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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一

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
不同，确能够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务必会有
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能够
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
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对待别人的思想也能够研究和挑选。那里想强调的是研究是
挑选的基础，在思想上切不可人云亦云，要吸收对自己有用
的东西！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某些人为了自己的一些原始欲望而
放弃自己的思想，这是一重悲哀！

在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而失去了高贵的生命！
而有更多的人则在别人思想的统治之下低贱的活着！

在中国的社会里，在思想上出了不少伟人，但更多人的是思
想的奴隶！因为统治者明白思想的威力，他们都擅长用思想
来统治人民！所以，人们大都还在麻木！因此我说：醒醒吧！

《拿来主义》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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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二

在这学期“课内比教学”的'活动中，我选择教授的篇目是
《拿来主义》，在我近八年的教学历程中，这是第三次教授
这篇文章，感受与前两次截然不同，仍有很多反思和收获，
下面总结如下：

1、教学目标的确立要明确

教学目标的确立一定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根据，针对对鲁
迅了解较少或较浅的高中生，我们不能把有关《拿来主义》
的什么都灌给他们。所以，本课我的重点在于让学生了解
《拿来主义》是为何而写的，从《拿来主义》中我们要学到
什么——正确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为了巩固这一人文性的
目标，我还用了两个材料来加深学生对现今外来事物的认识，
最终达到“洋为中用、他为我用、古为今用”的目标。当然
其中穿插了议论文或杂文常用的论证方法，重点又讲解了比
喻论证的方法。

教学目标不一定要多，但是一定要明确。就算一堂课只解决
一个问题，但只要是学生真的懂得了该问题，那这堂课的收
获也比教师定很多目标然后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好，因为



学生起码学到了一个本领。

2、用问题带动学生动手动脑

问题的设计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就把类似“本文中心思
想是什么？”的问题抛给学生，这样只会让他们对鲁迅的文
章更烦躁，更害怕。我们可以通过层层递进的问题来达到教
学目标，由简单到困难，但是只要学生的动手动脑积极性一
出来，那师生都会受益匪浅。如学生预习时就让他们带着问
题读文章，这样提高了阅读效率，节省了课堂时间，课堂节
奏更加紧凑。课堂上围绕议论文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三个步骤讲解分析文章，层层深入，井然有序。我在教授比
喻方法的时候，让学生鉴赏比喻的妙处，告诉学生比喻该怎
么用，并且当堂训练，效果还是很好的。

3、用课外延伸提起学生兴趣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我让学生联系实际，讨论：近百年来
我们从外国“拿来”了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拿来”？
然后写成一篇短文。学生讨论很热烈，下笔也很迅速。学生
当中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如外国节日的泛滥、大街上充斥
着太多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产品，如可口可乐、肯德鸡、卖当
劳等，活跃了课堂氛围，更加深了学生对“拿来主义”的理
解，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三

鲁迅的文章一向以晦涩难懂而让学生望而却步，因而在设计
《雪》这堂课的时候，我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降低对文章
背景内涵的解读，而更多的注重从文本本身出发，更倾向于
学生对文本“语文”味的解读——通过语言的品析来解读作
者的情感。

因此，《雪》这篇文章的教学目标设定于此：



1、熟读课文，赏析雪景特点

2、精读课文，品析作者情感

四环节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但关注小组活动，
也更加倾向于学生的个体学习。我这节课结合了小组合作与
个人检测两种形式，通过合作学习掌握文章主体，结合当堂
练习检测学习成果。一课一练，一堂一过关，更加贴合我校
学生实际学习情况。

基于此种情况，我的教学设计如下：

1、明确目标，激情导入

以本册书中的诗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句“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导入，引导学生走进雪的世界。

2、设臵情境，自主学习

语文课不同于其他学科，对文本的解读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读”课文。因而我首先让学生“问读”——即带着问题
去读课文。因而我设臵了两个主要问题：（1）文章的题目是
《雪》，在文中作者写到了哪些地方的雪？（2）我读出了江
南的（朔方）雪具有———————特点，表现
在：————————————（语言）

学生可以采用自由朗读，合作讨论的方式进行学习。通过对
文本语言的赏析，来初步解读鲁迅笔下的雪具有什么特点。

3、学生通过展示学习成果来达到学习共享、提高的目的。学
生通过分析文本语言从而把握课文内容，这种能力的训练也
将对今后现代文的阅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点评学生的过程中，我又生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占用两



个自然段的篇幅来描写雪景。从而激发学生对作者情感的解
读。

4、当堂检测

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学生对文章的内容已有一定的掌握，因
而我设计的当堂检测的题目不但检测学生的基础知识，更加
关涉的是学生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当堂检测的题目设臵如下：

1、给加点字注音或根据注音写出字词

问题2的设臵仍然立足于文本语言而深入至作者情感，可以说
是引导学生进一步的赏析文章。

课后作业的设臵则针对的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让学生通
过积累有关雪的名句达到知识与美的共享，阅读与写作的交
融。

1、在设计本课时，我的初衷是通过对语言的品析来达到对文
章整体把握的目的，然而由于对四环节课型的生疏，我将注
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学生的自我能力的检测上，反而忽略了最
基本的语言点。如“滋润美艳”的解读，如色彩的分析。这
都是江南雪的重要特点，也是鲁迅语言的丰富之处，我都做
了轻处理，而没有重点解读。

2、本节课的除了学生自主学习之外，当堂检测也是一个重要
的环节，但是由于课文本身的晦涩以及课堂内容的安排，导
致学生的当堂检测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多数学生只昨晚了问
题1，而问题2只是简单的思考了一下，没有形成个人的意见，
更没有进行当堂点评。而四环节课型对学生能力提升的一个
亮点本身正是当堂练当堂讲，使学生可以检测自己的学习成
果，并通过当堂检测来达到一个能力的提升。因而在日后的



授课过程中，我更应该合理安排时间，解读教材，以重点促
学习，以练习促提升。

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学习课文先破后立的论证结构，并能把这一方法运用到自己
的议论文写作当中。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自主阅读和分析本文，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2)学习本文的论证结构，并进行实践练习，训练学生的写作
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本文，正确认识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问题，端正
对待事物的态度。

教学重点：

赏析课文，理解其论证结构的好处，总结归纳方法，并指导
写作实践。

教学难点：

将学得的技法运用于实践，并指导以后的写作活动。

教学方法：



运用导学案，引导学生自主分析，并能迁移训练。

教学内容：

一、导入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过：“当你一切春风得意，你的感觉极
好的时候，你觉得鲁迅的著作是读不进去的;但是一旦你对现
状不满，包括社会现状，也包括你自己的现状，你想寻求新
的出路的时候，这就是你接近鲁迅的最佳时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鲁迅的《拿来主义》，看看我们能从
中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二、探讨课文：

(一)、探讨其先破后立的结构——如何提出问题

1、本文题为拿来主义，探讨的是什么问题?观点在哪里出现?

预设：探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主要观点
在第7段提出，接着加以论证。

3、观点在行文中间才出现，之前都做了什么?

预设：在“拿来主义”之前，先谈到了“闭关主义”、“送
去主义”、“听凭送来”几种情况。

几种情况都是作者所反对的。

“闭关主义”——给枪炮打破了大门，碰了一串钉子——封
闭落后。

“送去主义”——子孙们、残羹冷炙做奖赏，——亡国灭种。



“听凭送来”——被“送来”东西吓怕了——毒害侵略。

这说明这几种方式都不可取，所以我们就只有“拿来”。

4、如何实行“拿来”?

预设：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1)、具体是怎么论证的呢?运用“大宅子”的比喻。

(2)、在论证怎样“拿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指出来该怎
样做的呢?

预设：也不是。也是先否定几种做法。

孱头——怕被染污徘徊不敢走进门——害怕继承拒绝借鉴，
逃避主义

昏蛋——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盲目排斥，虚无主义，
左派幼稚病患者

废物——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鸦片——崇洋媚外全盘西化，
投降主义

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他占有，挑选。

5、论证结构：

我们来看作者提出自己观点的方式，在本文中，局部和整体
的论证结构是一样的，作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观点，而是
先提出了几种有危害的现象，先否定，再肯定，这种方式叫做
“先破后立”，也叫“驳论”。

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本文的“破”和“立”的方法：



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五

拿来主义..

[教学目的]

1、把握文章的思路、观点；

2、品味、学习形象生动的语言。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理清思路，总体把握文章内容和结构

[教学过程]

一、检查《荷塘月色》的背诵

二、导入新课

夏天，气温高，蚊子多，晚上很难睡着。有人打开窗子，好
不好？（不好）那么将窗子关得严严的，行不行？（不行）
但是，天下之大，什么人都有。有的人怕热而打开窗子，更
有人怕蚊子关死窗子。为此，鲁迅先生写下了《拿来主义》。

三、朗读课文

四、梳理思路，把握文章内容和结构

讨论：1、文章总的论题是什么？

2、作者在哪一段提出拿来主义的内涵？

3、作者为什么要提倡拿来主义？请从文中归纳几个原因。



4、文章8、9段的内容是什么？

明确：

1、文章总的论题是什么？

（这实际上涉及到文章中“大宅子”的比喻内涵）目前，有
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谈的是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有人认
为谈的是对待本国文化遗产，第三类人认为谈的是如何对待
中外文化遗产。我认为，第一意见比较对，因为文章从“闭
关主义”极其变种“送去主义”说起，都是从中国与外国关
系的角度谈的，提倡除给外国人“送去”之外，还得要从外
国那里“拿来”。但是，本文论述的，通常也完全适用于对
本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所以，有人干脆笼统地说，本文谈的
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

2、作者在哪一段提出拿来主义的内涵？

这是文章第7段提出来的。说得明白些，就是用自己的脑袋去
分析，用自己的眼睛去鉴别，用自己的双手去拿来。如果对
待文化遗产，就是要有批判地去继承。

3、作者为什么要提倡拿来主义？

（1）第1、2段所论，“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
义’”，“送去主义”乃是一种“有往而无来”的.行经，它与
“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不符。

（2）第3、4段所论，“送去主义”必然要造成严重后
果，“我们的子孙……讨一点残羹冷炙”，按照历史的发展，
长此下去，必然让我们的子孙沦为乞丐，让我们的民族亡国
灭种，让我们的人民更加陷于被侵略、受奴役的悲惨境地。用
《友邦惊诧论》中话说，就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因
此，我们要正视历史发展的逻辑，采取与“送去主义”针锋



相对的“拿来主义”，这刻不容缓了。

（3）第6段所论是揭示“送来”的危害性。一味地听凭“送
来”，必然招致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鸦片”“香粉”
等已经充斥我们的市场，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这样的现实
教训，我们应该吸取，铭记在心。（板书有关内容）

4、文章8、9段的内容是什么？

文章8段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第9段阐明正确对待
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方法。至于文章最后一段，是.总结全文，
阐述实行“拿来主义”的品质要求、和重大意义。

五、.总结

文章先重点批判“送去主义”，从而揭示了实行“拿来主
义”的原因；文章后半部分，着重阐明“拿来主义”。全文
采用的是因果论证方法。

换一种角度看，全文采用的是破立结合的论述方法。前半部
分重在“破”，后半部分重在“立”。如果进一步研究课文，
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方法实际是贯穿全文的。第1段破，
第2段立；第3、4段破，5段立；第6段破，第7段立；第8段破，
第9、10段立。。从这具体的行文布局来看，先破后立，边破
边立，一破一立，一反一正，一步一折，一折一景，相互穿
插，呈s状。既相对，又错综；既整齐，又变化。这种正反流
水穿插结构确实是一种创造，鲁迅先生的超群绝伦，不仅表
现在他的思想深邃，也表现在他随意挥洒、不拘一格的文章
艺术。这样精湛的艺术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板书）

只是“送去”，有往而无来――有悖于交往原则,



（破）只是“送去”，必沦为乞丐――要正视历史逻辑

听凭“送来”，大受其祸害――应吸取现实教训

错误的做法（破）

（立）

正确的做法（立）

六、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学习课文前半部分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

二、学习课文前半部分

（一）学生朗读课文1――7段

（二）讨论：

1、文章前半部分重在批判“送去主义”，为什么要从“闭关
主义”谈起？

3、第3段用了什么论述方法？

4、“抛来”与“抛给”两个概念有何不同？为什么又可称
为“送来”呢？

5、文章“破”字当头的结构有何好处？



6、有关重要词语、句子的咀嚼（即捧、挂等）

（三）明确

1、为什么要从“闭关主义”谈起？

明确：国民党的“送去主义”与清王朝的“闭关主义”有着
内在的历史的联系，而且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不妨
先看清王朝的“闭关主义”。何为之？见注释。当时清政府以
“国情特别”等为借口，盲目排外，与世隔绝，“自己不去，
别人也不许来”。结果怎样？使古老的中国处于腐败落后的
境地，最终在别人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碰了一串钉
子”。再看“送---”，“到现在”，自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闭关自守”的“大门”早就没有了，“守”也失去了立足
之地，于是由“闭关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送---”。从历
史上的“闭关主义”起笔，意在说明：1）二者是血脉相承、
衣钵想继的；2）都是腐朽、落后、反动的本质的反映。（板
书）

2、老蒋的送去主义表现在很多方面，如27年其上台后，不断
出卖主权；“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投靠、讨好美英帝国主
义，更是拱手相送国土，由美英操纵着中国经济命脉，控制
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送―”的具体明证。但是作者
没有举这方面的事例，而是列举了学艺方面的三个事例。

这是因为本文论述的中心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所以
用“单是”一词将其他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笔推开，从而将批
判的重点更集中，这样选材才更准确，与中心一致。

列举的是：送古董、送画、送活人。要说明的是，送这些东
西，不一定得扣上卖国的帽子，但这决不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而是媚外求荣。这里也没有非议梅兰芳的意思，而是斥责国
民党利用梅去苏联一事欺世惑众、向西方献媚取宠。这里，
我想起一副对联。这是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本求和时与



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所对下的，上联是伊的：“朝无相，边无
将，不得已，玉帛相将，将来怎样？”下联是李的：“天难
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量亦无妨。”这可以作
为“送去主义”的一个绝妙的注释了。作者在列举这几个事
例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无情的嘲弄和深刻的批
判。

板书：送古董

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画媚外求荣

衣钵相传送活人

落后反动

3、第3段是难点，它的论证过程比较复杂。本段用了类比的
方法。请将类比的内容填上：

尼采：自诩是太阳

拿来主义教学设计反思篇六

今天，结束了《雪》这篇课文，上完这节课后，我进行了如
下的反思：

一、对课文主旨的把握

《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最为明朗的一篇，然而对于
文章的主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钱理群说，鲁迅在博
大的、运动的“自然”中，发现与肯定了自己；张向东说，
《雪》不仅是一支不同凡响的雪之绝唱，更是一曲响彻云霄
的人的精神的赞歌。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讲，讲的太深，他们
不能够理解，倒不如简单理解为，作者通过笔下的两幅鲜明
对立的图景——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寄托鲁迅了对美好理



想的追求，并赞美了这样一种战斗精神——要用战斗来创造
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我想这样有助学生更深入、更真
切地认识鲁迅。

二、对教学环节的设计

在《雪》这片文章里，作者对南方雪景的描写是那么色彩丰
富：血红的山茶花，白中隐青的梅花，深黄的蜡梅，冷绿的
杂草，还有那幻想中的蝴蝶和蜜蜂，其实作者不仅仅是要说
明这孕育生命的隆冬，更是要阐述在这种昏暗的时代，不要
迷失对待希望的追求。其实，作者的写作意境很高，如何去
让学生领悟，我觉得教师的引导很重要，创设情境教学很值
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