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 宽容序言高
三语文教案(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篇一

知识目标

1、理解本序言的独特写法。

2、理解文中的象征意义和“先驱者”与“守旧老人”这两个
形象的典型意义。

能力目标

1、学习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把握作者寓于故事中的
哲理。

2、培养对课文中抽象内容的理解能力。

德育目标

1、学习文中对“宽容”的理解。

2、学习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的先驱者精神。

教学重点

1、把握文章思路，明确文章的中心观点。



2、领悟课文中蕴涵深意的哲理。

教学难点

明确本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

教学方法

指导学生自读，讨论并评价，理解文中蕴涵的哲理，达到借
鉴吸收的目的。

教具安排

多媒体

教学时数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言

1600年，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布
鲁诺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反对天主教的地球
中心说，震动了教会的统治，被天主教视为异端，最终被宗
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

这种新旧思想、观念的斗争，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以来，就
一直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地上演着。今天我们来学习的
《〈宽容〉序言》，要讲述的正是一个关于这种斗争是怎样
的势不两立，如何激烈的故事。

二、简介作家作品



亨德里克·房龙，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他多才多艺，能说会写10多种文字，会拉小提琴和绘画，其
作品的插图全部出于自己的手笔。善于用极其轻巧俏皮的文
字撰写通俗历史著作，在20年代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译
成多种文字出版，也为中国青年所喜爱。

著名作品有：《宽容》、《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
《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

《宽容》初版于1925年。在此书中，房龙缕述人类思想发展
的历史，倡言思想的解放，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势
力镇压新思想的罪恶。

三、序言

序言介绍书的思想内容或写作意图以及写作过程、写作背景。
这篇序言写法奇特。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虚构了一
个“创新”与“守旧”两大势力斗争的故事，从而生动形象
地说明了《宽容》一书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意图。

四、述故事情节

(学生回答，经老师点拨后明确：)

在一个无知的山谷，有着一群守旧的人们，他们固守着传统，
愚昧、落后、固执，决不允许新生力量的出现，面对一位敢
于向外边的世界探险，寻求解放和自由的青年，他们不予理
睬，反而加以残酷的镇压，最终青年被残忍地杀害，而这些
愚昧的人们也最终遭到了自然的报应。

五、思考讨论以下问题，归纳故事蕴涵的哲理

1、故事中塑造了哪几类形象，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1)守旧老人：是无知山谷里律法的执行者，尊崇古老的律法，
是陈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可以任意决定他人生死，是无知
山谷里权威与权力的象征。 顽固、虚伪，仇视一切革新，欺
骗无知的人们，陷害先驱者，因而他们的行为阻碍了人们接
受新思想、新事物，最终遭到人们谴责。

=》象征旧事物、旧律法，处处阻碍着新事物的发展。

(让学生讨论，回答后教师明确：)

漫游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
他敢于怀疑祖先铁定的律法，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智
慧”提出挑战，敢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向死水般的旧世
界发出反叛的声音。他有坚定的信念，有无畏的精神，有坚
忍不拔的意志，有从容赴死的气概。他不畏艰险，敢于冒险。
他勇敢无私，为唤醒麻木沉睡的心灵，宣告真理的存在，传
播美好希望，不惜牺牲生命重返山谷。他的死亡，是一出深
沉的悲剧，留给人们永恒的回味。而当真理大白于天下的时
候，他最终成了人们永远爱戴、敬仰、歌颂和感恩的先驱。
这里，有一个让人永久回味的结论：探索者、先驱者的名字
叫――不朽!

=》象征新思想、新事物。

村民们：他们愚昧、无知，迷信古人，盲从守旧老人，视先
驱者和真理为异端邪说，无形中作了守旧老人的帮凶，用沉
重的石块砸死了先躯者。但是真理上不可抗拒的，一场生存
危机，迫使人们推翻了传统秩序，走上了先驱者开辟的道路，
终于找到生存的希望和幸福的家园，人们这才悔悟，认识到
先驱者是对的，这才懂得尊重智慧。

=》从愚昧、无知走向悔悟、寻求幸福。

2、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故事发生地“无知山谷”有什么特



点?)

明确：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很明确是“无知山谷”。显而易
见，作者的意图讲故事发生的环境闭塞、贫穷、落后，因而
造就了视野狭窄、知识浅薄、麻木不仁的无知的人们。他们
仅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不但不觉匮乏，反而心满意足。更
可怕的是迷信，极端的迷信，一部千古经书，几个守旧老人，
可以镇守一方水土，一方人心。

展开：大家想一想，一个封闭、无知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结
果?追往者，思来者。纵观中国历史，封闭只能导致落后，甚
至灭亡。如何才能使这样的社会获得生机呢?不闭关锁国，不
夜郎自大，而是勇敢地、大度地开放大门，融入世界文化，
自立于民族之林，它就有无限强大、蓬勃的生命力。

3 、说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明确：故事发生的时间，从序言的最后一节中不难看
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
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4、讨论，归纳本故事蕴含的哲理和文章主旨。

明确：这是因为，顽固的守旧势力总是要镇压创新者的;有些
善良的人们由于传统的束缚，认识的局限，总是有意无意地
伤害创新者，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从故事中我
们可以看出，否定、镇压异见，不仅会造成先驱者的悲剧，
还造成无知者自身的困境，造成真理发展上的曲折。许多历
史事实都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找到影子，(哥白尼-日心说《天
体运行》，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广场，孔子，司马迁等)而次
此后发生的事件也像这个寓言故事的重演， 怎样才能使真理
顺利发展，先驱者不被迫害呢 ?这就需要思想自由，宽容异
见。反对迫害先驱者，反对扼杀真理。这正是作者通过这一
寓言告诉我们的深刻哲理，(放幻灯)这也正是《宽容》一书



的精髓。

展开：a、思想自由，宽容政策是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真理畅
通无阻的必要条件，十年浩劫，从反面 证明了这一点。

b、大家说一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不需要宽容?为什么呢? (古
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都
是告诉我们宽容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宽松，和谐;宽容可以
使人们彼此之间更加理解，信任。宽容是一种胸襟，宽容更
是一种境界，为了使我们彼此心灵的距离不再遥远，我们要
彼此宽容。)

六、借鉴吸收，发散思维

(提示：组织学生讨论后自由发言，教师适时引导)

明确： (1)、提倡宽容质疑;

(2)、反对禁锢压制;

(3)、贫穷、落后、反动的根源在于无知、愚昧和闭塞;

(5)、要勇于创新(先驱者的精神是可敬的，创新需要勇气和
自信);

……

2、辨证地理解“宽容”

穿过那无知的山谷，趟过那缓缓流动着的小溪，房龙先生以
这样一个广泛的意义上的 “宽容”一词简明涵括了我们常说
的自由、民主、理性，《宽容》的另一种版本的名字就叫
《人的解放》。房龙强调说，在现今的世界上，对宽容的需
要超过了其他一切。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的不宽容，无



非“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代替“使用地牢和缓慢
燃烧的火刑柱”的中世纪的不宽容，历史不见得有什么进
步(可以美攻打伊拉克为例适当展开);所以如今的我们依然反
对战争，崇尚和平，反对恐怖，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
容。

于是我们倡导宽容。可是，我们要一味地宽容吗，让我们用
现代的眼光来看《宽容》。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只要人类社会在发展，宽容与不宽容是同时
存在的。

试问：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不宽容的原因呢?

首先，在遥远的古代，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注定了人们要有“不宽容”的精神，这是必须的，因为人类
要生存。

纵观中国历史，在朝代的更替中，对旧制度的冲击决不能抱
以宽容的态度。饥饿导致革命，这个过程中必然最终推动了
社会的进步。从康梁维新到辛亥革命，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
放，历史证明：积极的革新、革命，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现
实的不宽容。

我们再将目光转到现在。在面临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一个国
家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家内部的改
革、对外的开放必不可少，一个个旧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
一批新兴工业正在迅速崛起，市场经济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宽
容。将之扩大到生活和学习中，这里的不宽容不仅体现在对
强者的不屈服，还表现为对自己的不满足，敢于提出更高的
要求。如此说来，发展就要有对已不宽容、不松懈的态度，
要有敢于挑战的勇气。

房龙先生坚信“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定会到来，它将成为人
类历史上的进步”。思想的束缚、战争的暴虐、种族的歧视



等等，都在呼唤宽容，我们渴望那和平安详的日子，生活中
的宽容会让你平和安详，而发展中的不宽容会促进社会的进
步，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二者都需要存在。

七、课堂小结

最后，我想以我们的同乡林则徐的诗句做为这堂课的小
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八、布置作业

这篇课文讲述的故事蕴涵着丰富的哲理，采用的文学形式也
很特别，熟读和理解课文之后，请结合历史事件或自己的生
活实际(生活和写作)写写你受到了什么启示?(写作和哲理)

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篇二

生：我认为第一、二两处的幸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人们过
着平静的生活，无忧无虑。

师：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生：文中说“晚上，村民们饮毕牲口……尽享天伦之乐”，
说明人们的生活很平静、快乐。第三处“幸福”是漫游者在
外面看到的幸福生活，是比村民们此时的生活更幸福的一种
生活。最后一处的幸福是人们在经历了磨难之后重新过上的
幸福生活。

师：这时的幸福和先前的幸福一样吗?

生：不一样。



师：怎么不一样?

生：不清楚。

师：谁想得更清楚?

生：是比以前更幸福的生活。前两处的幸福是见识浅薄的人
们自认为的幸福，是用律法维持的幸福;后两处幸福是物质上
更富足，精神上更自由的幸福。

生：告诉我们应该突破禁锢，追求思想的自由，这样才是真
幸福。

师：有道理!

生：文章题目是《〈宽容〉序言》，所以我认为作者是要告
诉我们应该宽容新思想。

生：不太一样，但具体说不清楚。

师：“宽容”在原文中用的是“tolerance”，这个词在房龙写作
时期所通行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解释是：容许别人
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应
耐心公正地容忍。作者是要提醒读者对漫游者这样持不同于
一般意见的观点的人要有足够的包容。宽容这个词的理解提
醒我们，看翻译作品不理解时，去查一查它的原文还是很有
必要的。

师：你们认为作者是想要我们宽容作品里的谁?

生：漫游者，因为他为人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师：如果漫游者没有给人们带来新生活就不该被宽容吗?



生：……

师：好，同学们通过对四处“幸福”的比较探究，理清了文
章的脉络，并且也初步理解了文章的主旨，但看来还有一些
问题没想得太明白。没关系，让我们先来交流交流同学们在
预习时还关注到了哪些像四处“幸福”一样反复出现的，或
者在反复出现过程中略有变化的词句。

生：我找到了“漫游者”和“先驱者”这两个称呼，其实是
指同一个人，称呼的变化体现出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从反感转
变为感激。

师：人们的态度为什么会转变?

生：因为先驱者引导人们走出了绝境，获得了更幸福的生活。

(生朗读，声音洪亮，感情丰富)

师：你在朗读的时候感觉漫游者在想什么?

生：恨铁不成钢啊!

师：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能更合适些。你们觉得漫
游者的话真诚吗?他的话是对的吗?(生点头)

生：害怕被上帝惩罚。

师：谁告诉他们会被上帝惩罚?

生：守旧老人……不，是律法。

师：都对。谁再来说说自己找到的其他词句?

生：文中有两处提到“知识的小溪”，第一次描写它水流很
细，象征村民们见识浅薄;后一处“知识小溪”枯竭了，预示



了村民的生活走向了灭亡。

生：我还关注到了一个词语“恐惧”，文中出现了两次，还
有一个类似的词“恐怖”。开始，无知山谷里的生活是“恐
惧总是陪伴着人们”，23页上漫游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后，“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最后“由于恐惧而逆
来顺受的人们”战胜了内心的“恐惧”，选择了离开无知山
谷。

师：人们一开始为什么恐惧?

生：害怕得不到“应得的份额”的食物。

师：你猜想会是谁来决定“应得的份额”?

生：守旧老人。

生：恐怖更严重。

师：对，恐怖是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感到的恐惧。

师：还有其他的词句引起你们的关注吗?

生：我还关注到了“陌生世界”和“绿色牧场”，它们体现
了村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和“漫游者”
与“先驱者”的称呼变化类似。

师：好!看来相同的人、相同的物，却在不同的时候得到截然
相反的评价。变化的并不是这些人和物，而是看待这些人和
物的标准。

生：我还看到“律法毕竟是律法”反复出现了几次，前两处
都用了转折词“但”“不过”，反映了村民们和守旧老人内
心其实也很矛盾，他们并不残忍，只是必须遵守律法。他们
心里想要“宽容”，但又很无奈。



师：你读得很细啊!前两处人们都遵守了律法，可是第三处为
什么不遵守了呢?

生：因为生命受到了威胁，人们突破了律法。突破之后人们
反而找到了新生活，作者是在讽刺律法。

生：我们觉得“智慧老人”是先驱者。

生：我觉得是首先决定反抗守旧老人，并带领大家走出来的
人们。

生：我觉得肯定不是“先驱者”

师：哦?为什么?

生：文中说“几年以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作为智慧
老人的住宅，并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里面”，所
以“智慧老人”和“先驱者”肯定是不同的人。

师：读得很仔细啊!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样看来，这里的“智
慧老人”很有可能是那批首先出来探路，带领大家走出来的
人。前后两处都用到“智慧”，作者这样写的意图何在呢?小
组内讨论一下。

(3分钟后，小组代表回答)

生：我们小组讨论后认为，“祖先的智慧”是先前村民们认
为是智慧的东西，“智慧老人”是后来人们认为很有智慧的
人。两者是不一样的。

师：那么作者把先前和当下崇拜的对象都用“智慧”来指称，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呢?

生：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观点。



师：请讲。

生：前一处的“智慧”虽然是浅薄的，但也是人们经验的总
结;后一处的“智慧”是人们现在认为对的事物，将来可能也
不一定是对的。

生：守旧老人守的是过去认为正确的“智慧”知识;“智慧老
人”是当下智慧的化身，将来可能也会像守旧老人一样被推
翻。

生：所以，我再联系到题目“宽容”，作者想要告诉我们，
必须对新鲜的思维和想法宽容，这样“智慧”才能不断发展。

生：我觉得“智慧老人”会不会也变成“守旧老人”取决于
他是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应该是永远保有先驱
者的创新精神。如果他因循守旧，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守旧
老人”。

师：同学们说得太好了!“智慧老人”是带领人们走出山谷的
人，今天人们对“智慧老人”和先驱者的崇敬很有可能会发
展成为明天人们的盲目崇拜，形成新的“守旧老人”群体，
甚至形成新的“律法”。作者想要揭示：“不宽容”是一种
历史循环，当一个时代的人集体陷入一种思想束缚的时候，
总是有一批头脑清醒的人出现，他们勇敢地付出汗水、鲜血
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打破禁忌，开辟出新的世界;但不幸的是
他们的存在往往又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束缚，直到再有新的
先驱者将它打破。

师：这层意思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生：石头上写明“感恩朝礼的后代”，以及文章的结尾“这
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
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师：回过头来看我们一开始所理解的两种类型的幸福，现在
我们觉得它们之间的转化不应该是单纯的从不幸福到幸福，
而应该是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

师：同学们，从四处“幸福”，到反复出现的“恐惧”“恐
怖”，“律法毕竟是律法”，再到“漫游者”“先驱者”的
变化，“智慧”的两处照应，这一切都像是作者为我们预留
下的一条条通幽曲径。穿过这些小径，我们终于抵达了作者
的思想内核，站在历史和思想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看待“宽
容”的价值和意义。

师：站在这个高度去思考，你还认为“宽容”的对象仅仅是
先驱者吗?同意是先驱者的举左手，认为不仅仅是先驱者的举
右手。

(绝大多数学生举了右手，仍有少数学生举左手)

师：我很高兴很多同学对文章有了新的认识，我也很高兴还
有一些同学持不同意见，这都是你们自己思考的结果，你们
有权利保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听听认为“应该宽容的对象不
仅是先驱者”的同学说说你们的观点。

生：我觉得应该宽容守旧老人，因为他们也曾经是智慧老人。

师：对。但不仅如此，更因为他们也是“不同意见”的持有
者，他们有权利保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即使他们的观点是错
的。但是，他们无权用自己的观点来决定漫游者的生死。谁
的不宽容都不是有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因无知和
恐惧而产生的不宽容是人类共同的劣根性。

师：读懂一篇有内涵的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学们上课
一开始自以为读懂了文章，通过这节课，对文章的主旨和表
达都有了更深的理解。但这还不是终点，回去让你的爸爸妈
妈或者爷爷奶奶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如果他们经历过，他们



可能会更有感触，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看到了许多活生生
的“不宽容”的悲剧。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同学的心里都能播下这颗“宽容”的种子，因为，一个懂得
宽容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最后我来布置一下作业：《〈宽容〉序言》让我们从历史学、
社会学的高度重新认识了“宽容”的内涵和意义，关于“宽
容”你还有怎样的思考?有没有关于“宽容”或“不宽容”的
体验?请就此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标题自拟。这个作业请
大家用一周的时间来完成。

【执教感言】

《〈宽容〉序言》是房龙为他的《宽容》一书所作的序言。
《宽容》是专门论述应对异见宽容的著作，房龙为学术界乃
至普通的广大读者都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精神遗产。《〈宽容〉
序言》集中反映了《宽容》这本书的思想精髓，文章的写法
也很特别：一是以形象说理，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虚
构了一个“创新”与“守旧”两大势力斗争的故事，以无知
山谷、守旧老人、漫游者等典型象征性地表达了《宽容》一
书的主旨精髓;二是文章以叙事散文诗般的笔触，在细腻、传
神的记叙描写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读来耐人
寻味。

作为沪教版试用本教材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元的第一
篇课文，《〈宽容〉序言》很好地体现了单元的主题——思
想和精神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房龙笔下的“漫游
者”就是《〈激流〉总序》的作者巴金，就是执著地“相信
未来”的食指，就是清醒地反思着“中国的钥匙丢在哪里”
的梁小斌。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如何面对高考是显性的考
验，关乎个人和家庭的未来;而如何面对自己和看待他人则是
隐性的更大的考验，关乎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如何利用
这一课让学生的思想有所触动，在提升他们的思维品质的同
时帮助他们形成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思考立场，是我思考了



很久的问题。

从语文学习的角度，高三学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
对于寓言、序言的文体特征已比较清楚，读懂这篇文章的基
本情节、典型形象的象征意义，以及文章所表达出的“应对
异见宽容”的主旨并不算难。因此我将对文本的基本理解前
移到课前预习，通过对四处“幸福”的理解来检查学生的理
解程度，以便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的起点。
我希望这节课从学生自以为已经看懂文本开始，在继续研读
中发现新的理解障碍，继而通过自主研读和教师点拨，拨云
见日，抵达文章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核。

这是一篇寓言，也是一篇序言，针对高三学生的实际学力，
我选择了从具体词句入手，通过对文本语言信息的重复与变
化的探索，逐步深入对文章的理解。如此设计有三个意图：
一是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主动关注文本重要词句的意识，提高
他们透过表面语言信息揣摩文本深层内涵和表达意图的能力;
二是以这些具体的词句为抓手，引导学生的思维形成碰撞，
包括同学之间的碰撞和自己前后认识之间的碰撞;三是让学生
在品读与思考之后，对作者生动而含蓄的表达匠心有一种真
切的体悟，进而产生由衷的欣赏与钦慕之情。预习作业及课
堂教学的主体环节都是围绕这两个意图设置和展开的。

作业的安排是想要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宽容”的话题进行深
入的思考，在他们的心中埋下“宽容”的种子，引导他们去
反思现实生活中的“不宽容”。我想这与高考作文关注生活、
学会思考的导向也是吻合的。

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篇三

我今天所说课的篇目是《宽容》序言，它是人教版全日制普
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三单元的第四篇课文。

一、 新教材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要求



人教社的高中语文新教材(试验本)，打破了传统的阅读与写
作、说话、听话混合编排的模式，改为阅读与写作、口语交
际分编;各个单元的教学重点相当明确。高中语文新大纲中明
确规定，高中语文教学要让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
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为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
础”，提出了“以阅读教学为龙头带动整个语文教育是一个
标本兼治的通途”，“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语文教学以阅读为本，改革旧的
耗散性讲析模式，注重阅读教学的整体感悟，突出广泛而自
主的大量阅读，突出全方位的阅读技巧和能力的指导与训练，
以多种渠道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以阅读带动听说写能力的
全面提高。突出学生的文化背景积淀，突出语文教育的人文
熏陶”。

二、 课文特点及在教材中的地位

《〈宽容〉序言》是房龙为他的《宽容》一书所作的序言，
该序言的写法很特别，是一篇散文诗式的寓言。作者以丰富
的想象和联想，虚构了一个“创新”与“守旧”两大势力斗
争的故事，从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宽容》一书的精髓。该
文被安排在第二册第三单元第四课应出于以下考虑：

1、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是分析评价，借鉴吸收。对课文的分析
评价，可以全面涉及它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着重就某一个
方面做出恰当的评价。该单元前三课要求分别为：对《黄鹂》
的哲理作一点评价、分析评价《咬文嚼字》的观点、体会并
借鉴《我与地坛》对生命的认识，而第四课则是通过前三课
的学习，培养学生自己分析评价、借鉴吸收的能力。

2、结合高中阶段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对哲理的分析和借
鉴，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良
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是继第一单元的“整体把握、筛选信息”和第二单元



的“研究探讨、深入领会”之后的对阅读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三、 学生情况分析

四、 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该课的教学目标应确定为：1、把握和
评价故事中蕴含的哲理。 2、理解“无知山谷”、“知识的
小溪”等事物的象征意义，理解故事中“先驱者”、“守旧
老人”、“无知的人们”三种形象的典型意义3、培养学生思
维的深刻性，能正确、全面、透彻的看待问题。教学重点为：
透过本文主旨，进行创造人格的熏陶，培养对新事物理解、
宽容的态度。

五、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运用

“强化阅读，整体把握，深入体会，正确评价”是本人在该
课教学中的指导思想，在处理教材时，结合配乐朗读使学生
在总体上感觉、感知作者深邃的思想，通过多媒体补充，让
学生展开联想的羽翼，领会宽容的要义，达到内化的目的。
运用点评法正确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寓意，引导学生正确对待
“创新”和“守旧”，“创新”和“传统”的关系。在教学
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朗读、词段点评、讨论、质
疑、等方式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把握和评价故事中蕴含的哲
理。

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篇四

－、目标：

1、指导学生进行赏析性阅读dd找到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

2、透过本文主旨，进行创造人格的熏陶，培养对新事物理解、
宽容的态度。



3、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能正确、全面、透彻的看待问题。

二、难点：此篇序言很特别，像散文诗，又像是寓言。以丰
富的想像和联想虚构的故事中包蕴着怎样的深刻意味，学生
不容易做到透彻理解。

资料：

作者：亨德里克・房龙，荷裔美国人。从20世纪代以来，用
轻巧俏皮的文字，撰写通俗历史著作，而为无数青年读者所
喜爱，其作品大多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
版。著名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
故事》、《圣经的故事》。房龙的书在中国早有译本，对中
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有过深刻影响（如历史学家曹聚仁、作家
郁达夫等）。

四、教学程序

（四）分析

提示：教师谈谈本文的'写作特色：不同于一般的序言，
像……，又像……。

1、问题讨论式深入课文，把握形象dd学会就文本本身对以下
形象作分析：

（1）无知山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形象意义何在？

明确：在无知山谷里死守者愚昧的人群。他们迷信过去，死
守律法，胆怯麻木，自欺欺人，要求低俗，安于现状，不思
进取，他们甘心受制于守旧老人，对新事物不理解，不支持，
而是助纣为虐，对漫游者加以迫害。（联系《祝福》中的人
们以及鲁迅小说所写到的中国人）



（4）漫游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形象意义何在？

明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
他敢于怀疑祖先铁定的律法，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智
慧”提出挑战，敢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向死水般的旧世
界发出反叛的声音。他有坚定的信念，有无畏的精神，有坚
忍不拔的意志，有从容赴死的气概。他不畏艰险，敢于冒险。
他勇敢无私，为唤醒麻木沉睡的心灵，宣告真理的存在，传
播美好希望，不惜牺牲生命重返山谷。他的死亡，是一出深
沉的悲剧，留给人们永恒的回味。而当真理大白于天下的时
候，他最终成了人们永远爱戴、敬仰、歌颂和感恩的先驱。
这里，有一个让人永久回味的结论：探索者、先驱者的名字
叫dd不朽！

2、讨论式挖掘故事所蕴含的意义：

思考：作品是不是告诉我们智慧最终会战胜愚昧，新事物最
终会战胜旧事物这样一个真理？

宽容序言概括主要内容篇五

在本次课赛中，白文英老师讲授课为美国作者和历史学家
《宽容序言》一文，是一堂反映教师素质和教学能力的成功
之课。

1、对课文特点及在教材中的地位、课文的内涵等理解、把握
准确（散文诗式的寓言式的序文，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
虚构了一个“创新”与“守旧”两大势力斗争的故事，从而
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宽容》一书的精髓），并在学情分析的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确立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

2、以“强化阅读，整体把握，深入体会，正确评价”为实施
教学的指导思想，通过朗读录音、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先让



学生在听片断范读中获得整体感知，再借助多媒体补充资料，
使学生展开联想的羽翼，领会宽容的要义，达到内化的目的。

3、在课堂中以引导学生分析、体会“无知山谷”、“守旧老
人”、“村民们”、“漫游者”等形象意义为中心内容，以
讨论评价为主要方法，达到了通过理解文中象征意义，把握
故事中寓含的哲理和理解文章主旨的目的，尤其是在对学生
进行创造人格的熏陶和培养对新事物理解、宽容的态度方面，
很见其心机，是新课程理念的`突出体现。

教学是遗憾的艺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本堂课也有不足之
处。

1、课堂中虽然教学主线清楚（即通过分析、体会形象意义以
理解哲理意义、把握主旨），但紧扣文章语言实际（关键词
句）不够充分而多于教师分析，教师语言多了些而学生思考、
探究、讨论的自主学习活动较少，加之组织松散，指导（引
导）作用小，以致教学重点未能充分显示，教学容量小。

2、课文是一篇独特的序文，其散文诗或寓言的特点很突出，
宜在鉴赏评价上下功夫，若在这方面指导不力，或过多分析、
说教，势必散失了语文课的特点（即言语表达的特色和人文
关怀的对接等）。

3、在教学环节的衔接上和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适时与恰到好
处的使用上，应还有不少的探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