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 敬业
与乐业教学设计(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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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学习这篇讲演词论证条理清晰，论据生动有力。

2、理解文章的中心论点，了解"敬业"与"乐业"的重要，以及
怎样才能做到敬业与乐业。

1、理解这篇讲演词的结构安排，体会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
特点。

2、体会语言表达通俗浅显、准确周密，生动有力的特点。

两课时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七十多年前，对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学生的一次讲演，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梁启超
先生所讲的内容对我们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
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著述涉及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
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全集》。



要求：

1、把不理解的字词，难懂的语句做上记号；

2、试把每一段的段意归纳出来；

3、课文中多处引用《论语》《礼记》《老子》《庄子》等古
代典籍的论述。逐一抄录这些论述，认真想一想它们的意思。

明确：课文共七段，总体结构是"总一分一总"式：开头总起
全篇；然后分别论述敬业和乐业，两个分论点平行并列；最
后总结全篇。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揭示全篇论述中心。

第二部分（第2～6段）：论述敬业和乐业的重要。

第三部分（第7段）：总结全篇，勉励人敬业乐业。

（一）学习第一部分。

思考：讲演词开头交代题目的来源其用意是什么？哪句话揭
示了全篇论述的中心？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文章开头先交代题目的来源，用意在于说明题目虽然
来源于古籍《礼记》和《老子》里的两句话，但跟原文语句
的本意不同，是"断章取义"造出来的。这样交代既可避免听
者把题目和《礼记》、《老子》里面语句的原意混同了，又
可显示出论述的科学性，讲演的趣味性；同时，提出题目来
由，也便于揭示全篇的论述要点，使听者对讲演的纲目有一
个大致的认识。

（二）学习第二部分。



1、朗读第三、四段。课文第三、四段是论述"敬业"的重要，
可作为第二部分的第一层。

思考：

（1）作者怎样阐述什么叫"敬"？

（2）如何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第三段作者阐述什么叫"敬"，引用了朱熹的名言"主一
无适便是敬"后，紧配上自己的通俗化的解释："凡做一件事，
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
便是敬。"然后顺理成章地论述凡人类的正当的劳动、正经的
事，"其性质都是可敬"的，并举"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这
两件事加以证明，侧重点在"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因自
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
人。"

第四段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先引用《庄子》中的语句
并作阐述，再举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
个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当军人的打胜一
支压境的敌军这两组例子，说明无论做什么都要"丝毫不肯分
心到事外"（即"敬业"）。接着从反面论述"一个人对于自己
的职业不敬"的害处，指出"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
于人生最为有利"，并引用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
业的重要。举例和引用的自然结合使文章的说理立于不败之
地。

2、朗读第五、六段。这两段论述"乐业"的'重要，作为第二
部分的第二层。

思考：作者举了怎样的例子来论述"乐业"的重要，又是如何



论述"乐业"的道理的？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作者在第五段中剖析了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感叹"做工
苦"这个实例，说明要"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很自然地点到
了"乐业"的"乐"。第六段，更深入一步，论述"乐业"的道理，
分四点说明"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令人信服。紧接着又引用孔子的两句名言进一步证明"人生能
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即乐业），"生活才有价值"，"
这种生活"才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

讲演词的第二部分内容理解的重点是阐述什么叫做敬业，为
什么要敬业，怎样做才算是敬业。

1、探究练习二。

2、选用随堂练习。

学生背诵"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

学生朗读第七段。

明确：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
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业"广趣
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和善于"从职业
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有责任心、有
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满，就是"人类合
理的生活"。结束句"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用短句，用感
叹的语气，充满了对听讲的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感情强烈
而真挚。

（一）思考：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有关敬业和乐业的观



点，你最信服的是哪一点？你有没有不同意见？说说你持这
种意见的理由。

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交流。

明确：文章中的观点如下：

1、"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2、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

3、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

4、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5、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

6、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7、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
第一等人。

8、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
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在做的事来和他交换。

9、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10、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

10、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
会发生。

12、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

13、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



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

14、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15、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

……

学生的回答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可以；关键在于言之
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加深对文章
的理解。

（二）做资料卡片。

让学生找出文中自己喜欢的句子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制成资
料卡片，要注明出处以及卡片的类型等；书写要清楚规范。

1、中心意思：这篇讲演针对听讲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敬
业与乐业"的论题，深入地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殷切
地希望大家发扬敬业、乐业的精神，去过人类合理的生活。

2、写作特点。

（1）论证条理清晰，论据生动有力。这篇讲演词开头提出了
论题，中间主体部分分两层论述敬业和乐业的重要，末尾总
结全篇。条理很清晰。证明论点的过程，举了多种论据：有
生活中的实例，有古代、外国著作中的事例，有作者亲身经
历中卓有成效的经验，还有古人的流传至今的名言警句等。
这些论据的精选运用，使讲演词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

（2）语言通俗浅显，准确周密，概括有力。全篇讲演用简明
的短句，很少用长句；多用口语，明白如话，一听就懂；引
用古代文句时，注重化深为浅。同时文中多次用了设问句和
反问句，引用不少古代名言警句，又自己提炼了许多精辟的



警句，都使语言显得概括有力。

1、背诵课文第六段。

2、选用随堂练习。

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 了解作者，识记理解并积累文中的字词

2. 掌握议论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本文的中心论点和作者的写
作思路

1.学习举例子和讲道理等论证方法

2.培养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用敬业与乐业的态度对待生活

1. 引导学生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的精神。

2. 建立快乐学习观：尊敬学习，就是尊敬自己。

1. 掌握议论文的基本知识

诵读法、研讨探究法

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多媒体播放一组图片供同学们欣赏，讨论并交流心得。

师概括：图中的人物都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虽然工作环境、
性质不同，但也有其共性存在，同样令人感动。今天我们来
学习《敬业与乐业》。

二． 教学过程



1. 检查预习

旁骛（ ） 拣择（ ） 衔着（ ） 承蜩（ ） 佝偻（ ） 亵渎
（ ） 强聒不舍（ ） 骈进（ ）妥当（ ） 层累（ ）

2. 作者及文体简介

a.作者

b.文体

明确：这是一篇演讲稿（以口语表达的方式面对听众，就某
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阐述某一事理的活动），在问文
体上属于议论文的一种。同学们集体回忆议论文的相关知识。

3. 合作探究

a.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以挑战主持人的方式，分三轮
进行）

明确：议论文我们学起来总觉得它与我们有距离，它没有故
事，没有情节，大家觉得很枯燥。下面我们先做个游戏，看
看能不能很快地进入文本。

a. 请速读课文，用不超过十句话概括文章内容。（既缩写文
本）

b. 如果只允许你说四句话该怎么说？

c. 用一句话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我确信“敬业与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b. 作者先后谈论了哪几个问题？



c．本文都运用到了那些论证方法？作者在论证“有业之必
要”时，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找出来试作具体分析。

4. 概括文中名人名言

5. 辩论赛：

三． 小结

本文是一篇演讲词，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
意长，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语言上充
分体现了口语和演讲的巧妙结合。

四． 作业

读了本文后，你认为学生应该如何敬业？

课后反思：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更好的掌握了
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并深层体会了演讲与口语特色的巧妙结
合。教师依据学生情形，以辩论赛的形式组织学生双方进行
辩论，即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了印象，还激发了
学生的逆向思维和批评判疑能力，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辩证的理解人生问题。但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复
杂，应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来把握讨论的深度，这部分需要
老师适当发问、引导、点评。

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 了解作者，识记理解并积累文中的字词

2。 掌握议论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本文的中心论点和作者的
写作思路



1。学习举例子和讲道理等论证方法

2。培养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用敬业与乐业的态度对待生活

1。 引导学生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的精神。

2。 建立快乐学习观：尊敬学习，就是尊敬自己。

1。 掌握议论文的基本知识

诵读法、研讨探究法

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多媒体播放一组图片供同学们欣赏，讨论并交流心得。

师概括：图中的人物都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虽然工作环境、
性质不同，但也有其共性存在，同样令人感动。今天我们来
学习《敬业与乐业》。

二． 教学过程

1。 检查预习

旁骛（ ） 拣择（ ） 衔着（ ） 承蜩（ ） 佝偻（ ） 亵渎
（ ） 强聒不舍（ ） 骈进（ ）妥当（ ） 层累（ ）

2。 作者及文体简介

a。作者

b。文体

明确：这是一篇演讲稿（以口语表达的方式面对听众，就某
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阐述某一事理的活动），在问文



体上属于议论文的一种。同学们集体回忆议论文的相关知识。

3。 合作探究

a。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以挑战主持人的方式，分三轮
进行）

明确：议论文我们学起来总觉得它与我们有距离，它没有故
事，没有情节，大家觉得很枯燥。下面我们先做个游戏，看
看能不能很快地进入文本。

a。 请速读课文，用不超过十句话概括文章内容。（既缩写文
本）

b。 如果只允许你说四句话该怎么说？

c。 用一句话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我确信“敬业与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b。 作者先后谈论了哪几个问题？

明确：何为敬？为何敬？怎样敬？（见课本p24—25页六、七
自然段）

c．本文都运用到了那些论证方法？作者在论证“有业之必
要”时，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找出来试作具体分析。

4。 概括文中名人名言

5。 辩论赛：

三． 小结



本文是一篇演讲词，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
意长，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语言上充
分体现了口语和演讲的巧妙结合。

四． 作业

读了本文后，你认为学生应该如何敬业？

课后反思：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更好的掌握了
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并深层体会了演讲与口语特色的巧妙结
合。教师依据学生情形，以辩论赛的形式组织学生双方进行
辩论，即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了印象，还激发了
学生的逆向思维和批评判疑能力，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辩证的理解人生问题。但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复
杂，应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来把握讨论的深度，这部分需要
老师适当发问、引导、点评。

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1、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的精神。

2、摘录积累警句格言。

3、初步学习举例子、讲道理的论证方法。

【教学过程】

一、师生互动，引入新课

由本人梁姓引入作者梁启超。学生读页下注。

二、一读文章，读通文意



要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文章主要谈了几个方面的问
题？

三、二读文章，读出精彩

1、文章中哪些语句最能打动你的心灵，或者给你的启发最大？

2、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名言警句，你最喜欢哪些？给大家5
分钟，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背诵最多的句子。

四、三读文章，联系生活

1、我的邻居经常对他的小孩说这样的话：“你不好好读书，
将来扫大街去！”请同学们运用文章中作者的语言来批判这
种观点。穿插杜鲁门当选总统时，记者采访其母亲时说的一
些话。

2、现在有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经常泡网吧，打游戏。梁启
超在文章中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
去，趣味自然会发生。”并且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理由。请你
也参照这种写法，说说学习是有趣味的，劝诫这些同学。动
笔写一写。

五、四读文章，读出自己

谈谈读了这文章，自己有何收获。

敬业与乐业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1．学习这篇讲演词论证条理清晰，论据生动有力。

2．理解的中心论点，了解"敬业"与"乐业"的重要，以及怎样



才能做到敬业与乐业。

1．理解这篇讲演词的结构安排，体会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
特点。

2．体会语言表达通俗浅显、准确周密，生动有力的特点。

两课时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七十多年前，对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学生的一次讲演，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 梁启超
先生所讲的内容对我们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
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
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著述涉及政治、
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全集》。

要求：

1．把不理解的字词，难懂的语句做上记号；

2．试把每一段的段意归纳出来；

3．课文中多处引用《论语》《礼记》《老子》《庄子》等古
代典籍的论述。逐一抄录这些论述，认真想一想它们的意思。

明确：课文共七段，总体结构是"总一分一总"式：开头总起
全篇；然后分别论述敬业和乐业，两个分论点平行并列；最
后总结全篇。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揭示全篇论述中心。

第二部分(第2～6段)：论述敬业和乐业的重要。



第三部分(第7段)：总结全篇，勉励人敬业乐业。

思考：讲演词开头交代题目的其用意是什么?哪句话揭示了全
篇论述的中心?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开头先交代题目的，用意在于说明题目虽然于古籍
《礼记》和《老子》里的两句话，但跟原文语句的本意不同，
是"断章取义"造出来的。这样交代既可避免听者把题目和
《礼记》、《老子》里面语句的原意混同了，又可显示出论
述的科学性，讲演的.趣味性；同时，提出题目来由，也便于
揭示全篇的论述要点，使听者对讲演的纲目有一个大致的认
识。

1．朗读第三、四段。课文第三、四段是论述"敬业"的重要，
可作为第二部分的第一层。

思考：(1)作者怎样阐述什么叫"敬"?(2)如何论述怎样才能做
到"敬业"?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第三段作者阐述什么叫"敬"，引用了朱熹的名言"主一
无适便是敬"后，紧配上自己的通俗化的解释："凡做一件事，
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
便是敬。"然后顺理成章地论述凡人类的正当的劳动、正经的
事，"其性质都是可敬"的，并举"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这
两件事加以证明，侧重点在"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因自
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
人。"

第四段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先引用《庄子》中的语句
并作阐述，再举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



个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当军人的打胜一
支压境的敌军这两组例子，说明无论做什么都要"丝毫不肯分
心到事外"(即"敬业")。接着从反面论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
职业不敬"的害处，指出"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
人生最为有利"，并引用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业
的重要。举例和引用的自然结合使的说理立于不败之地。

2．朗读第五、六段。这两段论述"乐业"的重要，作为第二部
分的第二层。

思考：作者举了怎样的例子来论述"乐业"的重要，又是如何
论述"乐业"的道理的?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作者在第五段中剖析了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感叹"做工
苦"这个实例，说明要"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很自然地点到
了"乐业"的"乐"。第六段，更深入一步，论述"乐业"的道理，
分四点说明"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令人信服。紧接着又引用孔子的两句名言进一步证明"人生能
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即乐业)，"生活才有价值"，"这
种生活"才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

讲演词的第二部分内容理解的重点是阐述什么叫做敬业，为
什么要敬业，怎样做才算是敬业。

1．探究练习二。

2．选用随堂练习。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检查背诵



学生背诵"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

二、继续学习课文第三部分

学生朗读第七段。

明确：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
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业"广趣
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和善于"从职业
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有责任心、有
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满，就是"人类合
理的生活"。结束句"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用短句，用感
叹的语气，充满了对听讲的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感情强烈
而真挚。

三、探究活动

(一)思考：作者在中提出了许多有关敬业和乐业的观点，你
最信服的是哪一点?你有没有不同意见?说说你持这种意见的
理由。

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交流。

明确：中的观点如下：

1．"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2．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

3．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

4．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5．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



6．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7．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
第一等人。

8．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
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在做的事来和他交换。

9．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10．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

10．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
会发生。

12．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

13．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
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

14．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15．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

……

学生的回答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可以；关键在于言之
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加深对的理
解。

(二)做资料卡片。

让学生找出文中自己喜欢的句子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制成资
料卡片，要注明出处以及卡片的类型等；书写要清楚规范。



四、小结

1．中心意思：这篇讲演针对听讲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敬
业与乐业"的论题，深入地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殷切
地希望大家发扬敬业、乐业的精神，去过人类合理的生活。

2．写作特点。

(1)论证条理清晰，论据生动有力。这篇讲演词开头提出了论
题，中间主体部分分两层论述敬业和乐业的重要，末尾总结
全篇。条理很清晰。证明论点的过程，举了多种论据：有生
活中的实例，有古代、外国著作中的事例，有作者亲身经历
中卓有成效的经验，还有古人的流传至今的名言警句等。这
些论据的精选运用，使讲演词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

(2)语言通俗浅显，准确周密，概括有力。全篇讲演用简明的
短句，很少用长句；多用口语，明白如话，一听就懂；引用
古代文句时，注重化深为浅。同时文中多次用了设问句和反
问句，引用不少古代名言警句，又自己提炼了许多精辟的警
句，都使语言显得概括有力。

五、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第六段。

2．选用随堂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