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
设计意图(大全11篇)

竞聘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最适合的人选，雇主或评委会注重应
聘者的工作经验、知识技能和沟通能力等方面。在写总结时，
要注意突出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以体现自己的
职业优势。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些经典竞聘范文，供
大家借鉴。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一

教学目标：

1.会写5个生字，正确读记“诞生、洗澡、漩涡、花圃、逆时
针、司空见惯、无独有偶、见微知著、锲而不舍”等词语。

2.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摘抄对自己有启发的
句子。能仿照课文的写法写一段话，用具体事实说明一个观
点。

3.理解三个关于科学发现的故事，能从具体事例中正确理
解“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含义。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格言导入

1、师：同学们，老师这有几句格言，谁来读一读？



（出示格言：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团结就是力
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谁来说说你还知道哪些格言？这些格言都阐明了真实的道理，
所以我们也把

它们称之为真理（板书：真理），这些真理也常常成为我们
的座佑铭，指导我们的言行。

2、今天，老师再送同学们一条真理，那就是——真理诞生于
一百个问号之后。（板书课题）这也是今天要学习的一篇新
的课文。

读课题。谁能说说你是怎么理解的？（学生自由发言）

3、今天，我们就来探究真理和问号之间的关系。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大家自由读文，要求：

（2）画出文中直接描写问号和真理之间关系的语句，并多读
几遍。

2、师生交流：

（1）检查自学生字情况。汇报课文主要内容。

a、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
的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善于从细小的、司空见惯的现
象中看出问题，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
“？”拉直变成“！”，找到了真理。

b、善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却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有所创造，有所成就。

c、只要你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那么，当你解答
了若干个问号之后，就能发现真理。

（3）学生自由读句子，谈谈自己的理解。

（4）学生再读句子，思考：联系三个句子，想一想，作者说
这么多，其实想说什么？

（5）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内容板书，并小结。

三、再读课文，初步了解具体事例。

1、为了证明这一个观点，作者为我们阐述了三个具体的事例，
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概括出主要内容。

2、师生交流。

3、拓展阅读，阅读三个具体事例的有关背景资料。

四、课堂小结。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课文的主要想表达什么？

过渡：的确“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是经过实践检验
过的真理，课文就为我们摆出了三个具体的事例。

二、研读、感悟课文

1、请同学们自由读第一个事例（第三自然段），思考：具体



事例中的“？”

是什么？由此发现的“真理”是什么？从问号到真理的过程
是怎样的？

2、师生交流（教师出示表格）

问号是：为什么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朝逆时针
的防线旋转？

真理是：这种漩涡与地球的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旋转，
就不会产生。

过程是：反复实验和研究。

从这个事例中，你得到了什么启发？

3、教师小结：我们要善于观察个发现，敢于提出问题，并反
复实验，解决问题，就能得到真理。

4、自学第四、第五自然段。完成表格。

5、教师小结。

三、教师总结，片段仿写

1、总结课文特点。

2、练习仿写：

作者运用三个具体事实说明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
后”的观点。我们也仿照课文的写法进行一次小练笔，用具
体事实说明一个观点。比如，“功夫不负有心人”“虚心使
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团结就是力量”



3、学生小练笔

板书：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见微知著    善于发问

？           ！

不断探索

独立思考

锲而不舍

教学反思：

本课的跨越式教学，反思这次教学过程，我觉得比较好地实
验了跨越式的模式进行教学，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总结起来可
以归纳为：简洁、高效。

一、简洁

这里的简洁可以分为过程简洁和环节简洁。过程简洁指的是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抓住主要的重难点进行教学，在教
学过程中基本完成课标任务的同时，能够把节省下来的时间
进行拓展训练。教学中，抓住了“真理与问号之间的关系”
和事例中“问号与真理的关系”两个重要问题进行教学，在
学生理解了问题后，让学生进行学习，学生完成了任务后，
本课的讲授任务也基本完成了。环节简洁指的是在教学过程
中，没有为了讨论而设的讨论，朗读也根据教材的特色没有
进行多元朗读训练，师生交流也尽力做到简洁快速。



二、高效

能够按照跨越式实验模式进行教学，那么课肯定高效，四十
分钟需要进行课标的任务完成，又需要进行拓展阅读、小练
笔写作能够按时完成绝对的高效。《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
之后》这一文章很好地体现了跨越式实验教学模式的高效了。
原因是教材的篇幅适中，内容容易理解，而且文中的三个事
例的段落结构相同，可以放手让学生进行自学，学生也能够
根据教师的指导进行课文的学习和阅读的拓展以及小练笔的
写作。在第一课时上，教师要求学生进行阅读的拓展，让学
生对三个例子的背景有进一步的理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也
更加深刻。第二节课的小练笔，学生因为在第一课时进行的
拓展阅读中理解了三个事例的背景资料，而且三个例子也是
结构相同的，所以学生在学习三个例子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
省下时间进行小练笔了，在小练笔过程中，学生能够根据教
师总结的课文写作方法“提出观点——论证观点——总结观
点”的模式初步学习写作议论文，从反馈看来，学生的把握
不错。下面有学生的几篇二百字左右的小练笔，都是课堂上
完成的内容，大概花了十来分钟。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冯诗琪）

生活中有许多细微的小事。可是，如果你认真去思考，你就
会认为，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大事。

那次，我晚上很认真的做练习册，到了明天，老师开始评讲。
说道一条选择题，老师让我回答。我就站起来说“b”。立即传
来的声音不是“嗯，对”而是一阵又一阵的；“哗··怎么
可能？”可是，在“不可能”中听到夹杂着一两个说“没
错”老师见此景就说，选a的举手，于是大部分的人都举手啦，
全班只有渺渺的几个没有举手。当老师开始公布答案时，每
个人的手里想楸这一把汗。“b”一直高叫，把所有的人都吓坏
了。



真理掌握早少数人手中，这个就是真理。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张梓婷）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觉
得这句话说的没错。

就想我们一些棒的同学一样，每当测验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他就会骄傲起来。然而，到下一次测验的时候，他就会取得
很差的分数。因为他每当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他就会骄傲起
来，所以导致下一次测验取得不理想的分数。但是，当他取
得不理想的成绩时，他会从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下一次测验
他就会取得理想的成绩。

团结就是力量（曾海伦）

其实，世界上没有事，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一个人完成不
了，我们也可以叫人帮忙，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有一些
事是可以利用团结，比如：我们正要开一个大铁门，自己不
行，就得回去叫别人帮忙来一起拉铁门得绳索，如果一些人
远不够，就可以叫上所有人。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起
来，就成了一股任何东西都可以抗拒的无比力量。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程伟豪）

人人常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在以前每次听
到这一句话后，都不会相信，直至到三年级的一天，我才认
同这句话。

自从我经历了三年级的教训后，我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虚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也让我从中明白道：你得到了
很高的分数或很大的奖励，都不能骄傲，不能炫耀，不能自
大，要虚心，要谦虚，要继续努力！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李爽棋）

一次，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他学习的成绩突然提高，他看到
了自己是全班的第二名，很高兴。可是以前一二名的同学降
下到了10多名。那位同学骄傲了。在上课时，不再那么专心
了，做作业也完成就算了，没细心检查。在第二次考试成绩
下降到20多名。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虚心使人进步？骄傲
使人落后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以
爸爸、妈妈为实验对象，反复的观察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你有错误，就虚心改正，并多想想为什么，那你的成绩
一定能提高。但你一骄傲，以为自己学会了，就不听人说，
那你的一定会下降。

所以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二

阅读课文片段，回答问题。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节选）

当然，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的能力，不是凭空产
生的。正像数学家华罗庚说过的，科学的灵感，（绝决）不
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领域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
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给那些善于独（立力）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
的人。1．在括号里选出正确的字，用“_____”标出
来。2．解释下列词语。

4．这段话说明了什么？

5．“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你是怎样理解这课题的？
结合生活实际或已学过的知识谈一谈你自己的认识。



答案

1．绝立

2．见到事情的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实质和发展趋势的情况了。
不断地镂刻。比喻有恒心，有毅力。

3．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

4．真理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需要条件的。

5．真理的发现并非偶然，它需要人们善于发现问题，并且勤
于思考、不断探索。（言之有理即可）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三

本文的课题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它是课文的
主要观点，课文主要用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断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发
现真理。

二是学习课文用具体典型的事例说明观点的写作方法，了解
议论文的形式。

在讲课时，我把握文中的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开门见山，提出观点。

第二部分（第2段至第6段）运用事例，证明观点。（引出科
学发展史上的三个有代表性的事例。）

第三部分（第7段至第8段）总结全文，重申观点。

学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论说文，文中的说明观点的写作方法



要让学生弄明白。这样，我还从课后的问题入手，从整体到
局部的引导学生把握中心论点，落实文中的知识点，如前后
照应等。放手让学生通过合作探究来解决课文的学习。通过
课后的小练笔与课堂学生的学习表现可以看出学生的在前置
性学习上花费了比较大的功夫，前置性的学习的确能让课中
精彩无限。（课后的问题，学生们都掌握的很好，对于如何
写议论文，孩子们也掌握的比较透切。）

我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习的过程还给学生，把说话
的舞台让给学生，给学生充分自读自悟的时间，让学生有充
分的时间和圈画、思考、交流、汇报、朗读、表达。这样，
学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在语文课堂上有所收获。这也
是，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所追求的课堂。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四

哲学家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在自己涉世未深的时候，影响人最
大的就是自己的老师。老师是自己信赖的人，他们说的话大
多数会被接受，然后成为他们意志的继承者。世界是在向前
发展的，原有的观点会过时，错误的观点会被纠正，老师当
初教人的期望也不一定是好的。

有国外的作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不会改变，
除非老家伙们都死光了。”旧的观念会被新的观念所替代。
我想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家伙”都是坏人。有一些老家伙，
年纪大了，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本事不高，却内心贪婪，
有着强烈的`控制欲，看到谁超过自己心里就不舒服，就要想
方设法去打压；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不放过，而且还要从娃
娃抓起，从小给他们灌输一些坏的思想，好让他们超不过自
己，好让自己在家里一人高高在上。如此一代一代传下去，
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在0几年的时候，经常在
电视和校长演讲中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富不过三



代。”

要分辨真理与谎言其实很简单，只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就可以了，这就是规律。好人必定有好下场，坏人
终不会有好报。坑害别人的事不要去做，坑害别人的话不要
去听。接受善意的句子，不接受恶意的谎言。自己的事情要
靠自己做主。要广听言论，又要相信自己。

要有不屈不挠的品质，坏人一时的成功只是一种欺诈，引诱
人误入歧途，毁掉的是人的一生。有时候，真理要自己去发
现，当真理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东西，才对自己真正的有价值。
真理，所有人都追求的信条。信对了真理收获辉煌，信错了
谎言收获失败！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五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其实，这句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人们总是很尊敬发现真理的人。其实，要发现真理，说难也
不难，说容易并不容易。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从你身边
擦肩而过。你能不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这要看你有没有一
双敏锐的眼睛，看你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看你有没
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看你能不能从偶然中抓住必然。

一位奥地利医生，看到儿子睡觉时，忽然眼珠子转动起来。
他感到奇怪，连忙叫醒了儿子，儿子说他刚才做了一个梦。

这位医生想，眼珠子转动会不会与做梦有关呢?

于是，他把儿子当成了“试验品”：每当儿子睡觉时，他便
守在旁边。一旦发现儿子眼珠子转动，就叫醒儿子，儿子总
是说做了一个梦。



医生又细细地观察他的妻子，后来又观察了邻居，都发现同
样的情况。于是，他写出了论文，指出了当人的眼珠子转动
时，表示睡者在做梦。

他的论文引起各国科学家的注意。如今，人们研究梦的生理
学，用眼珠子转动的次数，转动时间，测量人做梦的次数、
梦的长短。

文档为doc格式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六

在讲课时，我把握文中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段）开门
见山,提出观点。第二部分（第2段至第6段）运用事例,证明
观点。（引出科学发展史上的三个有代表性的事例。）第三
部分（第7段至第8段）总结全文,重申观点。学生第一次接触
这样的论说文，文中的说明观点的写作方法要让学生弄明白。
这样，我还从课后的问题入手，从整体到局部的引导学生把
握中心论点，落实文中的.知识点，如前后照应等。放手让学
生通过合作探究来解决课文的学习。通过课后的小练笔与课
堂学生的学习表现可以看出学生的在前置性学习上花费了比
较大的功夫，前置性的学习的确能让课中精彩无限。（课后
的问题，学生们都掌握的很好，对于如何写议论文，孩子们
也掌握的比较透切。）

我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习的过程还给学生，把说话
的舞台让给学生，给学生充分自读自悟的时间，让学生有充
分的时间和圈画、思考、交流、汇报、朗读、表达.....这样，
学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在语文课堂上有所收获。这也
是，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所追求的课堂。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七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这句



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人们总是很尊敬发现真理的人，以为只有天才才能发现真理。
其实，要发现真理，说难也不难，说容易并不容易。真理常
常就在你的身边，能不能发现它，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
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有没有敢于坚持探求真
理的勇气。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
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很善于从细小的、司空见惯的自
然现象中看出问题，追根求源，终于把“?”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

就拿洗澡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然而，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
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
是为什么呢?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进行了反复的实
验和研究。1962年他发表了论文，认为这种漩涡与地球的自
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旋转就不会产生这种漩涡，由于地球
不停地自西向东旋转，而美国处于北半球，便使洗澡水朝逆
时针方向旋转，北半路的台风也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其道
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还断言，如果在南半球，洗
澡水的漩涡将向顺时针方向旋转，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他的这种见解，引起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在各
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结论完全正确。

无独有偶。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发
现美国东海岸和欧洲西海岸同纬度的地区都有一种蚯蚓，而
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这是为什么?这个疑问，引起了
当时正在研究大陆和海岸起源问题的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
注意。魏格纳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有限，无法跨
越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正好说明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
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裂开分成了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
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



一书。

最有趣的是一位奥地利医生，他看到儿子睡觉时，忽然眼珠
子转动起来。他感到奇怪，连忙叫醒儿子，儿子说他刚才做
了个梦。这位医生想，眼珠子转会不会与做梦有关?于是他以
儿子、妻子、邻居为实验对象，进行了反复的观察实验，最
后写出论文，指出当人的眼珠子转动时，表示睡者正在做梦。
如今，人们研究梦的生理学，便用眼珠子转动的次数、转动
的时间，测量人做梦的次数、梦的长短。

洗澡水的漩涡、蚯蚓的分布、睡觉时眼珠子的转动，这些都
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却
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岂止三个?它说明科学并不神秘，真理
并不遥远，只要你见微知著，那么，当你解答了一百个问号
之后，必能发现真理。

1、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2分)

2、文采用的最主要的论证方法是____________(2分)

3、第三自然段中加点的“发现者”与“创立者”的位置不能
互换，原因是：(3分)

4、第三自然段中划直线的句子的含义是(3分)

5、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岂止三个?”在这句话中，“这样的
事例”是指怎样的事例?(3分)

参考答案：

1、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2、举例论证

3、“发现”与上文的“定理、定律”相对应，“创立”与上
文的“学说”相对应，如调换了，搭配就不恰当了。(如从人
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来谈，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4、解决了疑难问题，发现了真理。

5、洗澡水的漩涡、蚯蚓的分布、睡觉时眼珠子的转动三个事
例或打破砂锅问到底，有坚持不懈地探索精神的人。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八

课文的题目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这句话既是
课文的标题，也是课文的主要观点，文章结构清晰，论证观
点的几个小故事引人入胜，用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
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在现实
生活中发现真理。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能从具体事例中正
确理解“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含义，并学习课文
的写法写一段话，用具体事实说明一个观点。教学完本课后，
综合同事的意见的自己的感受，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紧抓事例，理解观点，感悟精神，能举一反三，对课文
的学习落到了实处。

为了论证“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这一论点，文中运
用了洗澡水的漩涡，紫罗兰花的变色，睡觉时眼珠的转动三
个事例，他们写法很相似，因此在学习这三个事例时，我把
重点放在第一个事例“洗澡水的漩涡”上，先理清这一段的
结构，再抓住“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进行了反复
的实验和研究。”这句话反复引读体会谢皮罗不断发问、不
断探究的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面的教学打下了基
础。随后，我指导学生自己学习余下的两个事例，发现其与
第一个事例的相同点，给学生充分自读自悟的时间，让学生



有充分的时间圈画、思考，让学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
接着，我引导学生把视野放到课外，想想还有哪些类似的事
例能证实课文的观点，学生的思维被充分调动起来，纷纷说
出了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瓦特发明蒸汽机、鲁班发明锯的.故
事。

二、以“？”拉直变成“！”为本堂课的主要线索，一步一
步引导学生理解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含义。

整堂课，一个个大大的问号贯穿于每一个教学环节，教学过
程中我有意识的引导学生留意每一个事例中的发问，紧紧扣
住了课文的论点，板书也非常直观的突出了课文的观点。

三、文体特征十分突出。

这是学生学习到的第一篇议论文课文，因此让他们对议论文
的突出特点应该要有所了解，我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发
现议论文“观点明确”、“事证有力”、“逻辑严谨”这三
个特点，并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印象深刻。

四、读写结合，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运用。

这堂课的目标之一就是“会用具体事实说明一个观点”，在
学生学习课文、了解议论文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我在课堂
是进行了小练笔：用具体事实说明一个观点。“功夫不负有
心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团结就是力
量”……但是我考虑到课堂上写一篇文章是不合实际的，因
此我指导学生写提纲——“我的观点”“所选事例”“我的
结论”，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方法。

五、在细节上还要注意。如：在学完科学家的精神之后，应
用激励性和启发性的语言鼓励学生在生活中注重观察，敢于
发问为今后找到真理作好准备。课堂上大的流程很流畅，但
是具体的环节里问题有些细碎、繁多，学生学起来可能会觉



得有些紧迫。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九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是六年制小学语文人教版课
标实验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中的一篇精读课文。它属于
一篇议论文，课文的题目也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课文用三
个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锲
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真理。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充分地考虑课文的特点和学校学生的实
际情况，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思路：

在导入环节，我注重了单元的整体性，抛出了《跨越百年的
美丽》中的居里夫人依靠什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问题，
从学生的回答中来引出课题。进而，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质
疑课题，让学生带着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来学习课文，有效地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读感知环节，我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读时间，在此基础上，
检查了学生的字词预习情况，重点从字音、字义、字形三个
方面来汇报，课上学生汇报的效果很好，可见预习的充分，
六年级大部分学生的字词方面的预习习惯基本上养成了。之
后，对课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指说的学生回答得很完
整，进而全班学生练说，整体上把握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我主要运用了表格，采用了教—扶—放的方法，对学生汇报
的谢皮罗教授的例子进行了重点指导，让学生明白科学家是
从现象中发现问题——经过研究——得出真理的，从而证明
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学生汇报的第二个是列，则进
行了扶，让其依据表格的而要求来完成，允许小组合作，在
汇报的时候，及时地加以指导，自读结论和问题来加深印象;
第三个事例，则完全放手给学生，仅将正确的表格内容说清
即可。至此，不但局限于课文中的事例，让学生交流自己了



解到的事例，教师也恰到好处的出示自己课前搜集的资
料——鲁班发明了云梯，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魏格纳的大
陆漂移学说等。众多科学家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
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课文的学习并没有结束，找到真理还需要条件，学生
汇报，教师的引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读悟中明白
科学家们还需要有见微知著、善于发问、独立思考、锲而不
舍等精神。最后，回归第二自然段——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
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造者，差
不多都善于从细小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问题，不断发
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理解本段的意思之后，点明了课文的观点，即
课题——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在本节课的最后，让学生归纳总结所学，从课文的内容和写
法两方面来汇报。重点让学生明白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观点的
写法，学生基本汇报出来。作业环节，我设计了必做题和选
做题，让学生有选择的余地，充分地关注了每一个的学生。

一节课下来，自我感觉本堂课学习目标基本达成，学生的学
习效果也不错，但是这堂也不免有些遗憾：学生是学习主体，
课上我尽量将自主权交给学生，但教师的引导也不少，应该
最大限度地给予学生自主的空间和时间;语文教学注重读中感
悟理解，自己引导学生的品悟还不够，朗读也是浅尝即止，
没有把学生的感悟推向深层，从中也可以看到自己在课堂调
控方面还存在不足。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这次
的区优课我已上完，但在其中我实践了自己新的教学尝试，
得到了不少收获，也看到了自己仍需不断提高的空间。小学
语文教学研究的路还很长，我将以不断学习，不断探究，不
断实践的信念把这条路走好。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是第五组课文的第三篇。课文
的题目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这也是课文的主
要观点。课文主要用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断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发现真理。

教学这篇课文，我力求让学生自主学习，并通过阅读分享，
让学生达到因学文而心有所动。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习的过程
还给学生，把说话的舞台让给学生。我始终让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给学生充分自读自悟的.时间，让学生
有充分的时间和圈画、思考、汇报、朗读、表达..... 让学
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在语文课堂上有所收获。

从具体事例中正确理解“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含
义是这一课的重、难点。对课文中的三个事例，我指导学生
研读的重点是具体事例中的“问号”是什么?由此发现的“真
理”是什么?从“问号”到“真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通过
读读议议，拨动学生心弦。

教学中，我引导“敏锐地注意”“敏感地意识到”“百思不
得其解”以及“反复的研究和实验”“许多实验”“反复的
观察实验”等词句，并三次回扣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使学生
在反复地诵读中体会和领悟到“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
后”的深刻含义，感受和感悟到见微知著、独立思考、锲而
不舍、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多种形式地朗读、感悟让
学生彼此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说说自己读了课文中的三个
事例有什么感受?透过“!”还能感受到什么?感悟“!”蕴含
的丰富情感内涵。在此基础上一咏三叹再读课题，读出自己
的感受，此时，学生对课题、对课文的认识也得到了升华。
学生在阅读分享中心有所动，与此同时，训练学生结合课文
仿写，练笔表达也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一节课下来，自我感觉本堂课学习目标基本达成，学生的学



习效果也不错，但是这堂也不免有些遗憾：高年级学生字词
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因此在开课的字词学习的安排确
实必要性不大;另外，在引领学生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方面，
在这堂课上还显得有欠缺，没有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感悟。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十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是六年制小学语文人教版课
标实验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中的一篇精读课文，它属于
一篇议论文，课文的题目也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课文用三
个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锲
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真理。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充分地考虑课文的特点和学校学生的实
际情况，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思路：

在导入环节，我注重了单元的整体性，抛出了《跨越百年的
美丽》中的居里夫人依靠什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问题，
从学生的回答中来引出课题。进而，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质
疑课题，让学生带着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来学习课文，有效地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读感知环节，我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读时间，在此基础上，
检查了学生的字词预习情况，重点从字音、字义、字形三个
方面来汇报，课上学生汇报的效果很好，可见预习的充分，
六年级大部分学生的字词方面的预习习惯基本上养成了。之
后，对课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指说的学生回答得很完
整，进而全班学生练说，整体上把握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我主要运用了表格，采用了教—扶—放的方法，对学生汇报
的谢皮罗教授的例子进行了重点指导，让学生明白科学家是
从现象中发现问题——经过研究——得出真理的，从而证明
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学生汇报的第二个是列，则进
行了扶，让其依据表格的而要求来完成，允许小组合作，在



汇报的时候，及时地加以指导，自读结论和问题来加深印象;
第三个事例，则完全放手给学生，仅将正确的表格内容说清
即可。至此，不但局限于课文中的事例，让学生交流自己了
解到的事例，教师也恰到好处的出示自己课前搜集的资
料——鲁班发明了云梯，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魏格纳的大
陆漂移学说等。众多科学家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
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课文的学习并没有结束，找到真理还需要条件，学生
汇报，教师的引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读悟中明白
科学家们还需要有见微知著、善于发问、独立思考、锲而不
舍等精神。最后，回归第二自然段——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
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造者，差
不多都善于从细小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问题，不断发
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理解本段的意思之后，点明了课文的观点，即
课题——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在本节课的最后，让学生归纳总结所学，从课文的内容和写
法两方面来汇报。重点让学生明白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观点的
写法，学生基本汇报出来。作业环节，我设计了必做题和选
做题，让学生有选择的余地，充分地关注了每一个的学生。

一节课下来，自我感觉本堂课学习目标基本达成，学生的学
习效果也不错，但是这堂也不免有些遗憾：学生是学习主体，
课上我尽量将自主权交给学生，但教师的引导也不少，应该
最大限度地给予学生自主的空间和时间;语文教学注重读中感
悟理解，自己引导学生的品悟还不够，朗读也是浅尝即止，
没有把学生的感悟推向深层，从中也可以看到自己在课堂调
控方面还存在不足。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这次
的区优课我已上完，但在其中我实践了自己新的教学尝试，
得到了不少收获，也看到了自己仍需不断提高的空间。小学



语文教学研究的路还很长，我将以不断学习，不断探究，不
断实践的信念把这条路走好。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是第五组课文的第三篇。课文
的题目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这也是课文的主
要观点。课文主要用事实论述了只要善于观察，不断发问，
不断解决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根求源，就能发现真理。

教学这篇课文，我力求让学生自主学习，并通过阅读分享，
让学生达到因学文而心有所动。

从具体事例中正确理解“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含
义是这一课的重、难点。对课文中的三个事例，我指导学生
研读的重点是具体事例中的“问号”是什么?由此发现的“真
理”是什么?从“问号”到“真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通过
读读议议，拨动学生心弦。

教学中，我引导“敏锐地注意”“敏感地意识到”“百思不
得其解”以及“反复的研究和实验”“许多实验”“反复的
观察实验”等词句，并三次回扣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使学生
在反复地诵读中体会和领悟到“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
后”的深刻含义，感受和感悟到见微知著、独立思考、锲而
不舍、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多种形式地朗读、感悟让
学生彼此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说说自己读了课文中的三个
事例有什么感受?透过“!”还能感受到什么?感悟“!”蕴含
的丰富情感内涵。在此基础上一咏三叹再读课题，读出自己
的感受，此时，学生对课题、对课文的认识也得到了升华。
学生在阅读分享中心有所动，与此同时，训练学生结合课文
仿写，练笔表达也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一节课下来，自我感觉本堂课学习目标基本达成，学生的学
习效果也不错，但是这堂也不免有些遗憾：高年级学生字词
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因此在开课的字词学习的安排确
实必要性不大;另外，在引领学生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方面，



在这堂课上还显得有欠缺，没有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感悟。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教学设计意图篇十一

讲具事体例时，我采用了教----放的方法，对学生汇报的谢
皮罗教授的例子进行了重点指导，让学生明白科学家是从现
象中发现问题——经过研究——得出真理的，从而证明了真
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学生汇报的第二、三个事列，则完
全放手给学生，将内容说清即可。至此，不但局限于课文中
的事例，让学生交流自己了解到的事例。众多科学家的事例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课文的学习并没有结束，找到真理还需要条件，学生
汇报，教师的引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读悟中明白
科学家们还需要有见微知著、善于发问、独立思考、锲而不
舍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