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尊严的导入设计 尊严的教案示
例(大全9篇)

在紧迫的时刻，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发挥意外的作用，我们应
该如何最大化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呢？如何在一分钟内提高自
己的专注力？掌握这些一分钟表达技巧，让你的言简意赅更
有说服力。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一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注意从内容中体会思想，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4．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句子里体会到年轻人自
尊的品格，从中感受自尊者自立的道理。

同学们，活人一定要活出尊严，就像老师今天介绍给大家的
这位年轻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1．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明确：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
下，没有直接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等自己帮主人干
完活之后，才肯吃下去的事。

2．以小组为单位选派代表，抓住年轻人的表现，谈各自的体
会。

如：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
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年轻人立刻狼



吞虎咽地吃起来；描写年轻人语言的句子先生，那我不能吃
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食物要引导学生结合
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内容体会思想。

3．点拨，揭示中心

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明确：因为他有尊严。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能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尊严。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以《尊严》给我的启示为内容，写一篇日记。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二

1、认识6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尊严、逃难、
善良、朴实、款待、例外、喉结、赞赏、捶背、僵硬、许配、
面呈菜色、疲惫不堪、狼吞虎咽、骨瘦如柴”等词语。认识
多音字“难”，重点指导“尊、善”的写法。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继续练习默读课文，积累含有近义词



的四字词语。

3、通过想象画面、比较句子等方法，品读文中描写人物外貌、
动作、语言的词句，从中感悟人物形象。

4、抓住语言描写中的标点变化及否定词的运用，进一步体会
年轻人一次比一次坚定的态度。

5、体会年轻人哈默自尊自强的品质，懂得什么是尊严；学习
杰克逊大叔的美好品质。

抓住课文中对哈默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感悟人物的形
象。

理解镇长杰克逊对女儿说的话：“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可他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一）导入新课

（二）解题

逆境折磨我们，我们该如何面对呢？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论
厄运》和周国平的《直面苦难》都有非常精彩的阐述。本课
时的学习，我们要达成以下目标。

（三）展示目标

在比较阅读中，体会深沉的哲理，培养正确面对逆境的态度。

（四）阅读讨论

1、集体朗读《论厄运》，然后思考：作者主张如何面对厄运？

明确：“征服”、“无所畏惧”、“战胜”、“坚
忍”——“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



2、浏览全文，讨论：作者主张如何面对苦难？

明确：“咬牙挺住”、“不倒下”、“承受”——以最真实
的勇气维护人的.尊严。（板书）

（朗读第3——8段）

（五）比较辨析

两文表述的逆境观有不同，《论厄运》认为厄运中存在希望，
要坚忍，在战胜厄运中创造奇迹、实现价值、体现美德。
《直面苦难》认为苦难会给人们带来伤害，不应美化和炫耀
苦难，而应勇敢地承担苦难，以维护人类的尊严。

（六）各抒己见

评价两种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师点拨：英雄可以激励我们，但身处逆境，我们能做什么更
为重要。“平民化的逆境观”距离我们更近，更具有启迪作
用，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

（七）总结全文

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面对逆境，希望同学们能记住两位智者对
我们的告诫。这里还有一些有关逆境的名言警句，我介绍给
大家，以此共勉。

苦难有如乌云，远望去但见墨黑一片，然而身临其下时不过
是灰色而已。（里希特）

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人，才能
算是真正的强者。自古以来的伟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
精神，从逆境中挣扎奋斗过来的。（松下幸之助）



没有经历过逆境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琼森）

一颗高尚的心应当承受灾祸而不是躲避灾祸，因为承受灾祸
显示了意志的高尚，而躲避灾祸显示了内心的怯懦。（阿霍
蒂诺）

当一个人镇定地承受着一个又一个重大不幸时，他灵魂的美
就闪耀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感觉，而是因为他是
一个具有高尚和英雄性格的人。（亚里士多德）

（八）反馈练习

你认为应该如何面对逆境，把你的思考写出来，作为自己的
座右铭。

板书设计：

尊严

年轻人杰克逊

（不劳而获得（尊重别人的尊严，

到的是施舍，慧眼识才。）

靠劳动得到的才是报酬）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三

理解课文意思，体会人物内容感情变化。

布置预习课文。（课前）

1．自己读课文，解决生字：包括查字典、问别人等。



2．把课文读熟。

3．把不理解的地方标注出来。

导入新课：你遇到过乞丐吗？你在怎样做的？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妇女，她的做法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
是怎样做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了他的尊严》。

一、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读课文（中等生）。纠正字音。绺、濡、履……

2．小结学生预习情况。

4．说说本课讲了一件什么事？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

二、理解课文内容。

1．指名读1-8段。

说说你都知道了什么？

教师引导；第一各乞丐原来希望从妇人那里得到什么？（钱
或说施舍）

实际他得到了什么？（答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他知道凭
自己的力气可以挣到钱，用自己力气挣到的钱是有尊严的。）

联系课文理解：濡湿、慷慨施舍……

2．指名读9——13。



说说你都知道了什么？

双手健全的乞丐为什么不搬砖？

联系课文理解不屑。

夫人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人的好意？“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有两
只手”这句话你是怎样理解的？

三、指导朗读：这篇课文中的任务性格各不相同，你能在朗
读中体现出来吗？

分角色朗读课文。

为了他的尊严

一只手的乞丐凭自己的力气

妇人不接受照顾

双手健全的乞丐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四

1．认识本课4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注意从内容中体会思想，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4．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句子里体会到年轻人自
尊的品格，从中感受“自尊者自立”的道理。

同学们，活人一定要活出，就像老师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位
年轻人。



读前设问：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1．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明确：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
下，没有直接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等自己帮主人干
完活之后，才肯吃下去的事。

2．以小组为单位选派代表，抓住年轻人的表现，谈各自的体
会。

如：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
了”；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结上下动了
动”，“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描写年轻人语言
的句子“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
到这些食物”……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
内容体会思想。

3．点拨，揭示中心

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明确：因为他有。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能改变一个
人的人生。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以“《》给我的启示”为内容，写一篇日记。

教案点评：

这是一篇自读课文，教师可以用一些有关“”的小故事导入
新课，先让学生准确理解“”这个词，然后放手让学生去自
读自悟，重要的是能通过本篇课文学会怎样去做人。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五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19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

2、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乞丐从女主人那儿得到的
做人的尊严，懂得了自尊。

3、鼓励学生自读自悟，合作交流理解课文意思，把握文章的
特色，了解文章中的孩子与双手健全的乞丐这两个人物在表
达中心时所起的作用。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分角色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乞丐从女主人那儿得到的
做人的尊严，懂得了自尊。

2、鼓励学生自读自悟，合作交流理解课文意思，把握文章的
特色，了解文章中的孩子与双手健全的乞丐这两个人物在表



达中心时所起的作用。

教学方法：　谈话法、小组合作学习法等。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见过乞丐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
对待他们的？

2、师：在许多人眼里，乞丐是被人看不起的，是不被人尊重
的。被人看不起，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这就失去了做人的尊
严。（板书：尊严）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讲述的就是和尊严
有关的故事。（板书完课题）请齐读课题。

3、读了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

二、品读感悟，学习课文

1、整体感知课文

打开书，带着这些问题，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看看
自己能弄懂哪些问题。

（1）学生自由读课文，并思考刚才提出的问题。

（2）学生汇报、交流，并提出还没有弄懂的问题。



2、对比学习“他”前后不同的外貌描写。

课题中的“他”就是故事中的（板书：乞丐），“他”长得
什么样呢？请从文中勾出描写“他”样子的句子。

（1）学生勾画、汇报。

（2）师课件出示句子：这个乞丐很可怜，他的右手连同整条
手臂断掉了，空空的袖子晃荡着，让人看了很难过，碰上谁
都会慷慨施舍的。

男生齐读此句，师问：他让人觉得怎样？（板书：可怜）怎
样可怜？（板书：独臂）

（3）可是，若干年后，他却变了一副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请女生读：（课件出示句子）他西装革履，气度不凡，跟那
些自信、自重的成功人士一模一样。美中不足的是，这人只
有一只左手，右边是一条空空的衣袖，一荡一荡的。

这时的他让人觉得怎样？（板书：体面、董事长）句中哪些
词写出了他的体面？（指导学生理解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和
自信、自重，并从中体会到此时的他已拥有了做人的尊严。）

指导朗读这两句。

（4）师引导学生质疑：同一个人，原来是那样的可怜，现在
却是如此的体面。此时，你一定很想知道……（生：他为什
么会由一个可怜的乞丐变成一个体面的董事长呢？）

3、学习第13—21自然段

同学们到一个感人的场景中去找答案吧。（课件出示
第13—21自然段的文字和配音朗读）

（1）学生边听边思考问题。



（2）指名回答。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读相应句子（并板书：
妇人帮助自己拼搏）

4、学习第1—12自然段

若干年前，妇人是如何帮助乞丐，以致于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运呢？现在我们就通过品读妇人的语言来认识她吧。（课件
出示妇人的四次语言）

（1）师：有一天，一个独臂乞丐来到一个妇人家里乞讨。她
却是这样说的……

请第一组同学读句子：（可是女主人毫不客气地指着门前一
堆砖对乞丐说：“你帮我把这些砖搬到屋后去吧。”）

师：妇人怎样指着砖对乞丐说话？谁来读出妇人的毫不客气？
独臂乞丐向她乞讨，她却毫不客气地说了这样的话，让人觉
得她……（太狠心、太没有同情心……）

（2）师：乞丐生气了，责怪女主人捉弄自己，可女主人并不
生气，还动手搬起砖来。

请第二组同学读句子：（她只用一只手搬了一趟说：“你看，
并不是非两只手才能干活。我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呢？”）

师：妇人这样做，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乞丐什么？

（3）师：乞丐怔住了，然后搬起砖来。砖搬完了，妇人给了
他20元钱。他感激地向妇人道谢，可妇人这样说……请第三
组同学读句子：（妇人说：“你不用谢我，这是凭你自己的
力气挣的工钱。”）

师：与第一句对比，你现在对妇人的看法改变了吗？说说理
由。（妇人是为了让乞丐明白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这样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活得有尊严。妇人是在真正地帮
助乞丐。）

指导朗读这句。

（4）师：妇人的孩子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叫乞丐搬砖。母亲
对他说……请第四组同学读句子：（母亲说：“砖放在屋前
和放在屋后都一样，可搬不搬对乞丐来说就不一样了。”）

师：“一样”又“不一样”，怎样理解这句话呢？为了理解
这句话，请同学们把独臂乞丐和文中其他乞丐比一比，看看
他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先同桌同学讨论一下，再请
学生汇报。

（相同：他们都是乞丐。不同：独臂乞丐只有一只手，文中
其他乞丐双手健全；独臂乞丐搬了砖，双手健全的乞丐没有
搬砖；他们的命运不同。结合学生的回答，品读独臂乞丐搬
砖的句子，引导学生感受他搬砖的不容易。）

再来理解妇人对孩子说的话。（“一样”指砖放在哪里对妇
人来说是一样的。“不一样”指搬不搬砖对乞丐的命运不一
样。因为“搬”就意味着把握一个机会，让乞丐有可能认识
到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唤醒他们的自尊意识，脱离乞讨
生活。）

如果乞丐向妇人的孩子乞讨，他会怎么做？

师：妇人的孩子代表了生活中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的慷
慨施舍只能满足乞丐的一时之需，却无法改变乞丐以后的生
活。这样，更反衬出妇人通过让乞丐搬砖而使他受到教育的
方法太巧妙了。

指导朗读母亲对孩子说的话。



三、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小组讨论。

（2）请学生汇报。

2、师总结：是啊，只有拥有自信和做人的尊严，依靠自己的
拼搏，才能取得成功。老师送几则名言给大家，齐读（课件
出示）：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只要愿意做，人无所不能。

（3）弱者把希望寄托于他人，强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板书设计：

为了他的尊严

妇人帮助

独臂乞丐——-——董事长

（可怜）自己拼搏（体面）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六

体会文中描写人物外貌、动作、语言的句子，从中感悟人物
形象

1.探究问题一：通过三次对话这年轻人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探究问题二：杰克逊大叔怎么知道年轻人将会是百万富翁？



是啊！年轻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哪怕从一件小事中叶要保
持做人的尊严，坚持做人的原则，最后受到人们的赏识与尊
敬，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上三年级的林林和好朋友一起
上街买东西。突然，他们被一阵锣鼓声吸引了。林林拉着朋
友的的手来到人群里，想看一看究竟。还没等他们挤进人群，
却被一位商人模样闹心耆死顺隼础？；小朋友，你想有许多
钱吗？“中年商人低声问道。林林不假思索的说：“当然
了！”那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看你长的文文静静，是一
名学习很好的孩子。只要你上台说，吃了我们厂出产的‘健
脑灵’片学习才好的，我就给你一百元钱？“可是我没吃过
这种药啊！我该怎么办？”，林林为难地问旁边的朋友。

同学们，假如你就是林林的朋友，你来帮助一下林林该怎么
选择，并说出你的理由。（生生相互讨论）

师总结：同学们的辩论很精彩，其实老师只想告诉你们：在
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应处处维护自己的尊严！做一
个顶天立地的人！

7、尊严

（自立+讲原则+自强+自尊）×努力==成功

教后记：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用一两句话文中的哈默，从中理
解文章的内容。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七

教学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目标：



1．从描写年轻人神态、动作、语言的句子里体会到年轻人自
尊的品格，从中感受“自尊者自立”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认识本课4个生字。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同学们，假如你是一个饥肠辘辘、精疲力尽的逃难人，有人
将食物送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做？（出示课文插图）有一
位年轻人，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读完《尊严》
这篇课文，你就知道了。

（二）学生自学课文

（出示阅读提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小组合作研讨

教师深入到各小组，了解学生自学课文和小组讨论情况，适
当给予点拨、诱导。

（四）集体汇报交流

1．指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明确：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
下，没有直接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等自己帮主人干
完活之后，才肯吃下去的事。



2．以小组为单位选派代表，抓住年轻人的表现，谈各自的体
会。

（如：描写小伙子神态的句子“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
了”；描写年轻人动作的句子“他的喉结上下动了
动”，“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描写年轻人语言
的句子“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
到这些食物”……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句子，从
内容体会思想。）

3．点拨，揭示中心

年轻人的表现令人钦佩，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呢？

（因为他有尊严。）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能改
变一个人的人生。）

（五）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

（鼓励学生从小就要有自尊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尊严。）

（六）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自由读。

2．指名读。

3．分角色读。

（七）布置作业



以“《尊严》给我的启示”为内容，写一篇日记。

（八）板书设计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八

《为了他的尊严》本课教学，本着“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
实实求发展”的教学观进行教学，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以读为本，读中感悟

“以读为本”是语文教学的学科特点，教学中，教师引导学
生采用轻声读、默读、分角色读等方法，有自由读、个别读、
集体读、老师的导读等形式，让学生带着问题认真地读，细
心品读，以读促讲，以读代讲，以读代教，使学生在读中理
解，读中感悟。

2、相信学生，凸显主体

教学中，教师充分相信和尊重学生，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的时空。当学生知道独臂乞丐成为董事长后，老师
提出“独臂乞丐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是什么原因使独臂乞
丐的命运发生巨变的”这一问题，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由
果溯因，自然过渡到2—8自然段的学习。然后教师放手让学
生自读自悟，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交流，教师的引导表现为
一种启迪，一种激励，较好地达到了教学目标。

3、发展思维，启发想象

要突破本课的教学难点，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使学
生理解尊严在本课的含义，就应抓住独臂乞丐情感变化这一
线索，在教材的空白处启发学生想象，点燃思维的火花。教
学中多处设计了启发学生想象的练习，如：“独臂乞丐为什



么很生气，他会怎么想？”“他看到女主人用一只手搬砖后，
他会怎么想？”“搬砖的经历在独臂乞丐以后的生活中怎样
激励他面对人生的挫折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这些想象练习
的设计，使学生深入独臂乞丐的内心世界，较好地突破了教
学难点。

尊严的导入设计篇九

1、学会本课19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

2、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乞丐从女主人那儿得到的
做人的尊严，懂得了自尊。

3、鼓励学生自读自悟，合作交流理解课文意思，把握文章的
特色，了解文章中的孩子与双手健全的乞丐这两个人物在表
达中心时所起的作用。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分角色读课文。

1、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乞丐从女主人那儿得到的
做人的尊严，懂得了自尊。

2、鼓励学生自读自悟，合作交流理解课文意思，把握文章的
特色，了解文章中的孩子与双手健全的乞丐这两个人物在表
达中心时所起的作用。

谈话法、小组合作学习法等。

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略）



1、同学们，你们见过乞丐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
对待他们的？

2、师：在许多人眼里，乞丐是被人看不起的，是不被人尊重
的。被人看不起，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这就失去了做人的尊
严。（板书：尊严）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讲述的就是和尊严
有关的故事。（板书完课题）请齐读课题。

3、读了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

打开书，带着这些问题，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看看
自己能弄懂哪些问题。

（1）学生自由读课文，并思考刚才提出的问题。

（2）学生汇报、交流，并提出还没有弄懂的问题。

课题中的“他”就是故事中的（板书：乞丐），“他”长得
什么样呢？请从文中勾出描写“他”样子的句子。

（1）学生勾画、汇报。

（2）师课件出示句子：这个乞丐很可怜，他的右手连同整条
手臂断掉了，空空的袖子晃荡着，让人看了很难过，碰上谁
都会慷慨施舍的。

男生齐读此句，师问：他让人觉得怎样？（板书：可怜）怎
样可怜？（板书：独臂）

（3）可是，若干年后，他却变了一副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请女生读：（课件出示句子）他西装革履，气度不凡，跟那
些自信、自重的成功人士一模一样。美中不足的是，这人只
有一只左手，右边是一条空空的衣袖，一荡一荡的。

这时的他让人觉得怎样？（板书：体面、董事长）句中哪些



词写出了他的体面？（指导学生理解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和
自信、自重，并从中体会到此时的他已拥有了做人的尊严。）

指导朗读这两句。

（4）师引导学生质疑：同一个人，原来是那样的可怜，现在
却是如此的体面。此时，你一定很想知道……（生：他为什
么会由一个可怜的乞丐变成一个体面的董事长呢？）

同学们到一个感人的场景中去找答案吧。（课件出示
第13—21自然段的文字和配音朗读）

（1）学生边听边思考问题。

（2）指名回答。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读相应句子（并板书：
妇人帮助自己拼搏）

若干年前，妇人是如何帮助乞丐，以致于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运呢？现在我们就通过品读妇人的语言来认识她吧。（课件
出示妇人的四次语言）

（1）师：有一天，一个独臂乞丐来到一个妇人家里乞讨。她
却是这样说的……

请第一组同学读句子：（可是女主人毫不客气地指着门前一
堆砖对乞丐说：“你帮我把这些砖搬到屋后去吧。”）

师：妇人怎样指着砖对乞丐说话？谁来读出妇人的毫不客气？
独臂乞丐向她乞讨，她却毫不客气地说了这样的话，让人觉
得她……（太狠心、太没有同情心……）

（2）师：乞丐生气了，责怪女主人捉弄自己，可女主人并不
生气，还动手搬起砖来。

请第二组同学读句子：（她只用一只手搬了一趟说：“你看，



并不是非两只手才能干活。我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呢？”）

师：妇人这样做，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乞丐什么？

（3）师：乞丐怔住了，然后搬起砖来。砖搬完了，妇人给了
他20元钱。他感激地向妇人道谢，可妇人这样说……请第三
组同学读句子：（妇人说：“你不用谢我，这是凭你自己的
力气挣的工钱。”）

师：与第一句对比，你现在对妇人的看法改变了吗？说说理
由。（妇人是为了让乞丐明白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这样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活得有尊严。妇人是在真正地帮
助乞丐。）

指导朗读这句。

（4）师：妇人的孩子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叫乞丐搬砖。母亲
对他说……请第四组同学读句子：（母亲说：“砖放在屋前
和放在屋后都一样，可搬不搬对乞丐来说就不一样了。”）

师：“一样”又“不一样”，怎样理解这句话呢？为了理解
这句话，请同学们把独臂乞丐和文中其他乞丐比一比，看看
他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先同桌同学讨论一下，再请
学生汇报。

（相同：他们都是乞丐。不同：独臂乞丐只有一只手，文中
其他乞丐双手健全；独臂乞丐搬了砖，双手健全的乞丐没有
搬砖；他们的命运不同。结合学生的回答，品读独臂乞丐搬
砖的句子，引导学生感受他搬砖的不容易。）

再来理解妇人对孩子说的话。（“一样”指砖放在哪里对妇
人来说是一样的。“不一样”指搬不搬砖对乞丐的命运不一
样。因为“搬”就意味着把握一个机会，让乞丐有可能认识
到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唤醒他们的自尊意识，脱离乞讨



生活。）

如果乞丐向妇人的孩子乞讨，他会怎么做？

师：妇人的孩子代表了生活中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的慷
慨施舍只能满足乞丐的一时之需，却无法改变乞丐以后的生
活。这样，更反衬出妇人通过让乞丐搬砖而使他受到教育的
方法太巧妙了。

指导朗读母亲对孩子说的话。

（1）小组讨论。

（2）请学生汇报。

2、师总结：是啊，只有拥有自信和做人的尊严，依靠自己的
拼搏，才能取得成功。老师送几则名言给大家，齐读（课件
出示）：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只要愿意做，人无所不能。

（3）弱者把希望寄托于他人，强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为了他的尊严

妇人帮助

独臂乞丐——-——董事长

（可怜）自己拼搏（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