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
编版(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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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1、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课文内容；能够正确、流利、有感
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齐读、分组、分角色的朗读，让学生理解体会周恩来
学习目标、志向，并向其学习。

教学重点

1、掌握生字词。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

谈话法、讲授法、自主学习法、小组合作学习法

教学手段

生字卡片



教学课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它是我们前进的目标，能把你的志
向说给同学们听一听吗？（生畅所欲言。）好！立志成才，
从小做起。（师板书：15立志）今天，我们在这里认真读书，
就是为实现美好的志向而努力。早在1910年的一天，东关模
范学校的课堂上，校长和一群孩子们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
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二、新课

（一）自学

初步读文，扫清文字障碍，鼓励学生自主识字。

1、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圈出不认识的字，并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解决。

2、指名读全文，正音。学生评议，解决“华、索、模、振”
在文章中的正确读音。

3、同桌互读。



4、生字卡片测识字情况，将不认识的字贴在黑板上，并提醒
学生在后面的学习中注意其读音。

（二）交流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整体感悟，综合探究。

1、自读思考：课文有几个自然段？你从每个自然段中读懂了
什么？

2、自主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汇报读文，交流读文所得。
自由组合学习小组，以不同的方式（如：齐读、轮读、分角
色读、表演读等等）读文，自主学习中感悟文章情感，感知
文章内容。组内汇报读文所得，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探究
能力。

3、质疑。学生以小组形式汇报学习结果，并提出组内未解决
的问题。老师进行恰当的评价指导。

4、说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意思。

（三）诵读

通过诵读，感受周恩来年少而志高远的胸怀和对祖国的深深
热爱。

分角色读文。

（四）识字

1、测读本课需认识的生字，尤其是黑板上学生不认识的字。

2、同桌互测生字，全会读得两颗星，个别不会的得一颗星。
课下互相帮助。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理解内容，书写生字。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一）交流

再次感知课文。

1、有感情朗读全文。

2、学习了这篇课文，谈一谈你的感受，说一说你的志向。

3、用“立志”造句。

（二）写字

1、巩固字音，理解字义。认读9个生字并扩词。

2、交流识记方法。

3、学习书写。注意提示学生“且、顾、略、微”这几个字的
书写要点。

（三）练习

1、与同桌读一读这些词语，再选择其中的5个听写下来。

崛起　年龄　微笑　思索　恩情　其中　浓眉大眼　若有所
思



2、写一写：为而。

练习设计

1、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2、读一读周总理的格言。

板书设计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从小立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二

1、重点认识一些字词、

2、通过反复朗读，找出周恩来为什么会立下“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原因。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感
情。

1、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
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

2、了解伟人的成长过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学习的收获。

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的原因、

1、本单元的主题是什么？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是什么？



2、交流搜集周总理的资料。

3、同学们，你们来学校学习是为了什么？（指名说）

4、周总理小时候为什么读书？（板书课题）

1、出示自读要求：

（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生词。运用查字典并联系上下
文的方法理解字词。

（2）遇到不懂的地方在书上标出来。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要求读正确。

3、出示小黑板，认读生字词，指导书写。

1、课文写了哪几件事？

2、周恩来小时候为什么会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学生提出文章中不懂的地方，师生共同解决。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抄写生字词。

1、你从这部分中体会到了什么？你是从课文的哪些地方看出
来的？带着问题有感情地朗读。

2、指名学生朗读这一部分。指导朗读伯父与周恩来的对
话。“为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要读出不解和追问
的语气。“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那儿，而外国人却可以住在
那里？这不是中国的土地吗？”



3、分角色朗读这部分，注意要有感情地朗读。

4、从本段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

2、谈一谈：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受
到欺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体会“中华不
振”的具体含义。

1、自读读文思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

2、让学生联系全文，体会周恩来从疑惑到静思到立志的心理
变化过程。

3、学生想一想当时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他沉思什么呢？写
一写当时他沉思什么？

4、全班交流写的内容。

5、你从本段学到了什么？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想想自
己读书是为了什么？

1、回忆自己成长的经历。

2、了解周恩来或别人成长的故事。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学习的收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疑惑

目睹 中华不振 振兴中华



教学反思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三

1、初读课文，把握文意，了解１２岁周恩来当时的所见所闻
所思。

2、读正确词语，理解“崛起、帝国主义、灯红酒绿、衣衫褴
褛、铿锵有力”等词语。

3、积累课文中的四字成语。

４、在说文意的过程中感受少年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
远大志向。

学会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尝试用多种方法来理解词语

梳理“周恩来在租界看到的事情”

搜集有关周恩来的生平事迹

一、提出学习目标

1、交流有周恩来的生平事迹

2、把课文读通读顺。难懂的字词和句子多读几遍。找出、画
出生字词。

3、尝试用多种方法来理解词语

4、交流在课文中积累的四字成语。

5、概括“周恩来在租界看到的事情”

6、感受少年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远大志向。



（一）基础知识展示（小组内）

1、学生轻声自由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能
正确读写“崛起、帝国主义、灯红酒绿、衣衫褴褛、铿锵有
力”等词语。

2、同桌互相朗读课文，形式自定。互相评议字音是否读准，
句子是否读通。

3、指名分段向全班展示朗读。其他同学做评委，听后评议。
教师相机小结：读书要正确、流利，不多字，不少字，不回
读，不错读。

4、交流朗读在课文中积累到的四字词语并用各自的方式谈理
解

（二）学文悟情展示（小组内）

1、说说在阅读中自己感受到少年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
远大志向。

2、概括“周恩来在租界看到的事情”，并说说件事给你的感
受最深刻

3、朗读展示

三、激发知识冲突（适时进行）（5分钟）

1、通过读课文，你感觉最深的是什么？

2、学生交流。教师注意激励学生。

四、知识拓展延伸（2分钟）

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读书的目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
一远大志向的过程，深入地体会树立志向的情感历程。培养
学生的理解、感悟、朗读和收集资料的能力。

2、通过课前收集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开阔学习思路。

4、感受少年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
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

：两课时

1、你知道哪些名人名言？

2、教师多媒体出示周总理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指名读。

4、大家想知道周总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出他读书的目的的
吗？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25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想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汇报：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概括说一说课文写了一件什
么事？

4、课文可分为几段？



1、教师板书要求学会的字和要求认识的字。

2、学生自由读生字。

3、指名读生字。

4、学生带着以下要求小组内合作学习生字：

（1）、怎样读准要求学会的字的音？怎样记住要求学会的字
的形？通过书中的生词和课外的词理解生字的意思。

（2）怎样记住要求认识的.字的音？

5、汇报小组学习生字的成果，教师相机点拨指导。

汇报要求学会的字。

（1）、租是平舌音，指导学生读准。“惩”是阳平，强调不
要读成上声。

（2）、引导学生用比较法记忆：租—祖振—晨嚷—囊

（3）、通过组词练习，引导学生理解“帝国主义、租界地”
的意思。

（4）、“凡”的最后一笔是竖弯钩，“嚷”字右边分上、中、
下三部分，这两个字教师边强调边范写，帮助学生正确记忆。

汇报要求认识的字。

（1）、指名读。

（2）、开火车读。

1、出示旧中国东北的“外国租界地”图片。



2、指名汇报课前查找的有关“外国租界地”和“帝国主义列
强”的资料。

3、师：12岁的少年看到外国租界地的灯红酒绿、看到中国同
胞任洋人欺侮，他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呢？下面我们就来
深入学习课文。

1、自由读第一段，想一想少年时期的主人公是一个怎样的孩
子？

2、指名回答上面的问题。引导学生体会：少年时期的主人公
是一个爱问问题、好奇心强、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祖国的孩
子。

3、分角色朗读第一段。

（1）、伯父的话应该怎样读？

（2）、指名分角色读，师生评议后再指名读。

1、过渡：租界地对于少年主人公来说是一个不解的谜团，他
一定要弄个明白。

3、小组讨论后汇报交流。

4、引导学生从描写租界地的街道的句子中体会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为所欲为和中国巡警的奴颜媚骨。引导学生从描写中国
妇女被欺侮的句子中体会中国人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体会
侵略者的猖狂和中国巡警的麻木不仁。

6、结合查找到的资料补充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7、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欺凌是一
种什么样的感受。



8、指导朗读：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情朗读这一段？（沉痛、
悲伤）

1、过渡：看到这一切，少年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12岁的
他在想什么呢？

2、指名读，大家思考，主人公常常在想什么？

3、汇报上面的问题。

4、在沉思中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联
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小组
讨论后汇报交流。

5、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同学读书的目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
不同？

6、指导朗读所说的两句话。让学生说说用怎样的语气来读，
为什么从而体会志向的异常坚定，以后也不会有丝毫动摇。

1、读最后一段。

2、知道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做了哪些贡献吗？学生结合查找
到的有关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所做的贡献的材料汇报交流。

3、学生谈听后的感受。

4、谈一谈自己为什么而读书？

1、将旧中国东北“外国租界地”图片、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的图片制成多媒体课件。

2、学生课前收集有关“外国租界地”、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周总理为振兴中华所做的贡献的资料及名人
名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五

1、会认8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伯父、模范、巡警、惩处、
抱负、胸怀、喝彩、帝国主义、灯红酒绿、热闹非凡、风和
日丽、耀武扬威、左顾右盼、得意洋洋、、振兴中华”等词
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与同学合作朗读课文的对话部分。

3、在阅读中能比较深入地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感受少年周
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
刻苦学习的目标。

4、开展一次综合性活动，了解别人是怎样成长的。

1、理解周恩来小时侯是怎样产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
念头的。

2、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目标。

1、搜集有关周恩来同志生平的资料。

2、搜集反映20世纪初中国社会状况的资料。

3、多媒体课件。

3课时

第一课时

一、了解周恩来同志生平的事迹

1、出示周恩来同志的照片，请同学根据课前搜集的资料介绍
周恩来同志的生平及主要事迹。教师根据学生的介绍作适当



补充。

2、周恩来同志能为共和国的缔造和成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立下卓著的功勋，是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周恩
来同志从小就心系民族振兴，立下从危难中拯救国家的远大
志向，刻苦学习。

二、提示课题，范读课文

1、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就是讲周恩来同志少年立志的故事。
（板书课题）

2、释题：中华 崛起兴起 （先由学生试说，教师补充）

3、教师范读课文。

三、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学生练习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准，把课文读通顺，读不
通顺的地方多读几遍。

2、自学生字，读准字音。

3、学生提出不理解的词语。用查字典词典，联系生活实际等
办法初步了解词语的意思。

四、通读课文，感知大意

1、指名逐段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中讲了少年周恩来的哪几件事，用自己的话说一
说。

五、练习写字，掌握字型



1、学生说说每个生字要注意的地方，教师做示范和指点。

2、学生练习写字。

六、布置作业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抄写有生字组成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1、听写生字词。

2、说说课文写了哪几件事。

二、分段朗读，体会思想感情

1、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1）让学生读这一部分课文，想想周恩来的语言和心里想的
几个问题应该怎样读。

（2）同座位的学生练习分角色朗读课文。

2、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1）仔细阅读这一部分课文，想象当时的情景。

想一想当时这位妇女、中国巡警、那个大个子洋人以及周围
的中国人都会说些什么？（学生分小组说一说，把当时的情
景表演一下。）再让学生说一说“中华不振”的含义。



（2）联系全文的内容，想想周恩来一个人沉思是都在想些什
么，并把想到的写下来。

3、学习分角色朗读课文。

（1）练习分角色朗读课文。

（2）进行现场表演，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周恩来的远大志向。

（3）分析一下少年周恩来的读书目的与其他学生读书目的到
底有什么不同。

（4）再读课文，说说作者为什么写周恩来的读书志向之前先
写了同学们的回答，为什么具体写了魏校长在听到周恩来的
回答之后的反映。

4、学习课文第四部分。

齐度最后一个自然段。

三、联系全文深入思考

1、是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个志向的原因是
什么？

2、课文中的三件事之间是什么关系，文章又是怎样把三件事
连在一起的。

四、积累词语

找出课文中的四字词，读一读含有这些词语的句子，然后写
一写。

第三课时



一、拓展阅读，理解诗意

1、课件出示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手迹的图片。

2、学生自由读“阅读链接”中的短文。

3、教师提供诗的注释，学生试说诗意。

4、联系课文内容谈谈阅读后的感受。

二、自主学习，小组交流

1、自拟题目，把自己阅读课文和“阅读链接”中的材料所想
到的，写下来。

2、小组内交流小习作。

三、布置综合性学习

1、我们已经了解了总理小时侯的故事，让我们通过各种渠道
来了解更多人的成长故事吧‘

2、分小组，说说你想了解哪些人成长的故事。

板书设计：

2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中华不振沉思振兴中华

（疑惑不解）（理想、抱负、目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六

【教学目标】



【难点重点】

重点：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难点：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的原
因

【教学流程】

（一）、展示图片导入新课

（二）揭示课题、产生质疑

（出示课题）（齐读）

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设计意图】：

（一）、通读课文

你用一个词语就说明了周恩来立志的原因（师板书：中华不
振）

3、课文又读了一遍，谁来读读你画的句子从课文哪些地方你
感受到了“中华不振”？

（二）认读生字词

1、我看有的同学已经读第二遍了课文读完了，相信这些词语
你也会读吗？

3、“衣衫褴褛”，当你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仿佛看到了什
么？她身上的衣服怎样？



衣衫褴褛就是指：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铿锵有力大声读——铿锵有力

这就是铿锵有力这个词——惩处放到句子中你还会读吗？

（一）学习第七自然段

2、指名读第7自然段（出示）

读第一句突出“闯”从“闯”你知道租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租界不容许中国人随便进入

（二）、学习第八自然段

（投影出示第八自然段，学生自由练读）

1、孩子们，透过这字里行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看到怎
样的画面？指名说把你看到的读给大家听听好吗？先读第一
句衣衫褴褛的妇女，得意洋洋的'洋人，这鲜明的对比一定刺
痛你的心，请你再读一读（出示有关句子）

亲人被轧死，却遭到训斥你能体会妇女此时的心情吗？

我听得出你对妇女的同情我也想替妇女鸣不平

我请你再读读这几句话（出示有关句子）

3、这个中国的巡警局有没有给咱们中国人撑腰啊？

为什么啊？（教师板书：？）

4、问题的答案就写在黑板上：中华不振啊！（教师补充板书：
啊！）



师：这个把中国人轧死的洋人，最后有没有被惩处啊？

师：那我们又不禁要问，这究竟又是为什么？（教师板
书：？）

我们一定要“惩处”这些洋人

写好的同学我们再读读这个字该不该惩处？想不想惩处？但
是敢不敢惩处？

是呀，在外国租界里谁又干怎么样呢？因为不敢惩处，所以
衣衫褴褛的妇女——

因为不敢惩处，所以巡警——

因为不敢惩处，所以围观的人—

1、孩子们让我们走近百年前的中国，感受那段中华不振的耻
辱

（播放电影片段，内容为租界奢侈的生活和中国人挣扎在死
亡线上的对比）

2、孩子们，谁再来读读这段话？“在外国租界里又能怎么样
呢？”

让我们动笔写一写，下节课再交流。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七

这篇课文写的是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一件事，他耳闻目睹了中
国人在外国租界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
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
华而读书，表现了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



课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12岁的周恩来对伯父所说的“中
华不振”的疑惑不解和他在租界里亲眼看到一位中国妇女受
到洋人的欺侮，而围观的中国人都敢怒不敢言，正是使他立下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伟大志向的导火索，在修身课
上，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他
少年时代就心系祖国的具体表现。

课文所写内容距离学生生活比较远，对学生来说比较陌生，
但学生对敬爱的周总理并不陌生，所以课前让学生查找有关
旧中国“外国租界地“的材料，查找帝国主义者侵略者如何
侵略中国的资料，查找周总理为振兴中华所做的贡献的资料，
课上进行交流，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四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解、分析、归纳、朗读、感
悟、小组合作学习能力，以此为基础，在本节课的教学中进
一步加强以上能力的培养。

第一课时

1、读课文，了解大意，理清课文顺序，给课文分段。学习生
字生词。

2、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提高识字能力。

3、培养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和理解生词的能力。

教学重点：学会生字生词。

教学难点：给课文分段。

第二课时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周恩来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远大志向的过程，深入地体会周恩来树立志向的情感



历程。培养学生的理解、感悟、朗读和收集资料的能力。

2、通过课前收集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3、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开阔学习思路。

4、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树立为国家繁荣
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

教学重点：体会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刻苦学习
的远大理想。

（一）、创设情境。

1、你知道哪些名人名言？

2、教师多媒体出示周总理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指名读。

4、大家想知道周总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出他读书的目的的
吗？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25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理请线索。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想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汇报：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概括说一说课文写了一件什
么事？



4、课文可分为几段？

（三）、学习生字生词，

1、教师板书要求学会的字和要求认识的字。

2、学生自由读生字。

3、指名读生字。

4、学生带着以下要求小组内合作学习生字：

（1）、怎样读准要求学会的字的音？怎样记住要求学会的字
的形？通过书中的生词和课外的词理解生字的意思。

（2）怎样记住要求认识的字的音？

1、汇报小组学习生字的成果，教师相机点拨指导。

汇报要求学会的字。

（1）、租是平舌音，指导学生读准。“惩”是阳平，强调不
要读成上声。

（2）、引导学生用比较法记忆：租—祖振—晨嚷—囊

（3）、通过组词练习，引导学生理解“帝国主义、租界地”
的意思。

（4）、“凡”的'最后一笔是竖弯钩，“嚷”字右边分上、
中、下三部分，这两个字教师边强调边范写，帮助学生正确
记忆。

汇报要求认识的字。



（1）、指名读。

（2）、开火车读。

（四）、练习朗读课文。

（五）、谈学习本节课的收获。

（一）、谈话激趣。

1、出示旧中国东北的“外国租界地”图片。

2、指名汇报课前查找的有关“外国租界地”和“帝国主义列
强”的资料。

3、师：12岁的周恩来看到外国租界地的灯红酒绿、看到中国
同胞任洋人欺侮，他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呢？下面我们就
来深入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一部分， 感受少年周恩来关心国家大事。

1、自由读第一段，想一想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是一个怎样的孩
子？

2、指名回答上面的问题。引导学生体会：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是一个爱问问题、好奇心强、关心国家大事、热爱祖国的孩
子。

3、分角色朗读第一段。

（1）、周恩来的话应该怎样读？伯父的话应该怎样读？

（2）、指名分角色读，师生评议后再指名读。

（三）、学习第二部分，感受少年周恩来胸怀祖国。



1、过渡：租界地对于少年周恩来来说是一个不解的谜团，他
一定要弄个明白。

3、小组讨论后汇报交流。

4、引导学生从描写租界地的街道的句子中体会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为所欲为和中国巡警的奴颜媚骨。引导学生从描写中国
妇女被欺侮的句子中体会中国人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体会
侵略者的猖狂和中国巡警的麻木不仁。

6、结合查找到的资料补充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7、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欺凌是一
种什么样的感受。

8、指导朗读：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情朗读这一段？（沉痛、
悲伤）

（四）、学习第三部分，感受少年的周恩来报国之心的坚定。

1、过渡：看到这一切，少年周恩来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
中，12岁的他在想什么呢？

2、指名读，大家思考，周恩来常常在想什么？ 

3、汇报上面的问题。

4、周恩来在沉思中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联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什么意思？
小组讨论后汇报交流。

5、周恩来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同学读书的目的有什么不同，为
什么会不同？

6、指导朗读周恩来所说的两句话。让学生说说用怎样的语气



来读，为什么从而体会周恩来志向的异常坚定，以后也不会
有丝毫动摇。

（五）、拓展总结，升华情感。

1、读最后一段。

2、知道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做了哪些贡献吗？学生结合查找
到的有关周总理为中华的振兴所做的贡献的材料汇报交流。

3、学生谈听后的感受。

4、谈一谈自己为什么而读书？

课程资源开发

1、将旧中国东北“外国租界地”图片、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的图片制成多媒体课件。

2、学生课前收集有关“外国租界地”、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
义侵略者侵略、周总理为振兴中华所做的贡献的资料及名人
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