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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一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梁梁衡的同名散文的节选。这是一赞
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证明了居里夫
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作出了
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课文的教学我安排了这样几个环节:

一、检查预习，揭题导入。(要求学生在课前对居里夫人有必
须的了解，紧扣课题中“美丽”这一题眼来读书。)

二、初读课文，感知“美丽”。(主要是让学生自学自悟，找出
“美丽”体此刻课文的哪些方面然后逐句逐层交流，让学生
初步感知居里夫人科学精神的美。)

三、品读重点，感悟“人格”的美。(设想紧扣文章两个关键
句，透过读、说、写的形式来体会居里夫人献身科学、淡泊
名利的人格美。)

四、再扣文题，拓展延伸。(首先播放影片中居里夫人的感言，
再次撞击学生的`心灵，去感受居里夫人伟大的人格;然后再
读文题，将“美丽”升华，即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就是跨越
百年的美丽。最后引导学生结合阅读链接写写自己的感言。)



在实施的过程中，我基本上能根据学情，把握重难点有序地
来组织教学，到达预习的教学目标。但也存在着几许缺憾，
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点:

1、“美丽”这条主张抓得不实。本来设计的时候要求学生品
读出居里夫人科学精神的美，执着追求的美，坚定刚毅的美，
献身科学的美，淡泊名利的人格美。但教学时没能抓住这条
主线，没有突出这条主线，从而导致教学的层次感不强，给
学生的感染力不够。

2、朗读的指导没有到位。在品读重点句子时，我设计了一
读:读准字音，二读:读得通顺，三读，读出情感。但在操作
的过程中，我指导朗读语言的贫乏，教学方法的单一，找不
到切入点，使得齐读过多，使朗读基本上是流于形式，简单
地为读而读，没有较好地训练到学生的朗读技能。

3、重点语句感悟牵引太多。语文学习应是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独特的阅读体验。但在本
堂课上，我片面地追求教学流程的落实，忽略了孩子的主体
性，忽略了孩子的体验，将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学生，没有关
注到学情，导致学生一脸的茫然，只明白跟着教师的节奏走，
阅读与思考的融合成了一句空话。

总之，我是“教而后知不足”，课堂中还存在许多的缺憾。
惟有自己不断的反思、学习、改善才会让自己的教学更实、
更活。恳请同行们结合我的教学多提指导性的推荐，谢谢!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二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梁梁衡的同名散文的节选。这是一篇
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
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作出
了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篇课文的教学我安排了这样几个环节：

一、检查预习，揭题导入。(要求学生在课前对居里夫人有一
定的了解，紧扣课题中“美丽”这一题眼来读书。)

二、初读课文，感知“美丽”。(主要是让学生自学自悟，找出
“美丽”体现在课文的哪些方面?然后逐句逐层交流，让学生
初步感知居里夫人科学精神的美。)

三、品读重点，感悟“人格”的美。(设想紧扣文章两个关键
句，通过读、说、写的形式来体会居里夫人献身科学、淡泊
名利的人格美。)

四、再扣文题，拓展延伸。(首先播放影片中居里夫人的感言，
再次撞击学生的心灵，去感受居里夫人伟大的人格;然后再读
文题，将“美丽”升华，即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就是跨越百
年的`美丽。最后引导学生结合阅读链接写写自己的感言。)

在实施的过程中，我基本上能根据学情，把握重难点有序地
来组织教学，达到预习的教学目标。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三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
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
在于心灵和人格。教学中，我力求从多个方面让学生感受课
题中的美丽，较好地完成了本课的教学内容。

我是这样考虑的：由课题入手，设置疑问——什么样的美丽
能够跨越百年？是容貌美吗？是衣着美吗？今天让我们走近
居里夫人，找出能够说明她”美丽”的句子。学生带着疑问
自读课文，读完后，都能说出描写居里夫人容貌美的句子，
都找到了“这点美丽的淡蓝色的荧光，融入了一个女子美丽
的生命和不屈的信念。玛丽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更可贵的东



西，她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著的追求”这两句最
重要的句子。我就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理解居里夫人坚定、刚
毅、顽强的精神，用笔画出有关句子，认真地读一读，仔细
地想一想，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赵霖、刘耀、林杰等同学抓
住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不顾条件的艰苦、生活的艰辛、工作
的'劳累、被烧伤的危险、美丽容颜的减退这些重要的方面，
深刻感悟居里夫人的刚毅、顽强，牛男同学还抓住“为了提
炼纯净的镭，居里夫人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废渣”
和“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终于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0.1
克镭”这两句话，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可能”和“三年
又九个月”这些词语准确表达了居里夫人工作的艰辛和她对
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这种执著的精神令人佩服！老师趁机
给学生讲0.1克镭大概比圆珠笔笔尖还要小，引导学生体会冶
炼镭的艰难程度。在此基础上，老师趁热打铁，追问学
生：“大家说，居里夫人这种为了科学不顾一切的精神是什
么？”学生立刻响应：“这就是美！”课文的重点得以突破。
接下来，还有的学生回答居里夫人视名利如粪土也是一种美，
我马上肯定学生的机灵聪明。有多少名人拥有金钱、荣誉无
数，当中有许多人挥金如土、自恃功高，唯有居里夫人这位
伟大的女性淡泊名利，一生想着科学研究。这种高贵品质难
道不是一种美吗？“美丽”的含义挖掘出来了，这篇课文也
就算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课后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写
一写这篇课文的读后感《我们该把什么作为美》，作为本课
的拓展延伸。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四

本文是梁衡的同名散文的节选。这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
章,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
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课前，我在网上搜集这篇课文的教学资料，幸运地找到了居
里夫人的演讲和她与居里一起提炼镭的原始视频。课堂上，



我以居里夫人的演讲视频导入课题。黑白片，真实的人物与
场景，会场上人们对居里夫人的出场不约而同地起立致敬，
并且报以久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这震撼场面使同学们对
居里夫人的肃然起敬，带着敬佩与疑问全神贯注地走进课文
的学习。

这节课，我以“美丽”为线索，重点研读居里夫人的“美
丽”表现在哪些方面。一是她美丽的容貌，二是她锲而不舍
的科学精神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这节课成功之处在于：

1、抓重点语句感悟居里夫人的人格魅力。

2、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3、朗读、议论、交流，展开想象，体会居里夫人的科学精神。

4、注重拓展深化感情，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敬重像居里夫人这
样献身科学的人，学习他们对学精神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
追求。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五

一、解题，质疑“美丽”（要求学生在课前对居里夫人有一
定的了解，紧扣课题中“美丽”这一题眼来读书）

二、初读课文，检查生字。（学课文之前让学生读准生字词
及难读的句子，初步感知美丽）

三、再读课文，感知“美丽”（主要是让学生自学自悟，找出
“美丽”体现在课文的哪些方面？然后逐句逐层交流，让学
生初步感知居里夫人科学精神的美）

四、品读重点，感悟“美丽”。（设想紧扣文章两个关键句，
通过读、说、写的形式来体会居里夫人献身科学、淡泊名利



的人格美）

四、再扣文题，升华“美丽”。（首先播放影片中居里夫人
的感言，再次撞击学生的心灵，去感受居里夫人伟大的人格；
然后再读文题，将“美丽”升华，即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就
是跨越百年的美丽）

在实施的过程中，我基本上能根据学情，把握重难点有序地
来组织教学，达到预习的教学目标。

1、“美丽”这条主张抓得不实。本来设计的时候要求学生品
读出居里夫人科学精神的美，执着追求的美，坚定刚毅的美，
献身科学的美，淡泊名利的人格美。但教学时没能抓住这条
主线，没有突出这条主线，从而导致教学的层次感不强，给
学生的感染力不够。

2、重点语句感悟牵引太多。语文学习应是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独特的阅读体验。

3、课堂容量太多，导致严重超时。总之，我是“教而后知不
足”，课堂中还存在许多的缺憾。惟有自己不断的反思、学
习、改进才会让自己的教学更实、更活。恳请同行们结合我
的教学多提指导性的建议，谢谢！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六

《跨越百年的美丽》在“以科学精神”为专题一组课文内，
文章从居里夫人的美丽下笔，赞美她对科学、对社会、对人
类的贡献，赞美其人格美和精神美。本文教学重点是体会作
者对居里夫人巨大贡献和人格精神的赞美，从而理解“跨越
百年的美丽”中“美丽”的内涵。

居里夫人人格和精神上的美丽，就在于她为科学的献身精神
和对科学事业坚定和执着的追求，并且淡泊由此得到的名利。



从文本的特点来看，居里夫人这些完美的品质都蕴含在了故
事情节当中。那么该如何尽品居里夫人的“美丽”？我是这
样设计的。第一课时，主要是对文章资料的整体把握，并学
习居里夫人的容貌美丽以及她对科学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

第二课时，主要是以主问题——居里夫人究竟还有什么美能
够跨越百年？作为学习的主线。并且让学生充分自学以及小
组交流后，从文中找到一句最能概括居里夫人美丽的话。学
生都能够找到“玛丽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她
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著的追求”这最重要的句子。
紧之后我就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理解居里夫人坚定、刚毅、顽
强的精神，以此谈自己的感受。

在教学过程中，有的同学抓住居里夫人工作环境“破棚子”
以及动作描述“一锅锅冶炼、在烟熏火燎中搅拌”来体会提
炼镭条件的艰苦，深刻感悟居里夫人的刚毅、顽强。有的同
学还抓住关键词“可能”和“三年又九个月”这些词语准确
表达了居里夫人工作的艰辛和她对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同
时，老师趁机引入数量比较“0.1克和成吨“，引导学生体会
冶炼镭的艰难程度。

在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适当进行拓展，例如对“破棚子”的
深入了解；对居里夫人去世部分的拓展，以此强化学生情感
的熏陶，加深学生的了解。并且，为了加强学生的知识训练，
在课文讲解中，插入关联词的训练。但是，为了不使得课堂
因之而生硬，我是这样进行的：先摆出一组句子“居里夫人
衣裙上双手上，留下酸碱的烧痕”；并明知故问“她退缩了
吗”？根据学生的回答出示第二组句子“她仍旧坚持实验”。
并让学生发现这两组句子的关系，以及选取关联词填空，并
且由此展开关联词训练拓展。

在教学本文时，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如对学生的作答
没有细细倾听，并对学生的回答所生成的课堂资源进行发掘，
过于拘泥于教学预设，导致学生的主动性发挥还不够充分。



此外，本课教学末了，对全文没有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恐怕有的学生会对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美丽”理解得不够
全面。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七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文章。全文以“美
丽”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美丽”,这
种美丽既来源于她端庄的容颜,也来源于她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
“镭元素的淡蓝色荧光”,更来源于她献身科学、不惜用生命
作代价所追求的人生之美,以及淡泊名利的人格之美。本课以
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科学精神”,本课的重点是读懂居里夫人
的精神,领悟“跨越百年的美丽”的含义。为了让学生充分感
受居里夫人的科学精神,我以“美丽”为主线,引导学生深入
走进文本,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她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
伟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文章中含义深刻
的句子,用有感情的朗读来表达出学生的感悟和体会,最后再
联系全篇探讨课题的内涵,懂得这种美丽不仅跨越百年,而是
一种永恒的美丽,进而让学生真正明白“跨越百年的美丽”的
深刻内涵。

在学法上,着力点在于教给学生理解含义深刻句子的方法,结
合课文,通过让学生抓住关键词语、结合背景资料、联系生活
实际、联系上下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深度思考,从而理解
含义深刻的句子。

对于这样一篇长课文,要是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面面俱到,
显然两节课完不成教学任务。于是,就得舍弃。如描写居里夫
人外表美那一部分在第一课时通过导课一带而过,描写居里夫
妇对话那部分因为不是重点,也没涉及,检查朗读全文也不现
实,所以,只能删繁就简,抓住几个比较重点的句子进行指导,
再通过让学生观看居里夫人的讲话,谈自己的人生观;面对居



里夫人的成果,说说自己的看法等,开放课堂,深化情感。

1.容量过大,没有给学生留更多时间阅读、思考、表达。

2.课堂放开不够,整个课堂,教师还是引导的太多。

3.虽有写的过程(如写“颁奖词”),但无写法指导。

整个教学流程抓住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课题中
的‘美丽’体现在哪些地方?画出相关语句,谈谈自己的体会。
”让学生在读中思,读中悟,在充分读悟后让学生交流汇报,结
合文章的具体事例和有关语句,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
感受,领悟居里夫人“美丽”的内涵;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走进
居里夫人的精神世界,让居里夫人的美丽形象在学生心中凸显
出来,生动、丰满起来。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八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文章。文章赞美了
居里夫人。与同类的文章相比，所不一样的是全文以美丽统
领，向我们展示了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美丽，这种美丽既来
源于她端庄的容颜，也来源于她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镭元素
的淡蓝色荧光，更来源于她献身科学，不惜用生命作代价所
追求的人生之美，以及视名利如粪土，圣洁、伟大、高尚的
人格之美。这种美丽，一百多年来一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在设计这篇课文时，我是这样研究的：先经过图片和文字感
受居里夫人的外表美，再设置疑问为什么居里夫人的美丽能
定格在历史上，定格在人们心中，能够跨越百年除了美丽的
容颜，居里夫人的美丽还表此刻哪里学生带着疑问自读课文，
找到玛丽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她坚定、刚毅、
顽强，有远大、执著的追求这个句子。再引导学生联系上文
理解居里夫人坚定、刚毅、顽强的精神，用笔画出有关句子，



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说一说自我的感受。

为了有助于学生体会一百多年前居里夫人的工作情景，我插
入了电影片段，并结合文字分析理解，这样学生很容易就体
会到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不顾条件的艰苦、生活的艰辛、工
作的劳累、被烧伤的危险。再引出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
最终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0、1克镭这句话，趁机给学生讲
解经过几万次提练，从成吨的工来废渣中提练出的0、1克镭
大概比圆珠笔笔尖还要小，引导学生体会冶炼镭的艰难程度。
而居里夫人工作的艰辛和她对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这种执
著追求的精神是如此美丽的！接下来，为了体会居里夫人献
身科学的精神美，出示两段文字比较，体会居里夫人为了科
学研究容貌上的变化，补充资料：居里夫人由于长期提练镭，
慢性中毒得了恶性白雪病，从而体会居里夫人这种献身科学
的精神无疑也是美丽的。

一堂课上下来，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1、课上回答问题的同学不多，这肯定和我的引导有关系。

2、在设计问题上还能够再放手一些，让学生自由的发表自我
的理解体会，我还是引的太多，说得太多。

3、备课还是不到位，使得课上前松后紧，尤其是时间安排上
不佳，以至于拖堂七、八分钟。重点段也应当多品读、感悟。

跨越百年的美丽篇九

我是这样考虑的：由课题入手，设置疑问——什么样的美丽
能够跨越百年？是容貌美吗？是衣着美吗？今天让我们走近
居里夫人，找出能够说明她”美丽”的句子。学生带着疑问
自读课文，都找到了“这点美丽的淡蓝色的荧光，融入了一
个女子美丽的生命和不屈的信念。玛丽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
更可贵的东西，她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着的追



求”这两句最重要的句子。我就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理解居里
夫人坚定、刚毅、顽强的精神，用笔画出有关句子，认真地
读一读，仔细地想一想，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从课上的情况
来看，学生们抓住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不顾条件的艰苦、生
活的艰辛、工作的劳累、被烧伤的危险、美丽容颜的减退这
些重要的方面，深刻感悟居里夫人的刚毅、顽强，还抓
住“为了提炼纯净的镭，居里夫人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
废渣”和“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终于从成吨的矿渣中
提炼出0.1克镭”这两句话，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可能”和
“三年又九个月”这些词语准确表达了居里夫人工作的艰辛
和她对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佩服！老
师趁机给学生讲0.1克镭大概比圆珠笔笔尖还要小，引导学生
体会冶炼镭的艰难程度。接下来，还有的学生回答居里夫人
视名利如粪土也是一种美，有多少名人拥有金钱、荣誉无数，
当中有许多人挥金如土、自恃功高，唯有居里夫人这位伟大
的女性淡泊名利，一生想着科学研究。这种高贵品质难道不
是一种美吗？“美丽”的含义挖掘出来了，这篇课文也就算
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课后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写一写
日记《我心中的为美》，作为本课的拓展延伸。

不足之处：

1、课上回答问题的同学不多，大概是学生对这一课并不感兴
趣。或是学生六年级了不太爱发言，就是找一名同学读文都
不好找。

2、问题在设计上还可以再放手一些，让学生自由的寻找关
于“美丽”的答案。教师还是引的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