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 送东阳马
生序教案(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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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了解序与赠序的不同。

2。学习运用对比表现中心的写法。

3。引导学生从前人的刻苦好学和虚心求师的精神中受益。

同学们，在我们上新课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回一下从初一
到现在学过的特殊的文言文体。

（书，表，记，疏）

1，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种新的文体：序

2，以前，你看到过“序”吗？它都写些什么？

3，师生比较后小结：“序”作为一种文体

可分为“赠序”和“书序”。“书序”相当于前言后记，一
般介绍作家生平或目的，成书过程与宗旨，为阅读和评价作
品提供一定参考资料，或给以必要的引导。面赠序与书序性
质不同，它始于唐朝，文人之间以言相赠，表达离别时的某
种思想感情，往往因人立论，阐明某些观点，相当于议论性



散文的一种写法。

4，请一学生读课文，正字正音

5，全班读课文，思考：

（1）本文“序”的目的何在？（勉励马生刻苦学习）

（2）透过文字，我们从哪些语句可看出作者少年时求学的艰
辛？并用自已怕话说说。

（3）作者记写“太学生”的目的何在？（对比）

（4）文中除此对比外，还有对比吗？

（联系《为学》可让学生背背，并从内容上比较）

1，以衾拥覆（介词，“用”）

2，生以乡人子谒余（凭借身份）

3，家贫无以致书以观（连词，表目的，“来”）

4，以中有足乐者（表原因，“因为”）

5，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介词，“把”，“拿”）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渠县岩峰职业中学语文教研组  张安强

1、积累文言文词语，掌握常用的文言实词、虚词。

2、了解作者及文体特征。



3、理解本文的思想内容，明确作者通过现身说法，以自己年
轻时代的求学经历启发马生，以达到劝学的目的。

4、背诵课文。

1、复述课文，掌握作者求学的主要经历，理清行文思路，提
高诵读能力。

2、理解本文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其独特的表达效果。

学习作者克服困难、勤心求学的精神和意志，树立正确的苦
乐观，珍惜现有的优越条件，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1、翻译课文，背诵课文，理解本文作者执著的求学之志和殷
殷劝勉之情。

2、把握寓理于事的写作方法和对比的表现手法，学习形象说
理的技巧。

引导学生运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作品，理解文中作者的求学
态度。

1课时

一、导语 设计(1')

同学们，在五单元前面几篇课文里，我们学习了几种古代不
同体裁的文章，如吴均的书信体山水小品文——、陶渊明的
自传体文章——、韩愈的议论性文章——，今天我们一起来
学习一篇体裁为的文章——看看作者是怎样用自己的切身体
会勉励马生勤奋学习的。

二、作者及文体简介(2')

，掌握重点字词（注音释义、词类活用、通假字）抽生(3')



(13')

1、听课文录音，学生听读。(3')

2、学生自读课文，参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疏通词句，理解
文意，在不懂的地方做标记。(5')

3、课文译注，抽生和全体问答形式，（5')

五、深入研究内容，理解人物形象。（18')

1、这篇课文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1')

2、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作者读书求学经历的特点，可以用哪
个词？(1')

3、在第一段中，“艰难”的具体表现有哪些？（用书中原话
回答——(1')

4、为什么会有这么两点表现呢？作者是怎样解决这两个矛盾
的呢？(2')

5、从作者借书、抄书、还书这一层内容里，你认为我们该学
习他哪些品质或者方法？(3')

6、你喜欢书中“乡之先达”这样的老师吗？宋濂是怎样对待
这位“先达”的呢？用文中原句回答；你怎样评价宋廉的求
学精神的？（；(4')

7、文章第二自然段写了作者从师求学过程的艰苦，按
照“衣—食—住—行”这几方面，作者先写什么，再写什么，
接着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哪部分写的最感人？(2')

生活状况，作者的衣食和同舍生的华丽服饰的比较。(3')



9、总结：本文带给我们的启示——(1')

六、课堂练习(6')

1、理解文言词语。(1')

2、教师出示情境话题(5')

课堂展示，教师点评，提示学生学宋濂艰苦、勤奋的学习精
神和坚忍不拔的学习态度。

七、课后作业 ：搜集小资料(2')

教后反思：课堂容量较大，因而课堂朗读较少，以至于课堂
练习的情境话题无法当堂完成。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我年幼时就非常爱好读书。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
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冬
天非常寒冷，砚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
伸直，也不放松抄录书。抄写完毕后，便马上跑去还书，不
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
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
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经赶到数
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乡里有道德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德
高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
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下
身子，侧着耳朵恭敬地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
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个字反驳；等到他高
兴了，则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获得不少教益。

如今的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
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



大厦之下诵读诗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
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
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
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
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
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这篇文章字词难度不大，除了一些重点词句，其他都比较容
易理解。文章思路清晰，在开篇提出“嗜学”，然后围绕这
个中心词，层层展开，并采用对比法，点明求学应有的态度
和精神。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在通读全文、整体感知的
基础上，掌握重点字词和句子，然后，由字词理解到内容理
解，把握文章的中心观点，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教学中，
主要贯穿朗读，以朗读带动文章理解。

1课时。

参照“教学设计(a)”。

有关内容参照“教学设计(a)”。

1．教师播放朗读带，学生听读课文，注意字音和停顿。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能否流畅地朗读课文和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程度有极大的
关系。因此，要求学生至少将课文读上两遍，而且必须是以
读得流畅无断续现象为标准。要求学生在自由朗读时，注意
结合课文注释理解一些容易弄懂的词语和句子。

3．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1段。



(1)指名学生朗读第1段，然后要求学生圈注本段中自己难以
把握的字词。

(2)要求学生结合课文注释自行翻译第1段。

(3)教师评点学生翻译，特别提醒学生对重点字词的掌握。

4．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2段。

(1)学生齐读第2段，然后标注出其中的重点字词。

(2)学生结合注释自读第2段后，向老师提出自己不懂的词句。

(3)指名学生翻译全段。

5．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3段。

(1)要求学生笔译第3段。

(2)学生相互检查，讨论对方翻译中的不足之处。

(3)指名学生朗读自己翻译的内容。

然后教师进行评价，要求学生按照“信”、“达”的标准修
改自己的译文。

(4)学生齐读第3段。

6．学生齐读全文。

1．请学生概括各段的中心意思。

2．细读第1段，从中找出一个能概括全文中心意思的词语。

3．默读第1段，回答：作者是如何写出自己读书时条件的艰



难的?请引用课文中的`原句回答。

5．提问：与作者读书时相比，现今太学生的读书条件怎样?
文章是如何进行对比的?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写于晚年的一篇劝学之作。本文通
过作者自叙青年时代求学的困难和刻苦学习的经历，并与今
天大学生求学之易进行对比，得出业有不精，德有不成，主
要是因为用心不专，不知勤苦求学之理的结论，并劝勉马生
及大学生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更应勤奋，专心致志地学习。

二、结构内容

全文共3个自然段。

第一段写自己求学之难和用心之专。可分为3个层次。

第一层“余幼时……余因得遍观群书”请幼时求书之难，虽
难而得博览群书。

第二层“既加冠……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讲成年后从
师求教之难，这里有叩问之难，跋涉之难，食宿之难；虽难
而心中快乐。

第三层，最后一句话，总结说自己大体上就是这般艰难。

第二段写当前的住在太学里的学生们的优越的学习条件。可
分为两层。

第一层“今诸生学于太学……假诸人而后见也”这部分先讲
学生的住、食、穿的条件都十分优越，再讲学习环境好，这
里有读书环境好，老师好，书应有尽有。



第二层“其业有不精者……岂他人之过哉？”这段是发议论。
对于那些在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里而不能学有所成者提出批
评。

第三段，点明这篇赠序的写作背景和意图。

三、难句解析

1、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
悦，则又请焉。

全句译作：有时遇到先达训斥，（自己的）脸色（就）更加
恭敬，礼节（就）更加周到不敢（随便地）回一句话，等到
先达高兴了，就又去请教。

2、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全句译作：因为（我的）心中有足以快乐的（读书）事，
（我）不去理会嘴里吃的和身上穿的不如别人。

3、生以乡人子谒余。

生，年青人。文中指马生，即马君则。乡人子，同乡人的子女
（晚辈）。以，凭借。全句译作：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来
拜见我。

4、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

第一个“其”，代“他”（马生），第二个“其”代“他
的”（马生的）。故，特意。全句译作：马生将要回家探望
他的父母时，我特意讲述自己过去求学的艰苦来告诉他。

四、对比论证的运用

课文在写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比论证。第1、2两段内容层



层相比，通过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见解。例如吃的方面，“廪
稍之共”与“日再食（每天只吃两顿），无鲜肥滋味之享”
对比；穿的方面，“葛裘之遗”与“袍敝衣”对比；读书方
面，“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与“（为求学）行深
山巨谷”对比；老师方面，“有司业、博士为之师”，而
且“未有问而不告”的与“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
问”而且“未尝稍降辞色”对比；书本方面，“凡所宜有之
书皆集于此”与“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对比。这些
对比之后，结论使自然得出了：在如此优越条件下如不能有
所成，那就不是“天质”低下的问题，而是用心不专的问题
了。

五、多种表达方式的运用

本文表达方式上以记叙为主，描写、议论自然结合。本文以
记叙为主，笔法简洁，有些地方适当的加以渲染和描绘，给
文章增添了文采，使文章更加具体生动。例如，写到趋百里
之外向硕师名人求教的情景，写了周围的环境：“门人弟子
填其室”；写了“先达”的表现：“未尝稍障辞色”，“遇
其叱咄”，“俟其欣悦”，把对“先达”庄重、严肃的态度
写得很有声色；写自己求教时的谦虚、恭谨：“立侍左右，
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
以复”，写出人物的神态。

叙述和描绘的同时还适当穿插议论，突出了文章的思想。在
对比自己同那些被绵绣、沃甘肥的同舍生之后，点出了甘于
敝农、粗粝的`原因：“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
也。”这里的“足乐者”就是进德修业。这简要的议论表现
了人物的志趣。文章讲述了分之大学生的优越学习条件后，
进而推论出：“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
心不苦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这就是通过今昔对比揭
示出的道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我感动于家贫却照旧嗜学的宋濂，就像人们感动于那个天亮
了都不肯回家的孩子一样。辗转六百多年，当今的社会条件
与大学士宋濂那时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是，当
今社会又有哪几个卓越的人才能够与宋濂相提并论呢?这兴许
就是环境变化的缘由吧!艰辛的环境可以使人坚强，幸福的环
境却会使人懈怠。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孩
子的文章。文章引见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每个家
庭都相当富有。但是，澳大利亚的父母却秉着再富不
要“富”孩子的准则，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
母让孩子穿很薄的衣服，磨炼他们的意志;从小让他们到大海
中冲浪、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我想，兴许这就是澳大
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缘由之一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现在这样优越的生活
条件下，我更宿愿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多给青少年提供
一些锻炼的机会，磨炼咱们勤奋好学、不怕享乐的意志，使
咱们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有更出色的体现。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这篇文章字词难度不大，除了一些重点词句，其他都比较容
易理解。文章思路清晰，在开篇提出“嗜学”，然后围绕这
个中心词，层层展开，并采用对比法，点明求学应有的态度
和精神。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在通读全文、整体感知的
基础上，掌握重点字词和句子，然后，由字词理解到内容理
解，把握文章的中心观点，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教学中，
主要贯穿朗读，以朗读带动文章理解。

1课时。

一、导入新课

参照“教学设计(a)”。

二、介绍作者以及写作背景

有关内容参照“教学设计(a)”。

三、朗读课文，理解文句，疏通课文内容

1．教师播放朗读带，学生听读课文，注意字音和停顿。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能否流畅地朗读课文和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程度有极大的
关系。因此，要求学生至少将课文读上两遍，而且必须是以
读得流畅无断续现象为标准。要求学生在自由朗读时，注意
结合课文注释理解一些容易弄懂的词语和句子。

3．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1段。

(1)指名学生朗读第1段，然后要求学生圈注本段中自己难以



把握的字词。

(2)要求学生结合课文注释自行翻译第1段。

(3)教师评点学生翻译，特别提醒学生对重点字词的掌握。

4．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2段。

(1)学生齐读第2段，然后标注出其中的重点字词。

(2)学生结合注释自读第2段后，向老师提出自己不懂的词句。

(3)指名学生翻译全段。

5．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3段。

(1)要求学生笔译第3段。

(2)学生相互检查，讨论对方翻译中的不足之处。

(3)指名学生朗读自己翻译的内容。

然后教师进行评价，要求学生按照“信”、“达”的`标准修
改自己的译文。

(4)学生齐读第3段。

6．学生齐读全文。

四、品读课文，鉴赏课文内容

1．请学生概括各段的中心意思。

2．细读第1段，从中找出一个能概括全文中心意思的词语。



3．默读第1段，回答：作者是如何写出自己读书时条件的艰
难的?请引用课文中的原

句回答。

4．提问：请复述作者读书时的勤奋的情形，想一想：这勤奋
和前面所说的艰难的生活

条件有什么联系吗?请谈谈你的看法。—

5．提问：与作者读书时相比，现今太学生的读书条件怎样?
文章是如何进行对比的?

6．提问：通过这种对比，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用课
文原话回答。

7．请简要介绍马生，谈谈作者对马生所持的态度。

8．读完这篇文章，你对学习有什么感受吗?

五、学习迁移

请结合你的经历谈谈自己的感受。

六、布置作业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送东阳马生序》写了作者宋濂青少年时代求学的千种辛苦
万般困苦，并拿后来太学中的条件与之作比，以告诫劝
勉“马生”刻苦读书；文章都让人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珍
惜优越的条件，好好学习，然而给予我最大震撼的东西并不
是这一点－－是宋濂的执著。



因为执著，宋濂可以在“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
地情况下抄录了一本一本的书来读；可以“趋百里外从乡先
达执经叩问”；可以遇其叱咄而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以复??
但也正是因为这份执著，宋濂成为文学大家。

执著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足以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使奇
迹的产生成为必然！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从《资本论》到
《相对论》，从《蒙娜丽莎》到《命运交响曲》，从杂交水
稻到克隆羊“多利”，哪一项震撼惊寰宇的发明，哪一项惊
骇世俗的创造，哪一种功在千秋的贡献背后不曾凝聚着伟人
们执著的追求以及为其付出的辛勤与代价。谁能说他们的成
功只是因为幸运之神的垂青，只是一种偶然－－也许，由谁
来创造奇迹确实是一种偶然，但，创造奇迹的人一定拥有着
执著的性格，这绝对是必然！

现在，生活在我周围的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就很缺乏执
著－－对知识，对友情，对生活的执著。很多时候，我们茫
然、厌倦、冷漠??花般的岁月蒙上了一层灰色。但愿，但愿
大家都能重整心情，寻回心中那份失落的`执著！

送东阳马生序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九

《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宋濂送给他的同乡、浙江东阳县青
年马君则的文章，勉励马生勤苦学习。

原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
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观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
怠。录毕，走送了，不敢销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
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
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
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
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



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
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
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
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
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緼袍敝衣处其间，
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
之勤且艰苦此。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
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
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
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

译文: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家里贫穷，没有办法买书来读，
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借，(借来)就亲书抄写，计算着日期按
时送还。天很冷时，砚池里的水结成坚硬的冰，手指(冻得)
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因此停止。抄写完了，赶快送还借书，
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家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
于是能够阅读很多书。到了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
学说，又担心没有才学渊博的老师和名人相交往(请教)，曾
经跑到百里以外向同乡有名望的前辈拿着书请教。前辈道德、
声望高，高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从来没有把语言放委
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恭敬地站在他旁边。提出疑难，
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人斥责
人，(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话不敢回答;
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请教。所以我虽很笨，终于获得多教益。

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籍，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奔
走，深冬刮着凛冽的寒风，大雪有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冻裂
了不知道。等走到旅舍，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服侍的'人拿



来热水(给我)洗手暖脚，拿被子(给我)盖上，过很久才暖和
过来。在旅馆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鲜美的食物可以享
受，一起住在旅馆的同学们，都穿着华美的衣服戴着红缨和
宝石装饰的帽子，腰上佩带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
香袋，闪光耀眼好像仙人。而我却穿着破棉祆旧衣衫生活在
他们中间，毫无羡慕的心思。因为我心中有自己的乐趣，不
感到吃穿的享受不如别人了。我求学时的勤恳艰辛情况大体
如此。

马生君在大学学习已经两年了，同辈的人称赞他贤能。去官
之后进京朝见皇帝，他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篇
长信做见面礼，言辞很流畅通达。同论的文相比，语言委婉、
神色和悦。自称小时候学习用功、刻苦。是可以称得上爱好
学习的人。他将要回家乡探视他的双亲，我特意告诉了他求
学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