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优秀8篇)
答谢词是表达感激和感谢之情的一种演讲文稿，它能够向受
邀人表达我们的谢意。接下来，小编为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
欢迎词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写出更出色的欢迎词。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一

学习目标：

1、感受与鉴赏：通过品读人物，激发学生想象的情感，了解
梁任公的人物性格特点以及作者的评论与感受。

2、积累与整合：通过品味文章，引导学生掌握写人记叙文的
写作方法，学会在记叙中加入自己的评论和感受。

3、应用与拓展：掌握运用外貌、动作、语言及侧面描写等方
式刻画人物。

课时安排：一课时

学习过程：

一、知人论世。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
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形容十分惶恐焦灼。出自《庄子·人
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是梁启超
于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用的笔名，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他忧国
忧民的心情。1895年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参
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9策动蔡
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
说界革命”。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
在清华大学讲学，著述丰厚，合编为《饮冰室》。（字词落



实及相关背景资料，请参照“状元桥”）

二、合作探究。

1、四人一组讨论交流，语法问题当时解决，题目、文章写法
等问题可写在黑板上。

2、学生质疑解答

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删“大约”）；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一次）；

（3）不少人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产生……兴趣）

3、质疑用词写法：

“秃头顶”不是在丑化梁启超吗？

引用《箜篌引》十六字有什么作用？

写我二十多年后渡河，用意何在？

“热心肠”体现在哪里？

探究明确：

“秃头顶”如实描写，无损人物。“光芒四射”是赞美之词。

十六个字二十多年后作者仍记忆犹新，凸现梁任公才华横溢。

侧面烘托梁任公的才华。

“热心肠”，本义：待人热情，做事积极的心性，亦即是古
道热肠，文中“热心肠”指梁先生用他的一腔热血，一腔爱



国热忱和他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对优秀作品的理解，学术人
格的魅力来感染人，教育人。照应第8段。

4、评点大师：作旁注：

走进一位短小精悍……光芒四射

旁注：如实描写人物肖像，气度不凡，布衣难掩其风采。

启超没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

旁注：谦逊又自负，风趣幽默又爽直。

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背诵下来了。

旁注：独特的方式，个性的动作，表现先生博闻强志。

他真是手之舞之……张口大笑了。

旁注：如此率真、奔放、激情澎湃，至情至性，古来大学问
家能有几人？

三、阅读文章，思考下列问题。

1、通览全文，找出作者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
学子，对梁任公怀着无限的景仰。”

“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演讲，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
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
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于中国文学发生了
强烈的爱好。”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
人？”

可见，作者对于梁启超先生深含了一份敬仰和崇拜，到清华
大学演讲的人不计其数，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留下什么印象，
而梁启超先生却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提问：梁启超的演讲给作者留下了那些印象？作者怎样突
显这些印象的？

（3段）肖像特点——身材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肥大
长袍。

外貌神态特点——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

（4段）独特的开场白（谦逊自负）描语言。

（5段）深情朗读《箜篌引》（意韵丰厚）。

（7、8段）演讲时敲头回忆（自然可爱）动作特点。

手舞足蹈、时悲时喜（自由洒脱）举行动。

我们在细节描写中看到了一个卓越不凡的大家形象和风范，
他语言的诙谐幽默，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
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的动作。这里不仅看到了梁先生
的性格，而且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乃至众人对他的敬佩。

“我在听完先生这篇演讲后二十余年，……不禁哀从中来，
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



跟着他欢喜。”

“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

生动激昂，意韵深厚的演讲深深地打动着人们，而作者从侧
面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洒脱的梁启超，这其中融会着他人
生的感悟以及潇洒不羁的真性情。

小结：梁启超的名气在于他的政治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可文章并未从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的角度表现梁启超，而是
从他的学者身份，通过讲演时的神态语言动作以及听众及作
者的感受来表现其学识渊博、自由洒脱的真性情。写人显情
中透露着方法，我们要学在描语言、立外貌、举行动、抓侧
面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四、“有学问”，“有文采”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下
面重点分析“有热心肠”。

1、先生讲到《桃花扇》，为何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桃花扇》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所写的是
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
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揭露了弘
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
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桃花扇》“借离合
之情，写兴亡之感”。左良玉悲崇祯的死，大明王朝的灭亡。
《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左良玉悲崇祯的
死，大明王朝的灭亡。梁启超想到变法的失败，光绪帝被囚。
他为国家悲，为民族悲，为百姓悲。

2、为何讲到杜甫的诗，“先生又张口大笑了”？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久久压抑在杜甫心头的阴霾终于
烟消云散，他自然喜极而泣。任公也处于乱世之中，杜甫的



喜与忧他感同身受。

3、先生为何开篇讲到《箜篌引》这首古诗？

明确：有一狂夫，披发提壶，涉河而过，被水冲走，其妻紧
追阻止不及，悲痛欲绝，对江弹箜篌，一曲终，遂投河。这
种疯狂的人格力量就是为理想而忘我追求的勇往直前，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义无反顾，是“我自横刀向天笑”
的视死如归。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明知变法会流血，会牺牲却依然坚定地
实施变法的执着与狂夫的赴死是相似的。任公演讲时的哀痛
可想而知。他为牺牲的战友而哀，为百姓而哀，为国家而哀。

五、拓展提升。

说说本文从哪些方面写出了人物的什么特点？模仿这些写人
手法，描写你最熟悉的一位老师。

要求：

1、抓住细节，突出特征；

2、语言简洁，描写生动；

六、总结。

梁任公为革命奔走呼号，直面生死；为学术呕心沥血，笔耕
不辍。斯人虽逝，精神长存。先生的谆谆教诲依然如黄钟大
吕般响彻耳畔。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少年中国说》中的片段。

板书设计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演讲特点：开场白——独特

声音——沉着有力、宏亮激亢

内容——丰富而有趣

表情——成为表演、酣畅淋漓

人物特点：身材（短小精悍）、步履（稳健）

气质（风神潇洒）、眼神（光芒四射）

讲演时的神态、语言、动作——生动有趣，旁征博引，手舞
足蹈

（自负、谦逊、博闻强识、自由洒脱）

有文采，有学问，有热心肠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二

一、知识教育目标：

1．引导学生学习叙事中表现人物的方法，重点剖析第四段和
第八段。

2．适当补充课外资料，如《箜篌引》和《桃花扇》原文，激
起学生想象的情感，更好的体会人物讲演时的形象更好的体
会人物讲演时的形象和性格。

二、能力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搜集信息、整理信息



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目标

从课外搜集梁启超事迹，让学生讲述，学习梁启超先生的优
秀的性格、气质和修养，以全面了解他的人格魅力。

【重点、难点】

重点：分析体会作者怎样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的。

难点：学习记叙中加入作者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写法。

【学生活动设计】

本文虽说语言风趣而又带情感地刻画出了梁任公的个性，但
要让学生有深切体会必须细细品读，抓住细节分析。所以应
先让学生默读感知人物形象，再圈点筛选主要段落语句，进
行讨论评析，了解梁启超的讲演特点及其性格特征。最后让
学生表演性范读，以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性情。讲授结束
后，让学生展示交流自己所找的材料，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
满。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方法】赏析法讨论法朗读法

【教学用具】生字词卡片投影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导入：同学们有听演讲的经历吗？大家能从演讲中看出演
讲者的性格特点吗？梁实秋就可以做到，他从梁任公在清华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活画出梁任公的性格特点。同学们学过历
史一定知道梁启超是个在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有哪位同学
能为老师介绍以下他的政绩呢？（戊戌变法云南起义与康有
为并称“康梁”公车上书）

那大家是否知道他在文坛上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呢？如果
大家想认识一个真实而活生生的`学者梁启超的话，就要读读
梁实秋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板书课题）

2、作者简介（学生应明确记忆作家时从三方面着手，即生活
时代、有何成就以及主要作品）

原名：梁治华

成就：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风格：风趣幽默朴实隽永

3、七分钟的时间默读课文，查字典解决不确定的字词读音，
并思考：

a记叙了梁启超的哪些情况？

b他的演讲给听众留下怎样的印象？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1）齐读生字词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三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
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形容十分惶恐焦灼。出自《庄子·人
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是梁启超
于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用的笔名，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他忧国
忧民的心情。1895年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



参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916年
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
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著述丰厚，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字词落实及相关背景资料，请参照“状元桥”）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四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导学案(人教版高一必修一)

【学习目标】

1．学习圈点勾画作批注的阅读方法。

2.学习文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

3．熟悉课文内容，领略梁任公的演讲风采和人格魅力。

【学习重点】

1.学习圈点勾画、作批注的阅读方法。

2.学习文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

【知识链接】

1.作者（梁实秋）简介

19秋（13岁）考入清华学校（即今清华大学）。1923年（20
岁）毕业后赴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夏回
国于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先后任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到台
湾，先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教
授，台湾编译馆馆长。他是中国独自一人翻译《莎士比亚全



集》的第一人（自1930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近40
载，最终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并出版）。1987年11
月3日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2.梁启超（梁任公）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
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其
著作合编为《饮冰室》。（注：“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
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意
为“现在我早上接受任命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恐怕是因
为我内心焦躁担忧吧！）

先生早年即投身政治，领导或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
法”“云南起义”等，希望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改变中国。
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致力于用思想、用传统文化来教
育、激励广大的青年学生。他的真性情、炽热的爱国心是一
直不变的。他在文章《少年中国说》写到：“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
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并依此更自名曰“少
年中国之少年”。

【学法指导】

在阅读中，对文中的关键字、词、句、段作旁批，是一种很
重要的读书方法。作旁批，可以概括内容，可以品析词句，
可以分析写法，可以评点人物，可以阐发感情，可以记写感
受……请仔细分析下列示例，然后给课文中的相关句段作点
批注。

示例（一）：“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
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
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
有启迪领导的作用。”



批注：这是一个“前果后因”（旁批）的句子。叙写“因”
的分句由“倒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实在是因
为……”（圈画）的关联句式组成，三个分句的内容“戊戌
变法”、“云南起义”“学术文章”（圈画）按时间顺序
（旁批）排列，前两个分句先从“否定”方面说（旁批），
虽巧妙地点示出梁任公先生此前的不朽历史功勋（旁批），
但在这篇文中不是重点；后一分句再从“肯定”方面说（旁
批），突出强调了梁任公先生现今的学术水平及其引领作用
（旁批），这才是主要的，并以此句为下文记写“梁任公先
生的一次演讲”作铺垫（旁批）。

示例（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
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
纸上，十分美观。”

批注：办事认真，学问和书法的修养都很好（旁批）。

（或：“预先写好”“整整齐齐”（圈画）写出了他准备充
分、办事认真（旁批），“书法”“秀丽”“美观”（圈画）
表现出他书法功底深厚（旁批）。

梁启超手书

示例（三）：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
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

批注：“四‘一’五‘有’”--语言简洁明快，内容蕴含丰
富，形象呼之欲出！（旁批）



【学习过程】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梁启超的演讲给听众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从文中那些句子可以看出来。

2．再读课文，整体感知--梁任公的演讲为什么能给作者留下
深刻印象呢？他的演讲有哪些特点，在文中找出相关语句分
析。

3．精读课文，旁批句段--请研习【学法指导】中的示例，给
下面四个语段作恰当的批注。（如果在课文中还有自己感兴
趣或特别有感受的内容，亦可在课文中作好批注）

（1）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
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
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
就是梁任公先生。

我的批注：

（2）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
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
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
一点喽！”

我的批注：

（3）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
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
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
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
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我的批注：



（4）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
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
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
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
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我的批注：

4．课堂总结，写法探究--作者是通过什么方法把梁任公先生
写得这般活灵活现的呢？

【当堂检测】请学习课文中描写人物的方法，写一写班级里
的某位同学或是某位老师，在小组和班级交流，看能不能让
同学们猜出你写的是谁呵！

父亲的爱

（美）ebombeck

爹不懂得怎样表达爱，使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是我妈。他
只是每天上班下班，而妈妈则把我们做过的错事开列清单，
然后由他来责骂我们。

有一次我偷了一块糖果，他要我把它送回去，告诉卖糖的说
是我偷来的，说我愿意替他拆箱卸货作为赔偿。但妈妈却明
白我只是个孩子。

我在运动场打秋千跌断了腿，在前往医院途中一直抱着我的，
是我妈。爹把汽车停在急诊室门口，他们叫他驶开，说那空
位是留给紧急车辆停放的。爹听了便叫嚷道：“你以为这是
什么车？旅游车？”

在我的生日会上，爹总是显得有点不大相称。他只是忙于吹
汽球，布置餐桌，做杂务。把插着蜡烛的蛋糕推过来让我吹



的，是我妈。

我翻阅照相册时，人们总是问：“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天晓得！他老是忙着替别人拍照。妈和我笑容可掬地一起拍
的照片，多得不可胜数。

我记得妈有一次叫他教我骑自行车。我叫他别放手，但他却
说是应该放手的时候了。我摔倒之后，妈跑过来扶我，爸却
挥手要她走开。我当时生气极了，决心要给他点颜色看。于
是我马上再爬上自行车，而且自己骑给他看。他只是微笑。

我念大学时，所有的家信都是妈写的。他除了寄支票以外，
还寄过一封短柬给我，说因为我没有在草坪上踢足球了，所
以他的草坪长得很美。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他似乎都想跟我说话，但结果总是
说：“我叫你妈来听。”

我结婚时，掉眼泪的是我妈。他只是大声擤了一下鼻子，便
走出房间。

会不会是他已经表达了而我却未能察觉？

学生讨论本文写人的方法。

周玉玲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五

就上课而言，沉闷的课堂，必然导致教学面貌的难看，教学
效果可想而知。考虑上课学校的生源状况,我为“圈点评注”
这个环节给出了范例，让学生评点，不求高明和精当，用语
可长可短，鼓励个性化表现。开始时同学们很拘谨，不太敢
讨论和发言，经过我的调动，同学们马上进入状态。纷纷举



手，每一句回答都能切中要害，令人满意。我再一次相信了
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应放手，还学生自
由。

随后我与学生共同总结描写手法，为了加深学生对正面和侧
面描写的理解，我马上进行拓展，所选示例都是学生学过的
或耳熟能详的，以便温故知新，融会贯通。

由于备课和教学时，较准确地确定了内容，备课与课堂教学
始终以学生为中心，虽然学生基础差，女生又占了大多数，
但教学中师生互动贯穿始终，以学生的接受状况和程度，来
决定教学的流程，整个课堂能做到一课一得，能以课文为例
教会学生描写人物的方法。有张有弛，详略得当。顺利完成
教学任务。

回思整节课教学也留下了诸多遗憾，笔而记之，留存为今后
的明鉴。

由于我是第一节上课，上课铃响学生还未到达指定地点，所
以设计的课堂小练笔只能移到课外。未能及时检测学习效果。

另外一个遗憾是，板书设计没有随着教学今后展开及时跟进，
有时等到下一个环节开始了，才发现前一个环节要板书的内
容却遗漏了。今后在教学上要多注意细节，力求做到更加完
美。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六

1、品文：品赏文章，关注写人技巧

2、品人：品评人物，关注人物品格

分析理解先生演讲稿中旁征博引的诗句，达到品人目的



一、情境导入：

清华大学是我们每个学子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其校训
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近代一位学者集《易经》
中的名言“天”

本文内容：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1、品文：品赏文章，关注写人技巧

2、品人：品评人物，关注人物品格

分析理解先生演讲稿中旁征博引的诗句，达到品人目的

一、情境导入：

清华大学是我们每个学子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其校训
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近代一位学者集《易经》
中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来勉励学子树立“完整人格”的誓言。大家知道这位
学者是谁吗？（生答：梁启超）今天我们就随着作者梁实秋
来领略梁启超的演讲风采。

二、走近梁任公

同学们学过历史，一定知道梁启超是个在政治界叱咤风云的
人物，有哪位同学能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政绩呢？（戊戌变
法、云南起义、与康有为并称“康梁”、公车上书）梁启超
是广东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1895年同康有为一起“公
车上书”。

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



1916年策动蔡锷反对袁世凯。这是梁启超作为活跃政治家的
一面；那大家是否知道他在文坛上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呢？
如果大家想认识一个真实而活生生的学者梁启超的话，就请
同学们高声朗读《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阅读课文，疏通生字词，标出最吸引你的文字，并圈点勾画
尝试做点评。

三、研读课文

（一）品文

1、师：大家看文题《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刚刚大家
读了课文，那么作者认为这是一次怎样的演讲？找关键词。
生：动人！

2、何谓动人，就是有味道，有感染力，那么动人表现在哪些
方面？大家可以从演讲者在演讲过程中的言行举止、神态情
感的变化这些方面展开搜索。

开场白：独特

声音：沉着有力、宏亮而又激亢

神态：左顾右盼、光芒四射

动作：手舞足蹈

情感：酣畅淋漓

内容：生动有趣、旁征博引

（学生圈点勾画，教师归纳，课件展示）

3、这些动人处作者是采用什么手法表现出来的？正面、细节、



语言、神态

4、既然演讲有如此多的动人之处，那么演讲成功吗？从哪可
以看出来？（演讲效果）

5、演讲效果：茅津渡候船渡河、强烈爱好中国文学

6、大家看看这些内容，并不是在写梁任公，而是写听众与其
他人，但却突出了梁任公演讲极富感染力，在写作上这叫什
么手法？（侧面）

7、教师总结：梁任公不是一位照搬讲义的教授，而是用心灵
来教书的教师，是在教育中渗透自己喜怒哀乐的真人！作者
刻画梁任公成功的运用了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细节描写，
我们写作，也要抓住人物的特点，采用多种描写手法。再有
特点、有性格的人，刻画时也要恰当的采用一些技巧、方法，
人物才能活起来，才能给读者深刻的印象，给读者人生的启
发！

（二）品人

1、大家回头再看这些演讲的动人之处，从这些可以看出梁启
超是个怎样的人？

（自负、谦虚、博闻强识、自由洒脱……）

2、文中有一句话对任公作为学者的魅力进行了归纳总结，请
大家找出是那句话？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

3、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文采学问呢？（引用诗文）

师：梁任公先生学识渊博又满怀热情，晚年拖着病体，仍然
培育青年学生，实践了自己所说的“战士战死沙场，学者死



于讲座”，请同学们从文中找出先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的
影响一代人的诗句。

引文1：

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师生对话，补充资料，美读诗句，赏析《箜篌引》，链接
拓开。）

师：箜篌是什么样的乐器？

预设回答：是一种古老的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悲凉凄怆，让
人心伤。

预设回答：一个拼命要渡河的人，一个力求劝他不要渡河的
人。

师：他渡河了吗？

预设回答：渡了。

师：结果呢？

预设回答：死了。而且都死了。

师：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会死吗？那为什么还要渡河？

生：略

预设回答：谭嗣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其实他本可以
不死，但他坚决不肯逃离，这种勇气就是渡河之人。他临行
前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师：“谭嗣同有一首题在监狱墙壁上的绝命诗，其中有两句
是？”

预设回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小结：先生是由《箜篌引》中渡河人想到了甘愿牺牲以救国
民的谭嗣同，他的勇气与爱国情操让先生为之敬仰，为之感
慨，先生如此之悲也正是因为先生的满腔爱国情怀！

引文2：

——《桃花扇》

师：先生的演讲，讲到了他最喜爱的“桃花扇”，写的是左
良玉在黄鹤楼开宴，正饮得热闹时，忽然接到崇祯皇帝殉国
的急报，于是才有了这一出《哭主》。《桃花扇》是孔尚任
借离合之情，叹明朝兴亡之感的清代戏曲，其中所说的皇帝
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
时国家是内外交困，他力图挽狂澜，但最后身殉社稷。

预设回答：梁任公先生想到的是光绪帝。

师：是的，先生想到的是他敬重的光绪帝。光绪帝是一位年
轻发奋的君主，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的
干涉，光绪帝只是一位名义上的皇帝，被慈禧囚禁在荷花池
中央的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写下
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

小结：光绪帝政治生涯的结束，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先生悲
的是光绪帝被软禁，悲的是维新变法的失败，悲在他空有一
腔爱国情怀却无法实现。

引文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师：哪位同学知道杜甫这首诗的题目？诗人此时心情是怎样
的？

预设回答：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的心情是
喜悦的。

师：可诗中为什么说是“初闻涕泪满衣裳”？

预设回答：那是因为杜甫听到叛乱已平的捷报，那一刹那所
激发的感情波涛，是喜极而悲的呈现。（课件出示全诗，学
生齐诗）

师：很好。“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战乱将息
捷报来得太突然，真如春雷乍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
这位视百姓苦难如己的忧国忧民的诗圣怎能不喜！“泪”是
杜甫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的逼真表现。

预设回答：杜甫年迈时国家叛军四起，后战乱平定，梁任公
演讲时国家军阀混战、动荡不安，这是时代的相似。

小结：是国家动荡让先生涕泗交流，是战乱平定让先生张口
大笑，他和杜甫一样是忧国忧民的，希望国家国富民强，从
他的一涕一笑中我们看出任公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怀。



师：中国韵文里的好诗歌很多，他为什么单单选讲了这三首？
这三首诗歌有什么共同点？

生：爱国主义诗篇。

师：很好！爱国主义情感换一种说法就是热心肠，热心肠就
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梁任公先生演讲时信手拈来三段引
文不仅可以凸显他有文采，有学问，从引文的内容还可以看
出他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有文采，有学问，热心肠）
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样洋溢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下面
我们一起朗读里面的话语，感受他的力量，他的豪情！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
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课件展
示，学生齐读）

文句4：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

师：“专心学术”这是不是说梁任公先生钻进学问的象牙塔，
不再过问窗外之事了呢？

（学生讨论）

预设回答：不是的，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
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预设回答：在那如火如荼的苦难岁月里，先生重感情，轻名
利，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激励了关大的青年学生。

小结：任公先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影响教育青年学生。先生
早年投身政治，领导参加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云南起义等，
希望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改变中国，后来意识到君主立宪制
在中国行不通。晚年致力于用思想，用传统文化来教育鼓舞
着年轻一代。他的真性情、他的炽热的爱国情是不会变的！



预设回答：逃亡到日本后的先生，为国担忧，心焦如焚，反用
“饮冰室”写出内心之热的赤子情怀。

教师补充：《庄子·人间世》有一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
冰，我其内热与？”先生的书斋名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问题探究2：那么他取号任公，又有什么含义呢？

四、课文小结

同学们应该都有过听演讲的经历，但大家能从演讲中听出演
讲者的性格特点吗？梁实秋就可以做到，他从梁任公在清华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活画出梁任公的人格魅力。梁任公的政治
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我敢断
言：在风云际会和星光灿烂的中国近代人才群体中，特别是
在遐迩有知的重量级历史人物中，人格魅力能与梁启超比试
者是不大容易找到的。我们应该感谢作者梁实秋先生，他让
我们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如火如荼的岁月里，第一个提出
建立中国图书馆学，“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
使人读其文，如观其人，听其声，难以忘怀。

五、拓展提升

1、写人如果能凸显人物个性，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一个
有着人格魅力的人，将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运用从本课中
学到的写人技巧，我们写一篇小作文：

从肖像、语言、动作或神态等的细节方面对班上同学进行刻
画，不写出名字。

2、通过这篇文章的阅读，同学们对任公先生可能有了新的认
识。尽管今天的我们不能像梁实秋那样身临其境亲耳聆听任
公先生的演讲，但现在大家也一定很有话想说。”



“请以‘任公先生，我想对您说……’为题写一句话或几句
话。”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七

梁实秋

演讲特点：开场白——独特

声音——沉着有力、宏亮激亢

内容——丰富而有趣

表情——成为表演、酣畅淋漓

人物特点：身材（短小精悍）、步履（稳健）

气质（风神潇洒）、眼神（光芒四射）

讲演时的神态、语言、动作——生动有趣，旁征博引，手舞
足蹈

（自负、谦逊、博闻强识、自由洒脱）

有文采，有学问，有热心肠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篇八

1、运用旁注的阅读方法，概括梁启超的形象特点；

2、学习运用外貌、动作、语言、神态等正面描写及侧面描写
等方式刻画人物；

3、体会作者对师长的景仰之情，同时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力量。



重点：品文品人，学习叙事中凸显人物的方法。

难点：学习作者写作中融入评论和感受的写法。

1课时

朗读法、讲授法、讨论法、多媒体教学法

1、先请同学们做个看图猜人题：根据屏幕上的三幅图片，猜
猜他是谁？

2、说说你所知道的梁启超：字，号；成就。

3、解题：

1）以一次演讲来写梁任公先生

2）称呼——景仰之情

1、朗读技巧：感情基调、语速、停顿、轻重读及音长短。

1、小组讨论：从这次演讲可看出梁任公先生什么样的特点呢？
请同学们仿照示例作些旁注。（ppt展示）

2、补充资料：

思考：任公先生为何哭，为何笑？仅仅是因为感情丰沛吗？

作者从细微处着笔，撷取自己学生时代最有价值的一个片段，
通过对一次演讲时先生的神态语言动作以及听众的感受，表
现了梁先生稳健、潇洒、风趣、博闻的学者形象，使我们对
学者的`梁启超先生多了份了解，多了份崇敬之情；作者写人
显情中透露着方法，我们要学习文章在描外貌、绘语言、举
行动、抓侧面中展现人物的个性特点的方法。



我们作为学生听的课不计其数，大家回忆一下，进入高中以
来有没有哪位老师的一节课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请同学
们用自己的生花妙笔记录下来，下节课与大家一起分享，看
看同学们能否猜出你所描述的老师。

要求：

1、抓住细节，突出特征；

2、语言简洁，描写生动；

3、不能出现老师姓名、学科。

演讲稿——整齐秀丽——办事认真，修养极好出场——其貌
不扬，神采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