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 七年级语文孙权劝
学翻译及原文(优秀8篇)

高三教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进展情况，并及时调
整教学方法和策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小班教案
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一

该文是根据先前的史书改写的。因先前的史书已有较详细的
记载，而又无新的史料可以补充，所以文章是根据从略的原
则对先前史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改写的。文章篇幅小，仅119字，
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
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
改写之作。

该文以对话为主，其他内容均简说或不说。如对吕蒙的学习
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
书，又如何用功则只字未提。后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
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
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详略的安排极其精当。
除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情节发展上，孙权
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
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
信之语，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该文写的是吕蒙在孙权劝说下“乃始就学”。孙权劝学，先
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
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
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从孙权的话中，既可以看
出他的善劝，又可以感到他对吕蒙的亲近、关心和期望，而
又不失人主的身份。“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是情
不自禁的赞叹，可见鲁肃十分惊奇的神态，以他眼中吕蒙变



化之大竟然判若两人，表现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惊人长进。需要指出的是，鲁肃不仅地位高于吕
蒙，而且很有学识，由他说出这番话，更可表明吕蒙的长进
确实非同一般。“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
晚乎？”是吕蒙对鲁肃赞叹的巧妙接应。从吕蒙的答话中可
见吕蒙颇为自得的神态，吕蒙以当之无愧的坦然态度，表明
自己才略长进之快之大。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鲁肃、吕蒙
的话则有调侃的意味，二者的情调是不同的。其才略很快就
有惊人的长进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故事，说明了
人只要肯学习就会有长进，突出了学习重要性。

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
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
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
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吕蒙读书的功
效是通过鲁肃的与吕蒙的对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
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
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
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吕蒙的谦虚好学，鲁肃的英雄惜英雄，三位一体，足显作者
的文笔功架之深厚。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二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
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
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始就学。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
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
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译文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可以不学
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说：“我难道想要
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博士吗？我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
解历史罢了。你说军务繁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
读书，自己觉得获益颇多。”吕蒙于是开始学习。

当鲁肃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
吃惊地说：“你现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才能和谋略，不
再是吴下时的没有才学的阿蒙了！”吕蒙说：“与读书的人
分别几天，就用新的眼光看待，长兄你认清事物怎么这么晚
呢？”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分别了。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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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入。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15课：《孙权劝学》它选自《资治
通鉴》，同学们先看一下《资治通鉴》的相关知识。 关于司
马光，同学们都知道他砸缸的故事，下面再了解一下。

二、感知课文

1.学习文言文最重要的是朗读。朗读要求读准字音，把握节
奏，读出感情。下面老师读一下，同学们要听准字音、停顿。

2.好，请同学们看大屏幕，看看这几个字怎么读。

3同学们,该你们来朗读了!千万要注意读准字音，还要把握好
节奏。



4.好，下面谁愿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朗读才能啊?

5.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文章里的人物!

孙权(182-252)即吴大帝。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字仲谋，吴
郡富春人。公元200年，兄孙策死后，他18岁便继承了孙氏政
权，据守江东。208年与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222年
夷陵战役，吴军大败蜀汉军队。229年称帝于武昌，后迁都建
邺 。230年派将军卫温到达夷州(台湾)，加强了与夷州的联
系。

吕蒙(178-219)，字子命，三国时吴国名将。安徽阜南人，少
依孙策部将邓当。邓当死代领其军。后从孙权攻占各地。曾
随周瑜、程普等大破曹操于赤壁。他接受孙权劝告，多读史
书、兵书，长进甚快。鲁肃卒，代领其军，袭破关羽，占领
荆洲。不久病故。

6.理清了人物关系，下面我们来疏通文意。请同学们以小组
为单位，结合书下注释，来疏通课文，有问题尽量在小组内
解决，若组内有疑难，则提出来全班解决。

有哪个词哪句话不理解，提出来

请同学们看大屏幕。

还有两个成语出自本课，看大屏幕;吴 下 阿 蒙:泛指缺少学
识,文才的人.

三、研读赏析

理解课文要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进行，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这
几个问题再读一遍课文。 读完了，请同学们在小组内讨论这
几个问题。



1、孙权是如何劝吕蒙学习的?

2、吕蒙读书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在塑造三个人物时，主要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

好，现在我们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1. 孙权劝学,先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
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
能性,使吕蒙不可推辞.孙权劝学可谓善劝.

2. 文武双全,有勇又有谋.

3. 运用了对话的描写方法

本文的亮点就是对话描写，我们再仔细揣摩一下：

1.找出孙权劝学“劝”的内容，并揣摩他说话时的语气

(1)“不可不学”写出了怎样的口气?表现了他怎样的心
理?(此处板书)

用双重否定的形式，语气坚决。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2)“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表达了怎样的心态?

“邪”表反问语气。可见孙权对吕蒙不听劝告的不悦，有责
备的意味

2.接下来还有一个人物出场，那就是鲁肃，请二位同学分角
色朗读蒙、肃对话，要求尽量读准说话时的语气，语调。

(1)“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一句可见鲁肃当时怎样
的心理?说明了什么? 十分惊讶。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吕蒙的惊



人变化。

(2)“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这句
话表现了吕蒙当时怎样的心情? 自得、自豪。

3.我们刚才对人物的语言进行了揣摩，下面请同学们在此基
础上再次朗读课文，我相信，这一次，同学们一定会读得更
好!

四、拓展延伸

小组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1、鲁肃为什么与吕蒙“结友”?

2、吕蒙由不愿学,到学,再到学有所成，这个变化过程给你什
么样的启示?

3、学了课文，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明确：文章以“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结尾。鲁肃之所以
主动与吕蒙“结友”,因为鲁肃为吕蒙的才略所折服而愿与之
深交,表明鲁肃敬才,爱才,二人情投意合.这最后一笔,是鲁
肃“与蒙论议”的余韵,进一步从侧面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
长进.

读书学习能使人聪明，更有力量。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增长
知识，陶冶情操，让自己成为 全面的人。

劝人要讲究策略

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要爱才但不能忌才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最能说明本文的故事);多读书、读好书、
好读书

不能总拿老眼光看待人和事

不能找借口轻言放弃……

五、背诵课文

同学们对课文把握的不错。现在请同学们根据提示背背课文，
看谁背得又快又准1

六、课堂练习

请看大屏幕，谁能回答这些问题?

七、总结

同学们掌握的真不错。我们来小结一下。

八、布置作业

古今中外有许多劝人读书的名言、格言，请搜集这些名言。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

1.积累“当涂掌事”“但”“涉猎”“刮目相待”“何”等
文言词语的含义。

2.通过朗读、圈划，理解孙权劝学的过程，把握文章的行文
脉络。

3.了解“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写作意图。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通过朗读、圈划，理解孙权劝学的过程，把握文章的
行文脉络。

难点：了解“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写作意图。

三、课型

新授课

四、课时

一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课题导入（3分钟）

1.我们已经学习了《为学》，作者彭端淑鼓励他的子侄辈们
立定志向，努力学习。今天，我们再学一篇劝学的文章，
《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持编
写的。

2.齐读课题，说说课题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劝”。

3.围绕“劝”字，你会产生哪些问题？

预设：谁劝谁？为什么劝？怎么劝？劝的效果怎么样？

4.我们围绕这些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篇文章。

（二）整体把握，理清思路



1.教师范读，请同学们思考：文中是谁劝谁？他们的身份分
别是什么？用笔在文章中划一划。

明确：孙权劝吕蒙学习。“权谓吕蒙曰”，积累“谓”的含义
“对说”。

孙权是君王，从他对吕蒙的称呼“卿”和自称“孤”可以看
出。（“卿今当涂掌事”“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卿：
古时君对臣，上级对下级的称呼。孤：君王自称。

吕蒙是一名臣子、武将。孙权对吕蒙的称呼“卿”看出他是
一名臣子，从“辞以军中多务”看出他掌管的是军队，是一
名武将。

《孙权劝学》是作为君王的孙权劝作为臣子的吕蒙去读书。

2.那孙权因什么而劝（武将）吕蒙读书呢？请同学们再读一
读文章，圈划一下。

明确：“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即“你现在当权掌管
政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不仅仅是武将了，还要协助孙
权管理政事，所以一定要学习了。（请学生再读一遍）

追问1：这句话该怎么读？

明确：双重否定，肯定语气，有股不容置疑的国君的威
严。“！”表示情感强烈。

追问2：那吕蒙去读书了吗？没有。“蒙辞以军中多务”。吕
蒙推托了。可见，想要劝服吕蒙读书，是一件难事儿。

3.那孙权是怎么劝的？圈画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

明确：“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
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追问1：请大家结合课下注释，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自己说
一说。不理解的词圈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翻译：我难道想要你研究经书成为博士吗？只应当广泛阅读，
了解往事罢了。你说军中事务多，哪个像我？我常常读书，
自认为大有益处。”

追问2：孙权是从哪些方面来劝他的？（孙权得有充分的理由）

明确：明确告诉吕蒙读书的目的是增长才干（目标）；吕蒙
读书是有时间的，是有可能性的（条件）；现身说法，告诉
吕蒙读书是有效果的（预期效果）。

追问3：老师把“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
耳。”改成“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当涉猎，见往事。”哪
个更好？（从孙权劝学的态度有何不同？）

明确：原句好。先找出区别。改句少了“邪”“但”“耳”
这些语气词。原句语气比较舒缓，委婉、亲切、诚恳地告诉
吕蒙劝他学习目的是让他增长才干，孙权想让吕蒙心悦诚服，
而不是用权力来压制他去学习。同时感受到孙权作为君主的
那种大气、圣明。

明确：不能。如果调换的话，会与吕蒙争锋相对；原文的写
法，能避免矛盾。另外，先要解决吕蒙思想上的误区：以为
孙权劝他读书是为了让他成为博士。

4.“劝”的效果怎么样？从哪里看出？

明确：效果不错。“蒙乃始就学。”

鲁肃过寻阳，“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鲁肃年龄比吕蒙长、权职比吕蒙高，听了吕蒙议论后情不
自禁地赞美吕蒙，可见，吕蒙经过学习，才略取得了惊人的



进步。）于是决定“拜蒙母，结友而别”，鲁肃为吕蒙的才
略所折服而愿意与他深交，从侧面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
进。

5.教师小结：本文写了孙权劝吕蒙读书，他从读书的目标、
条件和预期效果这三方面来劝说吕蒙。后来，吕蒙泛览群书
后，才略上有了惊人的进步，从一个将才成为了像鲁肃一样
的帅才。吕蒙取得的进步，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也多亏了孙
权的劝说。

（三）再读感悟

1.接下来，我们分角色把整篇文章一起读一读。请三位同学
分别扮演孙权、吕蒙和鲁肃，其他同学旁白。

2.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
治道”（从往事中借鉴，对治理世道有辅助作用），命名为
《资治通鉴》，主要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借鉴。

4.老师送给大家一首诗。《劝学》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四）作业布置

1.整理《孙权劝学》课堂笔记

2.改写《孙权劝学》，300字左右

六、板书设计

孙权劝学

司马光《资治通鉴》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邬雪娇



[《孙权劝学》教学设计(沪教版七年级上册)]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五

（1）我们不要以一成不变的态度看待他人，要以开放的眼光
看待事物。

（2）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放弃学习，坚持读书是有益的。

（3）要善于听取他人好的建议或意见并去做。

（4）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就会学有所成。

（5）不但自己要学好，还要催动附近的人也要学习，让社会
也一起进步。

（6）劝人要讲究策略。

（7）不要找借口不听从别人。

（8）只要发奋学习，就能积学修业，学有所成。

（9）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

（10）一个人即使基础差，但只要端正态度，刻苦努力，就
能学到知识，并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办事能力。

（11）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天性。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
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只要你愿意，你就会成活并成长。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六

吕蒙（178年－220年），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
南）人，东吴末年名将。由于为虎威将军，故亦称吕虎威。



吕蒙出身贫苦，少年时未曾受教育，其姊夫邓当是孙策部下。
吕蒙后来受到孙策的赏识，从而踏上军人路途。吕蒙一方面
屡立战功，另一方面在壮年时受到主公孙权启发，努力修习
经典，遍读群书，逐渐蜕变成一位具战略眼光、智勇双全的
将领。吕蒙发愤勤学的事迹，成为了中国古代将勤补拙、笃
志力学的代表，与其有关的成语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吴下阿蒙”等。

鲁肃（172年－217年），字子敬，汉族，临淮郡东城县（今
安徽定远）人，中国东汉末年杰出战略家、外交家。出生于
一士族家庭；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他体貌魁伟，性
格豪爽，喜读书、好骑射。东汉末年，他眼见朝廷昏庸，官
吏腐败，常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他还仗义疏财，深得
乡人敬慕。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七

（1）积累文言词语，疏通文意，背诵课文，领会文章给人的
启示。

（2）通过学生用现代语再现故事，揣摩文中对话描写，品味
用对话来刻画人物的表达效果。

（3）理解刻苦治学、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于国于己都
意义重大的道理，从而勉励同学们重视学习，养成爱读书的
好习惯。

（4）比较《孙权劝学》和《伤仲永》的异同，深入了解作品，
逐步提高阅读能力。

【教学重点】

（1）学习一些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2）学习运用“吴下阿蒙”“刮目相待”等成语。

（3）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旨。

【教学难点】

1、美读课文，力求声情并茂，读出人物个性，读出文章特有
的意味。

2、理解鲁肃与吕蒙的对话，体味这段话的情味。

【教学设想】

1、以“朗读--译度--思度--演度”逐步理解课文，体会人物
的心理和感情。

2、比较阅读。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学了历史，而且不少同学也看电视剧《三国演义》。
我们知道，三国是个战乱的年代，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
能说出几个三国人物的名字吗？（通过学生回答引入正课。
板书课题）

二、自读与感知

1、朗读课文，准确认读。

（1）示范朗读--配乐朗诵（录音）



（2）学生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出感情。

2、译读课文，整体把握文意。

（1）学生结成四人小组，参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
翻译课文。

（2）翻译竞赛。规则：全班分为四大组，底分各为100分，
竞赛分为2轮进行。

第一轮：翻译课文。各组各选一名代表，口头翻译课文。把
课文分为四部分，每组代表各翻译一部分，错一处扣5分，师
生共同评议。

第二轮：认读课文。教师多媒体显示去掉标点符号的课文，
由各组各读一个部分，错一处扣10分，师生共同评议。

3、教师质疑：（大屏幕显示）

1）提问：题目《孙权劝学》，哪孙权到底劝谁学习？

2）提问：孙权是怎么劝学的？该怎么读？

--“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重心长，谆谆告诫。
读出孙权对吕蒙的严格要求，显出君主的身份，读出领导对
下级的亲切关心和期望。）

--“邓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反问句，强调并不是要目
蒙研究儒家经典，当专享经学传授的学官，而是有别的目的。
）

--“卿言多务，孰若孤？”（反问句，否定吕蒙辞以多条的
理由。要重读强调。）

3）提问：吕蒙接受劝告吗？



4）提问：阿蒙读什么书？（想象）

5）提问：怎么读书？请以阿蒙读书为题，按“（的'阿
蒙）”形式进行口头创作，补充出阿蒙学习的故事，填补文
章的空白。

6）提问：阿蒙学习的结果怎么样？该怎么读？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感叹句，要选出惊讶
不解的语气。）

--“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反问句，指责中带有自豪的语
气。）

4、演读课文。

请四个朗读水平较高的学生用现代语言分角色讲故事，进一
步体会人物的对话的语气和心理，同学们共同评议。

四、反思与探究：

2、很多同学都谈到了学习的重要性，那么古人在学习上还有
哪些说法值得借鉴？

学生展示收集到的名人读书故事和名言。

教师总结：总之：知识能够改变人，知识能够塑造人。

五、拓展与延伸：（大屏幕显示）

成语竞查--刮目相看、吴下阿蒙

六、总结：

总结：跨越千百年的时空，古人劝学的声音还在我们耳边回



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让我们牢记古人的教训，珍
惜时光，好好学习吧。

七、作业：（大屏幕显示）

1、课后大家熟读课文，让它成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2、请以《方仲永巧遇吕蒙》为题，展开想象，写篇作文，文
体、字数不限。

七年级孙权劝学教案篇八

教学目的要求

（一）语文训练

1、结合语境，理解重点词的含义。

2、理解句子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把握文章主旨。

3、积累词、句。

（二）思想教育

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目的2

教学难点：学会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教具准备：投影片

教学时间：2课时

教材分析：



小飞娥在险境中挣扎，香瓜子在墙角砖缝中长出小
苗。“我”静听心脏的跳动，感受自己的生命。作者通过这
些平常小事，感悟出深刻的道理，强烈的呼喊“生命，生
命”，表达自己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愿每个
人珍视生命，坚强勇敢，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无限的价值，让
人生更有意义，更有光彩。

课文中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是逐步深入的，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思考的是怎样对待生命，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的使
用生命，让人生更有意义；第二层思考的是怎样对待生命的
短暂，怎样对待生老和病死；第三层思考的是将目标、信念
付诸于行动，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小飞娥在险境中挣扎，香瓜子在墙角砖缝中长出小
苗，“我”静听心脏的跳动，感受自己的生命。这些本来是
平常小事，杏林子却由此感悟出深刻的.道理。你想和他一起
感悟吗？今天我们学习第二课《生命，生命》。（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一）正确读写生字词，理解词义。

1、学生快速度课文，自行解决生字新词的学习。

（查字典，看注释，问老师、同学）

2、集体交流

骚扰：使人不安宁，扰乱。



茁壮：强壮、健壮。

糟蹋：浪费和损坏。

庸碌：形容人平庸，没有作为。

辜负：对不住（别人的好意、期望或帮助。）

昂然挺立：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挺立,直立。昂然，仰头。

擎天撼地：形容力量巨大。擎，举起。撼，摇动。

肃然起敬：由于受感动而产生恭敬和钦佩之情。肃然，形容
十分恭敬的样子。

3、学生自渎带有生字词的句子，结合语境，理解词义。

4、学生写词语。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自由朗读，感知文中的故事情节。

2、抽学生朗读。

（如何评价一人的朗读？流利、感情、速度、停顿）

学生评价朗读的情况。

3、学生分组练习朗读课文。

三、课堂练习

1、读拼音写词语。



2、朗读比赛。

四、小结、作业：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第2课的生字新词，初步了解了课文内容。
课后同学们把生字新词读书写会，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本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文，深入理解课文内容。（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教给学生读书方法

读一篇文章、一段文字，要善于抓住主题或关键词，这样就
抓住了中心。

2、学生看导语，默读课文，画出各段的主题词，集体交流。

（小飞娥）生之欲望

（香瓜子）生命力

（心跳）生命

3、从把握各段主题词入手，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事例引出的思考

小飞娥：生之欲望意义

香瓜子：生命力价值



心跳：生命珍视奋斗

4、说说通过读课文，你都知道了什么？

（抽学生回答，及时给予肯定。）

5、课文大家已经细心的读过了，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
现。对于文章的内容，你还有哪些问题不理解，请你提出来，
让同学们帮你解决。

6、自主、合作、探究

老师提出问题供学生讨论

a、找出自己感触最深的事例，反复品读，体悟文章的内涵。

b、请联系作者自己，感悟作者为什么强烈地呼唤“生命，生
命”

c、文中的三个事例蕴含的意识，分别侧重于哪一方面？

（结合板书讨论）

三、课堂练习

品味文中语言，体会其作用。（投影）

a、小瓜苗仅仅活了几天，说得上“擎天撼地”的生命力吗？

（提示：所处的环境几乎没有生长的条件，而它的萌芽需
要“冲破坚硬的外壳”，但它还是萌芽长成了一截小瓜苗。）

b、三个事例为什么前两个事例举的都是“小虫子、小瓜苗”
这样的小生命？



（提示：由此可见，凡是生物都有强烈的生的欲望。无论怎
样危险，都不会放弃求生的努力。小小的虫子如此，人当然
就更不用说了。）

c、三点思考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提示：第一点思考的是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地使用生命，
让生命更有意义。第二点思考的是怎样对待生命的短暂，怎
样去对待人的生老病死。第三点思考又进一层，是将目标、
信念付诸于行动。）

3、小结、质疑与研讨的经验。

4、语言运用：补成一句话。

（1）一只（）不停地在（）飞来飞去，骚扰着我。

（2）（）在（）小憩。

（3）（）令我震惊。

（4）（）昂然挺立。

（5）足以擎天撼地。

（6）我可以（），也可以（）。

（7）我应许（）。

（8）（）遇祸遇福，或喜或忧。

5、阅读、比较

阅读美国作家克伦、沃森的《生命，生命》，同课文比较，
你更喜欢哪一篇？为什么？



（沃森的文章与课文所举的第一事例，主旨完全相同。课文
从三个事例中引发三点思考，沃森的文章则是细致地描写受
伤的蜜蜂怎样极力挣扎。学生根据个人爱好作业不同选择。

三、课堂小结、作业

正是由于为生命而奋斗，所以才要勇敢的活下去。12岁就患
了重病的杏林子，虽然病情恶化，仍忍住病痛，强烈地呼
唤“生命，生命”。和杏林子的重病相比，我们双耳的残疾
又有什么呢？希望同学们能从今天的学习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做生活的强者，奏出生命的最强音。

作业：

1、根据课文内容，结合生活实际，你认为怎样才能使人生更
有意义？

2、文中作者从三个事例引发出对生命的思考，你能再从生活
中举一两个类似的事件吗？

3、熟读课文后三个自然段，有能力的同学背下来。

板书设计：

2、生命，生命

事例思考

飞蛾：生之欲望意义

香瓜子；生命力价值

心跳：生命珍视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