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
思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

1、品读课文，分析梁任公先生的人物形象，理解作者的评论
与感受，领悟文中深沉的文化底蕴。

2、学习文中人物描写的方法。    

教学重点、 难点：

1、 品文：即品赏文章，引导学生学习叙事中表现人物的方
法，引导学生学习旁批的阅读方法。

2、 品人：即评人物，重在关注人物的性格、品质。

教学方法：朗读法、探究法、讨论法。

教学时数：1课时

一、 演讲导入

以有关梁启超的课前演讲导入。

某某同学的演讲内容短小精悍，感情十分投入，可谓激情四
射，听了他的演讲，耳畔似乎仍激荡着 “少年智则国智”的



豪言壮语，那些超越忧患意识的激昂之言至今仍然激励着我
们，——《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是谁？对，就是梁启超，刚
才我们感受到的是某某同学的热血沸腾，那么激励我们一往
无前的粱启超先生，他的演讲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今天啊，
我们就要通过学习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来
领略大师的风采。

二、 知人论世

大家对梁启超都知道些什么呢？

梁启超：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
集》

梁实秋：散文家 文学评论家 翻译家    散文集代表作
《雅舍小品》

风格：风趣幽默 朴实隽永 

三、 品文品人

学生自读课文，领略大师风采，选择最能展现梁任公先生风
采的句子或段落进行圈点旁注。

大家都知道，梁任公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政坛风云人物，也是
学术界一位难得的才子，那么课文是从哪些角度对粱任公先
生进行描述的呢？首先请大家朗读课文，看看课文对梁任公
先生做了哪些精彩生动的描写？找出最能展现梁先生风采的
句子或段落对课文进行批注，读完后分小组讨论，各组派一
个代表在班上交流。

我要强调的是，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在读书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在书上做记号，边读边记录自己的阅读心得、阅
读评价，只有用心经历学习语文的过程，才能培养终身学习



的能力。究竟怎样在文章中做批注，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
我先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甲戌本《红楼梦》一直被认为是《红楼梦》几种抄本中年代
最早、也是最接近原本的一个版本。我们来看看胡适收藏的
这本书中，作者是如何记下自己的读书心得的。旁批举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屏幕显示：

由此看来，作批注无非就是记下自己的读书感受，接下来，
大家在书上找出最能展现梁任公风采的句子进行批注。

学生旁注，自由交流、教师恰当评价。

小结：从大家的交流可以看出，虽然梁启超的名气在于政治
维新运动，可是文章并未从政治家、思想家的角度来表现先
生，而是从他的学者身份，通过他演讲的神态、语言、动作
以及听众及作者的感受来表现其学识渊博、自由洒脱，用文
章的一句高度概括性的话来说——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文采
有热心肠的学者！

四、 质疑解难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解读完这篇文章，大家心中还有什么疑问吗？提出来我们共
同解决！

五、情景再现

通过刚才的合作探究，我们近距离地领略到了短小精悍、风
神潇洒、博闻强识、才华横溢、率真奔放、幽默风趣的梁启
超，大家能想象当时梁启超演讲的情景吗？大家想让梁启超
走到我们的教室中来吗？好，我们有请某某同学上台为大家
表演。



学生再现梁启超演讲的情景

过渡：大家的掌声就是对这两位同学的肯定，特别是某某同
学，简直可以用惟妙惟肖来形容，以后啊，我们还要多进行
这样的活动，要大力培养我们班的本土明星！

六、牛刀小试

写这位当时叱咤风云人物的一次演讲，可写的一定很多，可
以写当时清华园的轰动一时，可以写会场上的热烈气氛，可
以写此次演讲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等，但作者只选取了演讲
时的几个片断，抓住几处细节便把这位学者形象展现得淋漓
尽致，作者写人记事的方法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启示呢，如果
要表现某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表现呢？
（语言、行动、心理描写等）

好，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我们来一个实践，
（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请大家从外貌、神态、动作、语
言等方面着手，任选一个方面，写一位老师上课时的片段。

课堂小结：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既描写形象又着重
表现神采，展现了一个卓越不凡的大家的风范。作者饱含景
仰之情活现出梁任公的精神、风采、修养。优秀文学作品所
以成功是因其塑造人物的成功。塑造成功的人，需要作者有
一颗善良的心，善于倾听的心，发现美的心，更要求作者有
一把写作手法之利剑！愿在座的各位同学人人拥有这把利剑！

学生可能旁批的地方：

示例1：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



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
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
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这段话写出了梁任公先生出场时的外貌特点：身材（短小精
悍）、步履（稳健）气质（风神潇洒）眼神（光芒四射）写
出了他 睿智、朴实、潇洒、自信的特点。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我们在写人的时候也要抓住人物
的特征，肖像描写切不可泛泛而谈，有人在写《我的妈妈》
时说：“我的妈妈三十七八岁年龄，中等个子，身材一般，
梳一头短发，圆脸庞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她做事麻利，
但特别喜欢唠叨。”大家说，作者抓住了妈妈的特点没有呢？
表面上看，似乎抓住了妈妈的特征，做事麻利，喜欢唠叨，
但细想一想，有多少妈妈不是这样的呢？这不能表现出这个
妈妈独具的个性特色。正如春花秋菊冬腊梅，各有各的特色，
不是所有的美人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都是瓜
子脸儿，柳叶儿眉；也不是所有的坏人都是尖嘴猴腮，贼眉
鼠眼，满脸横肉。

示例2：

“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咯！”

开场白：谦虚自信、幽默风趣、开朗直爽

古人云“言为心声”，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是
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镜子，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有
时塑造人物只选其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他的性格特征，袒
露他的内心世界。陈涉“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写出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的伟大志向。本文也以
简短的语言“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让
我们如见其人。再如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彼
可取而代之！”、孔乙几“多乎哉，不多也。



示例3：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
悲剧，其中有••••••”

表现梁任公先生有学问有文采，从演讲的内容上写出了梁的
丰富有趣，博闻强识。

“一朗诵”：闻一多先生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
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
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
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
渡、河，”“好！”“公、无--渡、河，”“好！”“渡河-
-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
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
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
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
算讲完了……闻先生回忆完后，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
“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一解释”：《箜篌引》出自《汉乐府诗》记述了一个悲惨
壮烈的故事：朝鲜水兵在岸边撑船巡逻时，见一个白发狂夫
提壶渡江，被水冲走，他的妻子劝阻不及，悲痛欲绝，哭泣
到：劝你不要渡河，你还是要渡河，这下落入水中，你让我
怎么办？她取出箜篌反复吟唱，一曲终了，她也投河随夫而
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对白发狂夫寄予了怎样的感情？——敬
佩。劝他不要渡河，他偏要渡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虽然事情的发展会以生命为代价，但仍有不屈者勇敢前行，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来了在戊戌变法中慷慨就义的谁？谭嗣同。
这位湖南热血男儿，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的慷慨诗歌，他本来是有机会躲过这场灾难的，他的
日本好友已为他安排好了后路，只要他同意，完全可以到日



本避难，可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日本友人的好意，宁可选择作
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留血第一人。同样的执着，同样的敬
佩！

示例4：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处，随时引证许多作品，
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
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
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

这是梁讲课的背诵方式，由《箜篌引》过渡到成本大套地背
诵，足见先生的渊博学识、博闻强识。同时作者通过动作描
写，“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敲打他的秃头”，形象而风趣，
仿佛梁先生就在眼前，动作很滑稽，让人忍俊不禁。而“他
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跟着他
欢喜”更是从侧面写出了梁的演讲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听众，
写出了他的自由洒脱，酣畅淋漓。

这就告诉我们，写好一个人，除了语言肖像描写外，还可以
有哪些描写使人物更生动？

动作描写和侧面描写

拓展侧面描写——有烘云托月之妙的侧面描写，举例《陌上
桑》中描写罗敷的美貌

示例5：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手舞足蹈，时悲时喜，表现了他的自由洒脱、酣畅淋漓的特
点，可见先生是一位感情丰沛、率真而又投入的学者，丝毫



没有“大家”的做作与雕琢。这也是梁的独特之处。写人就
是要写出独特之处来，是不是？徐志摩的婚礼上“愿你们这
是最后一次结婚”！

学生可能提问：

1、“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怎么理解？

梁任公年轻时热衷变革，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许多次政
治事件他都处于漩涡的中央，经历了一次次从激情到失望，
从愤怒到无奈的过程，其心态产生了变化，而在此之前他一
直是热衷政治兼做学问的，之后则全身心投入了学术，他一
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只用了这句话便将话题收拢到学
术上来，省去了许多介绍。

2、 文章第二句“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是个病句吗？

是病句，文言不规范。

一本书和一部电影，大家是愿意看书，还是愿意看电影？当
然愿意看电影了，因为电影生动活泼，更能激发兴趣，是不
是？同理推论，看戏肯定比读剧本有趣得多了，这就是它们
之间的区别。

4、开场白“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咯!”是不
是自相矛盾？

不是，这是梁风趣幽默的表现，比如有同学说“我这人没有
什么优点，可就是长得太帅！”

5、“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
些？”为什么？

梁启超是广东人，在百日维新中，他曾给光绪皇帝上奏了一篇



《变法通议》，光绪皇帝读后大家赞赏，说“梁启超文章写
的好，可就是那广东话太难听!”传说梁启超的北京话说的太
差，光绪帝怎么都听不明白，后来梁启超请夫人教他学
习“官话”，等到清华演讲时，人们听到的大概就是这种广
东官腔了！那为什么效果要强些呢？因为他用广东官话演讲
更自然、有利于自己的表达，是不是？再者，广东话的确比
普通话更沉着有力。

6、《箜篌引》是什么意思？

《箜篌引》出自《汉乐府诗》记述了一个悲惨壮烈的故事：
朝鲜水兵在水兵撑船巡逻时，见一个白发狂夫提壶渡江，被
水冲走，他的妻子劝阻不及，悲痛欲绝，哭泣到：劝你不要
渡河，你还是要渡河，这下落入水中，你让我怎么办？她取
出箜篌反复吟唱，一曲终了，她也投河随夫而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对白发狂夫寄予了怎样的感情？——敬
佩。劝他不要渡河，他偏要渡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虽然事情的发展会以生命为代价，但仍有不屈者勇敢前行，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来了在戊戌变法中慷慨就义的谁？谭嗣同。
这位湖南热血男儿，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的慷慨诗歌，他本来是有机会躲过这场灾难的，他的
日本好友已为他安排好了后路，只要他同意，完全可以到日
本避难，可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日本友人的好意，宁可选择作
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留血第一人。

梁实秋和梁启超都是经历了历史沧桑的人，对历史有刻骨铭
心的体验。黄沙弥漫，黄流滚滚，如此苍茫的景象让人想起
了当时沧海横流的中国现状，梁启超作为政治风云人物站在
风云变换的浪尖口，可是他却壮志难酬，作者怎能不哀？他
想起《箜篌引》，我们知道箜篌引中的那个白发狂夫很执着，
梁启超不也是个执着的人吗？他在末世即临时力挽狂澜，为
改变中国的面貌勇敢前行!



8、他讲到《桃花扇》时为什么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杜甫和梁启超都是热心肠的人，杜甫52岁写这首诗的时候，
延续7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喜极
而涕，手舞足蹈，惊喜欲狂，而梁启超处在风雨如晦的世纪
之初，又何尝不希望光复中华，民族富强、国泰民安呢？当
他读到剑外忽传收蓟北时，张口大笑是因为他在感受“剑外
忽传收中华啊”喜悦啊！

文章所选取的材料是为塑造梁任公先生的性格服务的！梁任
公是个热心肠的人，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作者选取的这两则
材料都能突出表现他的性格。

11、作者写这位令人瞩目的人物，为什么只谈学术造诣而不
谈政治作为？

梁任公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都有很高的威望，两方面都可
大书特书。但作者毕竟是一个文人学者，关心学术有甚于关
心政治，写学术人物比写政治人物更得心应手；再说梁任公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学术地
位却是一致公认的。也许梁任公的政治作为已广为世人见识，
而学术造诣为政治声名所掩，正值得为之专文彰显。

12、何谓“笔锋常带情感”？

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
《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文章；变法失败后
流亡日本期间，他继续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撰文，
议论政事、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这种文章当时人称为“报章
体”或“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完全打破了传统
的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
造就了新的文风。

梁启超的这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



许多的学者、文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
等。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情感”
的文字引起了少年的他“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而本文
作者也是深受其影响者之一。

13、怎样理解文章最后一句“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
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
笔而记之！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
人？”这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也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是对
梁的极高的评价！言近旨远，含义丰富而深刻，梁任公先生
是应清华学子之邀来演讲，清华学子的邀请是因梁先生的学
术文章有启迪领导作用，在20世纪初动荡变革的时代，为青
年热情演讲实属难能可贵，当今文坛有多少人问政治而不专
心学术，学问难以达到梁任公先生的境界，做学术的人，应
该向梁学习做学问和做人。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篇二

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亡家破鼎，那（哪）知他圣子神孙，反
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
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
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人物形象：忧国忧民、忧心如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篇三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编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
材必修一第三单元，这个单元的设计目标是学习写人记事的
散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看似记事，实为写
人，通过写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梁任公先生的性格及特点，
并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这是一篇生动风趣而又饱含深情
的回忆性散文。作者梁实秋先生撷取学生时代最有价值的记
忆片段构思成文，如同摄像，只选取几个精彩的镜头，来集
中表现人物独特魅力的一面。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意
味深长，作者对任公先生的真挚情感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

这篇课文放在必修一第三单元“写人记事的散文”中。单元
目标是要透过对人与事的细节描写，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根据课程标准，围绕“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标要求，结
合必修一第三单元的单元目标，我把这一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赏析课文精彩的人物描写，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
方法。

2、品味文章典雅有趣、隽永朴实的语言特点，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

3、体察任公先生的真性情与爱国情怀，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
生的崇敬之情。

本课的重点放在赏析课文中对梁任公先生精彩生动的描写上，



以此来了解人物的特点，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方法。

难点在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体察任公
的爱国情怀。

这部分内容是教学的重难点，要浓墨重彩，因为这是体察人
物个性、情操的关键，也是使学生通过文本受到人文熏陶的
关键。

高中语文课改提出的新理念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
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教学中要力求突出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特征，把发现、体验、感悟、交流的
权利交给学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得”
的目的。

本文言简意赅又生动丰富，我先运用情境设置法，激发学生
兴趣；然后用阅读法和圈点勾画法，让学生熟悉文本，也让
学生学会作旁注的学习方法；之后再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
法，并让学生在全班交流；最后采用问答法，使学生主动感
知，探索求真；针对教学重难点，我立足文本，点拨引导、
讨论探究，在赏析语言、体味情感中，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另外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本课所学的写人技巧。

（一）导入。

情境教学能极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愿望，促进学生主动、创
造性的学习，所以我用诗句和图片设置情境来导入，让学生
主动走进文本。具体是这样的：（多媒体显示梁启超图片及
其生平文字）《诗经》中有一句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比喻崇高的德行。梁任公先生正是那高山，那景行。今天，
我们就跟随梁实秋先生一起走进清华，去领略梁任公先生的
风采。（板书课题）



（二）赏析课文精采的人物描写。

高中语文课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
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
意识。这一环节具休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文，找出课文中描写梁任公先生的精彩语
句，全班分组讨论：这些精彩生动的描写表现了他怎样的性
格、气质和修养？学生阅读课文，圈点勾画，小组讨论，交
流发言，教师归纳板书。

有才华，有修养。

外貌――身材（短小精悍）步履（稳健）气质（风神潇洒）
眼神（光芒四射）。

开场白（独特）――谦逊而自负，风趣幽默。

声音――沉着有力、洪亮而又激亢。

神态、动作（敲打秃头，手舞足蹈，掩面顿足，狂笑叹
息）――博闻强记、自由洒脱、率真。

课文对梁任公先生精彩生动的描写，有很多内容学生容易把
握，如人物的肖像描写、独特的开场白、生动形象的动作描
写等，这些学生会关注的，容易把握的，交给学生自己去探
讨交流，教师不多讲。在这个环节中，学生容易忽略有些细
节里所隐含的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这个单元的
目标是要透过对人与事的细节描写，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全面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高中语
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
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
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所以我把教学过程的第三个环



节设计为：引导学生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
理，体察任公的爱国情怀。

（三）引导学生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
体察任公的爱国情怀。

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隐含在他讲《箜篌引》、讲《桃花扇》、
讲杜甫诗句的细节描写中。要体察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就
要引导学生去分析这三个细节描写。我主要采用问答法来引
导学生，具体的教学流程是这样的：

细节1：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
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
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
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

师：我们看这首诗，诗中出现了哪两个人物？

预设回答：一个拼命要渡河的人，一个力求劝他不要渡河的
人。

师：他渡河了吗？

预设回答：渡了。

师：结果呢？

预设回答：死了。

预设回答：直面死亡的勇气。

师：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让你想到了谁？

预设回答：梁任公先生。这个“公”其实就是梁任公先生的
写照，梁任公先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



况下仍执意为之，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意志顽强，可
歌可泣。先生讲《箜篌引》时那么投入，正是因为他有和诗中
“公”一样的直面死亡的勇气。

细节2：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
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
已。

师：先生讲到《桃花扇》时为什么会悲从中来，痛哭流涕？
（多媒体显示《桃花扇》的相关内容：《桃花扇》是清代孔
尚任的戏曲，借写离合之情，悲叹明朝的灭亡。其中所说的
皇帝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在
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而是勤勉辛劳，只可惜当时
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江山移人，在清兵攻入北京城后
自缢而死。）

预设回答：先生由《桃花扇》想到国家的衰亡，所以悲从中
来，痛哭流涕。

预设回答：先生由崇祯皇帝想到了他敬重的光绪皇帝。光绪
皇帝是一位年轻发奋的君主，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但由
于慈禧太后的干涉，光绪帝政治生涯早早结束，导致戊戌变
法的失败。先生悲的是光绪帝被软禁，悲的是维新变法的失
败，悲自己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无法实现。

细节3：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
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师：哪位同学知道杜甫这首诗的题目？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怎
样的？

预设回答：《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的心情是喜悦的。

师：可诗中为什么说是“初闻涕泪满衣裳”？



预设回答：那是因为杜甫听到叛乱已平的捷报，喜极而泣。

师：先生讲到此诗时为什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预设回答：杜甫年迈时，国家叛军四起，后战乱平定；梁任
公演讲时，国家军阀混战、动荡不安，所处时代有相似之处。
是国家动荡让先生涕泗交流，是战乱平定让先生张口大笑，
他和杜甫一样是忧国忧民的，希望国富民强，从他的一涕一
笑中我们看出任公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

（四）课堂小结。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让学生自己总结，
为梁任公先生画像，在班上发言。

（五）拓展提升。

布置一篇小作文：运用从本课中学到的写人技巧，从肖像、
语言、动作或神态等细节方面对班上某一位同学进行刻画，
不写出名字。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篇四

熟读《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要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生
含蓄的敬仰之情，理解任公先生忧国忧民、关心大事的精神
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以下是百分网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案，供参考学习，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业生
考试网!

1、知识目标：整体把握全文，引导学生学习叙事中表现人物
的方法。



3 、情感目标：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生含蓄的敬仰之情，理
解任公先生忧国忧民、关心大事的精神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
力。

分析体会作者怎样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的。

分析体会作者怎样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的。

　 ：讲读法、问答法

预习要求 查找生字词，认真阅读文章，找出文章当中给同学
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彩片段，并仿照研讨与练习第一题做好
旁注。

相信同学对于梁启超在历史上的成就肯定有一定的了解，所
以老师补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本新文学
杂志《新小说》。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的中国学者。第
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图书馆学。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
学、宗教及文化艺术等，总约千万余字，合编为《饮冰室文
集》。

作者简介。作品：《雅舍小品》《莎士比亚全集》《远东英
汉大辞典》

风格：风趣幽默 朴实隽永。同学们可以在课后的阅读来进一
步体会。苏振元曾这样评价：他记述人物很有特点，善于撷
取一、二或几个印象鲜明的片段来刻画人物。现在我们来找
出这些片段，并且进一步分析粮食去是如何通过这些片段来
刻画梁启超这一人物的!

请同学迅速浏览文章，疏通文章当中的精彩段落，待会儿请
同学起来回答。结合同学的答案，归纳出六个片段。分别包
括梁启超的演讲稿、第一次亮相、他的开场白、以及演讲过



程的朗诵、背诵、表演三个片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点品读这六个片段。

片段之一：

关于演讲稿这一通过物件来写的方法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
我在这就不多介绍了!要提醒同学们的是学习做旁注。可以结
合课后练习题第一道。做旁注是一道基本功。所谓“不动笔
墨不成书”，接下来的解读，边阅读边标注旁批。

片段之二：

至于，第一次亮相，也就是第三段，是对任公肖像的描写，
请同学齐声朗读出场时的形象。通过分析“短小精悍”“光
芒四射”，可以看到，虽然写相貌一般，但我们看到了内在
精神的不一般，这就是什么的写法?(抑扬)

片段之三：

进入第四段，引导学生朗读开场白“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
以也有一点咯”，这种开场白经常听到吗?(不)除了感受到他
的幽默，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的爽直。梁实秋除了写了开场
白，还写了什么呢?(动作)哪些动作呢?(“扫”“翻”“点”
三个动作)提炼出正是通过语言和动作描写的结合准确地写出
了气度非凡的学者风范。

片段之四：

进入朗读的片段，首先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下《箜篌引》以便
理解。《箜篌引》出自《汉乐府诗》记述了一个悲惨壮烈的
故事：朝鲜水兵在水兵撑船巡逻时，见一个白发狂夫提壶渡
江，被水冲走，他的妻子劝阻不及，悲痛欲绝，哭泣到：劝
你不要渡河，你还是要渡河，这下落入水中，你让我怎么办?



她取出箜篌反复吟唱，一曲终了，她也投河随夫而去。

我们再来看这首诗，你认为诗中出现了几个人物?(两个。一
个是硬要渡河的人，一个是劝他不要渡河的人。)他渡河了
吗?(渡了)结果如何?(死了)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的行为?(自作
自受，活该!)(执着)

老师比较倾向后一种解释。王国维曾评价：“这十六字构成
中国诗坛最悲壮凄惨的一幕，是用血写成的”，任公先生讲
这首诗时这般感慨，这样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的执著，一种直面死亡的勇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对白发狂
夫寄予了怎样的感情?(敬佩)劝他不要渡河，他偏要渡河，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然事情的发展会以生命为代价，
但仍有不屈者勇敢前行.

从表面看来这是反映一个至情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但隐含
了任公先生的政治倾向与立场。他就如那位白发狂夫般坚持
自我理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即使失去生
命也在所不惜，颇有“飞蛾扑火”亦绝不后悔的气概。反映
了任公先生即使经受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惨痛打击后仍不畏惧
退缩，坚持斗争(随后策划了云南起义等)的坚毅意志。梁实
秋和梁启超都是经历了历史沧桑的人，对历史有刻骨铭心的
体验。黄沙弥漫，黄流滚滚，如此苍茫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当
时沧海横流的中国现状，梁启超作为政治风云人物站在风云
变换的浪尖口，可是他却壮志难酬，作者怎能不哀?他想起
《箜篌引》，我们知道箜篌引中的那个白发狂夫很执着，梁
启超不也是个执着的人吗?他在末世即临时力挽狂澜，为改变
中国的面貌勇敢前行! 任公先生所以选择这首诗作为例子，
其实正是在执着地反映自己内心的.坚持与理想，这也是他的
讲解为何能够如此精彩感人，教人20年后仍记忆犹新的原因
了。

——文采出众、表达到位、技巧纯熟(正面描写)



作者听后20余年渡河时仍能触景生情，回忆当年事

——演讲内容、效果深入人心，照应首段末句(侧面描写)

片段之五：

朗读第7自然段，想想任公先生背诵出色体现在哪里?观众有
什么明显的反应?

明确：出色——能够脱稿演讲，博闻强记

(博闻：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强记：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

观众反应：他记不起来，观众屏息以待;他记起来时，观众跟
着他欣喜。

(他的背诵十分牵动人心，让观众的情感完全跟随他而起伏)

这是梁讲课的背诵方式，由《箜篌引》过渡到成本大套地背
诵，足见先生的渊博学识、博闻强识。同时作者通过动作描
写，“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敲打他的秃头”，形象而风趣，
仿佛梁先生就在眼前，动作很滑稽，让人忍俊不禁。而“他
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跟着他
欢喜”更是从侧面写出了梁的演讲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听众，
写出了他的自由洒脱，酣畅淋漓。

明确：动作描写和侧面描写

片段之六：

明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掩面、顿足、狂笑、太息(感情相
当投入，语言动作并重，就如同忘我的表演)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手舞足



蹈，时悲时喜，表现了他的自由洒脱、酣畅淋漓的特点，可
见先生是一位感情丰沛、率真而又投入的学者，丝毫没
有“大家”的做作与雕琢。这也是梁的独特之处。

作者为了反映梁任公忘情的表演，列举了哪些事例?

明确：孔尚任《桃花扇》——痛苦流涕、不能自已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涕泗交流中张口大笑

他讲到《桃花扇》时为什么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桃花扇》是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
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作者“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抒发了对末世既临无可挽回的叹息，他就是想
通过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回答明朝三百年基业毁于何人败于
何事，从而引起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梁启超在这次演讲
中已至暮年。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演讲的时候，
他心中的豪情会触景而生，世事变迁，往事如梦，自己虽然
没有“血染桃花扇”，但心底的革命潜流决不会荡然无存。
请看大屏幕，课文中引用的是佐良玉哭崇祯帝的那一段，左
良玉哭崇祯帝关梁启超什么事哦?他在哭谁?对，光绪帝，戊
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幻
影，他孜孜不倦追求的改良目标落空了，他怎么能不悲痛呢?
他悲的是自己曾经追随的皇帝，悲的是国家的衰亡，他的悲
在于他的一腔爱国情怀!”

杜甫和梁启超都是热心肠的人，杜甫52岁写这首诗的时候，
延续7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喜极
而涕，手舞足蹈，惊喜欲狂，而梁启超处在风雨如晦的世纪
之初，又何尝不希望光复中华，民族富强、国泰民安呢?当他
读到剑外忽传收蓟北时，张口大笑是因为他在感受“剑外忽
传收中华啊”喜悦啊!一个人的情绪完全跟随国家的命运而起
伏不定，因国家的悲而悲，因国家的喜而喜，这正是忧国忧



民的体现。

那么，作者对任公先生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能否用本文的一
句话概括。

明确：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点明任公先生作为
学者所体现出的风采，同时也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对任公先生
的崇敬之情)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梁实秋选取了能够体现“有学问，有文
采、有热心肠的学者”的片段。前面的三个片段是做铺垫;而
后面三个比较直接记述。梁实秋就是将以上的六个片段串联
在一起，为我们活画出了梁启超这一形象，如同一串“冰糖
葫芦”。这种“冰糖葫芦式”的写法，以片段写人，并在片
段中运用多种写法(如抑扬、正侧面描写、语言、动作等等)，
正是梁实秋为我们活画人物的重要方式，也是本文的精髓所
在。

相信通过本文的分析，同学们对梁启超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言为心声”写一个片段，题目为“任公，我想对你
说......”。

请同学结合研讨与练习第三题，在归纳总结阅读体会的同时，
写一个老师上课的片段，题目为《记***老师的一次上课》。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篇五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一的
第三单元，这一单元主要学习三篇记叙散文（另有鲁迅《纪
念刘和珍君》、巴金《小狗包弟》）。它们都是写人叙事的
佳作。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透过对人与事的描写，仔细揣
摩人物的言行、心理，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看作者如何
在人物描写中体现对人物品性的评价，如何在叙事中表现或



隐或显的情感倾向”。

跟据语文新课标“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培养初
步的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质，从而为学生终身学习和个性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的要求，结合本单元教学目标和教材自身特点，我把本
课教学三维目标及教学重难点定为：

情感与价值观目标：1、感知大师的人格魅力2、陶冶学生高
尚情操，塑造自我美好心灵。

教学重点：分析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

教学难点：作者如何在记叙中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

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
欲，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因此
这节课，我基本选用“自主读书、合作学习、探究感悟”的
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作为阅读主体的作用，运用启发式教
学法，借助多媒体等电教手段，通过创设情境，激发学生主
动感知，探索求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
得”的目的，了解梁实秋的高超写作技法。

学生在整体把握课文时，采用默读法和圈点勾画法，之后采
用问答法，由学生发言、总结；针对教学重难点，立足课文，
讨论探究，用情景激励法，分析法、点拨引导法，激发学生
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点评诵读，体味文章情感，锻炼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所学的白描技巧。

由提问七匹狼双面夹克广告词导入，七匹狼双面夹克的广告
词是：“男人不会只有一面。” “今天，你要‘秀’哪一
面？”，学生都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末民初政界明星，而不
知道他是学术大师，由此引导学生了解他的另“一面”，走



进文本让梁实秋先生“秀”这“一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激发学生崇敬之情及阅读兴趣。

a. 学生与作品作者交流：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并独立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阅读课文，引导学生圈点、勾画、思考，结
合课后研讨与练习一，围绕“文章主要记叙了梁启超讲演时
的哪些情况”引导学生了解梁启超的形象特点。

c. 教师与学生交流：借助何蕙珍对他的恋情、为康有为披麻
戴孝、为协和医院撰文等故事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梁任公是
个热心肠的人。

结合课后研讨与练习二，启发学生明白一件事情：写人如果
能凸显人物个性，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懂得一个道理：
一个有着人格魅力的人，将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究人物
的写法，认识写人如果能凸显人物个性，将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学会表达与交流。

用从本课中学到的写人技巧，结合[表达与交流]第三单元：
人性光辉 “写人要凸显个性”，任选一题作文。（设计目的
与思想：能力的迁移，将课内所学知识与技能作课外的延伸
与拓展。

说板书设计好的板书就像一份微型教案，我的板书力图全面
而简明的将授课内容传递给学生，清晰直观，便于学生理解
和记忆，理解文章主要内容。

品人：肖像： 短小精悍；开场白语言:独特； 声音:沉着有
力 内容:丰富有趣

讲演时的神态动作: 生动有趣——有文采有学问有热心肠的
学者 品文：凸显人物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