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 十六年前的回
忆说课稿(大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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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一

（一）学习三、四段抓住前后照应的句子。

（二）通过重点句的学习，体会李大钊的精神。

（三）体会开头、结尾呼应的作用。

（四）有感情地读三、四段。

（一）通过重点句的学习体会李大钊的精神。

（二）认识开头结尾的作用。

（一）学生读第三段，思考本段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写李大钊在敌人的法庭上，表现坚定、沉着、毫不畏惧。

（二）教师指名读第三段，找出与下面这句话照应的句子来。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
下。”）

从这两句话中，看出什么？（讨论）看出敌人在审讯中理屈



词穷，只能使劲地敲着惊堂木，为自己壮胆。

（三）分析重点句：

1、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伟大的力量指什
么？）

指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2、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什么？

体会出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

3、比较三组句子，哪个好，为什么？

（1）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2）我看到了他那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3）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脸。

从李大钊的外貌上看出李大钊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短
短十几天头发就乱蓬蓬的，可见敌人多么凶狠毒辣。但李大
钊的神情仍旧平静而慈祥，说明他对革命事业有必胜的坚定
信念，不畏惧敌人，不怕牺牲的从容态度。

4、带着这种感情读这一段。大家评一评谁读得最好？好在什
么地方？

（四）学习第四段：

1、默读最后一段，讲了什么意思？

全家人得知李大钊同志被害后，心情无比的悲痛。



2、指导朗读。

（1）指名读，说优点、缺点。

（2）老师范读。

（3）跟读，体会感情。

（4）再指名读，评一评，议一议。

3、思考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与开头有什么联系？你从这样的
开头、结尾中体会到了什么？

（1）读开头和后三个自然段。

（2）讨论问题。

（3）发言总结。

内容上首尾连贯、前后照应，使文章结构谨严，表达清楚；
表现了作者对父亲深切怀念的沉痛心情。

（五）练习设计：

1、找出与下面句子相照应的句子来？

（1）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2）4月6日早晨，妹妹换上了新衣，母亲带她去散步了。

答案：

（1）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
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2）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
妹妹也都被带来了。

2、课文围绕李大钊讲了哪几件事情？

讲了四件事。

第一，李大钊在局势十分危急时刻，仍然在北京坚持革命工
作；

第二，李大钊被捕经过；

第三，李大钊在法庭上所表现的坚定与沉着的意志品质；

第四，全家得知李大钊被害消息后，无比悲痛的情形。

3、李大钊的表现怎样？

李大钊坚贞不屈、临危不惧、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

（六）作业：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二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一篇回忆文，写的是李大钊的女儿李
兴华对她父亲在被反动派逮捕之前到被害后的回忆。从中表
现出了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贞信念和为革命。现
总结如下：

整体性首先体现在课堂内容的设计上，这篇课文教学的难度
较高，篇幅较长，生活背景久远，教学时必须选准着力点，
抓住主要训练点。这堂课是第一课时所以教师先带大家一起
认识了李大钊，又从生字词入手检查了孩子们的在预习中孩
子们对生字词的掌握情况。王老师在教学中让学生找出表示



时间重点句，以时间这条线让同学们整体把握课文。然后引
导学生以时间段为突破口对课文内容进行了划分，并教给孩
子们运用小标题的方式来帮孩子们理清了课文的脉络。品味
课文让同学们找出令自己感动的描写李大钊同志言行的句子，
并说出体会成了本节课的切入点，，从而达到让学生体会李
大钊形象的目的。

“读”是语文学习的根本途径，是语文课堂的主题活动。新
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中提到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
阅读教学注重培养语感，学习感悟，突出感情，淡化技巧。
王老师重点把握描写李大钊言行的语句，然后组织学生读读
议议，让学生从阅读中体会词句意思，交流感受。学生在老
师的引导下能很准确的谈出自己的体会，并表达得淋漓尽致。
最后老师抓住重难点词句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理解、体会，进
行朗读训练，从而更好地突破重难点。理解了重点词句再回
到整体，再次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让孩子进一步认识首尾
呼应这一写作特点。

最后王老师通过一个小片段升华了学生情感，加深了对李大
钊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分显示了教师
的引导作用，充分地进行阅读和理解教学，课堂教学非常完
整。

本节课也有一些遗憾，课堂上孩子积极性不高，教学设计不
够新颖，建议王老师能大胆创新，真正为学生导学导法，引
路引法。在学习方法上能加以指导，能鼓励一部分学生的积
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并让孩子们准确的把握人物的性格特
点，激发学生情感，教师还应大胆放手，充分体现学生的自
主性，这样才会更完美。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三

读完了课文，我对李大钊同志深深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想对他说：尊敬的李大钊同志，您的愿望实现了，革命胜



利了!我们要向您学习，学习您那对工作高度负责，遇事处变
不惊，镇定从容，坚强不屈的崇高精神，为自己的祖国做出
一份贡献。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绞刑两个多么残忍的字眼，
一种多么恐怖的刑法，一对多么令人发颤的词语!绞刑是多么
地可怕!可是，虽然李大钊可以选择生与死，但是他却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死，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也许有人会问：李大钊为什么这么傻?他既然可以生存下来，
为什么要选择死呢?难道他不想生活了吗?不是这样的。有谁
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有谁不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有谁不想
好好的过日子?李大钊也是迫不得已啊!他作为一位优秀共产
党员，人民和党都需要他，他为了党的未来，为了人民的未
来，他真的是不得不去走这一条死路。如果想生存下来，就
得做叛徒，李大钊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正如司马迁说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大钊是为人民利
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如那首歌里唱的。我们作为新一
代的小学生，要学习革命烈士那种对工作高度负责、遇事处
变不惊、镇定从容、坚强不屈的崇高精神。我们要感谢党和
政府。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四

我怀着激动和伤感的心情，读了李星华写的《十六年前的回
忆》。

第三段写了父亲被捕的过程。李大钊面对凶恶的敌人沉着冷
静不慌不忙从容应对，这种巨人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

第四段写了在法庭上作者和李大钊见了最后一面。在法庭上
李星华是多么的机智勇敢和坚强，巧妙地抢着回答了凶神恶
煞般的敌人的拷问。李大钊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国人民
的幸福被蛇蝎心肠的大军阀张作霖杀害了，但是他的伟大形



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最后一段叙述了李大钊被害后作者一家非常痛心。作者的母
亲昏过去三次，因伤心过度，每次都是刚刚醒来又昏过
去。“房子”的中柱已毁，本来是要倒塌的，但是，他们没
有倒。因为他们全家有一股共同的伟大力量——坚定的革命
信心。

今天，我们生活在无数革命先烈为我们创建的幸福中，应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优异的成绩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五

1、学会十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军阀、娱乐、僻静、
恐怖、宪兵、肥胖、苦刑、匪徒、押下去、舅老爷、绞刑。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一、导入新课

2、简介李大钊。

（可让学生结合手里的资料，谈一谈对李大钊的了解，然后
教师适当加以补充。）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写了李大钊的哪几件事？

2、指名检查初读和预习情况。

（1）正音：待会儿、沉着



（2）指名回答思考题。

（课文主要讲了李大钊同志的三件事：被捕前、被捕、在法
庭上。）

三、分小组学习生字新词

1、读准10个生字的字音，会用生字组词。

2、理解下列词语在课文中的意思：军阀、娱乐、僻静、恐怖、
宪兵、肥胖、苦刑、匪徒、押下去、舅老爷、绞刑。

3、辨析词语

阀（）娱（）僻（）怖（）宪（）

伐（）误（）避（）布（）选（）

胖（）刑（）押（）舅（）绞（）

伴（）形（）胛（）臼（）较（）

四、分组探究课文内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从课文中找出值得深入体会的句子，如：“那年春天，父
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
去了。”

3、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与开头有什么联系？你从这样的开头、
结尾中体会到了什么？

4、组内初步交流自学成果，互相补充，如仍有解决不了的问
题，可作上记号，待合作探究时解决。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六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我被文中的主
人公——李大钊那种忠于革命，死于革命的精神感动。

文章主要写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为了保全共产党一早起晚归
的工作，把很多重要的文件都烧掉了。但局势越来越严重，
一群反动派把李大钊一家都抓走了，作者、作者母亲、作者
妹妹，被带进了女子拘留所。在法庭上李大钊和反动派斗智
斗勇，时刻保持者安定和沉着，知道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敬佩不已，他那种对革命的高度负责
的精神多么可贵，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些为了钱财就背
叛祖国的人是多么的`可耻，造成了当当巨大损失。这种只顾
自己不顾别人不顾集体的人最可恨。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一毛一。”为了革命事
业而牺牲的人则重于泰山；而那些为了财富权利的人的死就
轻于鸿一毛一。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指责高度负责，
尽心尽力的弯沉，虽不重于泰山但觉不比鸿一毛一轻！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自私被慕青说了一顿。那天妈妈买菜回
来，手里离了好多的东西，我开了门就去看书去了，妈妈说：
“儿子，能帮我关一下门吗？”“你不会自己关吗？”我大
叫着。：“可我的手里提着菜，管不了。”“那你就把菜放
下之后再关吗！”我十分的不耐烦。妈妈就把东西放到厨房
后站在门口，要我把门关上才肯罢休。我极不情愿的气呼一
呼的把门关上。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妈妈买了这么多东西本已



经很累了，但依然很耐心的和我讲了很长时间的道理。直到
我真正明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爱是相互的，不是
自私的’等。当时还觉得有些抵触，但现在想想感觉自己做
的确实太过分了，真是后悔。

李大钊的精神令我感动，更令我反思：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
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好我们份内的事。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七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好！

我说课的内容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三组：深深
地怀念中的第一篇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

本册教材是小学阶段语文学习的最后一册教材，是衔接中小
学语文学习的桥梁。俗话说：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因此，
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语文阅读作文能力的提升，不仅对中
学语文学习有益，更是学生终生学习的。必备能力。

本组课文共有4篇，都是追忆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有大义凛
然的李大钊，有舍身引路的郝副营长，有日夜操劳的开国总
理周总理，有舍己救人的张思德。虽然他们所处的时期不同，
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相同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相同的。一个民族不应该忘记历史，不应该忘记英雄。

《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通过作者对李大钊被捕前到被
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贞革命的伟大精神，表达了
作者对父亲的崇敬和深深地思念。这篇文章除开头外，是按
照被捕前，被捕时，法庭上，被害后的顺序记叙的。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感受李大钊忠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受到



革命的熏陶感染。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李大钊能够从容的面对危险，
平和的面对家人的悲伤，以及无所畏惧的面对死亡。

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体验过程，教给他们读书作文的方
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教给学生寻求
“活水”的方法，他们才能够思如泉涌，妙笔生花。

本班62人，学习语文的兴趣都很浓厚，并且具有比较扎实的
语文基础知识。他们的朗读入情入境，他们的表达酣畅淋漓，
他们的倾听全神贯注，他们的笔尖真情流露。在这样的课堂，
教这样的学生，只需要教师的点拨引导，只需要教师的“授
之以渔”，“原生态”的语文课堂即可呈现，当然这只是预
期的效果。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天天看书，终生与书为友，这是一
条不能断流的潺潺小溪，它充实着思想的江河。

理念一：课堂书声琅琅，享受精神食粮

理念二：课前查找资料，课堂加深理解

理念三：学习表达方法，读写相得益彰

叶圣陶先生曾说：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将来一辈子要
阅读、要写作。因此设计了：写一件令你记忆深刻的事情，
运用前后照应的表达方法，把内容写具体。达到了学以致用。

从学生实际出发，以学定教。

从教学内容出发，朗读感悟。

从教学效果出发，积极体验。



1、诗歌导入，联想入题

2、整体回顾，理清脉络

3、对比朗读谈发现

4、自由朗读，品味其人

5、重点引导，加深理解

6、纵观全文，交流收获

7、读写结合，学以致用

其实，语文很小，不过“字词句点”，语文很大，包罗“气
象万千”，语文教学就是把大千世界缩小了给学生看，语文
教育就是把小东西放大了装进学生的心田。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八

清明节，烈士墓前站满了人。他们的眼眶里带着泪水，不忘
记过去的奋斗、牺牲和耻辱。看着那座在阳光底下折射出光
芒的烈士碑，我不禁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十
六年前的回忆》。

《十六年前的回忆》的作者是李星华。这篇文章叙述了作者
回忆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十六年前，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是
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却不幸被敌人发现，抓去严刑逼供。可
是她父亲很沉着，很冷静，绝口不提那些机密，使敌人无法
获取信息。无奈，敌人只好杀了他，而作者和她的母亲、妹
妹就被释放了。当街上传来消息：“李大钊被杀”时，作者
非常伤心。而这个信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原因是敌人为了削
减民众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禁感叹：“革命烈士们真是伟大！”他
们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惜承受严
刑拷打，不怕辛苦不怕疼。“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一直都
是革命者不变的信仰，他们把祖国放在了第一位，自己的生
命才是第二。

李大钊是一位英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
位优秀的革命者。他被害的时候，年仅38岁。如此年轻的革
命者，却就这样牺牲了，多可惜呀！在《灯光》一文中讲到
的郝副营长，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战士。他为了使突击连和
队伍联系上，点燃了自己的那本书，却不小心被敌人发现了。
他才活了22岁。22岁呀！这么年轻，将来还有好一段的路途、
好一段的光阴。他完全可以去享受幸福。但是，他知道，如
果没有胜利，哪有幸福？所以，他毫不犹豫的点燃了书。

中国由衰到盛，付出了多少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那些血，
染红了手中的那面旗帜，却仍然坚持着不肯倒下。若没有当
时战士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又怎会有今天？怎会有我们？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给予了我们今天这来之不易的
幸福。

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缓缓举起手，向着那座雪白的烈士碑敬
礼……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九

前几天，我们学习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我被文
章的主人公李大钊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
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介绍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早出晚归地工作。为了保
护党组织，他把一些重要文件烧掉了。李大钊被抓走了，作
者、作者的妈妈和妹妹也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法庭上，李大



钊临危不惧，安定、沉着地和敌人作斗争，直至被绞刑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敬佩不已。他那种对革
命事业高度负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
我们学习啊!但是，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有些人却为了自己和
家人的生命和钱财，背叛了党，与敌人勾结，把一些党的秘
密和重要的资料传给了敌人，造成了党的巨大损失。他们只
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群众的行为是人们最痛恨的，是最
可耻的。他们与李大钊相比，是多么渺小、丑陋啊!

那时也有一些人把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生死置之度外。
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江姐被国民党反动派
抓捕后，关在渣滓洞中，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是她应对
洞中黑暗的生活，应对敌人的严问拷打，忍受着竹签插入指
尖的巨大痛苦，不但没有放下生存的期望，而且对于共产党
的秘密、资料只字不提。一位女共产党员，有着这样顽强的
革命意志力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啊!

江姐和李大钊都是伟大的人，他们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去反思。虽然，战争的硝
烟已经远离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
对于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我们又是否高度负责、竭尽
全力去完成呢我们要为别人照相，为群众着想，但我们绝不
能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群众遭受更大
的损失。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像他们这样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奉献
自己青春的革命先辈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职责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我们就应向他们那样，树立远
大理想并忠于自己的理想，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不惧怕前
进道路上的任何挫折和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建设事业才
会继续繁荣发展下去!

我们这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这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



先辈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用血换来的。我此刻要刻苦学
习，做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好少年，将来为党、为人民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十六年前的回忆课文篇十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一篇讲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
作者回忆父亲李大钊同志被捕前，被捕，被审，被害的经过，
从而表达了李大钊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和在敌人面前坚贞不
屈，不惜献身的嵩高品质，也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反动军阀狠
残暴的本质。

根据这一课文的内容，在这一课时教学中我设计了如下的教
学目标：

１、联系上下文，体会语感，辨析“沉重”、“沉着”等词，
并用词造句。

２、通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李大钊忠于革命、忠于党，不
惜献身的高贵品质。

３、学习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写作方法。

４、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基于以上的课文内容和教学目标：

我们可以看出本课的教学重点是：

１、理解课文“被捕”与“被审”两部分，体会李大钊同志
沉着，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不惜献
身的革命气概。

２、通过学习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对李大钊的描写，学习家



人的方法。

是让学生弄清文中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句子及运用这种写
法的好处，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小语大纲五年级“识字、写字”中提出：

五年级学生要提高辨析词语的能力，通过对“沉重”“沉
着”的辨析经进一上理解李大钊的品质。本课是一篇很好的
思想政治教育课文，指导学生理解李大钊忠于革命、忠于党，
不惜牺牲的精神和对反动军阀的凶狠、残酷的憎恨，这也是
《大纲》提出的在听说读写训练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反映。这样既加强了学生的爱党、
爱祖国的教育，也培养了学生在为人处事时能爱憎分明。本
课编排在本册教材中每五组，本组的训练重点是前后照应、
首尾连贯，这是小学阶段最后一篇指导写法的训练项目，为
此，指导学生弄清文中的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句子，提高
学生写作水平是很必要的。根据教材编写的意图，本组训练
特点以及高年级学生的认识能力和我班的实际情况，我设计
了如下教学结构：

阅读教学要从整体着眼，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使学生获得一
个整体的印象是很重要的，这个印象即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如果避开文章的主题，分散教学，就会使教与学的活动变得
支离破碎，所形成的知识概念就是松散、孤立的，对课文的
理解也可能片面的理解或以篇概全的弊端。为了引导学生从
整体入手感知课文。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以“忆”作统领提出：

课文忆了谁？忆了他哪几个时间段的事情？忆了哪一天
使“我”忘不了？（幻灯片出示）再运用“自读——讨论”
法理解这些问题。



这样既使学生从感知上了解课文大意，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
能力。这符合高年级学生认识理解规律的。

突出对课文重、难点的理解，既节约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也减轻学生负担，膈学生对课文理解的更透彻。为
此，在理解重、难点时我采用了以下方法：

１、在理解“被捕”这一部分时，我采用“讲授法”“对比
法”的训练方法。通过讲解，指导朗读，使学生了解李大钊
在被捕时神态以体会他对革命的追求。通过划出“我”和宪
兵表现的词语，采用“对比法”教学求理解李大钊的沉着镇
定，从容不迫的精神，从而学习这种对比写人的方法，提高
学生的写作水平。

要求学生画出描写破大钊在被审时的神态词语，然后讨论这
些词语。提出：

你从中体会到李大钊有什么样的品质？是什么力量使李大钊
能在凶狠的敌人面前沉着冷静呢？找出原因句，体会李大钊
的内心活动，来更深入的理解课文，以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洽。
如：复习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通过学生扮演角色，演课本剧
的形式，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表演、朗读、理解课文的能力，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出示挂图，指导读图，理解“安定、
沉着”等词语。

３、在指导学生理解前后照应，首尾连贯这个难点时，我采用
“讲授法”，使学生了解“前后照应”的含义，而后采
用“列举法”列举几篇课文中的前后照应关系，理解前后照
应。通过学生举一反三的训练，弄清这种写法的好处，以便
在以后作文中应用。

在学生理解课文基础上，产生语感，和作者产生共鸣，体会
作者当时的心境，去朗读课文。以指导学生读出爱憎分明之
感，通过指名、默读、齐读、自由读等形式，读出对李大钊



的怀念之情，读出“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好处。最后用
朗读带并配乐的形式，把学生带入情境，最后再一次体会课
文情感，总结课文。

这节课我依据教材特点，师生特点。采用多种教法，朗读形
式，即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训练了学生的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和表演概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