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
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篇一

1、初步学习“举例子”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

2、仔细体会演讲和口语特色的巧妙结合。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一）学生朗读第七段。

明确：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
味”跟“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
“敬业”广趣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
心和善于”从职业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
能够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
圆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结束句”我望诸君和我一
同受用!"用短句，用感叹的语气，充满了对听讲的青年学生
的殷切期望，感情强烈而真挚。

1、理清作者论证“乐业的重要性”的结构。

2、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运用了哪几种论证方法？

3、文中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用自己的话
说说“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1、作者先摆出司空见惯的.反面的现象，进行批驳分析，指
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与其“皱着眉头，
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然后运用设问句“凡职
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转入论述为什么要乐业，
列出了四个理由。

2、作者主要运用了事例论证和道理论证。

3、首先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对于所做的事，要生出敬意，从而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
实地把它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趣，达到“乐以忘
忧”的境界。

[过渡]本文是一篇演讲词，语言通俗，充分体现了口语和演
讲的特色。

1、引用古籍名言时，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
两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做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讲
解：“孔子……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
难！’”

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
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
不肯吃饭”。

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和听众现场交流。例如，“今日
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
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
是一样在淘神费力？”演讲最后，“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
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

本文是一篇演讲词，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
意长。



课文结构层次清晰。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
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
重要性；最后，总结全文旨意。

本文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

在语言上，充分体现了口语和演讲的巧妙结合。

《敬业与乐业》选自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汇集》，
是一篇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演讲词。文章开宗明义提出
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着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和
“乐业”三个问题，最后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精神
旨意。全文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从
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看，学习课文，意在引导学生感受先哲
的思想风采，品味哲理，深入思考人生问题，丰富个性内涵。

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篇二

《敬业与乐业》是本单元第一篇，这篇文章既是演讲词，又
是议论文。作为议论文，学生以前接触很少，对议论文文体
的认识几乎，而议论文又是本册书甚至是初三学习的一个重
点，因此学好本文，对学生进一步了解并学会使用议论文体
是至关重要的。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要求学生学写演讲稿，
并且进行演讲，而本文是本单元的开篇之作，也是演讲的特
点和技巧体现得很明显的一篇文章。所以在教学时，我把这
作为教学目标，兼顾了议论文知识和演讲词知识的初步学习，
为以后的学习做好准备。

在课堂上解决了字词后，我引导学生从课文题目入手，思考
哪些段落是关于“敬业”的，哪些段落是关于“乐业”的，
哪些段落是既和“敬业”有关又与“乐业”相关，很快理顺
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然后我把重点放在对议论文知识的
领悟和演讲特点的体会上。但是怎样能让学生学的有兴趣呢？
如果教师生搬硬套地讲这些知识，就会使学生学的索然无味。



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知识指导，学生恐怕学完本课后对议论文
文体的了解和掌握也是寥寥无几，或许连皮毛也没有学会。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不单纯来学习议论文知识，而在
课文学习中逐步渗透。我把重点放在在文章2-5段的教学上，
因为这一部分论证层次清楚，总分总结构，论据充足，两种
论据类型都有，论证方法灵活，常见的四种论证方法均涉及
到，演讲的特点也比较突出。通过这一部分的细致学习，一
方面是让学生体会作者怎样巧妙地使用论证方法为自己阐述
的论点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演讲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来自学课文的其他段落。我觉得这样，即能达到
教学目标，又能锻炼了学生的能力，还使学生有兴趣。

在教学中我还指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和生活，用敬业与乐
业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在第6段的学习中，我结合着课后
练习向学生提问：“‘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
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依据作者的这一标准来衡
量，你能从身边也发现一两位这样“天地间第一等人”
吗？”来强化对“天地间第一等人”的理解。有的学生在举
例时只注重名人，而忽视了身边的`人，我及时提醒学生，想
想我们门岗的闫师傅，起早贪黑，尽职尽责，不仅做好分内
事，还尽力干好分外事，完全称得上“天地间第一等人”。
同时我及时的引导学生思考怎样对待自己目前的“业”——
学习，让学生更清楚的认识到现在认真学习，慎思明辨，上
课专心，认真做好作业，力争取得最好成绩，就是“敬业”。
从学习中领略到读书学习的乐趣，从刻苦努力中体会到学问
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快乐，这就是“乐业”。

议论文的学习还需要在第四单元的学习中进一步加强，对学
生的思想教育也需要在以后的语文课堂教学中不间断的渗透，
每一篇课文的学习就是很好的思想教育载体。不放松每一个
课堂，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多
么深刻，“主无一适便是敬”多么贴切，要认真对待每一件
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啊。



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篇三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先生于70年代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为学生所作的演讲，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启蒙教育，有很强
的针对性，因此，在教学本课时，我把目光投注到了学生个
体终身发展的主板上，让我学生的自省意识，贯穿于教学始
终，眼前的学生到将来的职业，因此，这不仅是一堂语言训
练课，更是一种职业道德教育的启蒙。

“课文无非是个例子”，“要用足用活”。本课教学充分发
挥课文的“例子”作用，以读促思，以读促写，并且是由浅
至深地写，完全以文本为依托，循序渐进。读、思、写相结
合，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师生同读、同议、同讲、同评、
同写，促进语文能力的迁移。

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篇四

教学中我设计了四个教学目标，分别是：

1、引导学生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的精神。

2、摘录并积累大量经典语句、格言。

3、分析本文结构，初步学习论证方法。

4、仔细体会演讲和口语特色的巧妙结合。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首先，通过讲解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引
导学生明确课文的结构思路。然后，在整体感知的环节中，
我在学生朗读课文时提出了：“试概括每一段落论述的主要
内容”的要求。这样，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就逐步明确了
文章层次的划分，再经过交流、归结，文章的结构就清晰的
体现出来了。朗读时的第二个要求是“逐一抄录课文中引用
的古代典籍中的论述，认真想一想它们的意思”。学生很容



易从文章中划出这些语句。这些语句的出处和含义在课文的
注释里可找到；再加上文章中有多处，作者在引用相关语句
后又作出了解释，所以学生理解这些语句的含义时就没有困
难了。不过，在要求学生积累背诵这些语句时，却有了一些
难度。

为了引导学生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的精神，我在分析
时设计了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思想上也
受到触动。在第一课时的拓展延伸设计上，我结合课后练习
向学生提问：“‘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
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依据作者的这一标准来衡量，
你能从身边找出一两位这样的“天地间第一等人”吗？请联
系自己的实际谈谈我们中学生该如何去做。”学生分小组探
讨对于“天地间第一等人”的理解。在交流中，有的学生只
谈了课文中的一些理论，而忽视了问题中结合中学生实际的
要求。对此，我及时地引导他们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谈感受，
多列举事例，这样更好的认清自己现在应该如何去做，从而
具有积极的实际教育意义。在学生的发言中，我发现学生对
当前爱岗敬业的事迹知之甚少，那么就在课后扩充他们对这
方面的了解，以增强他们敬业乐业、敬学乐学的意识。在第
二课时的拓展延伸设计上，我将梁启超的观点和拿破仑的名
言进行比较分析，让学生展开辩论。从而调动学生积极动脑
思考的兴趣，激发学生的逆向思维，提高质疑能力，也探讨
了有关人生的一些问题，增加了文章的实际教育意义，效果
较好。

为降低目标4的难度，教学中，我先对演讲词的知识做了简介，
然后通过出示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找出例句进行分析体
味。

总之，在教学中，我尽可能的让学生多读，多思，多发言，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尽量的少讲，注重对学生的评价。
同时，结合课文分析，给予学生写作的指导，并通过课后练
笔进行巩固，把写作和阅读有机的结合起来。



敬业与乐业反思总结篇五

20xx年10月17日上午，我们来到xx中学，听了xx老师的《敬
业与乐业》公开课。xx老师也是xx深圳名师工作室的学员，xx
的课展示出她先进的教学理念及深厚的基本功底。

她在课堂上把全班同学分成八个小组，教学活动基本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组织。《敬业与乐业》这篇课文的教学被她处理
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听写字词，由一名学生主持，在
讲台上读出学过的词语，其他学生写在活页纸上，随后各组
交换批改。这个环节巩固了学生的字词积累。第二个环节是
理清文章结构，由各组商讨后说出文章分成几部分。这个环
节可让学生初步了解文章内容。第三个环节要求各组学生从
论证方法的角度提出问题，并需预先给出答案。随后，各组
之间互相抛出问题，要求对方思考并回答。这个环节引导学
生掌握论证方法及其作用。整节课，见不到教师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现象，倒是学生忙得不亦乐乎，看书、思考、讨
论、提问、回答……学生的特写镜头成为课堂上的主画面。
这简直是对传统课堂的宣战，是对传统课堂的颠覆！然而，
正是这节课，把“自主、探究、合作”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
致。

小组学习模式是课堂合作学习的一种基本途径。在xx老师的
课堂上，无论是日常教学，还是公开课，她坚持把小组学习
模式进行到底。我们到达教室的时候，学生方才得晓要听课，
而当时他们的课桌椅已呈现出8个小组的阵容，足见并非走个
过场秀一秀而已。在课堂上，我们也留意学生的讨论已成为
一种习惯性动作，并且会互相提醒、指点、补充，共同归纳，
取长补短，合作无间，彰显出一个个小团队的力量。

在xx老师的课堂上，学生并非是一个袖手旁观者，而是一个
投身到前线的战斗者。当他们接过徐老师的号令：从论证方
法的角度提问。各组成员随即进入思索之中，之后诸如“xx处



采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xx段有哪些论证方法？
可以删除掉其中一种吗？为什么？”之类的炮弹接二连三蹦
出来，并开足火力投向其他学习小组。刹时，教室炸开锅般
热闹起来，应战的小组一点也不敢松懈，集中精神，见招拆
招。这样一来，学生想当个逃兵都没机会。

在古代战场上，最快获得最真实的信息并非是将领，而是探
子。因为他是亲自去探究的。xx老师把一个个学生委任为学习
战场上的“探子”，上书山，下学海，深入到知识大本营中
收获信息。纵使学生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她也毫不怜悯。
重思考，轻答案，是她的主张。在第二环节，当学生出现四
种划分结构类型时，她并没有直接地公布答案，而是用了一
个问题来引发学生思考：“这四种分法的分歧就在于大家对
引论和分论主张不同，关键就是‘有业’应归在引论还是归
在分论，请大家研究一下。”从而让学生自己找到正确分法。
而在第三环节中，她更是由提问题至答问题都让学生完成，
自己仅仅偶尔点拨一下。所以，当“只要你思考，哪怕想错
了也没关系”、“如果你们都答对了，还要我干什么？”这
些话从她口中抛出来，也就不足为惊了。

1、xx老师是一个有主见，果断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出干脆、
利落的风格，如果能揉进更多的亲和力，整节课或许会让师
生如沐春风，酣畅淋漓。2、第三环节是整节课的高潮，也是
整节课最大的亮点。当一个小组在回答另一个小组的问题时，
如果能增强全局的把控力度，聚集其他各组的注意力到答题
的主角上，则可避免他们仍沉迷在本组的问答任务上，顾此
失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