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老人与海后感 老人与海教案(大
全6篇)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你们的陪伴和支持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谢谢你们！当我们要写一篇完美的致辞致谢时，首先需要明
确感谢的对象和目的。接下来是一些精彩纷呈的致辞致谢范
文，让我们共同领略其中的魅力和魄力。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一

一、知识教育目标

引导学生借助资料大致的了解海明威的作品和风格。

二、能力培养目标

1．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分析和揣摩本文的哲理和象征
意味。

2．引导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抓住主要梗概，把握小说的主要内
容，进而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说
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三、德育渗透目标

培养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勇气、毅力和智慧在艰苦卓绝的环
境里进行抗争的精神。

重点、难点

重点：

1．引导学生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



说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2．培养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勇气、毅力和智慧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里进行抗争的精神。

难点：

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分析和揣摩本文的哲理和象征意
味。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分析和揣摩本文的哲理和象征
意味。

2．引导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抓住主要梗概，把握小说的主要内
容，进而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说
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3．培养不屈服于命运，凭着勇气、毅力和智慧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里进行抗争的精神。

二、整体感知

1．作者简介

海明威（ernesthemingway，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
称。生于乡村医生家庭，从小喜欢钓鱼、打猎、音乐和绘画，
18岁起进入报界，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生人死以致伤



痕遍体。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不堪老
年病痛的折磨，他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对海明
威的评价，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唁电所说：“几乎没有
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
生过更大的影响。”他称海明威为“本世纪（20世纪）最伟
大的作家之一”。

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要了解美国，你必须走近
海明威，走到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的文学长
廊中来。海明威的成名作是1926年发表的《太阳照样升起》。
这部表现战后青年人幻灭感的作品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
表作，其他代表作有《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
（一译《战地钟声》）和以“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他擅
长用极精练的语言塑造人物。他创作风格也很独特，从来都
是站着写作。以至他的墓碑上有句双关妙语：“恕我不能站
起来”。他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是百折不弯的硬汉形象，尤以
《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最为典型。用海明威的一句名言可
以概括这类硬汉甚至其本人，乃至可涵盖美利坚民族的性格：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
就是打不败他。”

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
牛士、猎人等形象，在这些下层人物身上，他塑造了一种百
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子”性格，
《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
小说中的大海和鲨鱼象征着与人作对的社会与自然力量，而
老人在与之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
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可以
说，这样一个形象，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你尽可把他
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思想。



（二）人们称海明威的作品具有“电报式风格”，在本文中，
这种特点有哪些体现？

1．结构上的单纯性，人物少到不能再少，情节不枝不蔓，主
人公性格单一而鲜明。本文中直接出场的人物只有老渔夫桑
地亚哥一个，情节也主要是围绕大马林鱼的捕获以及因此而
引来的与鲨鱼之间的搏斗，可谓单纯而集中。海明威曾经对
《老人与海》的原稿进行了两百多次的校阅，正如他自己所
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
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么谋生，怎样出生，受教
育，生孩子等一切过程……”然而他砍伐了所有的冗言赘语，
删去了所有别人写过的东西，删去了解释、讨论，甚至议论
的部分，剪去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毫无生气的文
章俗套，使小说单纯而集中。

2．避免使用过多的描写手法，避免过多地使用形容词，特别
是华丽的辞藻，尽量采用直截了当的叙述和生动鲜明的对话，
因此，句子简短，语汇准确生动。在塑造桑地亚哥这一形象
时，他的笔力主要集中在真实而生动地再现老人与鲨鱼搏斗
的场景上。鲨鱼的来势凶猛，老人的沉着迎战，机敏矫捷，
都写得生动逼真。如写鲨鱼出现的情形，“当一大股暗黑色
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
深的地方窜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冲
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这段描写没有一个比喻
句和形容词，但鲨鱼的凶猛、快捷，形势的紧迫却立刻展示
在读者面前，清新洗练的叙述文字和反复锤炼的日常用语，
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对大海的描写粗犷简洁，犹
如一幅水墨山水画，读来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3．鲜明生动的动作描写和简洁的对话。海明威善于从感觉、
视觉、触觉着手去刻画形象，将作者、形象与读者的距离缩
短到最低限度，而且很少直接表露感情，他总是把它们凝结
在简单、迅速的动作中，蕴涵在自然的行文或者简洁的对话
中，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如写老人与鲨鱼搏斗的场面：“老



头儿用鱼叉攮到鲨鱼头上的时候，他听得出那条大鱼身上皮
开肉绽的声音。”这种描写本来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但读
者读来便会过电一般油然而生出同样的感觉，同惊惧，同紧
张，同喜悦。海明威“打定主意放手让读者去如实地吸取印
象”，而“不挤到对象与读者之间去碍事”，他要让对象与
读者直接沟通，这也是这篇小说的场景描写如此震撼人心的
一个重要原因。

4．着力追求一种含蓄、凝练的意境。海明威曾经以冰山来比
喻创作，说创作要像海上的冰山，八分之一露在上面，八分
之七应该隐含在水下。露出水面的是形象，隐藏在水下的是
思想感情，形象越集中鲜明，感情越深沉含蓄。另外，为
使“水下”的部分深厚阔大，他还借助于象征的手法，使作
品蕴涵深意。

（三）难点探究

【明确】这句话是桑地亚哥的内心独白，也是小说的核心精
神，它生动地揭示了桑地亚哥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也是
作者海明威的思想观与价值观的反映。这句话意味着，人生
的使命是奋斗，是与命运做不懈的抗争。人生下来虽然面临
种种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也许这些挑战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肉
体消灭，但一个人只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在任何艰难险阻面
前不屈服的精神，人就永远是胜利者。小说中的老渔夫桑地
亚哥虽然最终没能保住大马林鱼，但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
他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是精神上
的胜利者。

2．【提问】文中的独白有什么特点?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明确】本文除了有关老渔夫桑地亚哥与鲨鱼搏斗场面的描
写，还有大量人物的内心独白，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桑地亚哥
的内心活动，写出他在海上漂泊的这几天的心态，通过自由
联想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老人的思想与感受。这些内心独



白不仅深刻揭示了主人公那内心的自豪感、坚毅以及寻求援
助的孤独感，而且闪烁着深邃丰富的哲理光彩，丰富了小说
的思想，构成小说的重要特色。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硬汉子
多是“哑巴公牛”，言语不多，缺乏思想，而老渔夫桑地亚
哥却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具有坚强的理性，是用思想支配
行动的人，因此成为海明威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
之一。

布置作业

完成“研讨与练习”一、二、三。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二

摘要：接受美学认为阅读是一个读者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原
文本的再创造过程,文本既有开放性，又有定向性。

前者表现为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阐释往往是不同的，而
后者使得读者不能天马行空般地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

本文试以接受美学理论分析了对作品《老人与海》的不同阐
释，并从中得出结论：读者只能在肯定文本定向性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阅读。

关键词：接受美学;前理解;阐释;创造性阅读

20世纪，文学研究的重点曾一度从作家转移到作品。

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现象学批评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
作品文本的语言、结构、意义等问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将
作品视为一个自足的体系，把文学研究圈在文本的狭小天地
里,读者只是一个在文本指导下的感觉主体，充其量是充当鉴
赏者或批评者角色。



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尧斯、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把文
学研究的重点由文本中心转移到接受者(读者)，他们强调读
者在阅读中的参与作用，能动创造，并给这种创造以充分而
广阔的自由天地，即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作品
的一种再创造过程。

厄纳斯特・海明威把自己的创作比做“冰山”，并用“冰山
原理”来形象地概括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和技巧。

他曾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原理去写作。关于显现出来
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省略去你所知
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在《老人与
海》中，他洗练的文字风格和下意识的象征隐喻，得到了最
大的体现。

文学性如此强的小说，其语言自然留给人们很大的阐释空间。

和大多数巨著一样，海明威的这篇小说读起来有多层涵义。

一方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带有悲剧性的冒险故事。

故事讲到一个精神沮丧的老渔人，在他对职业的自豪感的支
持之下，冒险远航至墨西哥湾流，并在那里钓住了一条该水
域中从未见过的最大的马林鱼。

故事接着说道他孤零零地、在因奋力叉住这条大鱼而耗尽了
力气之后，被迫投入一场和一群海盗似的鲨鱼的绝望的搏斗
之中，结果是那些鲨鱼只给他留下了猎获物的一具骨架。

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寓言，它描述了人所具有的不可征服
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如何从灾难和实际失败的环境中攫取
精神上的胜利。

再一方面，这部作品带有一种宗教意义的隐喻，作者不引人



注目地添加了基督教的一些象征和比喻。

美国的评论里，最有力的一种论调是桑提亚哥象征着耶稣。

八十四天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意味着不断的受难。

而老人背负着鱼如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走上骷髅地。

在最后老人的努力尽数付之东流，意味着耶稣的受难。

对这样的论调，不太了解基督教经典的读者会觉得略显牵强
附会。

这是因为文本除了确定性之外还存在不确定性或空白，用接
受美学的术语来说是“召唤结构”，这种空白中止了文本模
式的联结性或中断了文本的最优联结，这样就留给读者想象
的空间和机遇，促使读者以自己的经验或所谓的“前理解”
去填充弥补空白，这使得阅读本身成为一种积极的交流活动，
而不是纯粹的接受信息的被动行为。

不同读者面对同一作品所理解到的意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接受美学否定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固有的，不变的，而是认为
作品和接受一样具有历史性、开放性。

一改往昔的烽烟战场或凌寒绝顶的环境，《老人与海》选择
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小渔村。

一个孤独的老人，被长久地阳光暴晒后皮肤上留有老人斑，
酷爱棒球，在整整八十四天未曾钓到鱼之后遭到周围人善意
的嘲笑，而安之若素，毅然在加勒比海上开始了他惊心动魄
的历险记。

小说的大半篇幅都描写着一件事：桑提亚哥的钓钩成功地进
入了一条鱼的脏腑。



但是那一条巨大的鱼却反客为主，牵带着他的渔船四处飘荡。

在此期间他只是紧紧地攥住渔线，不断自言自语消磨着时光。

在经过漫长的努力之后，鱼死去了，桑提亚哥将它绑在了船
旁。

在被一条凶猛的大鱼带入苍茫大海之时，他的手抽筋了，手
掌筋络划破了，饥饿使他吞食生鱼。

对待这一切，桑提亚哥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表现
得低调而轻松。

不断地自言自语之时，他还在挂念着马特奥的棒球赛。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武和自信。

即使他的年纪已衰迈，但是在他喃喃自语的安静之中可以清
晰地看到他勇敢的心。

桑提亚哥蹒跚着回到自己的屋中睡下，沉睡中他梦见了少年
时望见过的非洲雄狮。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预示着他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以上只是对《老人与海》的一种广为人接受的阐释，即认为
它是一首英雄主义赞歌，歌颂的正是桑提亚哥。

毕竟文学作品不是摆在那儿恒定不变的客体，而是向未来的
理解无限开放的显现过程，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这种
历史性又取决于读者的理解。

随着时代的不同，接受者总有新的意义发现，与文本原意形
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一种交往模式。



在现代社会，桑提亚哥这一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在一些读者眼中，他不再是令人崇拜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点
傻，有点迂腐的人物。

第一，科德角的一位渔民谈了自己的看法：桑提亚哥应该把
鱼身上的肉割下来放在舱底，余下的留给鲨鱼。

其二，忙了三天三夜，老人除了弄回一副鱼骨外，别无他获，
岂不悲哉?他为什么不与别的渔夫一样，索性让钓索随流漂
去?起码可以尽快捕到猎物，尽可能地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样捕到的猎物虽然不大，但可以放入船中，免受侵蚀和攻
击，然后得胜回家，岂不妙哉?第三，当马林鱼招来成群结队
的鲨鱼进攻时，他也至少有两种选择：争分夺秒，在有限的
时间内把马林鱼肉保存起来;抑或放弃那条捕到的大鱼，安全
第一，“留得绿水在，哪怕没鱼捕?!”如上所述一些读者发
现：首先，他行事没有预见。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过大的鱼和过远的航
程定会引来鲨鱼，这是常识。

正是他的没有预见，导致了策略上的失误，岂能不败乎?其次，
他分不清主次，把握不住主流，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
不是。

再次，他处事莽撞，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过于严重。

常用“想当年”的冠军风采去拼，不考虑自己已是行将入土
之人，逞能的结果是差点搭上老命。

最后，事后不总结，不反思。

他只会糊弄小男孩，搞盲目崇拜，相互吹捧，给自己增添一丝



“传奇”色彩。

这样的一个人，难道还算不上傻或是迂腐吗?事实上，这种阐
释也是有理的，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许多领域的生产已从
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面对困难，人们似乎更善于以智取胜。

那么，桑提亚哥的行为被视为是傻人的蛮干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读者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这种环境先行地
占有了他，并赋予他一定的前理解，进而影响他对文本的阅
读。

所谓“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不同
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文本来。

然而，接受理论在指出文本中存在“空白”的同时，并没有
否定它仍具有基本定向功能的“图式框架”。

因此，读者应把原文文本的定向性作为阅读的起点，无拘无
束，天马行空的阅读将会导致对文本的过度诠释。

真理往前多跨出半步则导向了谬误。

如果把创造性阅读理解成不顾作品的意义而随心所欲地自由
理解，则只有创造而无阅读了。

只有在肯定作品有自身意义的基础上的“共同创造”才是科
学的。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的结尾处首创了“两难构架”――那
个拖着一条大鱼残骸返回陆地的老头儿，到底是一个成功者



还是一个失败者?是智者还是愚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
直在为此争论不休。

正因为怎样去定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怎样去定论也都会为
对立观点留下充分的反驳余地。

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进行创造性的阅读，即在把握住文本定
向性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前理解，或借助于别人的前理解去
阅读;努力发掘别人还没发现的作品的其他含义;对理解到的
意义作出自己独到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停留于理解本身或人
云亦云;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产生联想而生成新的意义和塑造
新的形象;将阅读与生活相联系，用阅读去影响生活。

解读《老人与海》，感悟接受美学，以上正是接受美学给我
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隆溪，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

[2]黄源深、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m]，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3]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m]，复旦大学出版
社，1988。

[4]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海明威著，吴劳译，老人与海[m]，上海译文出版社，。

解读《老人与海》原著与电影的异同【2】

[摘要]《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也是将他推向诺
贝尔文学奖的一部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多次被拍成电



影，1958年上映的《老人与海》最为人称道。

我们看到这部老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无限的感慨，被电影画
面中的大海、老人、大鱼、狮子所吸引。

电影将原著中的文字转变成动态的画面，更加让这部作品深
入人心，观众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更好地了解原著中的内容
细节，并且从中体会到真实的海上生活，给这部作品加分不
少。

本文就对《老人与海》的原著与电影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
希求呈现两者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解析
这部伟大的作品。

[关键词]《老人与海》;原著与电影;异同

《老人与海》电影中广阔无垠的大海、昏黄缥缈的云朵都深
深印刻在观众的心中，原著中所讲的美丽景象被呈现得淋漓
尽致，老人与鱼儿的“斗争”更是堪称经典，电影中的渔夫
圣地亚哥的坚强与执著，确实体现出了海明威的书中的人的
奋斗精神，垂垂老矣的人还在与一个灵活、劲头十足的大鱼
一较高下，遇到困难没有放弃，老人的身躯与灵魂合二为一，
为我们上演了一场人与命运的生死较量，名誉与物质都不能
衡量这种恒心，只有通过用心去感受，才能获悉老人的艰难
历程与决心。

一、电影《老人与海》简介

古巴的一名普通的老渔夫圣地亚哥早年就从事渔猎活动，他
在海岸上的小屋子里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在海上奋斗的84天，
没有一点收获，别人都钓到了鱼，就是他没有一点进展，与他
“相依为命”的小男孩在父母的劝阻下与他分道扬镳。

但是当第85天的曙光来临，他不得不再次踏上征程，继续进



行一个人的战斗，当然，这次他没有任何帮手，他只能凭着
一己之力在海上奋斗，无论有没有收获，他总要回来面见大
家，那时，他的“战绩”将会在大家心中产生巨大的反响，
所以要想得到一些收获，争取别人羡慕的目光，这次必须拼
了!

当老人坐着小船再次出发，电影中呈现出美丽的朝霞与光彩
夺目的海平面交相辉映，老人的身影在海面上轻轻摇晃，这
种景象确实唯美动人。

老人出发了，他在第85天很顺利，在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上，
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大马林鱼已经上钩，这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机会，他怎能错过。

于是他奋力想将其拽上来，但是于事无补，他再次面临着失
败的打击。

老人心中无限感慨，终于抓住了一次“伟大”的机会，他怎
能放弃呢，于是他用尽全身力气，与这条大鱼进行了残
酷“厮杀”。

在斗争过程中，老人不时想起年轻时与一个黑人壮汉“掰手
腕”的情景，他最终用毅力与信心打败了那个黑人，所以多
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选择用毅力来打败对手。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三

2、不过话得说回来，没有一桩事是容易的。

3、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情愿做
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4、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象无鱼可打的沙漠
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老迈，



只有那双眼睛，像海水一样蓝，透出一股开朗.不屈的精神。

5、“想点开心是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
离家近一步。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

6、孩子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
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

7、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候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长
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现蓝色，
深的简直发紫了。

8、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事物都在互相残杀。捕鱼就是要了我
的老命，可是它同时也养活我。

9、个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
败。

10、“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
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11、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
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
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

12、个人能够作出多大努力，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

13、他身上一切都老了，只有一双眼睛还像海水一般碧蓝，
总那么愉快，从不沮丧。

14、这条鱼还是很有本事，我看到鱼钩钩住了嘴角，而它却
紧闭嘴巴。鱼钩的伤害算不得什么，饥饿的煎熬以及跟一个
它一无所知的对象较量才是根本问题。

15、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



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
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16、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的消灭他，可就
是打不败他。

17、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18、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
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19、“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

20、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象无鱼可打的沙
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
了那双眼睛，它们象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21、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22、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
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

23、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候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
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现蓝色，
深的简直发紫了。

24、人并不比飞禽走兽高明多少，我可是宁愿化身为藏在海
底的那众生。

25、他想，这一回它们可把我打败了。我已经上了年纪，不
能拿棍子把鲨鱼给打死。但是，只要我有桨，有舵把，我一
定要想办法去揍死他们。

26、他想，可是我一定要想。因为我剩下的只有想想了。



27、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候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
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现蓝色，
深的简直发紫了.

28、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
你能做什么。

29、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象他那张帆一样，
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

31、阳光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使他那抽筋的左手这时完全
复原了，他就着手让它多负担一点拉力，并且耸耸背上的肌
肉，使钓索挪开一点儿，把痛处换个地方。

32、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壮的地方。

33、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有好运比什么都强。

34、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
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35、他们到了小餐馆里坐下了。一些年轻渔民不断地拿老人
打趣，还讥笑他，可老人并不生气。

36、他做出的选择是留在黑暗的深海，远远地逃离一切罗网、
陷阱和诡计。

37、老人想：“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
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

38、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

39、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伟大的事
件，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



见他的妻子。

40、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决不
会去思考过去的丰功伟绩。

41、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
是打不败他。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四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作家海明威的生平与文学功绩

2、掌握内心独白对任务形象塑造的作用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老人的永不服输的顽强精神

分析故事情节，找出人物内心独白，把握人物“硬汉”形象

掌握内心独白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情境法、启发法、问题探究法、讨论法

多媒体课件

1课时

（一）导入

[以一海底图片导入]



浩瀚的大海里生长着许多的生物，那大家认为大海里最凶猛
的动物是什么？——鲨鱼[展示鲨鱼图片]鲨鱼这种凶猛的动
物，在人们看来是“嗜血成性”的水下魔王，人们可谓是
谈“鲨”色变。

可是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一个老人与几十
条鲨鱼作战。是什么促使老人与之战斗呢？……那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一下这篇小说，从中我们也许可以收获许多。

（二）作者简介[课件展示]

（三）故事梗概

海明威因《老人与海》这篇小说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
篇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古巴老渔夫的亲身经历。这篇
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小说叙述的是古巴一位饱经沧桑
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已经八十四天未捕到鱼了，在第八十五天，
他又一个人出海远航，在海上经过三天两夜的搏斗，终于捕
到了一条足有一千五百多磅的大马林鱼。然而，在归航途中，
马林鱼却被鲨鱼吃掉。本文节选的是主要是老人与鲨鱼搏斗
的情景，是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也是小说情节的高潮。从
书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与鲨鱼搏斗共分为五个回
合，下面，我们就来稍微分析一下这五个回合。

（四）分析小说情节

因为小说节选的部分比较长，共有几段？（97）那我先给大
家一些提示，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导学教程》中的结构提
示，着重从情节、搏斗的武器、还有搏斗的结果来分析。五
个回合，我们就分为五组，每个组找一个回合，这样速度比
较快。

[学生分组从文中找，讨论交流后明确][课件展示]



（五）分析内心独白

通过大家的分工合作，我们理清了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作者主要从哪个方面来刻画
他呢？——内心独白

[课件展示问题]

1、找出文中五次搏斗前与后的老人的内心独白。

2、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怎么样的性格特点？

[学生分组寻找、讨论交流后师生明确]

[课件展示人物内心独白材料]

（六）分析人物形象

[播放朗读]让学生结合人物内心独白及朗读分析主人公形象。

[学生讨论后明确，课件展示]

（七）重点语句分析

[学生讨论后明确，课件展示]

（八）讨论交流

[学生自由发言，畅谈人生启示]

（九）补充：话题作文素材——有关成败的名言[课件展示]

（十）布置作业



阅读《老人与海》可以领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懂得
如何面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请写一篇读后感（800字左
右），记下自己读书的收获。

（十一）板书设计：见课件

这一节课，基本上按我原先的教学思路顺利的完成。

但由于这篇小说节选的部分较长，需要学生课前很好的预习
才能在一节课当中完成教学。由于文本过长的关系，所以在
分析人物内心独白的时候耗时过多，致使后面的讨论的环节
被迫缩减，但幸好我的课后作业弥补了这一遗憾。这篇课文
学完，除了要让学生学会分析小说，掌握知识技能外，我想
对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学习老人的
那种永不屈服的顽强精神，这也是学生身上所欠缺的。语文，
我想，就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同时，刚开学，一些班级工作的干扰，使我未能很好的去准
备这节课，在课件制作方面也比较粗糙，在教学过程中也有
一些细节未处理好。总之还存在的许多的不足，作为新老师，
很多东西还需要学习。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五

轻轻合上书本，我的思绪却随着书飘到那波涛汹涌.危机四伏
的大海中去了。

书中的主人公桑地亚哥是个渔夫，书中的故事很简单，写的
是老渔夫在前84天捕鱼，但并没有捕到大鱼，不过在第85天
时，他却钓了一条大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
的，鱼大劲也大，拖着他的船漂了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
两夜中经历了许多的艰难考验，终于将鱼刺死，拴在船头，
却不料遇到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一场更激烈的战斗，
但无奈，鲨鱼还是把马林鱼肉吃得一点都不剩，只给老人留



下了一堆鱼骨头。

别人都说他失败了，但我觉得他是成功的，因为在前84天并
没有捕到大鱼，但也有一些收获，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
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令我钦佩。要是我遇到了挫折，一定会
像老渔夫那样，面对挫折不言败，勇敢去付出。

在书上提到：“老人渔船上那破旧的帆布，就像是一幅失败
的旗帜，仿佛在宣告着老人永远都捕不到鱼的倒霉运气。但
是，老人并没有气馁，仍然出海捕鱼。在现实生活中，许多
人却不能像渔夫一样坚持，面对挫折就逃避。和那已经生活
窘迫的老渔夫相比，那些逃避的'人真的不知道挫折怎么写。

老渔夫那种不言败的精神，勇敢去付出的那种行为，都是我
们应该学习的。

读老人与海后感篇六

一位老人，每年冬天风雨无阻的步行二十余里到翠湖喂海鸥，
还给海鸥起名字。久而久之，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
有一天，老人去世了。翠湖边，海鸥们围着老人的遗像大声
鸣叫，翻飞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这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不久前学过的课文——《老人与海
鸥》。

正是因为爱，海鸥得到了老人的关心；也正是因为老人对海
鸥的爱，让海鸥在老人死后为老人守灵，哀悼，这一幅感人
的画面，也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老人与海鸥用爱共同谱写了一首美丽的歌曲。那份相知与相
守，让我们明白：人与动物原来是如此和谐、动人！这份爱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要热爱大自然，关心动物，珍惜
生命。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文中的老人那样保护动物。一些人教
育别人“保护野生动物”，说的头头是道，自己却在残忍的
捕杀它们。就拿印度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来说，它没有错，
却因肉质鲜美可口而遭到人们的大量捕杀，在十七世纪就已
经灭绝。再说说鲨鱼，它们被人们残忍的割下鱼翅，而后带
着满身鲜血被扔回大海。割下的鱼翅被人们吃掉，被扔回海
里的鲨鱼只有少数能活下来，其余的都死在了茫茫的大海
里……..

请不要猎杀野生动物，保护好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动物是
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无价之宝，它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向课
文中的老人学习，关心动物，热爱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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