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人教学设计(优秀8篇)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一

这首诗是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因此
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但是这首诗不只是单纯写对鲁
迅的怀念，而是通过与鲁迅截然相反的“有的人”的对比，
批判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和压迫者，热情歌颂了鲁
迅先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号召人们做真正的有价
值的人。

作者曾说：“对于这样一位巨人作全面的歌颂，那是很难下
笔的。我只是概括地从他生前为人民奋斗牺牲而不想到个人，
在他死后人民热烈纪念他这两点上来表现他的伟大。”“为
了加强、突出主题的意义，丰富这篇短诗的内容，通篇用了
对比的表现方法，题目不写做纪念鲁迅而叫做‘有的
人’。”

1、理解诗歌的深刻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并试
着依照该诗结构写写身边《有的人》。

2、学习鲁迅的伟大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学生能声情并茂地朗诵这首诗。

理解诗歌的深刻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一、新课导学明目标

1、同学们，这几天的学习，我们的目光一直追随一个人，这
个人就是——

(出示鲁迅人像)



2、对于鲁迅，你都了解什么呢?

师：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病逝，他最后的遗言是
什么?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4、出示本课的学习目标，指名一生读。

二、依学定教自主互助适时引导

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目标：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关于读
书这一学习目标，请同学们先拿出预习卡，看第一块内容。
这里老师把读书分为三级目标，一是读正确，二是读出韵律，
三是读出感情。

1、读正确通过预习，能把诗读正确请举手，看来咱们班同学
都有较强的独立认字的能力，字词无障碍，这一环节就无需
教了。

2、读出韵律

能读出韵律，是读的中级目标，怎样才能称得上是读出韵律
呢?

生：就是读出轻重缓急、抑扬顿挫。

通过预习，能将这首诗歌读出韵律的请举手。(生举手，师点
数。)

推荐一位同学选一小节展示一下。

生1：读自选一小节。

师：你们听出来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了吗?请你当当小老师，



教教大家你的读诗方法。

小老师上台教大家怎么读出诗歌的节奏。

各学习小组长组织小组成员，选择一节诗歌，练习读，师巡
视指导。

检查展示各小组学习情况，互评小组学习结果。

过渡：过同学之间互教互助黄老师欣喜地看到你们都能有节
奏地读好这首诗。加油吧，向朗读的最高目标冲刺!

3、指导读出感情

师：怎想读出感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先来交流交
流，课前的先学都读懂了什么?因为要读出诗的感情，应建立
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之上。拿出预习卡，看第二个表格。

交流自读结果：

理解第一小节中两个“活”与“死”各指什么?

从第二节的“骑”与“俯”读明白了：

懂得"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比喻意。

你们听出什么情感?想到了哪两个词?请生逐一板书。

师范读生用心感受听着听着，你想到哪两个词。

分小组感情朗读诗歌

三、领悟写法

1、比较读，组内讨论：这首诗歌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2、这两种人，“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

1、生质疑

2、共解疑

首诗是纪念鲁迅的，但诗中没有一个地方有鲁迅的名字。为
什么?

你从哪句诗中看到了鲁迅的影子?想到了他的哪件事呢?

为什么纪念鲁迅的文章却不写鲁迅的名字?

3、哪些人也是作者要歌颂的人呢?

全班配乐齐读

出示作家巴尔扎克有一句关于诗的经典的论述，“诗句是一
些种子，应当在别人心底开花。(生齐读)

我们先让她开出最小的一朵。这朵花就是试着写出我们自己
心中的《有的人》提示：

(1)可以想想身边的大人或同学们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而且这
两个优缺点是一组反义词，

小组内可以思考交流。

(2)想想是什么样的行为让他有这样的优点和缺点。

(3)不同的行为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集体创作，各小组选择一个写字快的同学
执笔。



小组汇报

小结：写的真好!你们的诗是所有我看到的诗中最让我感到震
撼的!我相信，很多人就从这节课开始叩响了诗歌的大门。期
望你们当中能够诞生出杰出的诗人。我提议，现在让我们为
自己鼓掌，祝愿我们梦想成真!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二

这首诗歌是臧克家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作，不仅仅是单纯
怀念鲁迅，而是通过与有的人的对比阐扬了一种人生哲理，
融入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学习时，我指导学生通过反复的朗
读、揣摩、品味，把握诗人感情的脉络，学习诗歌中运用的
对比手法，并进行创作写自己的《有的人》。

1、学生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诗歌。懂得为
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

2、学生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的手法，体会这种手法运用的好
处。

3、学生通过学习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从而树立高尚的人生
观，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品味出诗味。

深入文本，从细微处体会。

课件

一、走进诗歌

1、谈话导入



“再会”鲁迅：同学们，我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文
学家，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他是中国文化的一面旗
帜，曾被堪称为民族“英雄”。这位文学家就是——（鲁
迅）。

2、出示鲁迅图片

这就是鲁迅，对于鲁迅你还有什么了解的？（生畅谈）

3、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设计理念：激情的导入，直奔“主题”。）

二、品读诗歌

1、请认认真真地读这首短诗，要读正确、读通顺。

2、正音。

自由读——指名读，并追问理由——齐读

3、齐读这首短诗

（设计理念：诗的语言是凝练、含蓄而又饱含感情的，以朗
读引领学生走进文本，尝试将诗人的情感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

三、感悟诗歌

1、研读品悟：诗中写了几类人？

2、生汇报、师适时引导。



3、师质疑：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还有“活
着却死了，死了却活着”呢？

4、指导朗读。

（设计理念：学生交流、并学会倾听，适时指导朗读，要求
读出语气，感情等。初步体会诗人的爱与憎，颂扬与鞭斥等
情感。）

四、拓展诗歌

1、这首诗是纪念鲁迅的，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
象？

（全诗没有一个地方有鲁迅的名字）

这首诗除了歌颂鲁迅先生外，作者还歌颂了哪些人呢？请举
例说明。

2、寻找鲁迅的影子。

（生汇报，师相机引导，适时联系前面课文、课外资料，拓
展对鲁迅的认识。）

（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回归文本，深入文本，在寻找鲁迅影
子中，进一步探究人生的价值，学生体会到作者对鲁迅的热
爱、敬佩之情，从中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也感受到诗歌语
言的含蓄与形象。）

3、激情拓展

同学们，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
得多。在他去世的时候，数以万计的人来追悼他，为他送行。
人们把他的灵柩扛在肩头，把他的照片举过头顶，沉痛地哀
悼这位伟人，这个不屈的战士!很多人都写文章来追悼他，伟



大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这样说——(课件出示，生齐读)：他
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他伟大，他坚强!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
说——(课件出示，生齐读)：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评价——(课件出示，生齐读)：鲁迅是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
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4、配乐读

同学们，让我们捧起书，再读这首诗，把我们深深地敬仰送
给那些让我们敬佩的人。

（设计理念：课外拓展，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鲁迅的热爱与
颂扬之情，通过配乐朗读，进一步感受诗的魅力。）

五、学写诗歌

1、读得真好，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诗歌的魅力，但诗歌的魅
力不仅仅在于它的语言、节奏、情感，还表现在它的写作特
点上。请同学们默读这首诗，看看这首诗歌的写作特点是什
么？体会对比手法运用的好处。

2、模仿本诗的格式写作：

（1）导语激情，仿写诗歌。

巴尔扎克说过：诗句是一些种子，应当在别人的心底开花。
这首诗已经扎根在同学们的心底，那么，我们让它慢慢开出
美丽的花吧，这朵花就是写出我们自己的《有的人》。

（课件出示要求）：

a、可以想想身边的大人或同学们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而且这
两个优缺点是一组反义词，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俱备。



b、想想是什么样的行为让他有这样的优点和缺点。

c、不同的行为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

可以独立思考；也可以找伙伴合作创作，看看哪一个小组更
有智慧。想好了就开始写。

（2）学生练写

（3）指名展示

（设计理念：训练学生在读懂诗句的基础上，总结诗歌写作
手法。“善教者授其法也”，六年级学生已积累了一定的模
仿古诗的方法，在回忆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提出创新的方法，
并进行创作。）

3、激情总结。

同学们写的真好!你们的诗让我感到震撼!这节课我们开始叩
响了诗歌的大门。下一单元，我们班的老师会带领大家去轻
叩诗歌的大门，走进诗歌，会洗涤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
情操，希望大家会爱上诗歌！老师更期望在我们同学当中能
够诞生出杰出的诗人！谢谢大家。

（设计理念：衔接下一组综合性学习“轻叩诗歌的大门”。）

六、作业：

1、有感情的朗诵诗歌。

2、继续完成个人诗稿。

板书设计：



有的人

虽生犹死

做像鲁迅一样的人

虽死犹生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三

知识与能力目标：

能正确、流利、感情地朗诵诗歌，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朗读理解诗歌深刻的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体会这种用法的好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鲜明的爱憎情感，懂得为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
为敌的人必然死亡的道理。

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白自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诵读诗歌，体会情感。

理解诗歌深刻的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1课时

多媒体课件



1、词语铺垫。

丑陋渺小鸿毛卑微唾弃灭亡

美丽伟大泰山崇高爱戴永生

2、本单元我们已学过关于鲁迅的哪些文章?你了解到鲁迅先
生是怎样一个人?生简单汇报。

3、揭示课题，板书，齐读。(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纪念
鲁迅的文章，著名诗人臧克家于1949年写的经典诗篇《有的
人》)

1、指三名学生朗读，检查学生是否读通顺、正确。

2、根据朗读表现，简单评价。及时指导字音，呵在诗中读啊
的音。呵平时读---笑呵呵，还可以读-----呵斥，呵在这应
该读第---四声。试着读好这一句。

1、听读录音。(今天，我帮大家请来了一位老师。听，他来
啦!)

2、教师教给方法，指导学生划分节奏，读好停顿和重
音。(教师示范第一小节，指名练习第二小节，自由完成三到
七小结。)

3、学生自由展示朗读，把握节奏。

4、齐读，慢慢读出诗的味道。

读出了诗的味道!我相信你们已经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

1、可是诗歌的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有明显的节奏，更表现在
它独特的写法上。请同学们默读这首诗，看看你能发现什
么?(生默读体会)



2、生汇报发现：对比的写法，读出相应诗句。再读读，还有
什么发现?

(引导学生说出每小节中还有对比，2、3、4小结对比的是有
的人对人民的不同态度;5、6、7小结对比的是有的人的不同
结果;其实这两部分内容之间又是一一对照的。)

3、根据学生汇报的适时出示插图和文字，图文对照，男女生
对比朗读。

4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有的人”指的就是哪两类人?引读
第一小节，这两类人你能用两个词语概括一下吗?(虽生犹死，
虽死犹生)

3、对这两类人，你认为作者的态度一样吗?生汇报出几种态
度：批判，赞扬，热爱。你对这两类人的态度呢?充分激发学
生情感。

4、对待不同的人，势必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表情和不同
的语气。请同学们两两对读，一人一句，让我从你们的表情
中看看谁最能读出臧克家的'心声。

5、师生对读，烘托诗情。

小结：同学们读得真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们更——
爱戴、敬仰、怀念…….损害人民利益的人我们更——痛恨，
蔑视，憎恶......

1、看课文题目，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齐读)，有一个
奇特的现象，你发现了吗?诗中却没有提到鲁迅的名字。诗人
该不会忘了吧?你一定能从文中找到鲁迅的影子。学生读诗找
诗句。

2、汇报读诗句。结合所学课文简单谈谈你的理解。



4、让我们把深深的敬仰献给那些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人。齐
读描写鲁迅的诗句。

1、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2、你打算做个怎一个什么样的人?

3、总结：读两句诗，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到学习，工
作生活中。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1、看课件资料，了解人们纪念鲁迅的活动及评价。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对鲁迅先生一定有了更深刻地认
识。也更激起了我们对先生的深切怀念。《有的人》是臧克
家在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写的，今年是鲁迅逝世75周
年，也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让我们深切缅怀伟大的思想家、
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请你为先生献上真挚怀念词
吧!(如果能试着运用对比的写法，用上课前积累的词语写几
句诗，会更精彩!)

3、交流展示

总结鼓励：同学们写的真好!你们的诗是所有我看到的诗中最
让我感到震撼的!我相信，很多人就从这节课开始叩响了诗歌
的大门。期待你们爱上诗歌!期待你们当中能够诞生杰出的诗
人!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四

为学

[教学目标]：通过对课文的分析，引导学生自己说出贫者至
而富者不至的原因，从而得出世事无难易，重在立志地去为
的道理。



[教学重点]：了解、体会作者借事喻理的论证方法。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对文字较枯燥的文言文的阅读兴趣。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在平时生活中有无难易相互转化的事情（学生举例）

二、复习上节课学习的文言基础知识

1、字音、字形：为、恃、钵、鄙、惭

2、一词多义：之

3、古今词义不同：明年、买舟

三、重点学习课文“蜀鄙二僧去南海”一段

1、思考：文章以“为学”为题，但却以较长篇幅写了二僧去
南海的故事，为什么？

引导：二僧去南海是属于“天下事”的范畴。

2、分析：二僧去南海的这段文字是如何与作者的观点一一对
应的。

结论：二僧去南海的故事证明了天下事无难易，关键
在“为”。

3、引导学生说出“天下事”和“为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引
出文章的论证方法“借事喻理”。

4、利用媒体制作动画，引导学生根据动画复述故事内容，体



会文中二僧的心态和语言，并与下列一段文字作比较，说出
优劣。

“富者曰：‘吾数年而来欲买舟而下，犹恐资粮不足，故未
成行。子何恃而往？’贫者曰：‘吾所恃者，志耳！子姑待
之！’遂行。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所历告富者。富者
有惭色，曰：‘子诚勇者，吾恨不与子同往也！’”

四、思考交流：

文章中蜀鄙二僧的故事其实并未结束，请根据文中二僧的性
格特点，给二僧的故事补上结尾，重点突出富者的神态，语
言和行动。

五、布置作业：

将上述“思考交流”内容形成150~200字的短文。

作者邮箱：ztq05110853@

[为学(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有的人教学设计(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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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领会作者对鲁迅先生崇敬、怀念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的朗读诗歌，了解作者的写作手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有感情的朗读诗歌，了解作者的写作手法。

难点：领会作者对鲁迅先生崇敬、怀念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查找鲁迅及臧克家的相关资料，

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出示鲁迅像，这位是谁？你了解吗？教师出示鲁迅资料。
指名读。

过渡：鲁迅是一个时刻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人，他爱
人民，人民永远怀念他。板书：爱人民，人民爱。今天，我
们学习1949年11月1日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诗歌
《有的人》。



3、一起来认识一下臧克家，课件出示臧克家资料及写作背景，
教师口述。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诗歌，请同学们多读几遍课文，每
读一遍的感受和收获都是不一样的，看看谁的收获最多。边
读边注。

2、生自渎诗歌

3、交流收获。

学生说不到的教师提示：

1)哪些句子表达出了作者对鲁迅的怀念。

2)描写了几种人，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

4、相信其他同学肯定还有很多感受和收获，让我们通过朗读
来表达出来吧。

想读哪一小节就读哪一小节。

5、指名读。

6、教师指导读、范读、理解读。

7、如果将文中“有的人”替换成某一种人怎么换，代到诗句
中读一读。

过渡：这首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怀念鲁迅，而是通过与鲁迅截
然相反的“有的人”的对比，批判了哪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
治者和压迫着，歌颂了鲁迅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



板书：无私奉献

三、拓展延伸

1、同学们作为21世纪的小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拿起你的笔，快速记下你此时的感受。

3、交流感受

教师赠言：同学们让我们把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化为
自己学习的动力，刻苦学习，以期有所成，报效祖国，报效
人民。

4、最后给大家留一项作业课件出示，教师读。

收集有关鲁迅的名言、故事、著作等，办一期纪念鲁迅为主
体的手抄报。

教学反思：

这是一片略读课文，要求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培养学生憎爱
分明的感情，并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
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手法。诗歌语
言朴素，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因
此一开始安排学生自学感悟，教师点拨引导在感悟的基础上
指导有感情朗读，将鲜明的对比融入到朗读中，为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本课的学习拓展到21世纪的小学生应
该怎么做，学生说得非常好，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动起来，
于是安排了写，记下此时的感受。

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时，对整组教材考虑得较少学生对
鲁迅了解得还不是太深，因此在整首诗的理解上停留在表面。
本课的有感情朗读诗歌是重点，学生对爱憎的感情朗读的还



不够鲜明，知道要表达的感情，但读不出来，这时教师应及
时的做到范读。在指导朗读和理解时，应把握诗的整体性，
不应打乱顺序理解和朗读，这样就破坏了作者写这首诗的初
衷。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六

23假如(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认识9个生字，书写“食、场”等字，感受字的形体美。

2、初读课文，把住重点句子，把课文读通读顺。

重点难点：

1、认识生字词，学习书写，记忆易错字。

2、通过重点句子的朗读指导，把课文读通读顺。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苹果图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故事铺垫，激趣揭题。

1、师讲故事《神笔马良》，感悟“神”。

上课之前，老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吗？

从前,有个小男孩，叫马良,他有一支神笔,哗，这支神笔可神
啦！他画蝴蝶，蝴蝶就翩翩起舞,画小马，小马就会嘀哒嘀哒



地跑起来……总之画什么就有什么。他用这支神笔为穷人做
了许多好事。

2、师生交流，揭题《假如》。

假如你有一支这样的神笔，你想画什么？指名说（三、四名）

假如有一支这样的神笔该多好啊!今天我们就来学习23课《假
如》

师板书：假如，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课件出示带拼音的生字。

（1）自由读，同桌读

你找到神笔吗？（生：没有）没关系，我请来了魔术袋帮忙，
只要你记住它们的名字，魔术袋就会带你去找神笔。

先自由叫叫它们的名字，再读给同桌听。

（2）请小老师带读，师正音，再齐读。

哪位同学来叫第一排魔术袋的名字？（生读一个生字）其他
同学跟他读！

(请读音准的两个小老师带读，此过程老师重新带读，来强调
易读错的字，如：良、缩、康、操)

好，全班大声地叫它们吧！（一个字读两遍）



（3）去拼音，开火车读。

同学们读得真响亮！我们来开开小火车吧，火车来咯！（出
示课件）

师：火车火车哪里开?生：这里开这里开！

师：你的火车往哪开？（一小组读完后问）生:往左开（或往
右开）

3、识记字形（重点问：缩、遥、健、操）。

谁来告诉魔术袋？

4、拨荷叶游戏，学词语。

（1）自由读，齐读

同学们把名字都记住了，魔术袋就带我们上船去找神笔了。
（课件：袋渐变小，放入船里）好,我们出发！

（课件：荷叶挡住去路）河上的荷叶妹妹们睡着了，挡住了
我们的去路。来，睡来叫醒她们，请她们让让路。

一个同学声音太小了，叫不醒她们，我们全班一起来！（点
击荷叶，荷叶拨开，船前进）向果园前进！

三、再读课文，领会诗情。

我们终于来到果园了。（课件出示果园）

果园的阿姨有话想对我们说，认真听听：小朋友们，欢迎你
们来到果园，你们想找的神笔就藏在苹果里。可是你们要把
课文读通，才能送苹果给你!



那我们赶紧来学课文吧！

1、听课文录音，弄清楚：课文分为几小节？每一小节的开头
都是什么？

2、重点引导突破朗读难关。

我们要读好课文，首先要读好这四句话（出示课件）

（1）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
红的太阳。

（2）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
吃的谷粒。

（3）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
一双好腿。

（4）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自由读，指名读，师范读，再指名读（第一句）

现在请同学们自由地读读，读不好的地方多读几遍。（两名
生读这四句话）

谁来读一读第一句;谁能读得更好？

看同学们读得那么起劲，老师也想读了，请听。

谁还能比老师读得更好的？！（指朗读好的一个）

读得多好啊！其他同学也像她这样读吧！生齐读。

3、分四人小组，选其中一节读。



下面，请同学们从前面三小节中选自己喜欢的一小节，读给
你小组的同学听。注意要读正确读通顺。师巡视指导。

4、派代表读，生评价。

师：1，2，3生:坐端正

（读通奖个苹果,里面都没苹果。）怎么都没有的呢？

全班来读试试看！

5、学生齐朗读课文。

同学们读得真好！婆婆刚才送了个大苹果给我们班，看（出
示大苹果，师打开苹果，里有神笔），神笔终于找到了！

只有一支神笔，给谁呢？下面我们来赛一赛，看谁能把“食、
场”写得最好就送给谁！

四、指导书写难写的字（食、场）

1、观察，发现。

看看书本，谁来说说怎样才能把“食”字写好呢？指名说
（观察书上的田字格作回答）

写“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指名说

2、师范写，生练写

请看老师来写这两个字，你们书空。（课前板书好两个田字
格）

好，你们在书本上写写这两个字，看哪位同学写得最好看？



3、展示、欣赏、评议。

展示写得最好的，送大苹果，里面有神笔。

要同学仔细观察，认真写就可以把字写好的。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下课!

五、板书

23假如

作者邮箱：8730566@

[假如(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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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教学设计篇七

《有的人》写于1949年11月1日，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为
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因此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



感”。

作者说过：“对于这样一位巨人作全面的歌颂，那是很难下
笔的。我只是概括地从生前为人民奋斗牺牲而不想到个人，
在他死后，人民热烈纪念他这两点上来表现的伟大。”“为
了加强、突出主题的意义，丰富这篇短诗的内容，通篇用了
对比的表现方法，题目不写做纪念鲁迅而叫做‘有的
人’。”这首诗以《有的人》为题，是对全诗内容所作的揭
示和概括，它蕴涵着深意。诗的第一节即第一部分，诗人揭
示了这种深刻含意的具体内容，精辟地概括了人生的意
义：“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作者热情颂扬了鲁迅先生战斗而伟大的一生。

这首诗歌是臧克家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作，不仅仅是单纯
怀念鲁迅，而是通过与有的人的对比阐扬了一种人生哲理，
容入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学习时，要通过反复的诵读、揣摩、
品味，把握诗人感情的脉络，学习诗歌中运用的对比手法。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诵课文。

2、学习诗歌中运用的对比手法。

3、体会诗歌的结构与表达方式方面的特点。

理解“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的`含义

1课时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有的人》这首诗，是臧克家为纪念鲁迅
逝世13周年而作。

1、（播放视频文件）请同学们在听的同时，注意诗歌的朗读
节奏和重音。



2、请同学们自由朗读全诗，注意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然后齐读全诗。

3、鲁迅简介

为了更好的学习这首诗歌，我们先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生平。
（出示幻灯片）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
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
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
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18
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
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
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
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人
民，不允许人民悼念鲁迅先生，直到1949年，先生逝世13周
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第一次公开地隆重纪念他。臧克家亲自
参加了首都的纪念活动，目睹了人民群众纪念鲁迅的盛况，
并瞻仰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他深切追忆鲁迅为人民鞠躬尽
瘁的一生，百感交集，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有的人》这首
短诗，抒发自己由纪念鲁迅所引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人生意
义的深刻思考。

4、思考讨论：这首诗可以分几部分？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学生讨论后明确：全诗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节)：
以鲜明的对比评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第二部
分(第2、3、4节)：从两种人对人民不同态度的对比中，热情



颂扬了鲁迅先生战斗而伟大的一生。第三部分(第5、6、7节)：
从人民对两种人的不同态度的对比中，抒发了作者及人民永
远怀念鲁迅的深厚感情。

1、学习诗歌第一部分

（1）指名学生朗读第一部分。

（2）思考问题：这一节诗有两个“活”字和两个“死”字，
如何理解它们的含义？

第一个“活”指肉体活着，第二个“活”指精神活着；第一个
“死”指精神的死亡，第二个“死”躯体的死亡。

2、比较学习诗歌第二、三部分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二、三部分，思考这两部分在内容
上有什么联系？

互相照应，2、3、4节分别照应5、6、7节。

2、3、4节每一节的前两句都写反动统治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态
度，每一节的后两句都写像鲁迅这样的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态
度；5、6、7节每一节的前两句都写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
态度，每一节的后两句都写人民群众对鲁迅这样的人的称颂。

“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野草题词》

（作者借鲁迅的诗来表现鲁迅的高尚品质）

（出示幻灯片9、8，齐读）

（4）这两种人最后的结局如何？

a：(1)“把他摔垮”，即打倒、推翻之意。



(2)“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即被人民忘记，被人民唾弃。

(3)“他们的下场可以看到”，即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b：(1)“永远记住他”。

(2)“到处是青青的野草”，即鲁迅精神到处被传颂，被延续。

(3)“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鲁迅
先生无比崇拜，无限爱戴的深厚感情。

要求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1、迅速默读全诗，体会：“有的人”究竟指哪些人呢？（可
以互相讨论）

学生讨论后明确：每节诗的前两句都指反动统治者，他们虽然
“活着”，却如行尸走肉，他们欺压百姓，下场可耻。每节
诗的后两句都是指鲁迅以及像鲁迅这样的人，他们虽死犹生，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赢得人民的尊敬和歌颂。诗作的侧重点
是歌颂鲁迅及像鲁迅一样的人。

《有的人》更含蓄，而且扩大了诗歌的内涵，使得诗歌更具
有普遍意义。

阅读泰戈尔的《某人》,比较两首诗的异同。

有的人教学设计篇八

自信的人怎么站？自信的人怎么坐？

六年的小学生活，让我们从书本上认识了许多人格上伟大的
人。你能用简短的语句评价一个人吗？（学生评价）这些伟
大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精神仍留在我们的心中。



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与泰山，或轻于鸿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病逝。“赶快收敛，埋掉。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他最后的遗言。然而，我们
能忘记他吗？事别13年，著名诗人臧克家写下了《有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我很喜欢这首诗，让我们共同分享。

你想给这首诗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吗？初次见面，一定要真
诚：读两遍，不要忽视一个字。（检查，评价）

仅仅准确就够了吗？还必须流畅：把每一句都读流利，再读
两遍。

谁敢跟我比赛朗读？光有自信是不行的，我读了十多次，而
且有我自己的理解，现在就比对你们不公平。给你时间，试
着理解，不动笔墨不读书，把你的见解写在书边的空白处。
（学生自读自悟）交流自己的感悟，适时点拨：

1、《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先生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

2、“我自爱我的野草，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
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
一切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鲁迅以野草自比，为了革
命，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于生命。这是一种彻底的牺
牲精神，一种“无我”的人生境界。

3、讨论：这首诗写了拿几种人？鲁迅属于哪种人？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感情？（提炼板书：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群
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再做准备，比赛朗读。

你认为作者哪儿写得好，值得你学习。试创作一句或一小节。
（交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