抗争时，当他们一个个牺牲时，没有一个害怕，
如：

第11段：“三个人在小小的帐篷里同注定的死亡进行了八天
的斗争，3月29日，他们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奇迹能拯救他们
了，于是决定不再迈步向厄运走去，而是骄傲的在帐篷里等
待死神的来临，不管还要忍受怎样的痛苦。他们爬进各自的
睡袋，去始终没有向世界哀叹过一声自己最后遭遇到的种种
苦难。”

第13段：“斯科特海军上校的日记一直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
息，记到他的手指完全冻住，笔从僵硬的手中滑下来为止。
他希望有人会从他的尸体旁发现这些能证明他和英国民族勇
气的日记。正是这种希望使他能用超人的毅力把日记写到最
后一课。”（低沉有力）

总结：这一组同学领会到了他们勇于探索，为事业献身的崇
高精神，现在请同学有感情的朗读我们刚才谈到的段落句子。

（展示相应的画面及语句配音）

二组

代表回答：我们讨论后发现，文中最感人的是奥次走出帐篷，
走向死亡这一节。

第10段：“奥茨突然站起身来，对朋友们说：“我要到外边
区走走，可能要多呆一些时候。”其余的人不禁战栗起来，
谁都知道，在这种天气下，到外面去走一趟意味着什么。但
是谁也不敢说一句阻拦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手去向
他握别。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感觉到：劳伦斯。奥



茨——这个英国皇家近卫军的骑兵上尉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
死神走去。”（高昂中有着颤抖）

总结：奥茨为了同伴而舍弃自己的生命，这叫集体主义精神。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相处也需要这种精神，比如大家都
生活在我们的班集体中，就需要有顾全大局的思想，有团结
合作的精神。

三组

代表回答：我们组认为，斯科特他们很诚实，守信用，如果
斯科特等人是爱耍赖，不守信用的人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销
毁阿蒙森留下的痕迹，而取代“世界第一”的资格但他们没
有这么做。毅然决定为阿盟森作证，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他们仍然去做，所以我们认为他很守信用。课文第二段，
特别是结尾部分都是写的这种痛苦。

第2段：“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的去屡行这一最
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
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声调低沉，表现
一种痛苦）

四组

代表回答：我们组认为斯科特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热爱亲
人，热爱朋友，甚至临死前，奠基的`始终是祖国，朋友，而
不是自己。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一种伟大，课文12段
谈到这个问题。

第12段：斯科特海军上校会想起了与自己有关的一切，因为
只有在这种未被人声冲破过的极度寂静中，他才会悲壮的意
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全人类的亲密情谊。但是在这白雪皑皑
的荒漠上，只有心中的海市蜃楼，他召来那些由于爱情、忠
诚和友谊曾经和他有过联系的各种人的形象，他给所有这些



人留下了话。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
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人写了书信。（低沉有利）

总结：同学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分析中，体会到了悲剧和伟大
的精神实质。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通过“追随探险者——悲剧”“畅谈探险者——伟大”“感
悟探险者——伟大的悲剧”“心中的英雄——精神永
恒”“悲中大爱——伟大的英雄”的环节设计，逐层深入，
步步升华，将感知、研读、探究、迁移、拓展、升华，有机
地整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完整的，流畅的教学流程。

从让学生话说身边的英雄起，到教师出示感动中国人物，再
到关注时事日本大地震，激发我们的民族精神，使学生的情
感得以升华。很好的实现了本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教师——学生——文本的对话过程贯穿整节课。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探讨、自主讨论并发言，学生有了许多出乎人意料
的发言，说明学生的思路打开了，思想情感已经进入了课文
情节，效果不错，很好地完成了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课堂一
直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总体来说，本节课采用通过形象的路线图的方式，以细节作
为突破口，既有了长文的整体感知，又有了细节突破，注重
教学的有机整合，这样的教学我觉得降低了难度，学生学起
来不会感到太困难。在教学上确实有了很多的突破，很多亮
点。从课堂效果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在长文该如何教方面，
给了教师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如该教师
在课后做的反思中所说，平日教学中应更加重视学生的朗读
训练，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以上是我对该教师对本文处理方
面的一点理解，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立志于“有效教
学”“生本课堂”的探索。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知识与技能：快速默读课文，理清故事情节，体味关键语句，
体会作者感情。

2过程与方法：自主阅读合作探究主旨。

3情感、态度、价值观：激起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团结
合作、勇于牺牲的精神。

重点：理清情节理解内容

难点：体味关键语句，体会作者表达的颂扬之情，

一课时。

教师可利用图书馆或网络查阅有关南极探险的资料，有条件
的地区可在课前播放关于南极恶劣天气或人类南极探险的录
像资料，让学生对南极有进一步的了解，为学习课文做好准
备。

本课生字词较多，学生要提前预习课文，为朗读、复述课文
做好准备。

（一）导入

只要对南极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在南极南纬90°设立的
科学实验站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是为了纪念最早到
达南极的两名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当年
他们各自率领一支探险队，为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到达
南极而进行激烈的竞争。结果阿蒙森队比斯科特队早到达极
点近五个星期，并顺利回到挪威，斯科特等五人却长眠在茫
茫的冰雪中。而作者茨威格并没有为胜利者阿蒙森作传，而
是把目光投向斯科特，对英雄的赞叹溢于言表。历史上都是



为胜利者歌功颂德，为什么作者对斯科特表达了崇高的赞誉？
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答案。

（二）整体感知

检查预习“读一读，写一写”

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理清故事情节

出示问题组：

a．本文写了什么内容？哪些细节最让你激动难忘，说给大家
听。

b．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学生边读边圈点勾画，然后四人小组相互复述故事，再推举
一人在全班复述，学生相互补充，教师提示大家注意环境描
写的作用，帮助学生感知内容。课文中令人难忘的细节，让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找，并说出自己的理由。

1教师导学

这篇课文是非常感人的，研读好重点片段，也是对课文内涵
更深的理解。学生朗读课文重点片段，在朗读中深入体会作
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合作探究

问题组：

a．斯科特等探险队员们表现出人类怎样的优秀品质？具体表
现在哪些地方？



b．作者为什么给失败者斯科特作传？

c．斯科特一行人探险的意义是什么？

（小组讨论，共同研讨问题，引导学生关注课文中意味深长
的语句）

3教师小结

作者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来写了这个悲剧，颂扬一种人类勇
于探索的精神、为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和强烈的集体主义
精神。他们的精神让所有的人仰慕，给后人以精神的鼓舞。

教师导学：斯科特等人为人类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学习了这篇文章对你有什么启发？联系生活实
际讨论。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讨论。

教师可从团结合作、勇于牺牲的精神启发学生。

1积累字词句

2根据查阅的资料，写一篇读书笔记。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1.了解作者，积累词句，整体感知课文

2.理清故事情节，有感情的复述课文。

3.理解体味关键语句，体会“伟大的悲剧”的深刻含义。

4.感受并学习主人公的精神品质



教与学重点

体会作者颂扬的精神，通过体味关键语句，认识人类挑战自
身，实现生命价值的伟大。

教与学难点

理解体味关键语句，体会“伟大的悲剧”的深刻含义。

课时安排2

第一课时

一、情景导入：

展示有关南极风光、动物、探险等图片，使学生进入情境。
有人说：天上最难的事，是太空旅行;天下最难的事，是叩访
南极。千百年来，南极这个亘古长眠的世界一面向世人裸呈
着自己冰肌玉骨、绝世无双的美丽，一面以其层层冰嶂、酷
冷奇寒的肃杀之气凛然回绝了人类无数次好奇的拜访。

斯科特领导的英国探险队虽然成功地到达南极点，却没能够
平安归来，最后全军覆没，但他们的勇敢顽强精神和悲壮业
绩，在南极探险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历经艰辛，艰
苦跋涉，却没有将所采集的17千克重的植物化石和矿物标本
丢弃，为后来的南极地质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探险的日
记、照片，也都是南极科学研究的宝贵史料，至今仍完好地
保存着。为了让人们永远地纪念他们，美国把1957年建在南
极点的科学考察站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节课我们
就来学习《伟大的悲剧》。

二、学习新课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认识作者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
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
在法国结识了罗曼.罗兰、罗丹等人，受他们的影响。成为著
名的和平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传记文学和小说创作上。作品有
《三位大师》、《最初的经历》等。

2、读准字音，解释下列词语。

毛骨悚然毋宁吞噬

3、请简要概括故事情节。

(二)读出自我：

1文中的故事发生在哪一年?斯科特探险队是哪个国家的探险
队?共几人?分别是谁?

2先期到达极点的探险队是哪个国家的?

3斯科特探险队返回基地的途中他们遇到的主要危险是什么?

(三)重点赏读，质疑探究：

2.同样是南极探险，阿蒙森成功了，斯科特失败了。可是茨
威格这位著名的传记作家，为何不给胜利者阿蒙森作传，却
充满激情地为失败的斯科特写这悲壮的一幕?在文中，你能找
出体现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的句子吗?试着品读分析，谈谈
你的看法。

4.学习本文，你还有什么疑难或困惑?说出来，同学们能帮助
你

三、课堂练习：



分组合作，情感体验

3、假如你是一位作者，你会为谁作书立传呢?

四、迁移延伸：

1.你是如何看待失败的斯科特和胜利的阿蒙森呢?

我们该怎样面对呢

五、教师总结

?最后以三句话与同学们共勉：

(1)自己打败自己是最可悲的失败，自己战胜自己是最可贵的
胜利。

(3)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打倒

六、教后记：

学后记：

第二课时

教与学目标

1.通过默读、重点朗读，体味关键语句，认识人类挑战自我，
实现生命价值的伟大。

2.理解斯科特一行探险的意义及作者所表达的颂扬之情。

一、情境导入

“伟大的悲剧”，悲剧是以悲惨结局结尾的故事，既然是悲



惨的故事为什么蕴含着伟大呢?二者以看似矛盾的词组合成课
文标题，对全文的情节和意义起了什么作用呢?(展示题目)让
我们再次走进课文，体会“伟大的悲剧”的深刻含义。

二、研读赏析

(一)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文中令你感动的语句，然
后按“这句令我感动，因为它写出了”的形式，对这些语句
作一些品评。

师生共同品评

提示：在这里，作者站在斯科特的角度，表达了角逐失败后
的一种极度沮丧、悲哀的心情、但事实上作者本人并不这么
认为，理由是，作者为斯科特这个失败者作传，本身就说明
作者不同意“第一个到达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
不是”的观点。

中学语文伟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当然，教学是一门缺憾的艺术，对于本节课，我认为有以下
不足之处：

本次教学的主题是“散文教学”，散文的语言大多优美，值
得玩味。在教学这样的文章时，教师的课堂语言自然也应与
文章的语言相衬。而我，由于缺少平时的积累，“语到用时
方恨乏”，在以后的生活中要加强语言的积累，努力为学生
营造一个优美的语言环境。

散文本就应该通过朗读来体会主旨的，尽管在探究“伟大”
一词时我带学生品味了语言并进行了情感朗读，但对于散文
而言，这样的朗读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课堂的安排正好控制
在40分钟里，但40分钟里让学生读的时间不足10分钟，总以
为课堂时间的宝贵，宁可多作一点分析也不舍得花大量的时



间去读文本。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朗读中让学生心
领神会岂不比教师讲解灌输要好？！

一次比赛一步成长，一段经历一份收获！在教学的道路上我
们需要不断地反思，才能不断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