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
稿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说课稿(大

全8篇)
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活动，让我们一同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在下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能够打动人心的播音稿样本，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借鉴和启迪。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一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编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
材必修一第三单元，这个单元的设计目标是学习写人记事的
散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看似记事，实为写
人，通过写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梁任公先生的性格及特点，
并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这是一篇生动风趣而又饱含深情
的回忆性散文。作者梁实秋先生撷取学生时代最有价值的记
忆片段构思成文，如同摄像，只选取几个精彩的镜头，来集
中表现人物独特魅力的一面。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意
味深长，作者对任公先生的真挚情感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

这篇课文放在必修一第三单元“写人记事的散文”中。单元
目标是要透过对人与事的细节描写，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根据课程标准，围绕“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标要求，结
合必修一第三单元的单元目标，我把这一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赏析课文精彩的人物描写，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
方法。

2、品味文章典雅有趣、隽永朴实的语言特点，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



3、体察任公先生的真性情与爱国情怀，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
生的崇敬之情。

本课的重点放在赏析课文中对梁任公先生精彩生动的描写上，
以此来了解人物的特点，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方法。

难点在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体察任公
的爱国情怀。

这部分内容是教学的重难点，要浓墨重彩，因为这是体察人
物个性、情操的关键，也是使学生通过文本受到人文熏陶的
关键。

高中语文课改提出的新理念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
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教学中要力求突出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特征，把发现、体验、感悟、交流的
权利交给学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得”
的目的。

本文言简意赅又生动丰富，我先运用情境设置法，激发学生
兴趣；然后用阅读法和圈点勾画法，让学生熟悉文本，也让
学生学会作旁注的学习方法；之后再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
法，并让学生在全班交流；最后采用问答法，使学生主动感
知，探索求真；针对教学重难点，我立足文本，点拨引导、
讨论探究，在赏析语言、体味情感中，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另外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本课所学的写人技巧。

（一）导入。

情境教学能极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愿望，促进学生主动、创
造性的学习，所以我用诗句和图片设置情境来导入，让学生
主动走进文本。具体是这样的：（多媒体显示梁启超图片及
其生平文字）《诗经》中有一句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比喻崇高的德行。梁任公先生正是那高山，那景行。今天，
我们就跟随梁实秋先生一起走进清华，去领略梁任公先生的
风采。（板书课题）

（二）赏析课文精采的人物描写。

高中语文课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
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
意识。这一环节具休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文，找出课文中描写梁任公先生的精彩语
句，全班分组讨论：这些精彩生动的描写表现了他怎样的性
格、气质和修养？学生阅读课文，圈点勾画，小组讨论，交
流发言，教师归纳板书。

有才华，有修养。

外貌――身材（短小精悍）步履（稳健）气质（风神潇洒）
眼神（光芒四射）。

开场白（独特）――谦逊而自负，风趣幽默。

声音――沉着有力、洪亮而又激亢。

神态、动作（敲打秃头，手舞足蹈，掩面顿足，狂笑叹
息）――博闻强记、自由洒脱、率真。

课文对梁任公先生精彩生动的描写，有很多内容学生容易把
握，如人物的肖像描写、独特的开场白、生动形象的动作描
写等，这些学生会关注的，容易把握的，交给学生自己去探
讨交流，教师不多讲。在这个环节中，学生容易忽略有些细
节里所隐含的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这个单元的
目标是要透过对人与事的细节描写，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全面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高中语
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
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
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所以我把教学过程的第三个环
节设计为：引导学生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
理，体察任公的爱国情怀。

（三）引导学生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
体察任公的爱国情怀。

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隐含在他讲《箜篌引》、讲《桃花扇》、
讲杜甫诗句的细节描写中。要体察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就
要引导学生去分析这三个细节描写。我主要采用问答法来引
导学生，具体的教学流程是这样的：

细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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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我们看这首诗，诗中出现了哪两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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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回答：直面死亡的勇气。



师：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让你想到了谁？

预设回答：梁任公先生。这个“公”其实就是梁任公先生的
写照，梁任公先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
况下仍执意为之，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意志顽强，可
歌可泣。先生讲《箜篌引》时那么投入，正是因为他有和诗中
“公”一样的直面死亡的勇气。

细节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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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痛哭流涕不能自
已。

师：先生讲到《桃花扇》时为什么会悲从中来，痛哭流涕？
（多媒体显示《桃花扇》的相关内容：《桃花扇》是清代孔
尚任的戏曲，借写离合之情，悲叹明朝的灭亡。其中所说的
皇帝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在
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而是勤勉辛劳，只可惜当时
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江山移人，在清兵攻入北京城后
自缢而死。）

预设回答：先生由《桃花扇》想到国家的衰亡，所以悲从中
来，痛哭流涕。

预设回答：先生由崇祯皇帝想到了他敬重的光绪皇帝。光绪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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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政治生涯早早结束，导致戊戌变
法的失败。先生悲的是光绪帝被软禁，悲的是维新变法的失
败，悲自己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无法实现。

细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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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哪位同学知道杜甫这首诗的题目？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怎
样的？



预设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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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极而泣。

师：先生讲到此诗时为什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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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时代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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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堂小结。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让学生自己总结，
为梁任公先生画像，在班上发言。

（五）拓展提升。

布置一篇小作文：运用从本课中学到的写人技巧，从肖像、
语言、动作或神态等细节方面对班上某一位同学进行刻画，
不写出名字。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二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编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
材必修一第三单元，这个单元的设计目标是学习写人记事的
散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看似记事，实为写人，通
过写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梁任公先生的性格及特点，并表
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这是一篇生动风趣而又饱含深情的回



忆性散文。作者梁实秋先生撷取学生时代最有价值的记忆片
段构思成文，如同摄像，只选取几个精彩的镜头，来集中表
现人物独特魅力的一面。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意味深
长，作者对任公先生的真挚情感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

这篇课文放在必修一第三单元“写人记事的散文”中。单元
目标是要透过对人与事的细节描写，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根据课程标准，围绕“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标要求，结
合必修一第三单元的单元目标，我把这一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赏析课文精彩的人物描写，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
方法。

2、品味文章典雅有趣、隽永朴实的语言特点，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

3、体察任公先生的真性情与爱国情怀，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
生的崇敬之情。

本课的重点放在赏析课文中对梁任公先生精彩生动的描写上，
以此来了解人物的特点，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方法。

难点在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体察任公
的爱国情怀。

这部分内容是教学的重难点，要浓墨重彩，因为这是体察人
物个性、情操的关键，也是使学生通过文本受到人文熏陶的
关键。

高中语文课改提出的新理念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
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积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教学中要力求突出教师
主导，学生主体的特征，把发现、体验、感悟、交流的权利



交给学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得”的目
的。

本文言简意赅又生动丰富，我先运用情境设置法，激发学生
兴趣；然后用阅读法和圈点勾画法，让学生熟悉文本，也让
学生学会作旁注的学习方法；之后再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
法，并让学生在全班交流；最后采用问答法，使学生主动感
知，探索求真；针对教学重难点，我立足文本，点拨引导、
讨论探究，在赏析语言、体味情感中，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另外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本课所学的写人技巧。

（一）导入

情境教学能极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愿望，促进学生主动、创
造性的学习，所以我用诗句和图片设置情境来导入，让学生
主动走进文本。具体是这样的:

（多媒体显示梁启超图片及其生平文字）《诗经》中有一句诗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崇高的德行。梁任公先生正
是那高山，那景行。今天，我们就跟随梁实秋先生一起走进
清华，去领略梁任公先生的风采。（板书课题）

（二）赏析课文精采的人物描写

高中语文课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
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
意识。这一环节具休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文，找出课文中描写梁任公先生的精彩语
句，全班分组讨论:这些精彩生动的描写表现了他怎样的性格、
气质和修养？学生阅读课文，圈点勾画，小组讨论，交流发
言，教师归纳板书。

演讲稿（整齐美观）——认真细致，有才华，有修养



外貌——身材（短小精悍）步履（稳健）气质（风神潇洒）
眼神（光芒四射）

开场白（独特）——谦逊而自负，风趣幽默

声音——沉着有力、洪亮而又激亢

神态、动作（敲打秃头，手舞足蹈，掩面顿足，狂笑叹
息）——博闻强记、自由洒脱、率真

（三）引导学生通过文章中的有关细节来揣摩人物的心理，
体察任公的爱国情怀

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隐含在他讲《箜篌引》、讲《桃花扇》、
讲杜甫诗句的细节描写中。要体察任公先生的爱国情怀，就
要引导学生去分析这三个细节描写。我主要采用问答法来引
导学生，具体的教学流程是这样的:

细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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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我们看这首诗，诗中出现了哪两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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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回答:直面死亡的勇气。

师: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让你想到了谁？

预设回答:梁任公先生。这个“公”其实就是梁任公先生的写
照，梁任公先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
下仍执意为之，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意志顽强，可歌
可泣。先生讲《箜篌引》时那么投入，正是因为他有和诗
中“公”一样的直面死亡的勇气。

细节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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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痛哭流涕不能自
已。

师:先生讲到《桃花扇》时为什么会悲从中来，痛哭流涕？
（多媒体显示《桃花扇》的相关内容:《桃花扇》是清代孔尚
任的戏曲，借写离合之情，悲叹明朝的灭亡。其中所说的皇
帝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在位
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而是勤勉辛劳，只可惜当时明
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江山移人，在清兵攻入北京城后自
缢而死。）

预设回答:先生由《桃花扇》想到国家的衰亡，所以悲从中来，
痛哭流涕。

预设回答:先生由崇祯皇帝想到了他敬重的光绪皇帝。光绪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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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政治生涯早早结束，导致戊戌变法
的失败。先生悲的是光绪帝被软禁，悲的是维新变法的失败，
悲自己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无法实现。

细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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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哪位同学知道杜甫这首诗的题目？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怎样
的？

预设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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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极而泣。

师:先生讲到此诗时为什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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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时代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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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堂小结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让学生自己总结，
为梁任公先生画像，在班上发言。

（五）拓展提升

布置一篇小作文:运用从本课中学到的写人技巧，从肖像、语
言、动作或神态等细节方面对班上某一位同学进行刻画，不
写出名字。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三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是一篇生动而又饱含深情的记人叙
事的散文。本文通过记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作
为学者的梁任公先生独特的魅力和崇高的品质。文章篇幅短
小，辞约意丰，对任公的敬仰之情化于叙述描写之中。文章



开篇介绍梁启超，中间讲述梁任公演讲的过程，结尾评价梁
启超，期间穿插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文章似浅实深，平实
的叙述中蕴含丰厚的文化韵味。

二、单元目标与课文目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人教版语文必修１第三单元
的第三篇课文。第三单元学习写人记事的散文。该单元的教
学目标是透过对人与事的描写，仔细揣摩人物言行、心理，
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看作者如何在人物描写中体现对人
物品行的评价，如何在叙事中表现或隐或显的情感倾向。据
此，我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三维目标定为：

知识与能力目标：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手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品悟梁任公的真性情和爱国情怀，唤起
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三、学情分析

学生对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已比较熟悉，文章结构的把握，线
索的梳理及作者情感的体会都不是难事。不过由于学生缺少
一定的文学积淀，任公演讲中引用的诗句对学生来说比较难
以理解，任公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易被学生所体察。不过，如
果课堂上学生的知识积累被调动，爱国情感被触发，他们定
会对梁任公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四、教学重点及难点

本文重点放在对先生演讲中旁征博引的诗句的理解上，以此
来体会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

难点在《箜篌引》的理解和赏析上。同学们这首诗比较陌生。
因此，我引导学生先学习《桃花扇》、杜甫的《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初步领会梁任公的爱国情怀，再结合任公的经历
进一步赏析《箜篌引》，这样就相对容易了。

这部分内容是教学的重难点，因为这是体察人物个性、情操
的关键，也是使学生通过文本受到人文熏陶的关键。

五、说教法与学法

朱熹说过：“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教学方法要突出以老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把发现、体验、感悟、交
流的权利交给学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
得”的目的。

在教学中，我将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借助多媒体等电教手段，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前让学生预习课文，并作旁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整体把握课文时，采用默读法和圈点
旁注法，之后采用讨论探究法，由学生发言、总结；针对教
学重难点，我立足文本，运用分析法、点拨引导法，培养学
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进取精神；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所学
的细节描写的手法。

六、说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诗经》中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崇高的德行。
梁任公先生正是高山，景行。今天，我们就跟随梁实秋先生
一起走进清华，去领略梁任公的风采。

（二）整体感知

阅读课文，品味并思考：梁实秋先生印象中的梁任公是个什
么样的人？（“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课文哪些语
句分别体现了梁任公的这些性格特点？在课文相应处修改旁



注，并分小组讨论。（引导学生体察本文描写人物的手法）

（三）问题探究

（“有学问”，“有文采”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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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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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悲的是变法的失败，光绪帝被囚禁。他为
国家悲，为民族悲，为百姓悲。

2、为何讲到杜甫的`诗，“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
大笑了”？

此诗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热”，他为国家而忧，为百姓而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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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腔的爱国热情。

（以前两个问题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箜篌引》，加深学生
对任公忧国忧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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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国维先生曾评：“这十六字构成中国诗坛最悲壮凄惨的一幕，
是用血写成的。”渡河人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他为何毅
然而行呢？是什么让他赴河而王呢？是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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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拓展提升

1）描写手法

1、正面（语言、动作、神态、肖像等）

2、侧面

2）课堂练习：

学习本文写人手法，描写你最熟悉的一位老师。

1、抓住细节，突出特征；

2、语言简洁，描写生动；

3、不出现老师姓名、学科。

（五）总结

梁任公为革命奔走呼号，向死而生；为学术筚路蓝缕，笔耕
不辍；为学生他强忍病体，孜孜不倦。我苍白的语言无法诉
请先生才情之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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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显示《少年中国说》，
学生齐读）

相关范文

上一篇：



下一篇：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四

知识与技能

1、培养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表达交流能力。

2、学会通过细节描写凸显人物个性的手法。

3、学习借鉴梁先生的演讲技巧。

4、了解梁实秋的创作风格。

让学生学会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新知，提高能
力。

1、体察任公先生的真性情与爱国情怀，感知伟人的人格魅力。

2、塑造自我美好的心灵。

通过对细节的深入理解体察任公先生的爱国精神。

学习借鉴梁先生的演讲技巧。

对《箜篌引》的理解。

情境设置法 问答法 讨论法

一课时

一、 导入 （2分钟）

课前音乐（课件播放清华园图片，配以清华老校歌，营造氛
围）



清华一直是中国万千学子心中的梦，那是一座神圣庄严的殿
堂。清华一直以严谨治学而著称，清华精神起源于梁启超当
年的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自此历代清华人便将浓缩于
《周易》的八个大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铭记
于心。在那里潜心研究学问，砥砺宽厚品格。勇担国家重任，
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后来梁启超先生又多次在清华演讲，
成为众多学子的精神领航者。那么本文作者梁实秋就用饱含
爱和深情的笔触回忆了当年在清华园聆听的先生的一次精彩
演讲，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梁实秋一道，走进清华园，一起聆
听先生的教诲，领略大师的演讲风采。

二、 板示课题

三、理思路（6分钟）

问题导引：

明确：第1段简述演讲的一些背景，特别强调不少“显宦”
与“叱咤风云的人”的演讲，都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2段介绍梁任公的演讲稿工整、美观，特别强调读他的演讲
稿和听他的演讲相差甚远。

用“显宦”“叱咤风云的人”的演讲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来衬托梁任公先生的演讲必是不同凡响；以读这篇演讲稿和
直接听讲演趣味上的差别，进一步突出强调他的演讲的独特
魅力。这两段的侧面烘托，让人在未听其演讲前，既充满好
奇和兴趣，又会产生敬佩之情，下文具体描写演讲情景作铺
垫。

中间几段描写了这次演讲的主要情况，最后一段点明梁任公
作为学者的主要特点，结束全文。

板书：



一 （1、2）演讲的背景以及演讲稿的情况（作铺垫）

二（3～9）演讲的主要情况。

三（10）点明先生作为学者的主要特点。

四、 抓细节

本文名为记事，实为写人。通过写一次演讲的几个片段，对
梁启超的语言、动作、神态、外貌等方面进行形象生动的描
写，突出了他的学者风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充
分体现了梁实秋的文字简洁明快的创作风格，他善于撷取一、
二个或几个印象鲜明的生活片断来刻画人物。（1分）

（一）、本节课我们重点来分析作者的几个精彩的细节描写，
深入理解先生形象。

问题导航：文中有哪些精彩的细节描写？分别表现了人物的
哪些性格品质？（3分）

1、闪亮登场：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 肥大的长袍

步履稳健 风神潇洒 左右顾盼 光芒四射

分析作用：外貌描写的文字不多，但很传神。先写身材、肖
像、衣着，后写精神气质，外表平凡普通，内在稳重、潇洒
自信，展现一个卓越不凡的大家的形象和风范。

作者这样来描写自己的老师，表达了对老师的一种什么样的
感情呢？

（明确：表达学生对老师的由衷赞美之情。）（3分）

2、 独特的开场白：（4分）



登场亮相已是气度不凡，那么任公先生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开始自己的演讲呢？下面我们来分析第二处细节——梁氏独
特的开场白。（同学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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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此处细节描写对于突出人物形象有什么作用呢？

1）、分析作用：通过对梁任公先生的动作、神态、语言的细
节描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梁任公是一个风趣幽默、有一点
谦虚同时又很自信、不矫揉造作、率真自然的人。

2）、设计表演：让同学模仿梁任公的语气来读这两句开场白，
加进动作和神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达先生演讲的魅力。

点评：很好，我听出了先生的那种自信与得意，如果再配上
标准的广东话就更逼真了。希望你在以后的演讲中也能设计
一个像先生这样独特的开场白，先声夺人，抓住听众的心。
刚才通过 的表演，一个大家形象就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简短的几句开场白显示了先生富有感染力的人格气质。这也
文章中的一个亮点。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序曲，精
彩的部分还在后面。下面我们来分析第三处细节——先生背
诵的情景。

3、背诵的情景（3分）

同学齐读：“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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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生学识渊博、记忆力好，其次任公先生不是一个正襟
危坐、高高在上的很严肃的那么一个人，可能就像我们在生
活中见到的那么一个老先生——随性自然、和蔼可亲。



先生的演讲可以说是精彩迭出，敲头的动作已深深镌刻在作
者的心头，先生到了动情之处手舞足蹈近于表演的情景更令
作者难以忘怀。

4、手舞足蹈近于表演的情景（8段）（10分）

问题探究：

补充资料：

（1）、《桃花扇》中《哭主》一出戏（课件展示）

（2）、任公先生最喜欢吟诵屈原的诗，“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3）、最推崇古代的一位诗人——杜甫，他说杜甫不是诗圣，
是情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说，这样的诗只
有最富有同情心的人才能够写出来。

（4）、梁启超又给自己取号为“饮冰室主人”，“饮冰”出自
《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
与？”

庄子假托三个故事，以此来说明处世的艰难，从而引出庄子
的处世之道。其中一个故事就是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时向孔
子求教。此次出使，责任重大，我心里十分害怕，“今吾朝
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我今天早上接受国君诏命，
到了晚上就得饮用冰水，恐怕是因为我内心焦躁担忧吧！）

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用“饮冰室主人”为笔名，
可见其内心惶恐焦灼，他忧国忧民，忧心如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一个忧国忧民，有着满腔爱国热
忱的人，所以他在演讲时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又张口大



笑，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师明确：左良玉哭的是皇帝驾崩，大厦将倾，梁启超悲的是
自己追随的皇帝刚刚起飞就折断翅膀，悲的是国家运势无法
扭住，他的悲在于他的一腔爱国热情无法释怀。所以这里再
次表现梁启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2）、梁任公先生读杜诗时“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可
见先生一定是与这首诗产生了共鸣的，为什么呢？（课件出
示杜诗）

明确：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动荡混乱，先生就生活在这样
的时代。国家的动荡让他涕泗交流，战乱平定国家安定让他
张口大笑。可以说，梁任公已经将自己当成作品中的人物了，
他和杜甫一样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

教师小结：从任公先生哭与笑的细节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先生的一腔爱国情怀。所以说任公先生的晚年虽不谈政治，
专心学术。但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感。而且已深埋
心间，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了。

5、以上作者通过描写先生演讲时最动人的几个细节，突出了
先生的形象。

而作者在回忆先生讲《箜篌引》这首古诗的时候，没有对先
生演讲的情景作传神细致的描写，以突出人物形象，那么作
者回忆这个片段的作用是什么呢？ （3分）

故事：朝鲜水兵在水边撑船巡逻时，见一个白发狂夫提壶渡
江，被水冲走。 他的妻子劝阻不及，悲痛欲绝，取出箜篌对
着江水反复吟唱。一曲 终了，她也投河随夫而去。朝鲜水兵
回家向自己的妻子丽玉讲述了 这个故事，丽玉援引故事中的
悲情，创作了这首歌曲，听过的人无不动容。



作用：听先生演讲后二十年，作者又遇到实际的情境，回想
起老师当年的演讲，感受更加强烈。引用这首诗充分说明先
生当年讲得逼真、深刻， 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上作者通过对这几个演讲片段的描写，再现了当时精彩的
演讲场面，突出了梁先生的形象。演讲时先生随作品内容而
情不能自已，是源于内心对生活、对学术的热爱，这是一种
真性情，是爱国救国热忱的一种体现，也是热心肠的一种体
现。

让同学概括任公先生的形象（2分）

认真、修养好

风神潇洒

谦逊、自负

博闻强识

感情丰沛

随性自然

（二）、小练笔 （5分）

模仿本文写人手法，描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写一个片段。

要求：

1、抓住细节，突出特征。

2、 语言简洁，描写生动。

3、不出现姓名。



4、完成后，由各组推荐，本人朗读，由听众辨别是谁，看谁
写得最像。

教师点评：能够抓住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神态作以生
动细致地描绘，使人物特征突出，形象鲜明。很好。

五、 品情味（2分）

情感和趣味是散文的灵魂与核心。下面我们就来品味作品中
蕴含的情感和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情趣和趣味。作者笔下的
任公先生是一位学问高深又很会演讲的学者，具有卓越的才
华和高雅的情怀，作者对老师充满敬仰、欣赏和赞美之情。
另外作者用语诙谐，又善于在纯正的白话书面语中自然加进
文言词句，书卷气浓，极富有雅趣。可以说文章格调高雅。
梁实秋的散文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篇幅
虽不长，但却能令人在短时间内去体会人生，参悟智慧。难
怪老舍的夫人胡絮青这样评价他，“生前著作无虚日，死后
文章惠人间”。

六、 作结语（1分）

今天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通过学习这篇散文，我们有幸
结识了一代散文大家——梁实秋，了解了他格调高雅、文字
简约的创作风格。也学习了他用传神的细节描写凸显人物个
性的手法。也透过他的文字，领略了梁任公先生作为学者的
气质和风度。任公先生就像是一座高山，我们仰慕他，更要
学习他能够将爱国精神融注在自己的生命中，体现在行动上。
时刻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铭记
在心。做事要坚持，不得一曝十寒；待人要宽厚，应有容人
之量。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五

知识与技能



1、引导学生学习叙事中表现人物的方法，激发学生想象的情
感，更好地体会人物讲演时的形象和性格。

2、从课外搜集梁启超事迹，让学生讲述，以全面了解他的人
格魅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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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与方法

1、探究合作，搜索信息，把握文章内容。

2、品读体味，深入领略人物的品格魅力。

3、揣摩分析，借鉴协作技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对梁任公先生含蓄的敬仰之情，理解任公先生忧国
忧民、关心国事的精神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教学重点

分析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的。

教学难点

学习记叙中加入作者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写法。

教学方法

朗读法、探究法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课文朗读磁带

教学时间

安排一个课时

一、导语设计

大家看过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吗？许多优秀学者在节目
中通过一次次精彩的演讲，展示了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儒雅的
学者风范，闻名全国。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也是一位演讲高
手。就让我们跟着梁实秋一起走进清华，去领略梁任公的风
采。

二、文本解读

（一）知识积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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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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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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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梁实秋，中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9xx年就读
于清华大学，1923年留学美国。创作以散文小品著称，风格
朴实隽永，有幽默感，以《雅舍小品》为代表作。主要著作有
《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译著《莎士比亚全
集》，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

3、请学生到黑板上为加点字词注音



叱咤莅临迥异精悍激亢箜篌酣畅蓟北

（二）信息筛选

明确：深刻的印象，感染影响了听众。

原句：“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
印象”

“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

“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

“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三）合作探究

（请同学们讨论他的特点，在文中找出相关语句并参照课后
练习一给这些语句加旁批。讨论结束后，每组派多位代表向
全班同学发布讨论结果，发布内容包括特点及旁批，教师归
纳整理板书）

梁任公演讲特点：

开场白：独特（谦逊、自负）

声音：沉着有力，洪亮激亢（沉稳、睿智）

内容：丰富有趣（博闻强记、学识丰富）

表情：成为表演、酣畅淋漓（感情丰沛）



外貌：身材（短小精悍）、眼神（光芒四射）、步履（稳
健）、气质（潇洒）

神态：生动有趣（自负、谦逊）

语言：旁征博引（风趣、博闻强记）

动作：手舞足蹈（自由洒脱）

总之，梁任公是一个有学问，有文采，感情丰沛，沉稳睿智
潇洒，热心肠而又谦逊的学者形象。

2、提问：梁启超的形象如何在文中得到完美展示的？

明确：在对事件的描述中插入对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
神态等的细节描写，在细节和侧面描写中展示人物性格特征。

3、如何理解“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有情节，
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这段话。

（补充资料：这里说的悲剧是《古诗源》里记载的一个故事，
说“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
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妻援箜
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
”

而在梁任公讲稿中是这样的：“古乐府里头有一首箜篌引，
不知何人所作，据说是有一个狂夫，当冬天早上，在河
边‘披发乱流而渡’。他的妻子从后面赶上来要拦他，拦不
住，溺死了。他的妻子做了一首‘引’，是：‘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看起来梁启超在演讲
中是作了即兴渲染的）

学生讨论后，明确：《箜篌引》的悲剧在于狂夫对渡河的执



着和牺牲。联系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情况，梁启超在解释
《箜篌引》时体现出志士们在国家衰亡，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为寻找国家民族出路而敢作敢为、英勇执着、勇于牺牲的精
神。

（四）拓展探究

散发《少年中国说》，学生大声朗读，感受梁启超的情操和
胸襟，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三、课堂小结

这篇课文题为记一次演讲，好像是记事，其实是写人，通过
写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梁任公的一些特点，并表达对老师
的崇敬之情。本文撷取作者学生时代最有价值的记忆片段构
思成文，篇幅短小，语言简练，意味深长，精彩纷呈，对老
师的真挚情感融化在叙述描写中。

四、作业设计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六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是一篇生动而又饱含深情的记人叙
事的散文。本文通过记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的情景来表现作
为学者的梁任公先生独特的魅力和崇高的品质。文章篇幅短
小，辞约意丰，对任公的敬仰之情化于叙述描写之中。文章
开篇介绍梁启超，中间讲述梁任公演讲的过程，结尾评价梁
启超，期间穿插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文章似浅实深，平实
的叙述中蕴含丰厚的文化韵味。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人教版语文必修1第三单元的
第三篇课文。第三单元学习写人记事的散文。该单元的教学
目标是透过对人与事的描写，仔细揣摩人物言行、心理，体
察人物的个性、情操。看作者如何在人物描写中体现对人物



品行的评价，如何在叙事中表现或隐或显的情感倾向。据此，
我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三维目标定为：

知识与能力目标：引导学生学习细节描写的写作手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品悟梁任公的真性情和爱国情怀，唤起
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学生对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已比较熟悉，文章结构的把握，线
索的梳理及作者情感的体会都不是难事。不过由于学生缺少
一定的文学积淀，任公演讲中引用的诗句对学生来说比较难
以理解，任公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易被学生所体察。不过，如
果课堂上学生的知识积累被调动，爱国情感被触发，他们定
会对梁任公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本文重点放在对先生演讲中旁征博引的诗句的理解上，以此
来体会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

难点在《箜篌引》的理解和赏析上。同学们这首诗比较陌生。
因此，我引导学生先学习《桃花扇》、杜甫的《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初步领会梁任公的爱国情怀，再结合任公的经历
进一步赏析《箜篌引》，这样就相对容易了。

这部分内容是教学的重难点，因为这是体察人物个性、情操
的关键，也是使学生通过文本受到人文熏陶的关键。

朱熹说过：“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教学方法要突出以老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把发现、体验、感悟、交
流的权利交给学生，以达到“读中有品，品中有悟，悟中有
得”的目的。

在教学中，我将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借助多媒体等电教手段，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前让学生预习课文，并作旁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整体把握课文时，采用默读法和圈点旁



注法，之后采用讨论探究法，由学生发言、总结;针对教学重
难点，我立足文本，运用分析法、点拨引导法，培养学生主
动学习的意识和进取精神;布置小作文，迁移拓展所学的细节
描写的手法。

(一)情境导入

《诗经》中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崇高的德行。
梁任公先生正是高山，景行。今天，我们就跟随梁实秋先生
一起走进清华,去领略梁任公的风采。

(二)整体感知

阅读课文，品味并思考：梁实秋先生印象中的梁任公是个什
么样的人?(“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课文哪些语句分
别体现了梁任公的这些性格特点?在课文相应处修改旁注，并
分小组讨论。(引导学生体察本文描写人物的手法)

(三)问题探究

(“有学问”，“有文采”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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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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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悲的是变法的失败，光绪帝被囚禁。他为国
家悲，为民族悲，为百姓悲。

2、为何讲到杜甫的诗，“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
笑了”?

此诗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热”，他为国家而忧，为百姓而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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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腔的爱国热情。

(以前两个问题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箜篌引》，加深学生对
任公忧国忧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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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国维先生曾评：“这十六字构成中国诗坛最悲壮凄惨的一幕，
是用血写成的。”渡河人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他为何毅
然而行呢?是什么让他赴河而王呢?是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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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拓展提升

1)描写手法

1、正面(语言、动作、神态、肖像等)

2、侧面

2)课堂练习：

学习本文写人手法，描写你最熟悉的一位老师。

1、抓住细节，突出特征;



2、语言简洁，描写生动;

3、不出现老师姓名、学科。

(五)总结

梁任公为革命奔走呼号，向死而生;为学术筚路蓝缕，笔耕不
辍;为学生他强忍病体，孜孜不倦。我苍白的语言无法诉请先
生才情之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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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显示《少年中国说》，学生齐
读)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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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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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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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时

赏析法 讨论法 朗读法

生字词卡片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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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说课稿篇八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1921年左右，
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
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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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
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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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
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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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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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
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
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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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
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
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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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
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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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悲从衷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
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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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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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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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
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