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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创新杯”全国中职学校说课交流活动 
 

《与妻书》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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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理念 

根据中职学校语文课程标准及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通过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等学习活动，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创新实践能力，养

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全面发展的“长技能、宽基础、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具体到这

堂课，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课文内容的梳理，文章情感的分析，把握作者柔情与豪情兼

具，有责任有担当的英雄形象，同时通过榜样的力量，树立关心时局、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

以及培养爱国热情。 

教材 

分析 

《与妻书》是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基础模块）上册（第三版），第五单元的

第二篇课文，是革除暴政建立共和的革命先烈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夕，留给妻子陈意映的

绝笔书，抒写了对妻子的绵绵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的深沉的爱，意浓情笃、慷慨

悲壮，是爱的颂歌，更是一首正气之歌。语言半文半白，学生结合课下注释基本能掌握文

意。 

学情 

分析 

学前教育专业高一学生，性格活泼，思维活跃，有较强表现欲，喜欢接受新事物，情感

细腻，内心世界丰富。在初中学习阶段，已经接触了不少古文课程，初步掌握了古文的文言

知识和阅读技巧，有了本课学习的一定基础。 

思想心智方面，刚进入职校不久，大部分同学对青春对人生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比较迷

茫，不能认清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教学 

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抓取关键句，明确写作思路。 

过程与方法：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提高阅读能力及情感表达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知作者的英雄情怀，激发为国奋斗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 

教学重点：理清文章思路，理解作者的爱国情和个人幸福服从全民幸福的幸福观。 

教学难点：感知作者的英雄情怀，激发自身为国奋斗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 

教学 

策略 

以家书为纽带，品悟家书情，探究家书人，结合学生专业，以时代热词“英雄”为切入

点，讲好英雄故事，争做时代先锋。视频、微课、QQ、手机等信息化手段交互使用。 

教学 

方法 

教法：问题探究法、情境教学法、引探式教学法 

学法：朗读法、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 

教学

环节 

【课前预习】 

1. 谁明家书意——家书画册，创设课文意境（5min） 

2. 谁晓家书情——闯关比赛，明晓课文情感（35min） 

3. 谁解家书味——创意朗诵，品味课文情感（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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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谁懂家书人——英雄故事，体悟英雄情怀（22min） 

5. 谁做家书人——课后作业，内化英雄情怀（3min） 

 

【课前预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明作者，知背景】上传课文相关材

料。 

⚫ 【录音频，知文意】每位同学复述课文

内容，录制音频并上传到 QQ 群。 

⚫ 【登录学习平台】了解作者，了

解写作背景。 

⚫ 【录音并上传】预习课文，在 QQ

群中发语音复述课文大意。 

 

 

学习平台 

QQ 语音 

【设计意图】 

➢ 信息化手段，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图文并茂的资料；任务前置扩大课堂学习的空间。 

➢ 完成课前积累，整体感知课文。 

一、谁明家书意——家书画册，导入新课（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播放自制视频】播放自制家书画册视

频，创设情境，引出《与妻书》，导入

新课。 

 

⚫ 【检查预习情况】疏通生字词；邀请两名

学生上台复述情节。 

⚫ 【观看家书画册视频】跟随老师的

语言，进入情景。 

⚫ 【疏通生字词，上台复述情节】 

 

 

 

 

自制视频 

 

多媒体课件 

【设计意图】 

➢ 通过自制家书画册视频，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新课。 

➢ 锻炼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整体把握课文，为下文分析课文思路奠基。 

 

二、谁晓家书情——闯关比赛，明晓课文情感（3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设置悬念】这封家书被誉为“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情书”，信中蕴含了哪些情感？

⚫ 【阅读闯关】小组合作，参与阅读

闯关游戏，逐步完成阅读任务。

 

 

 

突出教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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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它伟大？ 

⚫ 【宣布规则】小组通过合作完成闯关题

目，各小组每次领取一道题目，小组讨论

得出答案，答对后方可领取下一道题目，

有小组完成所有闯关题目后，游戏结束。 

⚫ 【阅读闯关】 

 作者为什么要给妻子写这封信？ 

 作者写信时的心情怎么样？ 

 作者在这封信里写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

都是围绕哪一个字来写的？ 

 请完成思维导图。 

 

⚫ 4.【驳论闯关】 

 辩题：作者不爱妻子 

 你能找出他爱妻子体现在哪些地方吗？ 

 你能找出他赴死的原因吗？ 

 国家危难对他个人的幸福有影响吗？ 

 救国和爱妻子没有两全的办法了吗？ 

 如果有两全的办法，为什么还要选择参加

起义，更何况这是一场成败难料的起义？ 

 作者赴死的勇气何来？ 

 【终极挑战】补充诗歌小节 

 

⚫ 【驳论闯关】根据课文内容思考、

讨论，得出答案，辩驳老师提出的

辩题。 

 

⚫ 【终极挑战】学生登录学习平台，

完成补充诗歌内容，并提交上传答

案。 

 

 

 

 

 

 

 

 

学习平台 

多媒体课件 

 

 

【设计意图】 

➢ 通过阅读闯关和驳论闯关的游戏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添课堂的趣味性。 

➢ 阅读闯关题目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引导学生跳跃式地寻找答案，提炼关键字句，一步步理清文

章思路。 

➢ 驳论闯关，结合第四单元议论文知识，树立学生批判性思维，层层递进，提出质疑，因势利导，

领悟作者的爱国情及个人幸福服从全民幸福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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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挑战，结合前一课诗歌鉴赏知识，补充诗歌小节，训练学生写的能力，在诗意深情的文字中

进一步把握文章主题。 

 

 

 

 

 

三、谁解家书味——创意朗诵，品味课文情感（15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发布微课视频】在学习平台上传微课视

频：如何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  【发放任务】小组观看微课视频，结合自

己对文章的理解，准备创意朗读节目。 

⚫ 【教师小结】教师根据小组表现，从学生

朗读技巧和学生对文章情感把握程度进行

点评。 

 

⚫ 【观看微课】学生登录学习平台，

观看微课视频。 

 

 

⚫ 【展示朗读】各小组展示创意朗

读。 

 

 

 

学习平台 

 

多媒体课件 

 

 

 

 

 

 

 

【设计意图】 

➢ 制作微课视频，让学生掌握朗读技巧，提升学生朗读能力。 

➢ 小组展示创意朗读节目，进一步感悟课文情感。 

四、谁懂家书人——英雄故事，体悟英雄情怀（22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发布 QQ 投票】在 19 级施工 1 班发布

QQ 投票： 

⚫ 【讲英雄故事】学生根据演讲主

题，准备故事演讲。 

 

 

突破教学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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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讲故事任务】19 级施 1 班将举行向

英雄致敬的主题班会，邀请你到班上去分

享英雄故事，请你在“平凡”“伟大”

“超人”三个词中选取一个作为关键词，

分享英雄林觉民的故事。 

⚫ 【总结英雄形象】 

 

⚫ 【发起英雄讨论贴】 

 在动荡的时代里，需要像林觉民那样

敢于牺牲，敢做先锋的英雄，在和平求

发展的时代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英

雄？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英雄？ 

⚫ 【课堂小结】 

 见字如面，我们通过一封家书，一封

情书，一封绝笔书，看到一个柔情与

豪情兼具，有责任有担当，甘于牺牲

乐于奉献的英雄。我们要向英雄致

敬，讲好英雄故事，也要奋发向上，

争做英雄。 

 

 

⚫ 【学生思考，回答问题】 

 

 

多媒体课件 

 

QQ 群投票 

 

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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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 感知英雄形象，讲出英雄故事，讲好英雄故事，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 从英雄身上，吸取榜样力量，激发自身为国奋斗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完成教学难点。 

 

 

 

 

 

 

五、谁做家书人——课后作业，内化英雄情怀（3min）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 

⚫ 【课堂检测】——教学评价 

在学习平台发布课堂检测 

⚫ 【布置课后作业】 

结合自身实际，以《我的英雄之路》为

题，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小作文。 

⚫ 【推荐课外阅读】 

在学习强国电台“听文化”栏目中听《初

心家书》《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集

萃》。 

⚫ 【完成课堂检测】 

在学习平台上完成课堂检测 

⚫ 【完成课后作业】 

⚫ 【课后阅读】 

 

 

 

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 

APP 

【设计意图】 

➢ 课堂小测，检查课堂学习效果 

➢ 课后作业，课堂关于英雄的讨论环节延伸到课后。 

➢ 鼓励学生进行拓展阅读，深化对英雄的认识，向英雄致敬，在听读中，也提升专业素养。 

教学 

效果 

一、结合学生专业，在教学中坚守“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贴近时事，“英雄情怀”具有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任何一个时

代都需要英雄，需要先锋。 

三、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多种数字资源，利用学习平台，调动学习热情，以实现教学效果

最大化。 

教学 

启示 

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自古至今，我国就有文以载道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道合一是语文教学

的原则。而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如何结合学生专业特色，渗透语文核心素养（“文化传承

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思维发展与提升”、“语言构建与运用”）融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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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思考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每一位中职语文老师都应思考

的。如何把语文教学攀升到语文教育，是每一中职语文老师都应积极探索的语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