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不懂就问教学设计(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不懂就问教学设计篇一

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
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
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

周末的夜里，闲来翻阅林老先生的书籍，这段懂与不懂，颇
有意思。细细品来，人这一生也不过是在懂与不之间徘徊。
一般说来，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不过是：不懂，似乎懂了，后
来发现根本没有学懂，再学，懂了些许，最后似懂非懂以至
于糊涂。还好，我因为一份好奇之心，曾执着于学习和思考，
终归还没在懂与不懂的跌宕中消亡，以至于傻帽一生。我曾
经执着于太多的不懂，也曾想着用浅薄的学习弄懂太多的事
物，可后来才发现，愚钝的脑袋是如此的不堪驱使，刚刚以
为弄懂的事情转眼又糊涂了。真想给自己换个cpu，让这鱼木
脑袋运转得顺畅些许。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更换，
故而，大多时候糊涂居多，在冥蒙中混日子半梦半醒吧。

我似乎理解了林老先生这段话的涵义，暗自夸赞自己的小聪
明，可是转而又想，这人心何故忽高忽低，一会儿飘飘欲仙；
一会儿又如坠深渊；一会儿天之骄子，受人敬仰的所谓人物；
一会儿又沦为菜鸟，或者为人忽视的糟老头。是年轮驱使亦
或是好奇心所为？我又一次不得而解。也许，我归结为命运



的戏弄，每每让我沿着陡峭的悬崖攀爬，当我看到曙光时却
一次次的跌落，这难道是告诉我就此打坐，别再痛苦中枉费
心机。兴许，人生的懂与不懂其实本就不甚重要，那只不过
是让你沉浮于苦与乐的噱头。而一生中最大的感受，反而是
那心之所向而令自个儿在痛苦中循环。

说到痛苦，那便是心之所为，便想着去翻阅本佛教理论。书
中阐述了佛教中最精粹的四谛：苦、集、灭、道。意思是说：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因由，而它的形成又会是其
它事物产生的原因，大千事物就是在这无穷轮回的因果中循
环。我们之所以身处在苦海，是因为自然界的法则“弱肉强
食”。植物吸收阳光雨露，汲取土壤的营养继而茁壮成长；
食草类动物嚼食植物；食肉类动物又啮食食草类动物；食肉
类动物死后又被泥土和微生物消食。周而复始，生命在不断
的灭绝中痛苦，而物种的繁衍生息是建立在其它物种的痛苦
基础上的，自然苦难层出不穷。所谓：因果循环，善恶相报。
假使消灭了第一次的痛苦，便没了后来的诸多苦难。佛教便
是一门超脱宇宙定力赋予我们生死轮回的哲学，也就是：诸
法空相，不生不死。

我宛如又一次找到了苦乐相随，得失相伴的缘由。你制造了
因，必有了果的报应，你造就了它物的痛苦，痛苦自然与你
相随。而世俗的我要吃饭喝酒嚼肉，哪能脱离痛苦呢？那七
情六欲的驱使，更不可能做到空相而不去觅食采花，我种下
了因果，自不可超脱轮回。而事物的因果又是错综交织的，
其果也不过是此时的事物呈现罢了。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
而变幻，今天的答案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但它却是
你再次学习的参考，故而我倏懂忽蒙也就是自然的了。很多
时候，当我为情为物所困时，接踵而来的是诸多的纠结，只
是不明了困惑不过是自己先前所种的因；而当心绪清静，灵
光一现时，那些一直困扰你的雾霾却又烟消云散，嘲笑自己
愚钝不知那又是收获的果；可接踵而至的飘飘然以为什么都
懂了，没多久，又一次坠入茫然，虚妄中挣扎。也因此，人
类的痛苦可以减少，但不能消灭。



至此，那句“随缘自适，烦恼即去”恰当的阐述了人生的哲
理。有些事情你越想弄通它，它反而会远离你，正所谓凡事
不可过于强求。众所周知，这世上本没有一帆风顺，事事如
意的事，总会有烦恼和忧愁。当不顺心的事时常萦绕着我们
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其实，随缘是一种进取，是
智者的行为，愚者的借口。何为随？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
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
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随是一种达观，
是一种洒脱，是一份人生的成熟，是一份人情的练达。原来，
林语堂老先生这段话有如此深奥的潜台词。

人啊！上苍赋予了我们思维，同时也烙印上喜和苦，让你在
苦乐中无穷的轮回而不得解脱，也许这就是宇宙的定力。换
一个角度想，无论人的一生处在那个阶段，其实都是在懂与
不懂中交织，只是那个阶段懂得多少而已。学会用一种平和
的心态，知道此时的糊涂必有其原因，它日的明了便是昨日
的努力了。别因为一时的窘境而妄自菲薄，更不该因一时的
得意而人模人样去训导他人。不造他人之痛苦，自己才能减
少痛苦。其实，无所谓懂与不懂，只是你是否拥有一颗对事
物的好奇心罢了。只是，既然我们有了脑袋，自应该不断探
究，不懈学习，才能使这个纷繁的世界更为丰富和精彩。因
为这份执着，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

不懂就问教学设计篇二

孙中山小的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只是先生念,学生跟
着读,然后把读的段落背诵下来.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
讲解。

一天,孙中山照例流利地背出了前天天学的功课。先生在他的
书上又圈了一段,他读了几遍,很快又背下来了。但是,书里说
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地背,
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



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您能讲解吗？”

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教室里顿
时鸭雀无声。

先生拿起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学问,学问,不懂就
问。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现在你
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

先生讲得很仔细,大家听得很认真。从此,孙中山一有不懂的
事情,就主动的问,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懂就问教学设计篇三

感恩是一种美德，是我们应该培养的态度。然而，在现今社
会，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失去了这种懂得感恩的能力。不懂感
恩的人往往会抱怨一切不顺利，忽视身边的美好和别人给予
的帮助。作为一个曾经不懂感恩的人，通过自己的体验，我
深刻认识到感恩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与您分享我
对这一主题的心得体会。

首先，不懂感恩让我忽视了身边的美好。曾经我只关注自己
的欲望和期望，无法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我只看到别人的优
点和成功，而忽略了自身的长处和成就。不懂感恩的我常常
抱怨生活的不公平，从而让自己陷入消极的情绪中。直到有
一天，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和贡献，每一天都是
新的开始和机会。我开始学会积极地看待生活，发现了周围
许多美好的事物。感恩让我懂得要时刻珍惜身边的一切，而
不是一味抱怨和不满。



其次，不懂感恩让我忽视了别人给予的帮助。我们常常忘记
了，没有别人的支持和付出，我们很难取得成功。曾经，我
很少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只看重别人对我行为的利益。我总
是期望别人为我做事而不愿意自己付出行动。直到有一次，
我遇到了一位真心帮助我的人，他的善意和真诚感动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别人的帮助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
感恩让我学会了关心他人，懂得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乐和快
乐。我也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因为我明白，只有共同进步，
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第三，不懂感恩让我陷入了孤独的状态。当我只关注自己的
需求和利益时，很难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和友谊。我发现
我与周围的人越来越疏远，不再有真心的交流和互动。我开
始反思自己的问题，意识到自己的不懂感恩使我变得孤独。
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并主动去参与到群体中。通过与他人
的交流和合作，我收获了真挚的友谊和快乐的人生。感恩让
我明白，与他人共同分享快乐和悲伤，才能让生活更加充实
和有意义。

第四，不懂感恩让我无法面对挫折和困难。当我只看重自己
的利益和实现梦想时，不懂感恩让我在面对挫折时无法坚持
下去。每当遇到困难，我会感到沮丧和气馁，甚至放弃自己
的目标。然而，懂得感恩的人会从困境中学习到宝贵的经验，
用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我开始学会从失败中寻找
机遇和成长，从小事中找到力量和希望。感恩让我懂得了人
生的不易，也明白了每一次挫折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最后，通过不懂感恩的体会，我深深地认识到感恩的重要性。
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感恩让我珍
惜身边的一切，关心他人的需要，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和
友谊。感恩也让我能够克服困难，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我
相信，只要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和
有意义。让我们共同学会感恩，让感恩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美
丽的习惯。



不懂就问教学设计篇四

感恩是一种美德，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具备的一种态度。然而，
现如今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并不懂得感恩，他们只看到了自己
的利益，而忽视了他人的付出和帮助。这种不懂感恩的心态
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通过自身的体验和观察，
我认为不懂感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不懂感恩会导致心态不平衡。那些只知道索取而不懂
得回馈的人往往心态不太健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他们总是对待待人处事缺乏一种感恩的态度。在获得他人帮
助之后，他们不会想着如何回报对方的善意，而是将这一切
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心态很容易让人身心疲惫，同时也会
破坏人际关系，造成与他人的矛盾和纷争。

其次，不懂感恩会让人变得盲目自大。当一个人从未意识到
他人的帮助和付出时，他往往会过度看重自己的能力和贡献。
这种自大的心态让他们不去尊重他人的努力和贡献，甚至认
为他人的帮助和支持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盲目自大不仅会
让人对待他人的付出失去尊重，更容易放大他们个人行为的
局限性和错误，因而错失了个人成才的机会。

第三，不懂感恩会削弱人际交往的能力。在人际交往中，学
会感恩是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然而，那些不懂得感恩
的人常常会把他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抱着一种依赖心态
而不去努力提高自己。这样一来，他们与他人建立的关系往
往是单向的，而非互利共赢。长期以往，就容易让他们在人
际交往中失去忍耐力和包容力，使他们难以与他人建立真正
的友谊与关系。

第四，不懂感恩会让人的人生变得空洞。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往往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成就，但是却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满
足。他们对自己拥有的事物不满足而一味追求更多，同时忽
视了对于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的人很容易感到孤独和空



虚，他们的人生显得乏味而无意义。因此，学会感恩也是让
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快乐的途径之一。

最后，不懂感恩对社会也造成负面影响。在一个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如果所有人都只注重自己的利益，而缺
乏感恩的心态，那么社会将变得冷漠和无情。没有人愿意去
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社会的和谐和凝聚力将大大减弱。对
于一个这样的社会而言，每个人都要辛苦工作与奉献，却得
不到任何回报，大家都会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和希望。

总而言之，不懂感恩是一种不良的心态，对个人和社会都会
带来负面影响。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珍惜他人的付出和帮
助，学会回报社会。相信真心实意地感恩，能够让自己的心
态更加平衡、自身更加成熟，也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人，共同
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友爱的社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懂得感恩，用感恩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和社会。

不懂就问教学设计篇五

1、认识本课22个生字，会写10个汉字。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
字，在阅读中独立认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和朗读课文，培养学生爱问、敢问、
进而培养学生会问、善问。

3、将学习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使学生感悟到不懂就
问的益处，培养不懂就问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好问”的习惯，把不懂就问化为学习的
自觉行为和生要的学习方式。

教学难点：让学生懂的不懂就问是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方法：朗读法、调查法



教学准备:收集关于孙中山的故事，生字，词卡片。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1、谈话。同学们，在你们的平时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不解
或不知道的情况？你是怎样做的呢？这节课我们通过学习来
认识一个人物，他就是有这不懂就问这样一个学习习惯。我
们一起到书上了解一下吧。

二、新授

自学

1、自读识字。说说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怎样解决。

不会的字可问周围的人，查字表中的拼音，联系上下文猜一
猜，查字典。

读文并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认识字。

2、识字反馈：把自己新认识的字读给周围的伙伴听，并做一
次小老师考考别人。

识字

读卡片：要求如果遇到自己不熟的字要诚实大胆地举起手向
老师示意。这样把学生熟悉的与不熟的字进行分类，可以只
在黑板上贴出不熟的生字，再重点进行巩固练习。

交流

1、自读思考：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每段有几名话？



诵读

以小组为单位，用不同的读文方法汇报读文。

评价

1、巩固字音，理解字义，认读10个生字并扩词。

3、学写生字：为了把字写漂亮，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应注意
哪些地方？和老师一起写一写，并比一比找出不足，不断改
进。

第二课时

一.新授

交流

再次感知课文，明确学习目的。

1、再次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说说读过这篇课文，你有什么问
题？

2、教材为什么要选这样一篇课文让我们来学习呢？

写字

交流学习较难的生字。

1、认读学过的及没有学过的生字并扩词

2、向困难挑战，看谁能教会大家如何写这几个较难的生字

3、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把字写漂亮。



练习

照样了说一说背诵地背诵地背诵

地听地说地

口头练习说一说，看谁说最合适，大家来评一评。

1、学习时遇到不懂的问题，你是怎样做的？

（1）你遇到过哪些问题不懂，你是怎样做的？结果怎样？

（2）因为你好问，你得到了哪些益处（损失）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