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
(优质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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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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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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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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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习生字、新词。理解“风和日丽、疑惑不解、衣衫褴褛、
铿锵有力”等词语的意思并且能够在实践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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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感情。

4、了解伟人的成长过程，用讲故事、写文章、编短剧、办手
抄报等方式，展示学习的收获。

第一课时教学流程：

（一）初步谈话，理解课题。

同学们，你们现在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回头看看我们敬爱的
周总理小时候为什么读书？

（二）同学介绍搜集周总理的资料。

（三）观看录像，感受情景。

看有关周总理小时候的录像资料，特别是讲他在修身课上回
答校长的情景。

（四）检查预习，反馈交流。

1、学生自由读课文，教师强调要求：

（1）读通课文，遇到不懂的字或者词语，借助工具书或者联
系上下文解释。



（2）不懂的地方，多读几遍，并在书上作上记号，待会在全
班交流。

2、生字中“嚷、惩、铿、锵”是后鼻韵，“范、巡”是前鼻
韵。“范、惩”是上下结构，不能写成左右结构。

3、反馈交流，词语方面重点检查“焦点、耀武扬威、得意扬
扬、铿锵有力、诸生“等词语的意思。

4、学生提出文章中不懂的'地方，师生共同解决。

5、课文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讲12岁的周恩来刚到沈阳，就
听伯父叹着气说“中华不振“，这使他疑惑不解；第二件事
讲周恩来在租界亲眼看到一位中国妇女受到洋人的欺侮，而
围观的中国人敢怒不敢言，这使他真正体会到伯父说的话的
含义；第三件事讲周恩来在修身课上，表明自己的心迹“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五）学生反复读课文，做到有感情地读课文。试着体会作
者所表达的情感。

（六）课堂作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教学流程：

（一）学习课文的第一部分。

2、指名学生朗读这一部分。尤其要指导学生在朗读伯父与周
恩来的对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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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出疑惑不解
的语气。

3、尊重学生自身的体会，不要强求学生所有的体会都一样。



教师相机的作出指导。如：从“为什么”？“那又是为什么
呢？”体会到周恩来对这些事情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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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周恩来是一个善于观察周边的事情。

4、全班朗读这部分，注意要有感情地朗读。

（二）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1、自由读第二部分，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当时的社会现实：贫穷落后，受
到列强的欺凌。深刻理解“中华不振”的具体含义。

（三）学习课文第三部分。

1、指名学生朗读，其他学生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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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部分，你从周恩来小时候身上体会到了什么？

（四）课外延伸。

1、阅读关于写周恩来总理故事的书，从而进一步了解伟人。

2、将你所了解的周恩来总理的故事用讲故事、写文章、编短
剧、办手抄本等形式，展示学习的收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三

１、知识教学：了解运用具体事例表达美好思想感情的写法。
掌握“崛、脆、楣、沦、惹、轧、桩、泊”等字。

2、能力训练：初步学会通过具体材料和语言领会文章思想内
容，初步学会用普通话正确朗读课文。

3、思想情感教育：感受少年周恩来伟大的救国抱负和崇高的
学习目的。

1、重点：初步学会通过具体材料和语言领会文章内容。

2、难点：用具体事例来表达中心思想。

幻灯片等。

[教法]

讲授法。

[教学时数]

2课时。

第一课时

1、掌握生字。

2、熟记注释中几个重要的词语。

2、了解课文内容，理清行文脉络。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看过电视剧《长征》吗？剧中的周恩来为了革
命，历经磨难。他为国为民的做法是久已有之。你们想了解
吗？周恩来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总理，少年时代的他有怎样的
志向呢？我们学习课文之后就能知道这些情形。

（在讨论中自然地引入课题，同时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析题。

板书课题。

“为……而……”准确地表达了“目的”与“行动”的关系。

三、检查预习、进行字词教学。

出示幻灯，给加点字注音。

崛起 干脆 门楣

千钟粟 桩 惹 轧

解释几个词语：

光耀门楣 扬长而去 千钟粟 颜如玉

四、默读课文，思考问题：

1、写了少年周恩来读书生活的几个片段？

2、“一桩桩的事实“指哪些事情？

3、按时间顺序，第一个片段应插在什么地方？把它提到开头
有什么作用？]

（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分组讨论）



五、逐题解答。

1、两个片段：

在奉天东关模范小学的一堂修身课和考上天津南开学校后关
于为什么上中学的讨论。

2、“一桩桩的事实”指：（幻灯出示）

伯文告诫、中华不振

列强分割、蚕食中国

日俄战争、中国遭殃

洋人违法、逍遥法外

3、第一个片段应插在“一桩桩的事实”这段之后，提到开头，
有突出中心和点题的作用。

（要注重学生的主动性）

六、小结。

七、布置作业。

1、生字词语抄写3次。

2、完成作业本第一至三题。

3、预习下一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

2、学习文章选取典型事例来表现中心思想和通过比较来突出
周恩来的伟大抱负的写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

1、课文写了周恩来读书生活的几个片段？

2、“一桩桩的事实”指哪些事情？

二、学习新课。

1、“一桩村的事实”是按照怎样的顺序记叙的？从文中找出
相应的词语。

明确：按照时间顺序，也照顾到地点转换，“一出沈阳火车
站”、“到沈阳后”、“在沈阳租界”等。

（教师要适当地复习小学学过的内容）

2、“沉重分量”表达了周恩来怎样的感情？

明确：表达了周恩来对“中华不振”的沉重忧虑和对“振兴
中华”的高度责任感。

（提示学生联系本文主旨来回答，答案不要求统一）

3、课文记叙周恩来考上南开学校后的一次讨论会片段有何作
用？

明确：对于为什么上中学的问题，周恩来同样作了响亮的回
答，这一回答进一步证明明了他的既定学习目的，不仅是一



以贯之的，而且是付诸行动的。

（以学生讨论为主）

（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训练：设计一次有关学习的讨论）

4、给“人各有志”段分层次。

明确：分三层。

第一层：“人各有志”到“答案”。

第二层：“书中自有”到“伟大的动力。”

第三层：“周恩来根本反对”到最后。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

5、学习最后一段。

赞颂他那宽广的心胸，并点出宽广的心胸与伟大的志向、伟
大的事业之间的联系。

三、了解课文写法。

选取典型事例来表现中心思想和采用比较手法突出周恩来的
伟大抱负。

（设计问题：从文中找出周恩来的读书目的和其它人的读书
目的）

（在学生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并在适当的时候引出写
作手法）

四、课文小结。



五、齐读课文。

六、课后练习辅导。

七、布置作业：完成作业本。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四

1.认识本课生字，会写本课生字。正确美观地书
写“赞”“顾”，运用微课了解“肃”字的来历，引导学生
知识重起源，感受汉字文化，能正确书写“肃”字笔顺。

2.初步认识“倒叙”，在学习课文中体会这种写作手法的好
处。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会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4.通过适时补充当代的背景资料、相关的人物资料体会文中
人物的思想感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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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学生在阅读学习中了解少年
周恩来立志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志向感受少年周恩来的博大
胸襟和远大志向，从而将自己的学习生活与国家繁荣和民族
振兴大业联系在一起。

1.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入体会少年周恩来立志的原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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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同学们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人，（出示周恩
来图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于192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被誉为“二
十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他受到了全中国乃至世界人
民的爱戴；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
与他少年期就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就能立下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理解课题：课题中“崛起”是“兴起”的意思，“之”
是“的”的意思，课题连起来是说——学生理解。

【设计意图】

本文的内容和学生有着较远的年代，有着较大的距离感，在
谈话中对周恩来总理进行简单的介绍，让学生对周恩来有初
步的印象，为后文的学习进行铺垫。

二、学习字词，整体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1.学习字词：课前预习过了，生字词会读吗？

1）出示：读一读，同位互相检查，不会的可以请教一下，记
得做上标记。严肃 清晰抱负胸怀 赞叹表情 忘怀 果真非凡
指望训斥 体会 分量响亮光耀门楣疑惑不解 中华不振左顾右
盼同学们读得可真认真，标红的字是我们本课的生字，你最
想提醒什么？教师出示：“赞”“顾”，强调写时要注意标
红的部分是“竖提”，“赞”的上半部分笔画较多要写紧凑、
“顾”字左右两部分写均衡。同学们在学习单上写一写，要
求写得端正美观。

2）微课学习“肃”字的来历，感受汉字文化。强调“肃”的
笔顺，跟随课件书空关注到最后两笔是撇、点。



2.整体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1）运用学习单，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梳理出文中讲得三件事。

出示合作学习要求：

2）各小组交流、补充。

3.认识“倒叙”。本文中事件一是结果，事件二、三是原因，
作者把结果放在开头写，原因放在后面，你们知道这种写作
手法叫什么吗？——倒叙你能体会到这样写的好处吗？（能
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引出悬念，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平板
和结构的单调。）

4.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1）试着用上“之所以......是因为......”这组关联词说说
课文的主要内容。

2）同位互相说一说。自由读课文，小组合作完成学习单。请
一人完成填写，一人代表小组进行汇报。

3）计时3分钟。

5.教师小结；同学们关注文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可以让我
们更好地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

学习字词时抓住学生易错点进行强调，夯实基础、关注书写，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在学习中，从汉字演变入手，感受我
国汉字文化。本单元中单元要素是“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
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学习中通过图表给学生提供学
习支架，引导学生能关注每件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再通过关
联词“之所以......是因为......”引导学生将课文中的几



件事连起来说一说，概括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倒叙”的写
作手法在本文中出现，学习时要引导学生认识这一写作手法
的特点，并能通过课文学习感受到“倒叙”的好处。

三、品读语言，体悟情感。

（一）走进修身课上，认识少年周恩来。

2.课件出示：朗读

3.从周恩来的回答中，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个怎样的人？
（胸怀大志，心系中华......）

4.相机补充资料：你们知道吗？见人群中有个女人正在哭诉
着什么。一问才知道，这个妇女的亲人被外国人的汽车轧死
了，她原本指望巡警局给她撑腰，惩处这个外国人，谁知中
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外国人，反而训斥她。围观的中国
人都紧握着拳头，但这是在外国人的地盘里，谁又敢怎么样？
大家只能劝慰这个不幸的女人。看到这一幕，你有什么感受？
试着用上“不但......反而......”表达你的不满与愤怒。
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外国人，反而训斥她。为什
么围观的中国人不但（），反而（）。

（二）对比感悟周恩来志向远大、心系中华。

中国的土地被外国人占据，他们耀武扬威，面对这些，伯父
叹气、不幸的女人哭泣着忍气吞声、人们也只能是敢怒不敢
言。此时的周恩来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真正体会到“中华
不振”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就有了自己学习的志向。

1.出示最后一段，指名朗读。此时的周恩来才真正体会
到“中华不振”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怎么把祖国和人民从
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呢？这个问题像一团烈火一直燃烧在
周恩来心中。所以，当修身课上魏校长伯苓曾说“周恩来是



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在同学们和师友的帮
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哪里潜心学习。两年后由于革命需
要、国家的需要、毅然回国投身革命。此后他还远渡法国，
再度学习。他还曾写过一首诗：大江歌罢掉东去，邃密群科
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从诗中感受到
什么？抒发了周恩来的救国抱负。

2.如今我们中国在一代代前辈们的努力下，我们的祖国和人
民走出苦难，走向强盛，一起来看视频：（播放视频）

3.此时此刻，如果有人问你什么读书你的回答是什么呢？学
生交流。

【设计意图】

周恩来那个时代的事情离我们这一代的学生在时间与思想上
都有了些距离，学生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振兴中华，匹夫有
责的道理。为此通过资料的补充，适时加上一些解说词。让
学生深深体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是空谈，不是口
号，说说而已。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这是周
恩来年少时的抱负，是他一生追求的信念，更是终生为之奋
斗的目标，从而引导学生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而刻苦
学习的远大理想。

四、回顾总结。

如今的中国已经崛起，往昔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响亮的回
答——为了中华的崛起而读书，如今，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做
到——为崛起的中华而读书！

【设计意图】总结升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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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布置作业



必做题：1.完成立志卡填写2.阅读周总理的故事《飞机遇险
的时候》《周总理的睡衣》和同学们交流自己的体会。

选做题：了解中国最近发生的大事件，跟家人谈谈你的感受。

【设计意图】

作业设计分层，提高表达能力。引导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族
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大理想。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在作业中
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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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生字词。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

通过读课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感情。

理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面意思，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

让学生朗读课文，激发学生联想。

1、介绍周恩来



2、试着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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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华、索、模、振”在文章中的
正确读音。

3、同桌互读。

4、生字测读，并提醒学生在后面的学习中注意其读音。

1、自渎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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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由组合学习小组，以不同的方式读文。

4、以小组为单位提出组内未解决的问题。教师进行恰当的评
价指导。

5、说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意思。（联系图片过去的
中华、现在的中华在你心中的样子。）

6、联系上下文，理解周恩来的志向同前两个孩子是不同的，
在当时那种背景下，13岁孩子的豪言壮举足以说明他志向的
远大。

7、学了这篇课文，谈谈你的感受。

1、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小组读。



3、个别读课文。

1、读一读周恩来的格言。

2、阅读《立志争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案设计理念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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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生字词。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激发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

通过读课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感情。

理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面意思，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让学生朗读课文，激发学生联想。

1、介绍周恩来

2．试着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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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华、索、模、振在文章中的正确
读音。

3．同桌互读。

4、生字测读，并提醒学生在后面的学习中注意其读音。

1、自渎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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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由组合学习小组，以不同的方式读文。

4、以小组为单位提出组内未解决的'问题。教师进行恰当的
评价指导。

5、说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意思。（联系图片过去的中华、
现在的中华在你心中的样子。）

6、联系上下文，理解周恩来的志向同前两个孩子是不同的，
在当时那种背景下，13岁孩子的豪言壮举足以说明他志向的
远大。

7、学了这篇课文，谈谈你的感受。

1、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小组读。

3、个别读课文。

1、读一读周总理的格言。

2、阅读《立志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