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 闻一多先生
的说和做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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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篇一

我认为本节课内容设计思路清晰，有助于学生深刻感知闻一
多先生的人格魅力，并激励学生在言行上效仿闻一多先生。
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仔细推敲。如钻研教材时怎样由
粗线条型向粗细兼备转变；在教学实施中，怎样在一堂课中
兼顾思想、内容与趣味的统一，品味语言与有限的教学时间
矛盾的统一；在教学观念和方法上，教师怎样进一步下放自
己的权力，放开胆子信任学生、引导学生，多给学生能动的、
合作的、探究的`空间，让他们真正自主建构生成知识、能力。

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篇二

闻一多是一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最初我对他的认识是很
浅显的，我甚至只知道他是一个诗人，后来参加革命了，至
于他是怎样做学者，怎样做革命家，怎样做大写的人，直到
今天领着同学们学习了这篇文章，才从心底里认识了这个不
一般的人物。对于这个人物，对于这篇课文的教学，我想谈
谈我的理解。

按照常规教学思路，让学生了解课文写了些什么，讲了人物
什么内容，那么这个课堂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课堂，没有学生
的思维发展空间，人物不够立体，不够有血肉，不够有感染
力，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没有挖掘出来。学生始终是被动的
接受课本上的知识，而没有积极的思维和感情上的共鸣。



所以我觉得深入理解文本，挖掘文本内涵，对于阅读教学来
说至关重要。教师首要做的是深入理解文本，确立阅读要达
到的目标，最大限度的开发学生的思维空间。在教学设计上
要做大胆的创新。过去的那种介绍作者，归纳段落大意，说
说思想感情的方式，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达到更好的效
果。比如，在介绍闻一多做学者时，要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要
做学者，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了完成这个目的具体是
怎样做的，他做学者的态度如何，我们能否做到他那种实实
在在做学问的态度，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入的感受人物的'不
平凡之处。既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积极性，也能实现阅读
的目标。否则，僵死的接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特别是分析
他做学问的态度，呕心沥血，兀兀穷年，足不下楼，夜不入
眠，这种一丝不苟刻苦勤奋的态度，如今的我们何人能及呀!
我们真的应该找找差距，紧跟先烈。

对于做为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我们则可以联系中国的时代
背景，结合他的《最后一次演讲》，切身的去感受他所经历
的一切。而不是一味的按照常规学习他做了哪三件事，课本
上给予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少，而要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
时代的学生去了解他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仅仅依靠课本远远
不够。课堂应该是一个洋溢着生命激情充盈着幸福体验的课
堂。应当有利于学生的感情世界在一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不
断得到陶冶和美化。因此作为教师要汲取广泛的知识，深入
挖掘闻一多这个人物本身蕴含的人格魅力，从而让学生和你
一起全身心投入，以情动情，达到情感上的共鸣。事实证明
学生在缺乏情感感染的环境下，是很难从英雄人物身上，得
到启示和激励，更难在情感美的陶冶里，向着更高的方向发
展的。

同时对于导入课题时，我建议采用一些伟大人物赞颂闻一多
的话导入课题，比如：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
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冰心：“闻一多的死是一



首伟大的诗，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周
恩来：“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周恩来，
邓颖超：“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
特务虽死犹生。”董必武，李维汉：“我辈犹生变悲哀为力
量公等不死继传统有人民。”

最后教师设计“感动中国”活动场景，让学生为闻一多写一
段颂词，从另外一个角度，形成更高更深的理性的认识，也
让学生在听、说、读、写、悟、评中充分发挥思维，充分锻
炼能力。

总之，一个好的课堂，就是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迸发出新的活
力，让每一个智慧都能闪烁出新的光芒。

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篇三

我们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的思维代替教科书
的思维。我始终认为兴趣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而如何让
学生调动起课堂学习兴趣是一堂课成功的标志之一，我觉得
这节课我是努力向这个方向做的，因为我能把自己退在“幕
后”。就像音乐会的指挥，我是“背对观众”的，而面向观
众的是我的学生。从歌曲到角色的互换，学生走进了课文内
容，走进了这堂课设计的教学目标，从同学们的表情可以隐
约感到，他们真正领会了闻一多先生的崇高精神。我抓住如
何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还抓住了一点，一篇
杰出的文章应该怎么来写。后面一点可能学生收获不大，但
是前一点，我相信绝大数学生都能体会到了。所以语文，不
应该只是教授字词句，更重要的应该是人文精神。

但是这节课还是有许多缺点：准备不充分，教态紧张不自然，
课件与板书的衔接与配合有缺陷，课堂语言太随意显得有些
浅淡，太急于求成，错过很多精彩的瞬间。



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篇四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课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但我教
得较为轻松。主要是注意了五个方面：

一是抓住了课文词汇量丰富的特点，指导学生借助工具书自
主学习，达到会释意、会运用。

二是抓住文章充满生命情感、具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特点，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深刻体味文章语言的美感和气势，反复揣
摩作者的情感。

三是尊重学生的认知实际，打开学生发问的闸门和思维通道，
引导学生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自主、大胆地探究。

四是准确地把握教学的动态过程，敏锐地捕捉学生思维的闪
光点，介入学生的发问和回答，拓展学生的问题内涵，交给
学生解决问题的钥匙，帮助学生化解课文的重点、难点。

五是及时抓住教学的有利时机，针对课文内容的多层次性和
语文问题的多端性、多解性的特点，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
思维训练，升华学生的认识和情感。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高涨，显示了较高的思维、
探究能力。这节语文课给我的启示是：

1、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是听说读写之内的挖掘与创新，
而不是游离于听说读写，花样翻新。语文课不能缺少朗朗的
读书声，不能看不到对语言文字的揣摩品味，不能缺少对优
美精彩文段的欣赏和必要的独到的分析见解。

2、提倡合作学习不能忽视学生的独到思考。合作学习必须在
学生充分阅读、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学习，否则，由于学
生对课文的理解还不深入，认识也不很深刻，小组合作加工



整理的结果与所得也是肤浅的、片面的，这样的合作只是给
个别优生提供展示的机会。

3、语文课少不了品读、感悟、玩味、思考、探究。语文课
的“心动”比“形动”更为重要。在合作学习中如果不能充
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质上流
于形式，收效甚微。

4、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自主的尝试、体
验、实践，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升华认识，学会学习。
课堂上探究性学习主要体现在探究性阅读上，学生在教师的
引导下对文本的深层含义进行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探究活动。

总之，语文课如何发挥文本的优势，发挥语文的思维、情感
优势，以知识去激活知识，以情感去感化情感，以心灵去振
奋心灵，以生命去激扬生命，是今后语文新课程教学值得好
好探究的问题。

这是一篇十分精粹的散文，诗人以充沛的感情，精譬的语言
来表现闻一多先生的崇高品格及他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文章
的内容不是十分难，但事例是以概括性的语言来叙述的，这
需要学生认真品读后才能捕捉，这篇文章的精彩是语言，诗
意化的语言含蓄、凝炼是最为值得学生品味的。

而闻一多先生的精神也是学生需要学习的。

因此，本节课的高潮部分在触摸人物灵魂，感知人物精神内
涵。这一教学设想起到了人文素养教育作用。也是本节课最
成功之处。是本节课的最大的亮点之一。

其次，采取老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
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这可从实际的教学中，学生投
入的热情程度和解答问题的质量上得到了明证。在第一大块
引导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对某些词语的品味、某些语段



的反复朗读，让学生加深理解、体会、感悟。这在教学实际
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但在引导学生讨论作为卓越的学者第
二大块上，朗读不够充分，品味的时间较匆促。这是这堂课
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这篇课文语言是诗化的语言，而
这诗化的语言又特别集中在这一部分，实际上我在备课的当
下和课堂的实际操作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并作了
详细的朗读文本、体验语言情思的教学设计，也付诸于实践;
但实际操作上由于时间关系而漠视了有些语言的咀嚼和品味。
是的，应该多朗读、多品味，通过语言走入文本，感受作者
的情思和闻先生的思想，让学生用自己的认知触摸文本的情
思，用自己的思想去碰撞文本的思想，用自己的心灵倾听闻
先生的呐喊。这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进一步加强的。

再次，在导入新课时，我也是十分注意。

由于，我们班的孩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老师 来听课，
心里或多或少有些紧张。于是我采用鼓励的方式进入教学，
效果较好。(导入语：今天，有这么老师来我们班做客，对同
学对老师来说，真是一件幸福的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
迎各位老师的到来，同时，也把这掌声送给自己，希望这节
课老师和同学们能共同交流，共同成长)。不足之处：

(一)难点没有突出。

在理解比较这一过程中，即讨论作为前期卓越学者的说和做
和作为后期大勇革命家的说和做有什么异同点。这是这课堂
的难点，解决它，就可以达到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和内容的
理解，拓宽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但我在实际的课堂上也
忽视了一个小细节，每能强化一个学生的思维闪光点。这是
这堂课上的一个较大的遗憾。

(二)缺少对关键词语的鉴赏与朗读训练

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是听说读写之内的挖掘与创新，



而不是游离于听说读写，花样翻新。语文课不能缺少朗朗的
读书声，不能看不到对语言文字的揣摩品味，不能缺少对优
美精彩文段的欣赏和必要的独到的分析见解。

(三)板书不工整，需注意。

同时，由于教学内容比较多，我用一节课去完成，显得有点
仓促，学生的思考时间不够，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就不够主动
积极，只有那些基本功比较好的学生能大胆回答及发言。最
明显的就是在：“品味精彩句段”，就是闻一多先生作为学
者诗人，在搞文化学术这方面的说和做的态度，这个环节上
显得有些仓促，不少学生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从而未能发言，
这是一个缺憾。

再有语文课少不了品读、感悟、玩味、思考、探究。语文课的
“心动”比“形动”更为重要在合作学习中如果不能充分发
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质上流于形
式，收效甚微。

总之，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会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更灵
活的处理授课内容。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有最大的收获。同
时，自己也要反思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多注意，多揣摩，多
推敲，多实践。力争每天都有一个台阶的进步了，加油!

闻一多说和做教学设计篇五

我认为本节课内容设计思路清晰，有助于学生深刻感知闻一
多先生的人格魅力，并激励学生在言行上效仿闻一多先生。
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仔细推敲。如钻研教材时怎样由
粗线条型向粗细兼备转变；在教学实施中，怎样在一堂课中
兼顾思想、内容与趣味的统一，品味语言与有限的教学时间
矛盾的统一；在教学观念和方法上，教师怎样进一步下放自
己的权力，放开胆子信任学生、引导学生，多给学生能动的'、
合作的、探究的空间，让他们真正自主建构生成知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