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
(精选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一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李大刽同志在被捕前、被捕后与敌人
斗争的事迹。

2、体会本课前后照应的写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深入领会描写李大刽同志革命精神的重点语句。

2、体会课文前后照应的写法。

生字生词卡片。

三课时。

一、导人新课，板书课题

同学们，你们知道李大剖吗？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
传播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6日他被张作霖逮捕，被捕以后，受了种种酷刑，
始终坚贞不屈。4月28日反动派绞死了李大制。这篇文章是李



大铡的女儿李星华1943年在延安写的，当时正是李大制遇难
十六周年。所以文章题为《十六年前的回忆》。（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

1、指名朗读课文。（注意正音）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要求学生根据自己预习的理解
来回答，主要写了李大例牺牲的经过。）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讲927年4月28日是父亲的被难日。

第二段（从“那年春天一到“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讲被捕前父亲工作的情形。

第三段（从“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到“我们被关在女拘留
所里。）写父亲被捕的情形。

第四段（从“十几天过去了”到“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
一次见面”）讲在法庭上父亲与敌人作斗争。

第五段（从“28日黄昏”到结束。），写父亲被害之后的情
形。

三、学习课文

1、指名读第一段。

一被难”是什么意思？（遭受灾难的意思，这里指李大铡同
志被害j十六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军阀割据，张作霖入关，
占领河北等地，镇压革命运动。）这一段是文章的开头，主
要讲了什么呢？（讲我永远忘不了十六年前父亲被害这一天。
）



2、指名读第二段。

（1）父亲平时是怎样对待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总是耐心他
讲给“我”听）这次为什么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含
糊”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局势十分严峻，不是向孩子
们谈心的时候，而且烧毁文件的事情是很难向孩子说清楚的。
“含糊”指说话的意思不清楚。）

（2）从哪些地方看出局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铡的工作越来越
紧张？（父亲早出晚归，整理书籍和烧毁文件，工友被捕。）

（3）李大制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为什么坚决不离开北
京？这说明了什么？

（李大铡是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他把革命工作看得很重要，
他明白形势非常危急，个人处境十分危险，但决不离开自己
的工作岗位，这表现了他高度负责的精神。）

（4）这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局势紧张，但李大铡不离开
工作岗位，说吩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对工作高度负责。
）

四、朗读第一、二段。（要求在读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课文
内容，读出语气。）

五、布置作业

1、读课文。

2、借助“思考·练习”1理解第三、四段内容。

一、复习导人

1、指名读第一、二段。



2、说说第一、二段的主要内容。

二、学习课文第三段

1、指名读第三段。

2、李大制在被捕时是怎样表现的？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

（“不慌不忙”“没有什么，不要怕”““保持着他那惯有
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
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3、敌人是怎样逮捕李大制的，说明了什么？（“宪兵、侦探、
警察一一拥而入，挤满了小屋子”这些都说明敌人心
虚，“为了抓一个人，动用了这么多人，‘横肉’是说相貌
凶恶，不要放走一个的吼叫，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
起来，”“枪对着父亲和我”这些都说明敌人的残暴。）

4、“我”是怎样表现的？（“剧烈的心跳”，剧烈是猛烈的
意思；“恐怖的眼光”，恐怖是惊慌）害怕的意思。这说明
作者年纪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

5、练读第三段。（要求读出不同人不同的语气。）

6、说说这段讲了什么？（讲李大刽被捕时从容不迫，把个人
的生死置之度外。）

三、学习第四段

1、指名读第四段。

2、李大刽在法庭上是怎样表现的，说明了什么？（“我看到
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这说明李大



刽即使受过刑，仍保持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民、
对儿女的爱。对于亲人的哭喊，他只是瞅了瞅，没有说一句
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就是对革命事
业的必胜信心，使他在敌人酷刑下不动摇，也不因亲人的哭
喊而忧伤。这就是伟大革命家胸怀。）

3、“我”在法庭上是怎样的？（为了保护哥哥，抢着回答自己
“是最大的”“父亲立刻就会意了”，“会意”是领会别人
没有明确表达的意思。这说明“我”在父亲沉着、镇定的影
响下，在他的予命精神的影响下，由恐惧害怕到机智勇敢地
同敌人作斗争。）

4、练读第四段课文，在读中进一步理解内容。

四、学习第五段

1、指名朗读第五段。

2、家人得知李大制被害后的情形怎样？从哪些词句看出来？
（舅老爷“哭着回来”，“我”“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
昏倒在床上”，母亲“昏过去三次”这都说明李大刽的死给
亲人们带来的巨大悲痛。母亲醒来后问“我”昨天是几
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咬紧牙说“昨
天是4月28”“这些是说家人没有被悲痛压倒，而是牢记亲人
碎害的日子，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

3、练读第五段，要求读出失去亲人的悲痛之情。

五、布置作业

熟读课文。

一、复习导人



1、指名读词语。（出示词语卡片）

2、结合上下文说说以下词语的意思：含糊、恐怖、会意、一
拥而入

3、朗读课文。

二、深入理解课文

2、讨论。（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课文赞颂了李大刽忠
于革命事业及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把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面对凶恶的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

三、了解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

1、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与开头气什么关系？你从这样的开头
和结尾中体会到什么？

2、学生讨论，（自由发言）

3、教师引导讨论并总结。

（这篇课文是回忆录，开头提出16年前的1927年4月28是父亲
的被难日，结尾又强调母亲嘱咐自己要记住父亲被害的日子，
这个日子就是4月28日。这样首尾呼应，突出了永远忘不了这
一天。）

4、找出课文中前后照应的句子。（出示写有“思考·练
习”2的小黑板。）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指导学生答出：

课文的结尾与句子（1）照应。“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
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与句子（2）照应。

“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与句子
（3）照应。



四、指导识记字形

1、说说哪些字可以在比较中记忆。

“剧”与“据”，“娱”与“误”、“袍”与“抱”，字形
有相似之处，要注意区别，在比较中记忆。

2、说说你是怎样记生字的。

指名“阀”是形声字。“舅”上部要写正确。

五、完成“思考·练习”4

1、指名读词语。

2、书写“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每词两遍。

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七、布置作业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二

1、学会12个生字，认识“瞅、钊”2个字。能正确读写下列
词语：军阀、娱乐、僻静、恐怖、宪兵、魔鬼、苦刑、匪徒、
押下去、舅老爷、绞刑。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李大钊在被捕前、被捕时和被捕后与敌人作斗争的事
迹，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4、领悟课文前后照应的表达方法。

深入领会描写李大钊同志革命精神的重点语句。体会课文前



后照应的写法。

李大钊同志照片及相关资料。

一、结合印象深刻的语句体会李大钊的革命精神。

1、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2课《十六年前的回
忆》。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对李大钊的革命精神有了初
步的认识。

请同学们在小组里把上节课画出的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语句
互相读一读，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

（学生分小组学习交流）

2、现在让我们来交流一下感受吧。

（1）“父亲是很慈祥的……父亲竟这样含糊的回答我。”李
大钊知道局势危险，可他还是不肯躲起来，真是对工作负责。

（2）“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当时很危险，随时都有被
捕和牺牲的的可能，从这里我体会到李大钊对革命负责任的
态度。

（指导朗读，读出这种坚定的语气）当时，军阀疯狂地镇压
革命者，许多革命者被迫离开北京，整个北京处在一片白色
恐怖之中。局势这样紧张，李大钊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置个人
安危于不顾，多么忠诚于革命事业呀！（进一步朗读体会情
感）

（3）“父亲不慌不忙地……就向外走。”“不慌不忙”看出
李大钊处变不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有一种大无畏的革
命精神。

（4）“父亲保持着……没有道理可讲。”从这里可以看出李



大钊大无畏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态度，而且还体现出李大钊
很蔑视敌人。

（5）“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平静而慈祥的脸”
李大钊即使受过苦刑，还是这么平静、慈祥。从这里可以体
会到他对革命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

（6）“他脸上的表情……”面对亲人的哭喊，李大钊仍然安
定、沉着，正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无论面对的是敌人的苦刑还是亲人的哭喊，李大钊的态度始
终是那样的坚定，那样的从容。正是他对革命的信心使他临
危不惧，视死如归！

小结：是的，李大钊那为了中国的进步、人民的解放而慷慨
赴死的凛然正气，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革命信念深深感染
了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课文，哪句话最令你感动，就
请你站起来读一读，把你对李大钊的崇敬之情表达出来。

二、学习前后呼应的表达方法，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这篇文章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
的，不仅回忆了父亲被捕、被害的前后经过，也表达了自己
强烈的感情。请同学们再读读文章开头的一个自然段和结尾
的三个自然段，看看有什么发现？然后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体会文章首尾呼应的写法。）

2、谁能试着读读这几个自然段，把那种悲痛的心情读出来。

三、总结：

学习了这篇课文，我们体会到了李大钊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
充满信心的精神。我们忘不了的是李大钊牺牲前慷慨的讲演，



忘不了的是李大钊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更忘不了的是那
千千万万为革命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最后，请同学们把课文中需要积累的词语及感受深刻的句子
抄在笔记本上。

四、作业：

这篇课文我们就学到这里。同学们回去后查找关于李大钊的
事迹，可以把这些故事讲给同学或家长听，也可以在班里举
行一次故事会。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阅读教学的重点
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鉴于崭新
的阅读理念，审视阅读教学的过程，本课时设计着力培养学
生在阅读中自主表达读后感、掌握学习方法和文章的表达方
法，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文情文理的共鸣，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养。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
上，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2、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了解李大钊在被捕前、被捕时和被
捕后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3、领悟课文运用对比、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表达方法。

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受到革命传统的
熏陶感染。

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李大钊能够从容面对危险，平和面对亲



人的悲伤，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

1、学生准备：收集与课文有关的背景资料。

2、教师准备：制作ppt演示课件，相关教具。

一、复习导入，理清思路

同学们，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这篇课文除开头外，
是按被捕前、被捕时、法庭上、被害后的顺序来叙述的(板书：
被捕前、被捕时、法庭上、被害后)，同时我们还了解到李大
钊同志对革命事业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即使在局势越来越
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决留京工作，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
怎样的事情呢?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请大家自由读课文
第8至17自然段，了解情况。

【设计意图】

简单的导入语意在唤起学生对课文的整体回忆，让学生理清
思路，为下文的学习作铺垫。

二、新授课文，渗透学法

1、这个部分主要讲了什么?

2、敌人是怎样逮捕李大钊的?找出相关的语句划上波浪线，
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3、面对敌人的抓捕，李大钊的表现如何?找出相关的语句划
上直线，读一读，从中你又体会到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
书：不慌不忙保持严峻)

4、“我”的表现呢?



【设计意图】

让学生找出敌人、李大钊、“我”不同的表现，为下面学习
对比写法打下基础。

5、现在我们把敌人、李大钊、“我”不同的表现联系起来读
一读，你体会到什么?

【设计意图】

让学生通过对比，感受李大钊同志在被捕时那种临危不惧、
处变不惊的大无畏精神。

6、过渡性语言：这样的写法叫对比，运用这种手法，有利于
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
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之前我们学过的课文有哪篇也运用
过这样的方法?(引导学生回忆《匆匆》一文第一自然段的写
法。)

7、(拿出课前准备的两个不一样的布娃娃)你能运用对比的写
法，表达出你更喜欢其中一个吗?(提示学生抓住样子、色彩、
用料等方面进行比较。)

【设计意图】

先让学生明确了解到对比写法大量应用于写作中后，再让学
生充分掌握对比写法的好处，然后尝试运用在自己的习作当
中，这样层层深入，让学生习得写作方法。

三、迁移学法，自学自悟

1、小结学法(读—画—议)，出示自学提示。

(1)自由读文，了解片段大意。



(2)圈画句子，体会人物思想。

(3)小组商议，掌握文本信息。

自学提示：在法庭上，李大钊的表现如何?(找出相关语句)母
亲、妹妹表现如何?“我”的表现又如何?为什么“我”会有
这样的变化?(按自学提示阅读18—29自然段。)

【设计意图】

自学提示里的问题有效引导学生体会李大钊在法庭上表现出
来的那种平静慈祥、安定沉着，也正因为李大钊的这种表现
深深地感染了家人，让家人学会化悲痛为力量，变得坚强。

2、小组内讨论、交流。

3、汇报自学成果。(根据学生回答板书：平静慈祥安定沉着。
)

【设计意图】

学贵有法，教给学生阅读方法，不仅使学生得益于当前，而
且受益于终生。“在法庭上”这个部分的内容与前一部
分“被捕时”结构上类似，师生合作归纳学习方法后，学生
先根据自学提纲自学课文，再同桌交流学习心得，最后集集
体智慧共同汇报学习课文，让学生学会自主、合作、探究地
学习，培养了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的意识和合作精神。

四、体悟中心，升华文本

过渡性语言：可怕的一天无奈地发生了，当“我们”收拾行
李出拘留所后，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这是多么令人
伤心欲绝呀!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朗读最后3个自然段，
缅怀这位革命烈士。



2、课文中也有几处运用了前后照应的写法，你能从文中找出
跟以下句子相照应的句子吗?

(1)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2)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3)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去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

开头：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夺去了数以万
计人民的生命，许多人痛失家园，这突如其来的灾害，震惊
了世界各地。

【设计意图】

教学中结合当前社会上发生的大事，令学生拓宽视野是非常
重要的。让学生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地掌握首尾呼应的写作
方法，最后安排尝试练写，使学生习得方法。

4、李大钊同志为了革命英勇牺牲了，此时此刻，你心中一定
有很多话想对李大钊或李大钊的家人说，拿起你手中的笔，
写下心中的点滴吧!

5、展示交流。

【设计意图】

通过以上的学习，学生心中应有千言万语想表达，此举正好
符合阅读教学中要注意做到读写结合的要求。

五、课外延伸，布置作业

课后找有关李大钊同志的书籍读一读，也可听听爷爷奶奶讲
革命故事。



六、板书设计

10.十六年前的回忆

被捕前局势严重坚持工作

被捕时不慌不忙保持严峻

法庭上平静慈祥安定沉着

被害后无比悲痛铭记日子

【设计意图】

板书再现了课文的脉络，让学生一看就能把握文章的主旨。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四

今天学习《十六年前的回忆》一课，课文通过对李大钊被捕
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
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
学生通过读课文感受李大钊的高贵品质。我的教学设计主要
有两方面：

1、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课文，理解李大钊的高贵品质。

2、指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人物的高贵品质。

在实际教学中，第一个目标完成得较理想。（原本我还怕学
生因为对时代背景不熟悉，难以体会人物的品质）课堂上我
先和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和写作顺序，然后让他们用足够的
时间自读课文，找出能够表现出李大钊高贵品质的句子，说
说自己的体会。我给了学生大约十五分钟，他们大多数能准
确找出文章中能反映李大钊革命精神的句子，并谈出自己的



体会，最后统一整理出李大钊有沉着冷静、从容镇定、忠于
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精神。

反思：高年级的阅读课文，应该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给
他们方法，提出要求，让他们自己去完成阅读任务，这样可
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这课的学习来看是可以做到的。
老师只要抓住课文的主线，给学生明确的指引，引导学生去
找出课文的关键句子，并感悟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情感，学
生是能从中体会文章的思想的。

但第二个目标却进行得很不顺利。本文是悼念文章，朗读基
调应是悲痛的，语速要适中，语气要低沉些。而描写父亲神
态、语言的句子，要读得坚定有力。但是无论我怎么引导学
生，用范读，用讲解等方法，学生就是无法读出那种基调，
一遍两遍三遍……就是读得平平淡淡，象一锅没放盐的白粥，
怎样品都缺少味道。最后，只好带着这一遗憾下课。

反思：这课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展开朗读训练，按理说
应该顺理成章，可是为何学生总是读不出语气呢？我试过给
学生解释，试过范读，也试过叫学生个别读，个别读时有一
两个学生还是读得可以的，可是一到全班讲读，又让人听得
摇头了。课堂上如何指导学生朗读，读出感情？真想听听其
它老师的指点。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五

寻互助抓手，从培养质疑入手。本文最大的一个举措与收获
便在此，从课题入手，质疑问难，存疑读书。（十六年前发
生了什么事？怎样的事情让我十六年后还回忆？）聚焦内容
提问，虽然不难，由于平时重视不够，学生还不是太会发问；
趁热追击，在梳理课文结构后，根据黑板上的导图，再次引
导学生质疑，这一轮难度提升，质疑互助，学文释疑。（课
文按什么顺序写？父亲为什么被捕？被捕前，被捕时，法庭
上父亲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师追问，除了关注内容之外，



还可以怎么提问？生给出：课文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前后什
么关系？显然提问者是有答案的，师继续追问，根据你知道
的答案再提问，生马上给出：前后照应的写法有什么好处？
有了如此启发，问题质量在提升：课文运用对比的写法，有
什么好处？父亲有着怎样的精神品质？通过两轮质疑，给予
时间，帮助梳理，主体参与意识增强，少讲真思，好！

提高值问题，尝试互助学习。聚焦文章写法，提炼人物品质
的问题，正是共学好凭借。

共学二：李大钊的精神品质，证据？学习提炼，互为补充，
化零为整，既从片段中提炼，也从全文中关注。

共学三：生字词人人过关，第一课时，互相提醒的是易错音，
形，偏旁，人人修改过关，第二课时，互相批改的是实时听
写的情况，人人订正过关。

扎扎实实过基础，扎扎实实学阅读。

遗憾亦有，写法未完全突破，部分学生有些很不上进度的小
茫然；互助未真正敞开，男女生交流不够，发言面，发言层
次体现不出，继续努力，实践调整！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六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李大刽同志在被捕前、被捕后与敌人
斗争的事迹。

2．体会本课前后照应的写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1．深入领会描写李大刽同志革命精神的重点语句。

2．体会课文前后照应的写法。

三、教具准备

生字生词卡片。

四、教学时间

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人新课，板书课题

同学们，你们知道李大剖吗？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
传播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6日他被张作霖逮捕，被捕以后，受了种种酷刑，
始终坚贞不屈。4月28日反动派绞死了李大制。这篇文章是李
大铡的女儿李星华1943年在延安写的，当时正是李大制遇难
十六周年。所以文章题为《十六年前的回忆》。（板书课题）

二、检查预习

1．指名朗读课文。（注意正音）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要求学生根据自己预习的理解
来回答，主要写了李大例牺牲的经过。）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讲927年4月28日是父亲的被难日。



第二段（从“那年春天一到“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讲被捕前父亲工作的情形。

第三段（从“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到“我们被关在女拘留
所里。）写父亲被捕的情形。

第四段（从“十几天过去了”到“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
一次见面”）讲在法庭上父亲与敌人作斗争。

第五段（从“28日黄昏”到结束。），写父亲被害之后的情
形。

三、学习课文

1．指名读第一段。

一被难”是什么意思？（遭受灾难的意思，这里指李大铡同
志被害j十六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军阀割据，张作霖入关，
占领河北等地，镇压革命运动。）这一段是文章的开头，主
要讲了什么呢？（讲我永远忘不了十六年前父亲被害这一天。
）

2．指名读第二段。

（1）父亲平时是怎样对待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总是耐心他
讲给“我”听）这次为什么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含
糊”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局势十分严峻，不是向孩子
们谈心的时候，而且烧毁文件的事情是很难向孩子说清楚的。
“含糊”指说话的意思不清楚。）

（2）从哪些地方看出局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铡的工作越来越
紧张？（父亲早出晚归，整理书籍和烧毁文件，工友被捕。）

（3）李大制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为什么坚决不离开北



京？这说明了什么？

（李大铡是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他把革命工作看得很重要，
他明白形势非常危急，个人处境十分危险，但决不离开自己
的工作岗位，这表现了他高度负责的精神。）

（4）这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局势紧张，但李大铡不离开
工作岗位，说吩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对工作高度负责。
）

四、朗读第一、二段。（要求在读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课文
内容，读出语气。）

五、布置作业

1．读课文。

2．借助“思考·练习”1理解第三、四段内容。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人

1．指名读第一、二段。

2．说说第一、二段的主要内容。

二、学习课文第三段

1、指名读第三段。

2、李大制在被捕时是怎样表现的？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

（“不慌不忙”“没有什么，不要怕”““保持着他那惯有



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
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3、敌人是怎样逮捕李大制的，说明了什么？（“宪兵、侦探、
警察一一拥而入，挤满了小屋子”这些都说明敌人心
虚，“为了抓一个人，动用了这么多人，‘横肉’是说相貌
凶恶，不要放走一个的`吼叫，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
起来，”“枪对着父亲和我”这些都说明敌人的残暴。）

4、“我”是怎样表现的？（“剧烈的心跳”，剧烈是猛烈的
意思；“恐怖的眼光”，恐怖是惊慌）害怕的意思。这说明
作者年纪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

5、练读第三段。（要求读出不同人不同的语气。）

6、说说这段讲了什么？（讲李大刽被捕时从容不迫，把个人
的生死置之度外。）

三、学习第四段

1．指名读第四段。

2．李大刽在法庭上是怎样表现的，说明了什么？（“我看到
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这说明李大
刽即使受过刑，仍保持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民、
对儿女的爱。对于亲人的哭喊，他只是瞅了瞅，没有说一句
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就是对革命事
业的必胜信心，使他在敌人酷刑下不动摇，也不因亲人的哭
喊而忧伤。这就是伟大革命家胸怀。）

3．“我”在法庭上是怎样的？（为了保护哥哥，抢着回答自己
“是最大的”“父亲立刻就会意了”，“会意”是领会别人



没有明确表达的意思。这说明“我”在父亲沉着、镇定的影
响下，在他的予命精神的影响下，由恐惧害怕到机智勇敢地
同敌人作斗争。）

4．练读第四段课文，在读中进一步理解内容。

四、学习第五段

1．指名朗读第五段。

2．家人得知李大制被害后的情形怎样？从哪些词句看出来？
（舅老爷“哭着回来”，“我”“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
昏倒在床上”，母亲“昏过去三次”这都说明李大刽的死给
亲人们带来的巨大悲痛。母亲醒来后问“我”昨天是几
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咬紧牙说“昨
天是4月28”“这些是说家人没有被悲痛压倒，而是牢记亲人
碎害的日子，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

3．练读第五段，要求读出失去亲人的悲痛之情。

五、布置作业

熟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复习导人

1．指名读词语。（出示词语卡片）

2．结合上下文说说以下词语的意思：含糊、恐怖、会意、一
拥而入

3．朗读课文。



二、深入理解课文

2．讨论。（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课文赞颂了李大刽忠
于革命事业及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把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面对凶恶的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

三、了解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

1．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与开头气什么关系？你从这样的开头
和结尾中体会到什么？

2．学生讨论，（自由发言）

3．教师引导讨论并总结。

（这篇课文是回忆录，开头提出前的1927年4月28是父亲的被
难日，结尾又强调母亲嘱咐自己要记住父亲被害的日子，这
个日子就是4月28日。这样首尾呼应，突出了永远忘不了这一
天。）

4．找出课文中前后照应的句子。（出示写有“思考·练
习”2的小黑板。）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指导学生答出：

课文的结尾与句子（1）照应。“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
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与句子（2）照应。

“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与句子
（3）照应。

四、指导识记字形

1．说说哪些字可以在比较中记忆。

“剧”与“据”，“娱”与“误”、“袍”与“抱”，字形
有相似之处，要注意区别，在比较中记忆。



2．说说你是怎样记生字的。

指名“阀”是形声字。“舅”上部要写正确。

五、完成“思考·练习”

1．指名读词语。

2．书写“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每词两遍。

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七、布置作业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七

这是一篇回忆录，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同志在1943年写的，
正值李大钊同志遇难十六周年所以题目为《十六年前的回
忆》。这篇文章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文章
开头提出十六年前的1927年4月28日是父亲的被难日，结尾又
强调母亲嘱咐自己要记住父亲被害的日子。这样首尾呼应，
充分显示了敌人的凶残和革命者的英勇。

对于李大钊，部分学生有所了解。学习本文，要引导学生认
真阅读，理解课文，并适当展开讨论，使学生深入体会李大
钊同志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高
贵品质。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了解李大钊同志在被捕前、被捕后与
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2、体会本课前后照应的写法以及这种写法的好处。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深入领会描写李大钊同志革命精神的重点词句。

2、深入体会课文前后照应的写法。

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初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2、读课文，初知全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明确学习目的

1、默看导读，明确要求

2、导入课题

毛主席在“咏梅”词中，赞颂了梅花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梅花的品格在无数革命者身上得到具体体现。李大钊同志就
是其中的一个，为了革命，他不谓艰险，面对敌人，他大义
凛然，表现了革命者无所畏惧的崇高品德。

本课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的女儿李星华在1943年写的，这
年正值李大钊同志遇难16周年——李大钊烈士牺牲于1927年，
所以文章题目叫《十六年前的回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同志，在父亲遇难十六周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把我们带到那
腥风血雨的年代。



3、简介背景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
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
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
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
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二、初读课文，思考：

1、自读课文，让作者永远忘不了的是哪一天？为什么永远忘
不了？

2、本文介绍了谁的什么事？（李大钊被捕前、被捕时、被捕
后与敌人斗争的事迹）

三、学习本课生字词

自学生字词，有不会的地方查字典。

1、读准字音。

2、记清字形

3、理解字意

军阀：指旧中国拥有武装部队，霸占一方，自成一派的人。

儿童娱乐场：相当于现在的儿童乐园之类。

僻静：偏僻安静。

恐怖：惊慌、害怕。



宪兵：旧社会反动派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

苦刑：使人非常痛苦的刑罚。

押：暂时把人扣留，不准自由行动。

绞刑：死刑的一种，用生字勒死。

四、巩固练习

1、抽读生字卡，口头组词语。

2、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