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精
选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交流教学思路和方法的有效途径。小编为大
家整理了一些小学教案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一

1.使学生了解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
不可估量的损失，是我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见证，从而唤起学
生捍卫祖国神圣尊严的.责任感。

2.理解重点词语和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并概括课文的中心
思想。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并结合课文理解词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3、4自然段。

二、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中重点词语和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圆明园的建造
和毁灭反映祖国的强盛与衰败，唤起学生捍卫祖国神圣尊严
的责任感。

三、教学难点

理解重点语句：”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
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句话的深刻
含义。

四、教学时间



五、教学准备

圆明园园景幻灯片、《火烧圆明园》电影片断。

六、教学过程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思路：认识价值、‘量化’损失;以景促悲，以悲激愤。

教学措施：1、把阅读、想象、感悟相结合，在脑海中再现圆
明园昔日的圣境;

2、用昔日圣境与残垣断壁作比，揭露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
发爱国情结;

教学预设：

一、揭题

(出示图片，读文字)

1、(停顿片刻)用一个词表达你此时的心情。(悲痛、伤心、
惋惜、无奈……)

2、把你们的感受(悲与愤、仇与恨)带到第一自然段中读一读。

二、深入(认识价值)

[一自然段导学]

1、(出示句子投影)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
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1)再重读‘不可估量’，加强强调语气;并想想从‘不可估
量的损失’可以体会出什么?(重要性、价值高、损失无法计
算……)

(2)也可以这样说：有‘不可估量的损失’就说明圆明园就有
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探究

1、昔日的圆明园究竟有些什么，使我们说它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让我们读课文，结合课文二、三、四自然段说一说。(生
自学2、3、4自然段;师指导、提示、帮扶)

2、汇报;师作好板书;

列举如下：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
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板书：…有…也有…)

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还有很多景物是
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板书：……还有……)

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板书：…不仅有……
还有…)

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
人书画，各种奇珍异宝。(板书：上自……下至…)

3、品析;

[四自然段导学]

(1)(以考察历史知识为由导入)：从先秦至清代，多少年的时



间?(大约5000年)

(2)如果一年只出一件文物，经历时间之长，朝代之多，圆明
园内所拥有的文物可以怎么形容?(数以千计、应有尽有、不
计其数……)

(4)(再出示虎首图片)师在数字、价格方面作说明;由此你觉
得圆明园的文物还可以怎样形容?(价值连城、珍贵……)

(5)用关联词把文物的两个特点连成一句话。师引读：所以我
们不难相信——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你作为一个中国孩子，你感到……(骄傲、自豪)(用骄傲的语
气齐读这句话)

(6)怎样让别人也相信它的的确确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
馆、艺术馆;我们通过(齐读全段)朗读来表现。

[三自然段导学]

[第一环节]

(1)[导语：参观了历史文物，我们再来关注园内景点](投影
出示20处景物名称：天然图画、平湖秋月……)

(2)生读名称一遍;师告知象这样根据‘各地名胜’和‘诗情
画意’而命名的景点，圆明园内有140多处。

(3)师：只读完20个景点名称，大家用了50多秒;如果140处景
物，每一处都要细细玩赏，需要多久?(生估计……)

(4)140多处，我们是没办法一一欣赏，就只去参观其中四处
吧;——发挥想象，描述你看到的画面。(出示典型景点图片)

……



[第二环节]

(1)[导语：圆明园中的景点除了140处命名的以外，还有更多
未命名的景观](投影出示四处景观：山乡村野……)

(2)(伴着舒缓音乐，生欣赏)我想你应该用眼睛去凝视、用耳
朵去聆听、用小嘴去歌唱、用鼻子去闻香、用心灵去感受，
把自己最感兴趣的景观表达出来。

……

(3)(引读)不用走遍天下就能饱览天下美景。所以：圆明园
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回过头，再通过
朗读感受一下;[喜欢听谁朗读?抽生配乐读]***，请你带着大
家去游赏吧，把你游玩时的快乐与大家一起分享。

总结：把这两个评价的句子连成一句话。——这就是圆明园
的价值。

四、探究(‘量化’损失)

[五自然段导学]

[第一环节][导语、引读]

1、然而，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烟云
笼罩整个北京城。(结果呢?)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就这样
被化成灰烬。

2、所以，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喊——圆明园的毁灭是……不
可估量的损失。

[第二环节][促悲、激愤]



1、‘损失’是谁造成的?用文中三个字概括出“侵略者”是
怎样毁灭圆明园的?(“掠”、“毁”、“烧”)

2、侵略者是怎么掠的?如何毁的?又是怎样烧的?找出相关的
句子，读一读。

3、汇报;并简要说说为什么这样读?

4、让我们亲眼目睹一下当年这些强盗野蛮抢夺、肆意破坏的
情景。(播放视频剪辑)

画外音：烈火熊熊、浓烟滚滚，这把火连烧三天!三天——72
个小时——4320分钟——259200秒;烧掉一幅字画只需几秒，
烧掉一处建筑只需几十秒;有多少名人书画、多少绫络绸缎、
多少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无情的大火吞并。圆明园在北京西北
郊，可大火却笼罩整个北京城。

1、至此，圆明园曾经拥有的一切，现在都毁灭了(板书：毁
灭)，什么都没有了。(在原有板书上加‘没’、‘了’;一边
加，一边让学生跟读)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三

教材分析

这篇精读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
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限热
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振
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构思颇具匠心。写作时，首尾呼
应，题目是“毁灭”，但主要写它的辉煌，更能激起读者的
痛心与仇恨。第一自然段概括阐明了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文章的结尾提到的“这



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被化成了灰
烬”，首尾呼应，作者的痛惜、愤怒之情跃然纸上。第二至
四自然段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的布局、建筑风格及收藏文物
的珍贵，再现了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观。最后一个自然段用
精练、准确的语言介绍了圆明园毁灭的经过。文章前后内容
紧密联系，一扬一抑，一美一惨，爱恨交织。圆明园的辉煌
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读文，感悟，想象，在脑海中
再现它昔日的景观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文章
的题目为《圆明园的毁灭》，而大部分篇幅却是描绘昔日的
辉煌，要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安排材料的匠心，是教学的又一
难点。

学习本课时，要引导学生把阅读、感悟、想象结合起来，再
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壮观，让学生记住屈辱的历史，增强民
族使命感，激发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

教学建议

1.本文对圆明园当年辉煌景观的介绍语言简洁，内涵丰富。
因为介绍的内容都已经消失，无法再现，教学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扎扎实实地理解语言文字，并展开想象，使学生对当年
圆明园辉煌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可以凭借插图，也可以通
过收集有关圆明园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圆明
园有更多、更形象的了解。教师还可紧扣语言文字适当补充
一些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2.“分清文章的主次”是前组教材的重点训练项目，在本组
教材教学中应得到进一步训练。“分清文章的主次”首先应
该理清文章的脉络，了解文章的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带着
问题自读课文，整体感知，知道课文每部分写的是什么，使
学生能了解介绍“圆明园辉煌的过去”是文章的`重点内容。

3.在阅读教学中，继续引导学生按照上一单元就词、就句、
就段质疑的方法进行质疑，进行自主探究，从而完成对文章



重点内容，也是难点的理解。抓住关键词“举世闻名、博物
馆、艺术馆、瑰宝、精华”及“平湖秋月”“雷峰夕
照”“安澜园”“狮子林”“蓬莱瑶台”“武陵春色”“西
洋景观”等词加以理解。方法可以多样，如：联系上下文来、
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借助自己搜集的资料和播放的媒体资
料来理解。)如“金碧辉煌”是说建筑物光彩夺目，异常华丽。
这是殿堂的特点。“玲珑剔透”是说小巧玲珑，结构奇妙。
这是亭台楼阁的特点。“买卖街”热闹非凡，“山乡村野”
显得十分幽静。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白园内的景观分为哪几类，
可用填空、引读的方法帮助学生概括，从而体会圆明园
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的含义。抓住关键
句理解，出示“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
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
的，就用大车和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
掉。”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带点词的意思。“凡是”“统
统”是说全部，表示一个不剩。从中看出侵略者的贪
婪。“任意”，想怎样就怎样，说明侵略者的野蛮，不讲道
理。紧接着播放影片《火烧圆明园》的片段或圆明园遗址图
片，直观感受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最后以“文中连用两
个“不可估量”说明什么呢?”问题的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

4.教学本课要注意渗透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
要通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圆明园是怎样毁灭的，激发学生
对侵略者的愤恨。然后再使学生初步了解，侵略者之所以胆
敢如此为非作歹，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激发学
生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这篇课文文字优美，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
要重视朗读训练。第二至四自然段朗读时应体现欣赏、赞美、
自豪之情，语气自然、从容，语速宜缓，娓娓道来，通过品
读、引读、想象读，把学生带入一百多年前的圆明园之中。
最后一个自然段情感起了变化，带着历史的悲愤，朗读时应
体现痛惜、仇恨之情，声调可提高，“闯进、统统、凡是、



任意”等关键词要读重音。全文背诵有一定难度，应分散难
点，讲求方法。第二自然段的背诵可用图示法，抓住“众星
拱月”帮助记忆;第三自然段可用填空法、引读法概括出几种
建筑风格;第四自然段抓住“总—分—总”段式进行背诵。

词语解释

损失：没有代价地消耗或失去。

众星拱月：群星环绕着月亮。比喻许多东西围绕着一个中心。

殿堂：指宫殿、庙宇等高大建筑物。

玲珑剔透：玲珑：精致灵巧;剔透：剔除多余的部分而使透空
明晰。这是形容精工制作、内部镂空的工艺品。

漫游：不受拘束，随意游玩。

饱览：尽情地观看，看不够。

奇珍异宝：奇异的珍宝。

瑰宝：珍奇的宝物。[例句]：大熊猫是我国的瑰宝之一。

近、反义词

近义词：宏伟——雄伟瑰宝——珍宝仿照——仿造

反义词：破坏——建设热闹——清静精华——糟粕

难句解析

1.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
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可估量”是指损失大得无法计算，说明圆明园的损失之
大。圆明园收藏的文化之古，景物丰富多彩，巧夺天公，美
不胜收。这样一座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艺术瑰宝被毁灭了，这
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课文一开始用这句感叹句，
直接表达了作者无比愤怒和痛惜的感情。

2.漫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
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这一句话中用“有如”、“好像”、“仿佛”、“流连”这
些词语进一步点明了游览圆明园的感受，对园内汇聚天下风
光的迷人景色和融合中外风格的建筑艺术，作者由衷地赞叹。
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这一园林是世界
园林之奇迹，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无比热爱的思想感
情。

语言积累

不可估量举世闻名众星拱月金碧辉煌玲珑剔透诗情画意

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
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教学重点

1.了解圆明园的辉煌和它的毁灭，使学生记住这一国耻，增
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2.练习概括中心思想，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体会作者是怎
样围绕中心叙述内容的。

教学难点

练习概括中心思想，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体会作者是怎样



围绕中心表达的。

课后题解

2.(1)答：因为圆明园中珍藏有中国先秦至清朝几千年的珍贵
文物、资料及世界许多国家进贡的珍稀礼品，它们代表着中
华民族及世界文化水平，这么珍贵的瑰宝化为灰烬不能不说
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2)“凡是”、“统统”、“实在”、“任意”等词充分暴露
了侵略者强暴的强盗行径达到了顶峰。

体会：这些带点词语更激起我们对强盗贪婪、野蛮罪恶行径
的憎恨。

3.从文中第2、3自然段看出来。因为只有了解圆明园过去的
辉煌，才会更激起对侵略者强盗行径的仇恨。

品读感悟

本文重点写了圆明园的宏伟壮观和所收藏的无价之宝，以及
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这两方面的内容，突出了人们热爱祖国
和仇恨侵略者这一中心思想，从而激发读者不忘国耻，振兴
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阅读提示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是一座专供皇帝、后妃居住游乐
的皇家园林。始建于17，被称为“万园之园”、“一切园林
艺术的典范”，可惜现在已是残垣断壁，成了一片废墟。课
文介绍的就是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当年的辉煌景观和毁
灭的经过。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和对侵略者强
盗行径的仇恨。



拓展阅读：《圆明园的毁灭》练习设计

片断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
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
村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杭州西湖
的平湖秋月、雷锋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等。
还有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
台，武陵春色……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
步园中，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
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阅读提示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历经六代150年的营建，
汇集了无数天下胜景和各园的精华，堪称园林艺术的瑰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是集中华艺术精萃于一园的博物馆。从此
段的“有……也有……有……也有……”、“有……还
有……有……还有……”中我们就可以想像到当时的圆明园
有多么辉煌。可惜，如此辉煌壮丽的“万园之园”毁于英法
联军的一把巨火，稀世珍宝被侵略军洗劫一空，这耻辱与沧
桑将永远烙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上。

思考与练习

1、从加粗的词语中你能体会到什么?你能仿照这一句式自己
写一段话吗?

2、这篇课文的课题是《圆明园的毁灭》，文中为什么要写圆
明园辉煌的过去这一段?

3、看着昔日辉煌的圆明园，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感受最深的
是什么?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四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时要引导学生把阅读、感悟、想象结
合起来，再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壮观，让学生记住屈辱的历
史，增强民族使命感，激发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以下
是其教学建议。

教学建议

1.本文对圆明园当年辉煌景观的介绍语言简洁，内涵丰富。
因为介绍的内容都已经消失，无法再现，教学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扎扎实实地理解语言文字，并展开想象，使学生对当年
圆明园辉煌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可以凭借插图，也可以通
过收集有关圆明园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圆明
园有更多、更形象的了解。教师还可紧扣语言文字适当补充
一些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2.“分清文章的主次”是前组教材的重点训练项目，在本组
教材教学中应得到进一步训练。“分清文章的主次”首先应
该理清文章的脉络，了解文章的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带着
问题自读课文，整体感知，知道课文每部分写的是什么，使
学生能了解介绍“圆明园辉煌的过去”是文章的重点内容。

3.在阅读教学中，继续引导学生按照上一单元就词、就句、
就段质疑的方法进行质疑，进行自主探究，从而完成对文章
重点内容，也是难点的理解。抓住关键词“举世闻名、博物
馆、艺术馆、瑰宝、精华”及“平湖秋月”“雷峰夕
照”“安澜园”“狮子林”“蓬莱瑶台”“武陵春色”“西
洋景观”等词加以理解。方法可以多样，如：联系上下文来、
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借助自己搜集的资料和播放的媒体资
料来理解。)如“金碧辉煌”是说建筑物光彩夺目，异常华丽。
这是殿堂的特点。“玲珑剔透”是说小巧玲珑，结构奇妙。
这是亭台楼阁的特点。“买卖街”热闹非凡，“山乡村野”
显得十分幽静。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白园内的景观分为哪几类，



可用填空、引读的方法帮助学生概括，从而体会圆明园
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的含义。抓住关键
句理解，出示“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
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
的，就用大车和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
掉。”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带点词的意思。“凡是”“统
统”是说全部，表示一个不剩。从中看出侵略者的贪
婪。“任意”，想怎样就怎样，说明侵略者的野蛮，不讲道
理。紧接着播放影片《火烧圆明园》的片段或圆明园遗址图
片，直观感受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最后以“文中连用两
个“不可估量”说明什么呢?”问题的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

4.教学本课要注意渗透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
要通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圆明园是怎样毁灭的，激发学生
对侵略者的愤恨。然后再使学生初步了解，侵略者之所以胆
敢如此为非作歹，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激发学
生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这篇课文文字优美，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
要重视朗读训练。第二至四自然段朗读时应体现欣赏、赞美、
自豪之情，语气自然、从容，语速宜缓，娓娓道来，通过品
读、引读、想象读，把学生带入一百多年前的圆明园之中。
最后一个自然段情感起了变化，带着历史的悲愤，朗读时应
体现痛惜、仇恨之情，声调可提高，“闯进、统统、凡是、
任意”等关键词要读重音。全文背诵有一定难度，应分散难
点，讲求方法。第二自然段的背诵可用图示法，抓住“众星
拱月”帮助记忆;第三自然段可用填空法、引读法概括出几种
建筑风格;第四自然段抓住“总—分—总”段式进行背诵。

词语解释

损失：没有代价地消耗或失去。



众星拱月：群星环绕着月亮。比喻许多东西围绕着一个中心。

殿堂：指宫殿、庙宇等高大建筑物。

玲珑剔透：玲珑：精致灵巧;剔透：剔除多余的部分而使透空
明晰。这是形容精工制作、内部镂空的工艺品。

漫游：不受拘束，随意游玩。

饱览：尽情地观看，看不够。

奇珍异宝：奇异的珍宝。

瑰宝：珍奇的宝物。[例句]：大熊猫是我国的瑰宝之一。

近、反义词

近义词：宏伟——雄伟瑰宝——珍宝仿照——仿造

反义词：破坏——建设热闹——清静精华——糟粕

难句解析

1.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
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可估量”是指损失大得无法计算，说明圆明园的损失之
大。圆明园收藏的文化之古，景物丰富多彩，巧夺天公，美
不胜收。这样一座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艺术瑰宝被毁灭了，这
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课文一开始用这句感叹句，
直接表达了作者无比愤怒和痛惜的感情。

2.漫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
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这一句话中用“有如”、“好像”、“仿佛”、“流连”这
些词语进一步点明了游览圆明园的感受，对园内汇聚天下风
光的迷人景色和融合中外风格的建筑艺术，作者由衷地赞叹。
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这一园林是世界
园林之奇迹，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无比热爱的思想感
情。

语言积累

不可估量举世闻名众星拱月金碧辉煌玲珑剔透诗情画意

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
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教学重点

1.了解圆明园的辉煌和它的毁灭，使学生记住这一国耻，增
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2.练习概括中心思想，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体会作者是怎
样围绕中心叙述内容的。

教学难点

练习概括中心思想，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体会作者是怎样
围绕中心表达的。

课后题解

2.(1)答：因为圆明园中珍藏有中国先秦至清朝几千年的珍贵
文物、资料及世界许多国家进贡的珍稀礼品，它们代表着中
华民族及世界文化水平，这么珍贵的瑰宝化为灰烬不能不说
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2)“凡是”、“统统”、“实在”、“任意”等词充分暴露



了侵略者强暴的强盗行径达到了顶峰。

体会：这些带点词语更激起我们对强盗贪婪、野蛮罪恶行径
的憎恨。

3.从文中第2、3自然段看出来。因为只有了解圆明园过去的
辉煌，才会更激起对侵略者强盗行径的仇恨。

品读感悟

本文重点写了圆明园的宏伟壮观和所收藏的无价之宝，以及
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这两方面的内容，突出了人们热爱祖国
和仇恨侵略者这一中心思想，从而激发读者不忘国耻，振兴
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阅读提示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是一座专供皇帝、后妃居住游乐
的皇家园林。始建于17，被称为“万园之园”、“一切园林
艺术的典范”，可惜现在已是残垣断壁，成了一片废墟。课
文介绍的就是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当年的辉煌景观和毁
灭的经过。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和对侵略者强
盗行径的仇恨。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五

1、研读文本，理解课文主要内容。

2、想象并再现圆明园昔日辉煌景观，感受祖国的灿烂文化。

3、了解“圆明园毁灭”这一屈辱历史，激发学生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之情。

1、引导学生读文、感悟、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圆明园昔日辉



煌景观，感受祖国的灿烂文化。

2、让学生了解“圆明园毁灭”这一屈辱历史，激发学生的爱
国之情。

1、课前收集圆明园的相关资料。

2、制作相关课件。

一、导入

1、板书课题——《圆明园的毁灭》。

这是一座圆满无缺的皇家园林，这是一座光明普照的皇家园
林，这座园林的名字就是——圆明园。然而这座圆满无缺、
光明普照的皇家园林却被无情地毁灭了!

2、齐读课题——《圆明园的毁灭》。

圆明园昔日究竟是怎样的辉煌?它又是怎样被毁灭的呢?请同
学们放声朗读课文，走进圆明园，了解圆明园的昨天与今天。

二、研读文本

(一) 感知昔日圆明园(2-4段)

1、自由读课文，小组交流：我知道了昔日的圆明园是怎样
的?

昔日的圆明园 (昔日的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

昔日的圆明园建筑宏伟。

昔日的圆明园有许多奇珍异宝。



圆明园中有……有……有……)

(重点分析第三段)

2、仔细阅读第三段，找一找这些句子中一共用了几
个“有”?

(学生读课文)

说一说圆明园中有怎样的7个“有”。

(生齐读课文中的7个有)

3、圆明园中到底有几个有呢?仅仅只有7个吗?

有无数个。

圆明园的美是这短短文字无法例举出来的。下面我们一起欣
赏图片，感受一下这醉人的圆明园之美。

(播放图片ppt )

在文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漫
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
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中。”

(漫游、饱览、流连忘返，这醉人的圆明园!)

( 珍贵文物 )

5、深入领悟圆明园的历史文物

理解圆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学生带着自豪与惊叹的口气朗读第四自然段。



这就是人间天堂的圆明园，这就是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就
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的圆明园。然而，这
都成了我们的梦!我们再也看不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这一切
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片灰烬。

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是怎么被一点一点毁灭的呢?

齐读第五段。

(二) 研读“毁灭”

1、是谁犯下了这滔天罪行?

2、“侵略者”是怎样毁灭圆明园的?指名读

“他们把园内凡是.... 统统..... ;拿不走的..... ;实在运
不走的....... ，就..... 。”

3、听到这里，你有何感想?(愤慨、痛苦、痛惜.......)

4、请大家带着你对这些残暴的侵略者的愤恨读一读最后一个
段落的最后两句。

“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了这个北京城。我国这一园林艺
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

同学们，是什么被化为了灰烬呢?

(是建筑艺术的精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还有什么被化为了灰烬?

(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中华民族的尊严........ 。)

(三) 体味“不可估量”的损失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
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1、学生齐读第一自然段。

2、同学们，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让我们亲眼目睹一下当
年这些强盗野蛮抢夺、肆意破坏的情景。

(播放《火烧圆明园》的视频片断

这把火烧毁了什么?请你把它写在纸上的任何一个空白地方，
把它写到你的心上。

(学生写自己的感受，理解)

生：这把火烧毁了中国人心中的天堂啊。

生：这把火烧毁了中国最珍贵的文物、珍品。

就是这样一座世界上最精美、最宏伟、最珍贵的皇家园林，
却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化为灰烬。所以作者要说：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
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生：悲痛、痛惜、痛恨

同学们，在历史的学习中你们会找到更多的答案，我想告诉
你们的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除了痛恨甚至仇恨英法联军
的强盗行径，还应该反观自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三、教师总结：

师激情朗诵诗：圆明园里，荒野的风， 呜咽地讲述着——
一个古老的故事;残留的柱，痛苦地书写着——一个国家的耻



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时刻铭记

学生读：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六

《圆明园的毁灭》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
者肆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
限热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材分析：

这篇精读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
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限热
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振
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构思颇具匠心。写作时，首尾呼
应，题目是“毁灭”，但主要写它的辉煌，更能激起读者的
痛心与仇恨。第一自然段概括阐明了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文章的结尾提到的“这
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被化成了灰
烬”，首尾呼应，作者的痛惜、愤怒之情跃然纸上。第二至
四自然段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的布局、建筑风格及收藏文物
的珍贵，再现了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观。最后一个自然段用
精练、准确的语言介绍了圆明园毁灭的经过。文章前后内容
紧密联系，一扬一抑，一美一惨，爱恨交织。圆明园的辉煌
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读文，感悟，想象，在脑海中
再现它昔日的景观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文章
的题目为《圆明园的毁灭》，而大部分篇幅却是描绘昔日的
辉煌，要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安排材料的匠心，是教学的又一



难点。

学习本课时，要引导学生把阅读、感悟、想象结合起来，再
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壮观，让学生记住屈辱的历史，增强民
族使命感，激发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

教法建议：

1.本文对圆明园当年辉煌景观的介绍语言简洁，内涵丰富。
因为介绍的内容都已经消失，无法再现，教学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扎扎实实地理解语言文字，并展开想象，使学生对当年
圆明园辉煌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可以凭借插图，也可以通
过收集有关圆明园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圆明
园有更多、更形象的了解。教师还可紧扣语言文字适当补充
一些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2.“分清文章的主次”是前组教材的重点训练项目，在本组
教材教学中应得到进一步训练。“分清文章的主次”首先应
该理清文章的脉络，了解文章的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带着
问题自读课文，整体感知，知道课文每部分写的是什么，使
学生能了解介绍“圆明园辉煌的过去”是文章的重点内容。

3.在阅读教学中，继续引导学生按照上一单元就词、就句、
就段质疑的方法进行质疑，进行自主探究，从而完成对文章
重点内容，也是难点的理解。抓住关键词“举世闻名、博物
馆、艺术馆、瑰宝、精华”及“平湖秋月”“雷峰夕
照”“安澜园”“狮子林”“蓬莱瑶台”“武陵春色”“西
洋景观”等词加以理解。方法可以多样，如：联系上下文来、
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借助自己搜集的资料和播放的媒体资
料来理解。)如“金碧辉煌”是说建筑物光彩夺目，异常华丽。
这是殿堂的特点。“玲珑剔透”是说小巧玲珑，结构奇妙。
这是亭台楼阁的特点。“买卖街”热闹非凡，“山乡村野”
显得十分幽静。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白园内的景观分为哪几类，
可用填空、引读的方法帮助学生概括，从而体会圆明园



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的含义。抓住关键
句理解，出示“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
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
的，就用大车和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
掉。”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理解带点词的意思。“凡是”“统
统”是说全部，表示一个不剩。从中看出侵略者的贪
婪。“任意”，想怎样就怎样，说明侵略者的野蛮，不讲道
理。紧接着播放影片《火烧圆明园》的片段或圆明园遗址图
片，直观感受侵略者的残暴与野蛮。最后以“文中连用两
个“不可估量”说明什么呢?”问题的讨论，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

4.教学本课要注意渗透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
要通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圆明园是怎样毁灭的，激发学生
对侵略者的愤恨。然后再使学生初步了解，侵略者之所以胆
敢如此为非作歹，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激发学
生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这篇课文文字优美，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
要重视朗读训练。第二至四自然段朗读时应体现欣赏、赞美、
自豪之情，语气自然、从容，语速宜缓，娓娓道来，通过品
读、引读、想象读，把学生带入一百多年前的圆明园之中。
最后一个自然段情感起了变化，带着历史的悲愤，朗读时应
体现痛惜、仇恨之情，声调可提高，“闯进、统统、凡是、
任意”等关键词要读重音。全文背诵有一定难度，应分散难
点，讲求方法。第二自然段的背诵可用图示法，抓住“众星
拱月”帮助记忆;第三自然段可用填空法、引读法概括出几种
建筑风格;第四自然段抓住“总—分—总”段式进行背诵。

拓展阅读：《圆明园的毁灭》教学案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



不可估量的损失，是我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见证，从而唤起学
生捍卫祖国神圣尊严的责任感。

2、了解圆明园的昔日辉煌、毁灭过程，体会作者是怎样围绕
中心服务的。

3、理解重点词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或难点：

理解课文中重点词语和句子的深刻含义，体会圆明园的建造
和毁灭反映着祖国的强盛与衰败，进一步激发学生振兴中华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学对象分析：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意义建构的主动者。该年龄阶段的学
生对新鲜事物注意力持久，同时，从心理学角度上看，他们
在一种新的学习环境下，利用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学习的
积极性较高，他们善于探索，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因此多
媒体条件下实施教学对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建构将起着积极的
作用。

当今学生对圆明园知之甚少，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创设好良好情境，使其在图、文、声、像等信息的刺激下充
分感知，从而激发学生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多媒体设计与创设：

多媒体正逐渐成为学生崭新的学习工具，在多媒体辅助下学
习拓展了学与教的空间，使学生信息素养和知识水平的提高
成为了必然。本课设计集图、文、音、像等信息于一体，自
行设计了一个《圆明园的毁灭》的教学课件。



在界面上，我将课文内容安排在主界面，通过对关键词、句
设置各种超级链接，将信息多样化呈现，使学生根据自身需
求，采用多样的学习方式获取各种与课文内容吻合的图文声
像信息，或读、或听……一切都在自读、自悟、自冶中完成。
这样的环境真正体现出多媒体化。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七

这篇精读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
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限热
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增
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
构思颇具匠心。题目为“毁灭”，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它辉
煌的过去，把美的东西毁灭了，这真是一个悲剧，更能激起
读者的痛心与仇恨。第一自然段概括阐明了圆明园的毁灭是
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文章的结尾提到的
“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被化成了
灰烬”，首尾呼应，作者的痛惜、愤怒之情跃然纸上。第二
至四自然段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的布局、建筑风格及收藏文
物的珍贵，再现了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观。最后一个自然段
用精练、准确的语言介绍了圆明园毁灭的经过。文章前后内
容紧密联系，一扬一抑，一美一毁，爱恨交织，因而通过阅
读，让学生了解这一屈辱的历史，激发爱国之情，是教学的
重点。圆明园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读文、感
悟、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它昔日辉煌景观是本文教学的难点。
文章的题目为《圆明园的毁灭》，而大量篇幅却是描绘昔日
的辉煌，要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安排材料的匠心，是教学的又
一难点。

1．认识6个生字，重点指导书写“瑰剔烬销”；能正确读
写“估量、损失、殿堂、销毁、瑰宝、灰烬、举世闻名、众
星挡月、玲珑剔透、亭台楼阁、诗情画意、天南海北、奇珍
异宝”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圆园明辉煌的过去，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文化、仇恨侵略者的情感，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4．领悟文章的表达特点。学习与运用整理资料的方法。

了解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感受文章的表达特点。

圆明园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读文、感悟、想
象圆明园辉煌的过去。

新课教学之前布置学生预习作业：

1.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圈出本课生字新词标上自然段序号，
在课后生字表上给生字注上拼音。

2.通过工具书理解课文重点词语含义。

3.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4.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圆明园昔日的辉煌。

一、解题导入

1.今天的名言推荐，老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句话(课件出示，
教师读)：

“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
明园，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奇迹！”

2.板书——圆明园，读题。

3.那可是如同月宫似的完美无缺的皇家园林啊，再读题。



这是法国大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的赞美，可就是这样一座举世
闻名的皇家园林却在一场大火中毁灭了，今天我们就来学
习21课《圆明园的毁灭》，出示课题《圆明园的毁灭》生齐
读。

二、检查预习效果，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师：请一位同学来读读文中的这些生字词。

出示：

（2）指名读，相机正音；

（3）老师指导写字：瑰剔烬销。

（5）谁能根据以上词语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抽
生汇报交流。

三、精读探究

1.过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昔日辉煌的圆明园。请
同学们快速朗读课文2—4自然段，课文的哪些地方让你感受
到了圆明园的辉煌？画出相关的语句，仔细体会，可以把你
的感受批注在旁边。

2.读后交流，在交流中深入感悟课文。

（1）你从哪个词体会到的？众星拱月是什么意思？在这里，
那这个月是指什么呢？周围的这些小星星呢？众星拱月在文
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了，你们看！许多小园围绕着圆明三
园。圆明园的布局可谓是十分精巧啊！！

没答道就问：哪个词就能准确地概括出圆明园布局的特点啊？
（板书：布局精巧）



接着汇报，你还从哪感受到圆明园很辉煌？

（2）还有哪里让你感受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有象征着热闹“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板书：建筑宏伟）

谁能给大家形容一下金碧辉煌的殿堂是什么样的吗？是啊，
圆明园中的殿堂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亭台楼阁是小巧玲珑。
买卖街是？山乡村野？圆明园中可谓是既有恢宏也有精致，
有热闹更有宁静，可谓是风格迥异。园中还有什么？生接着
汇报，我们听过这么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么多苏杭
美景都汇集在圆明园内，真是精美绝伦啊！蓬莱瑶台听说过
吗？谁居住的地方？可是这在圆明园内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美
景，武陵春色呢？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世外桃源。
既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这在当时可是唯一一座具有中
西风格的皇家园林。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圆明园，和老师一起
合作读这一段。

同学们想不想去看一看？（出示图片）

3.你还从哪些地方体会到了圆明园的辉煌？

（1）想一想，从先秦到清代，经历了多少年？这说明什么？
这期间有多少青铜礼器？有多少名人字画？有多少奇珍异宝？
（数不胜数……）

（2）这些名人字画，这些奇珍异宝曾经就在我们的圆明园啊！
课件欣赏图片。

四、品读感悟,再次感受圆明园昔日的辉煌

1.同学们，在写这些建筑景观时，作者用上了一个什么特别



的句式?生答:排比句。圆明园中的建筑景观还有很多，处处
都体现了风格迥异，美轮美奂，你能用这样的句式来写一写
吗?出示写圆明园其他建筑景观的文字。课件:练习说话:
有……也有……有……也有……学生仿写句子。你还能用这
样的句式写写别的东西吗？学生练习说话。

2.如果有幸，我们能够来到圆明园，置身园内你有什么感受？
正如作者所感叹的，齐读：

（出示句子）漫步园中，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
风景名胜；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同学们，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想象着美好的画面，谁能美美
地读一读这一句？是啊，看不完的繁花似锦，看不完的奇丽
风光，谁能陶醉地读一读？孩子们，我们足不出园就可以遍
览世界风景，让我们慢慢地读，细细地品。教师引读。

这一段写得非常美，老师给你们时间尽情地读一读，最好能
把它背下来，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生练读。

圆明园的景观就只有写的这些吗？你从资料上还找到了哪些？
向大家介绍一下。

3.同学们，你们从“上自……下至……”这组词中读懂了什
么？学生汇报：读懂了圆明园中的年代久远，存放的东西多。

4.过渡:上自先秦时代，下至唐宋元明清，经历了多少年，这
期间有多少青铜礼器，有多少名人字画，有多少奇珍异宝?简
直是多的数不胜数。所以说，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
物馆、艺术馆。

五、课后评价

说说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六、课堂小结，升华情感

圆明园是怎么被毁灭的呢？下节课我们再来学习！

圆明园的毁灭

布局精巧

举世闻名建筑宏伟

文物珍贵

圆明园的毁灭教案及教学设计篇八

《圆明园的毁灭》是小学语文的课文。用对比手法写是为了
通过昔日圆明园的辉煌壮观来让读者记住屈辱的历史，增强
读者的民族使命感，激发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

1、了解圆明园的辉煌和它的毁灭，使学生记住这一国耻，增
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2、练习从内容中体会思想。

3、学会本课11个生字，13个生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四自然段课文。

通过语言文字的理解，想象圆明园昔日的辉煌，了解它毁灭
的经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1、利用计算机教室，网上查询相关资料。

2、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

三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掌握生字新词;交流网上搜集的资料;理清写作思路，
了解课文主要内容;提出并解决部分疑难问题。

教学方法：

多媒体演示法;自读自悟法;合作讨论法;感情朗读法。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二、介绍、交流网上搜寻的资料。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部分
资料。

三、读课文，出示自读提示：

1、找出生字新词，利用工具书、结合课文理解字词。

2、默读课文，说一说当年的圆明园是什么样子的;把写圆明
园被毁灭的句子找出来。

3、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找出疑难问题，小组提出来。

四、检查自学情况，个人汇报与小组汇报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