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篇一

1.学习生字，积累词语。

2.熟读课文，读出诗的韵味。

3.体会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战胜种种艰难险阻
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初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关键字词的含义及其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课件、长征路线图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请大家回忆我们曾经学习过哪些描写红军长征的文章？你
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2.我们所了解的一般是用故事的形式来写的，而今天我们要
学习一首描写长征的诗，题目就叫做《七律•长征》。知道这
首诗是谁写的吗？是毛泽东。（板书课题）

二、解题，补充课外资料

1.同学们通过预习，查找了哪些与长征有关的资料？

2.学生汇报：

a.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般情况。

b.介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教师出示红军长征的路
线图及相关图片。

c.介绍这首诗的体裁。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言，就是字，每句有七个字。

3.教师小结：非常感谢同学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资料。通过
同学的介绍，我们知道这是一首七言律诗。那么，现在我们
自由读读这首诗，体会诗的韵律与节奏。

三、诵读品味，领略诗境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诗里面有2个生字，我们来读一下。（指导运用多种方法识记
生字）

2.教师从节奏、重音、韵脚、感情几方面指导读。

3.借助多种形式的读，读出诗的意境。

四、再读诗句，质疑解疑

1.这首诗我们已经读得很好了，那么在这首诗中，有许多山
名和水名，大家发现了吗？请你标注出来。

2.那么这些山和水在哪儿呢？（教师指图讲解）

3.还有哪些地方不理解，可以提出来。

五、总结

红军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行军二万五千里。就是在平地上
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何况还要翻越那么多的高山大川，
再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几十万敌军的追赶、拦截，这
长征真是太难了。那面对艰难险阻，红军战士怕了吗？下节
课，我们继续学习。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我们先来看一段录像。（课件播放长征场景）看过这段录
像，大家想到了什么呢？

2.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长征途中那一幅幅壮阔的画面：那
五岭、乌蒙山上飘扬的红旗；那金沙江畔回荡的欢声笑语；



那泸定桥上的斑斑血迹；还有那千里岷山映照着的张张笑脸。
我们继续学习毛泽东的这首诗——《七律•长征》。

二、读诗

1.请大家把诗读两遍。

2.指名读，指导读，齐读。

三、讲诗意

1.这首诗大家已经读得挺好了，那么这首诗什么意思呢？先
自己练习讲一讲，然后几个人再商量商量。如果还有不明白
的地方，一会儿可以提出来。

2.汇报。（一个人完整讲，其他人补充）

3.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可以提出来？（学生置疑）

重点理解：“腾细浪”“走泥丸”“暖”“寒”。其
中“暖”和“寒”，教师可以结合两次著名的战斗，帮助学
生理解。

4.谁来把这首诗的意思完整地讲一下？

四、感情诵读

1.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进一步体会红军战
士不怕艰难的英雄气概。（放《长征七律歌》）

2.大家练习把这首诗有感情地读一读。（指名读、范读、齐
读）

3.这样壮丽的诗篇，我们应该牢记在心中。大家练习把它背
诵下来。



4.我们一齐背诵一下。

五、总结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篇二

七律  长征教学目标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2、
理解诗意，感受毛泽东及其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英勇豪迈的气概。教学重点理解诗意，感受毛泽东及其中
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豪迈的气概。教学难点
理解诗意，感受毛泽东及其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英勇豪迈的气概。一、知诗人，解诗题，导入新课。1.了
解作者毛泽东主席。师：对本诗的作者毛泽东主席，同学们
并不陌生。谁能用简练的语言，为大家介绍一下你所知道的
毛泽东。指名学生结合课前收集的信息说一说。2.回顾学过
的课文。师：还记得我们学过哪些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吗？指
名学生说一说。3.简介本课时代背景。师：对长征你有哪些
了解？结合资料袋提供的信息说一说。（时间、经历的省份、
山水、一些重要的战斗等）指名学生说一说。 师小结：
（出示红军长征路线图）二、读诗文，晓诗意，感悟语言。
（一） 初读诗文，感知大意。1.学生自由读诗文，思考：这
首诗写了什么？指名学生交流。2. 按照学习提示自读自悟，
同桌之间合作学习。师：这首诗描写了红军长征历经的千难
万险，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课文是
怎样具体生动描写的呢？（课件出示学习提示）3.交流自读
自悟的成果。师：同学们通过朗读、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
诗的理解，请大家大胆展示自己，说说你读懂了什么？指名
学生说一说。（二）精读诗文，领悟意境。1.学习"红军不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a.诗中哪个词表现出红军英勇无
畏？b.学生交流自己的见解。c.品读此句诗。2.学习"五岭逶迤
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a.这样连绵不绝的五岭在红军眼
里像什么？  b.讨论"腾"能否换成"流"？  c.如此磅礴的乌蒙山
在红军眼里像什么？d.讨论"走"能否换成"跋"？  c.品读此句诗。



3.学习"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a.课件出示金沙
江的画面，师简单讲解巧渡金沙江的故事。b.体会"暖"字表达
的情感。   c.课件出示飞夺泸定桥的片断，学生默读相关资
料。  d.体会"寒"字表达的情感。 e.品读此句诗   4.学习"更
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a.这句诗写出了红军怎样
的心情？从文中哪儿可以看出？ b.学生讨论交流。  c.品读此句
诗。三、诵诗文，悟诗情，拓展提升。a.齐读诗文，体会全诗
表达的情感。b.播放《长征》歌曲。听歌后，你仿佛看到了什
么？ c.交流感受。   d.全体起立齐诵《长征》。

板书：

七律  长征

毛泽东

远征难      只等闲

五岭        细浪       英   乐

大渡河      寒         概   义

岷山        开颜教后记：课前参与反思。

学习这首诗之前先让学生自己给自己提些有关长征的问题，
如长征的起因、经过、结果，红军长征中遇到什么困难等，
关于作者毛泽东，自己想了解什么，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又
想知道什么等。然后引导学生在问题提出后自己如何主动解
决，实在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可请教他人。学生通过查找资料
主动阅读长征的有关资料，教师借助多媒体创设动人情景，
让学生观看《长征》纪录片，以及电影《万水千山》。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制成多媒体课件，突出“五
岭”“乌蒙山”“金沙江”“泸定桥”等。其次，引导学生



回忆已经学过的有关长征故事的课文，激活头脑中原有的表
象和体验。

2.课中投入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教师可先让学生自己明确学习任务：在学生充
分自学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抓住毛主席在《长征》一诗中的
中心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提问：红军
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他们又是怎么乐观地去克
服它们的呢？根据自己搜集准备的大量关于长征的资源，让
学生充分感悟诗句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读自己喜欢
的诗句并说说自己的体会，并逐步达到熟读成诵，完成自己
提出的学习目标。

最后教师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
传队。这是对长征的高度评价。如今，我们已不再要走二万
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了，但新的世纪，新的挑战，在新的长征
路上，我们仍然需要长征精神。

3.课后及时反思。

让学生通过上网查找选择一首读一读，想一想：毛主席在这
首诗中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关于长征你还想知道什么，
进一步让学生上网查找有关内容，丰富课本知识，还可以把
后面练习上的有关长征的内容提前来学习。这样同学们对长
征的起因、经过、结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长征》这
首诗理解得更加透彻，情感更加投入，学生从中受到的教育
更加深刻。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篇三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写成的长诗，真实反映
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饱经沧桑的历程以及
红军将士爱国、作战、生活、意志和信念等方面的伟大品质。



诗中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凸显了长征的顽强和
团结，而“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岳神仙也泯然”的豪迈气魄，
更是表现了长征的刚毅和决心。这种顽强的精神，激励了长
征途中的红军将士坚强前行，早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段：诗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

毛泽东在诗中借助神话传说，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以壮美
的诗篇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如“拉开了战幕锤炼了
忠诚，七十万民众建立了基础，巍巍我方峰峦壮丽他方山
河”等等，这些描写表达了中国人民在生死存亡中的坚定信
仰，阐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难时刻的爱国主义情怀。

第三段：诗中所呈现出的思想内涵

《七律长征》诗篇中，毛泽东运用了诗歌艺术的手法，呈现
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毛泽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言：“盛开
在灵魂的荒野上”的句子，回应了自己的信仰，也凸显
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胜利”的思想内涵。诗中的“红
旗漫卷西风，人民解放军万岁”则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反抗
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走向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念。

第四段：诗中所蕴含的审美情趣

《七律长征》诗篇的语言简练，意蕴深刻，体现出毛泽东敏
锐的诗意审美。他在思维中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人民力量的
赞叹和推崇，描绘了革命平民英雄的形象，运用超出常规的
视角，将事物转化为意象，达到诗意上的完美。

第五段：诗中所独特的艺术风格

《七律长征》这首诗，简朴的语言，广阔的视野，独特的艺
术风格，让读者对革命的推动、革命领袖的精神力量以及人
民战争的胜利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诗歌中吟咏的是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壮丽，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
爱戴，也折射了对亲历长征的红军战士的爱护和尊重。这种
对革命的热爱、对工农士兵的深厚情感、对过去的追忆和对
未来的展望，在这首爱国的诗篇之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而成为一篇向上向善、展现人性光芒的佳作。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篇四

七律长征诗是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9月到1936年10月间，带领
红军进行长达一年多跋山涉水的长征过程中所创作的长篇诗
歌。它概括了长征以及红军的全部事迹，从壮烈的战斗到艰
苦的生活，生动地描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和毛泽东同志的领
导力。在今天，它仍然被视为中国诗歌的珍品和文化遗产。

第二段：长征诗中的思想奋斗

长征诗不仅仅是一首表现壮烈事迹的诗，更是表现了我党的
思想、指引党员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文章。长征诗中包含的
思想令我深感震撼，我看到了革命者在艰苦的斗争中的坚持
和勇气，看到了他们为了革命信仰、新世界的到来而付出的
追求和牺牲。长征诗中的思想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不断前
行。

第三段：长征诗中的文学价值

毛泽东同志在写长征诗的时候，不仅深刻地表达了革命之火
永不熄灭的信念，还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语言，将抽象的
思想变成了浅显易懂的形象语言，赋予了伟大革命精神以深
厚的艺术气息，使长征诗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在语言、
形式和意义上，长征诗都达到了一个高度，成为了一件不可
多得的文学杰作。

第四段：长征诗对今天的启示



七律长征诗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被演绎得非常深刻。它告诉我
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告诉我们，要始终坚持真理，只
有坚守真理，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长征诗也告诉我
们，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具备坚定的信仰根基、过人的智慧、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眼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启示。

第五段：总结与感言

长征诗是一首永不过时的经典佳作，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都
非常深刻。我们要学习长征诗，深刻理解其中的思想和精神，
将其融入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继承革命
的火种，将革命、爱国、奋斗等精神传承下去。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让红军长征胜利的荣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七律长征中你体会到了篇五

七律长征诗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十年文
化大革命时期最伟大的诗歌之一”。这首诗歌的创作者是毛
泽东，他在长征途中写下了这首充满激情和壮志的诗。七律
长征诗有七个节拍，每个节拍七个字，形式上呈现出极大的
铺排感和震撼力。这首诗歌的主题大气磅礴、深邃神秘，传
达出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寄托。

第二段：诗意的江山——解析七律长征诗的意义和价值

七律长征诗写出了人民军队的英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描绘
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感人的故事。它充满了中国式的豪迈气
概和浓郁的爱国情怀，是一座挺拔的高峰和一首力量的赞歌。
在七律长征诗中，毛泽东将自己与革命、与人民相融合，表
达了以民族自强为己任的伟大信念，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七律长征诗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力量，更代表了建
国后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风貌。

第三段：诗意的号角——探讨七律长征诗的艺术特色和表现



手法

在七律长征诗中，毛泽东利用鲜明而又深刻的意象和形象神
秘感，展现了革命的激情和力量。他用略带抽象的诗句塑造
了诗歌内核，既有宏阔的天地，又有细节的描摹。毛泽东运
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包括比喻、象征、对仗等，让七律长
征诗显得表达深刻而不浅薄。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形式的
变换，使得七律长征诗在文本层面上拥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和
阐释。

第四段：诗意的感受——探究七律长征诗对读者的影响和启
示

七律长征诗具有非凡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它通过革命的
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奋斗，
引领着我们凝聚起信仰与勇气，为祖国和人民的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七律长征诗教给我们，任何时代，最重要的还是
信仰的力量。在困境中保持信仰，以自己的努力为民族复兴
贡献力量，这便是人民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最强大的武器。

第五段：诗意的传承——对七律长征诗的思考和展望

七律长征诗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杰作，更是人民心中的记
忆和信仰。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传承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七律
长征诗这种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续滋养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铸就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信念和力量，为推动新时
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