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实用8篇)
典礼是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能够增进人
们之间的亲近和合作。典礼活动的媒体与宣传，对于扩大典
礼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如何策划和推广？
在下面的链接中，你可以找到一些典礼筹备的实用技巧和经
验分享，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一

一、5月24日9时30分，四名登山队员向珠峰最后380米冲刺

二、登山队员征服“第二台阶”

三、刘满连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氧气留给同志

四、登上顶峰，完成创举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团结协作

活动与探究：

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总是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并经
常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如北京大学的山鹰社在登山活动中就
有几位同学罹难。你认为作为大学生，未来的人才，他们这
样做有价值吗？试就人是否应该具有探险精神写一篇文章，
并与同学交流。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二

众所周知南徙的大雁总是成群结队地飞往目的地。而在途中
难免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如当遇到老鹰的攻击时雁群会立刻发
扬团结精神将老鹰圈在雁群中并发出尖利的鸣叫声。此时凶
猛的老鹰也不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调头远去。由此不难看出



集体的合力使大雁安然无恙也正是由于每只大雁的勇敢保卫
雁群才得以安全南徙。

《登上地球之巅》讲的就是中国登山队员从珠穆朗玛峰的北
坡攀缘而上这无疑是一场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探险。最终他们
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地球之巅是什么使他们成功的呢？就
是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在探险的过程中无
数的困难险阻就如一只只凶猛的老鹰时时刻刻威胁着“雁
群”但是每只“雁”都同心协力不怕牺牲共同抵御入侵之敌。
由此不难道出“雁群”精神的重要性它往往是打开成功之门
的金钥匙。

就我们个人而言无时无刻都离不开集体的。家是我们最先加
入的集体。家人彼此间的爱护宽容便是这幢大厦的地基；学
校这一集体同学们伸出援手助你解决问题使你一筹莫展的脸
上笑容重现令这幢大厦不断筑高……家班级学校社会国家这
些大大小小的集体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摇篮用它们的真善不断
为我们的大厦增砖添瓦。

今时今日我们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面对着百年不遇
的狂妄病毒前线的医护人员以最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大
无畏的决心站在抗炎的最前线义无返顾地与病毒进行一场艰
辛的斗争他们心连心用珍贵的生命全力挽救病人面对死亡。
各界的关注八方的支持炎黄子孙万众一心一首无畏的抗炎曲
响彻天地间。此时没有人敢否认集体的力量没有人不为此喝
彩动容；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大家斗志昂扬团结一致。我们
坚信历尽无数历劫的中华民族一定会战胜非典型肺炎夺取最
终的胜利!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三

一、5月24日9时30分，四名登山队员向珠峰最后380米冲刺

二、登山队员征服“第二台阶”



三、刘满连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氧气留给同志

四、登上顶峰，完成创举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团结协作

活动与探究：

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总是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并经
常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如北京大学的山鹰社在登山活动中就
有几位同学罹难。你认为作为大学生，未来的人才，他们这
样做有价值吗？试就人是否应该具有探险精神写一篇文章，
并与同学交流。

教学反思

作者邮箱：haizi668@

[1]

登上地球之巅教案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四

登上地球之巅课堂实录如下：

生：珠穆朗玛峰。

师：“巅”是什么意思。

生：最高点。

生：山顶。



（生利用投影仪展示自己搜集的有关珠穆朗玛峰的材料）

师：刚才有四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情况，
非常好。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是人类想要证明攀登能
力的圣地。50年来，有许多人登上了雄伟的珠穆朗玛峰，也
有许多人失败了，甚至长眠在了那里，但人类永远不会停止
对自我的挑战。1960年，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
银华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登上珠穆朗
玛峰的第三支登山队。本文所描写的，正是中国登山队攀登
珠穆朗玛峰350米最艰苦、最惊险的那段经历。今天，让我们
一起重走那条艰苦卓绝的登山之路。下面我们打开课本，快
速阅读课文，概述几名登山队员突击主峰的过程。注意搜集
筛选主要信息。

（生看书思考）

师：哪位同学来试着概述一下？

生：北京时间上午9：30，年轻的登山队员王富洲、刘连满、
屈银华和贡布四人向珠穆朗玛峰最后的380米高度冲击。他们
为了减轻背上的负担把不用的物品都抛弃了，只带着几件重
要的物品往上攀登。他们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70米，这时
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不
畏艰辛、坚持前进。刘连满在前面开路，非常坚强，爬了几
次跌倒几次，他还是继续开路。在接近顶部最后三米的地方，
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忽然他灵机一动，用搭人梯的方法把
三个人送上岩顶。攀登第二台阶共花费了五个多小时。他们
在天色特别黑、寒风呼啸着这种环境中继续前进。但是前一
阶段花费时间过长，背上氧气筒的容量不多。刘连满因过度
疲劳身体非常弱，但仍坚持前进。恶劣的环境没有打倒他们
的意志，他们奋勇前进，为了争取时间大家决定让刘连满留
下来，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奔上顶峰。刘连满怕拖累战友，
给战友写了一封信，告诉战友自己的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
给他们胜利归来用。与此同时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艰难的



前进，他们翻过两座石岩，又登上一座雪坡。贡布在前面开
路。最后王富洲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他们每走
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三人的
氧气已用完，风也渐渐小了，对攀登十分有利。他们抛掉背
上的氧气筒，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
难而危险的攀登。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们互相帮助，互相
鼓励，继续朝顶峰走去，越过东面一段雪坡后，三人终于登
上了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
的创举。

师：刚才我们听了田阳的叙述，基本上是把几名登山队员突
击主峰的经过说完整了，但在她概括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概述得怎么样？大家评价一下。（田阳自己举手）你先自己
评价一下。

生：（田阳自己）我觉得我概述得非常罗嗦，既然概述就应
用简洁的语言来说，而我说得太多了。

生：有的地方用一句话就概述出来，她用了好几句话才概述
出来。

师：对，概括得不够简洁。我们来练习一下如何概述内容。
田阳在概述第二台阶时她说得比较多，大家看看怎样用简洁
的语言概述。从哪开始写第二台阶的，大家找一找。

生：第4自然段。

师：到哪写他们攀登上去了？

生：第8自然段。

生：在攀登第二台阶之前他们大约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70
米。这时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冒着严寒艰难的
行军，在接近顶部最后三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



他们采用搭人梯的方法最终爬了上去。他们攀登第二台阶共
花费五个多小时。

（生四人一组讨论）

师：哪个小组发表你们交流后的结果。

生：缺氧、体力下降、地理环境恶劣。

生：我们组想给他们组补充，还有天气恶劣dd有暴风雪、冷、
天黑。

师：同学说得都非常好，这些困难他们又靠什么克服的呢？

生：无畏的精神、顽强的意志。

生：爱国的精神，他们想为祖国争光。

生：有信心有勇气、团结协作。

生：奋勇向前的精神。

师：同学们说得非常好。我们归纳了这么多，总之一句话，
这是精神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让他们克服了困难。
在文中哪些地方体现了这些精神？快速阅读，圈点批注。

（生快速阅读，圈点批注）

生：在文中175页第6自然段，“这时，刘连满走在前面开路。
他用双手插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
地上升。”“刘连满一连爬了四次，跌落了四次，累得他全
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体现了他顽强的意志。

生：第16自然段，体现了团结的力量。



生：181页第22自然段，“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互
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朝顶峰走去。”这是团结协作的精
神。

生：第19自然段，体现了他们意志顽强、奋勇前进的精神。

生：第11自然段，体现了刘连满的意志顽强。

生：175页第3自然段，“他们一两一两地计算，抛弃了一切
暂时不用的物品，只携带氧气筒、防寒睡袋、铅笔、日记本、
电影摄影机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
从这可以看出他们的爱国精神。

生：第12自然段，“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为了完成人民
的委托，为了在喜马拉雅漫长的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
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
崎岖的山路上。”从这也能看出他们爱国精神和奋勇前进的
精神。

（生四人一组讨论）

师：好，就讨论到这。哪个小组先说说？

生：175页第6自然段是详写。

师：这一段详写？写了什么？

生：写的是刘连满的顽强意志

师：大家说是吗？

生：不是。

生：在如何攀登第二台阶时详写了。



生：从第9段到15段写刘连满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氧气留给同
志的事迹也是详写。

师：在哪略写的？

生：最后十米攀登的过程写得比较简略。

生：略写。

师：可以说这篇文章详略得当，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生：详写的地方可以突出刘连满的优秀品质，略写一带而过。

生：（齐声）好！

师：我们大多数学生不会遇到四位登山运动员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能够攀登主峰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
也会遇到像攀登珠峰那样的困难呢？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
困难，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如果你们愿意，
请结合你们的生活实际、学习实际，谈谈你们的体会和感想。

生：学习的时候不想学了，非常的累。这时候就要用顽强的
意志克服这种懒惰的想法，继续学习，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
成绩。

师：那你从登山队员身上汲取了什么精神？

生：顽强的意志。

师：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谈谈？

生：在课堂上不敢举手回答问题，总怕自己回答得不对，怕
同学笑话自己。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要相信自己，要
有勇气。



师：很好，你学到的是做人要有信心、有勇气。还有哪位同
学谈谈？

生：比如说打篮球吧！一个人打不好，两个人也打不好，是
靠大家的力量才能打好。这让我懂得了和同学要团结协作。

生：（齐声）是。

师：还有谁想说吗？

（生沉默）

生：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爱国精神，努力学习，奋发向
上，以后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师：大家说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想，课下
把自己的体会和感想写在日记本上。课下我让你们小组合作
搜集国际上或我国在探险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或探险故事，下
面请小组派出代表介绍一下你们搜集到的文章。

（各小组展示自己搜集到的材料）

师：同学们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我也搜集到一篇文章，参
与到你们的交流中来。我推荐的文章题目是《珠穆朗玛峰南
北大跨越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另一篇记录征服世界最高峰
的文章，是一篇完全记实的文章。作者就是参与者之一，记
事简洁、紧凑，扣人心弦。希望大家在课下互相交流，拓宽
我们的视野并每人写一篇读书笔记。

师：中国登山队员以自己大无畏的精神成功登顶，创造了世
界登山史的奇迹，向世人表现出中国人的豪气和强烈的集体
协作精神、崇高的奉献精神，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为了心
中的梦想，你也去努力吧，去攀登你的理想之巅吧。



附：教学反思

我认为这节课我的教学思路比较清晰，给学生搭建了一个自
我展示的平台，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发挥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不足之处在于：我让学生找在文中哪些地方体现英
雄的精神时对学生引导的不够，学生提取课文内容的要点不
够准确，有的说：“一整段都说明了英雄的某一种精神”。
我认为应该引导学生让他说准确，可以到某一句话，甚至是
某一词语。还有在讲文章写法时，我有些过急，没有很好的
去倾听学生的看法，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使学生
被动的接受，没有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让学生有所感悟和思考。

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会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
引导者，而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者。我还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养，在新课标的指引下，做好语文教学工作。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五

知识与技能：了解这次登珠穆朗玛峰的概况和意义

过程与方法：重点研读刘连满这个人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登峰的艰难和队员们的大无畏精神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会文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勇往直前,团结协作,敢于献
身等精神

难点:刘连满没有登上顶峰但文章却是重点写

三,教学方法：赏读法合作交流法

四.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一.导入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上的最高峰，其北坡被许多登山家认
为“连鸟也无法越过”，是一条“充满死亡的路线”。而
在1960年，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员，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
了地球之巅。今天就让我们随着他们的足迹，去感受他们登
顶的气概。

二.检查预习

三.整体阅读感知

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中国登山队员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成功登上珠峰

四.合作探究

登山队员遇到了哪些困难,究竟靠什么克服的?

1.提示：直接描写队员们攀登艰难的句子

如:(第5小节)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攀
登,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爪的高山靴也难踩稳.

(第六小节)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
地上升……

(第22小节)他们每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
间……

攀登的高度与攀登的时间关系的句子

如:(第4小节)突击顶峰的队员走了大约两个钟头,才上升了大
约70米



(第22小节)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
也需要半个多小时

互动3:从这写些句子中你读出了什么?

我读出了。。。。。。(可以是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意志坚定
等等

互动4: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你觉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这样的
一往无前呢?

明确：是一颗爱国的心,一颗为祖国争光的心.我们可以想象
当鲜艳的

五星红旗插在顶峰时,那是多么令人自豪和骄傲的啊!

2.研讨英雄(重点)

从以上的问题的讨论中让学生充分的感受刘连满同志在”渴
望活着”,”有机会活着”的情况下却”放弃活着”中体现出
来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所以他更是一个
英雄.

五.课堂小结

“无限风光在险峰”，正是因为有了英雄们的挑战地球之巅
的壮举，珠峰，一个令万千人顶礼膜拜的圣地，一个令旅游
者心驰神往的盛境，才向世人展示了她的神秘与伟岸。重温
往事，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征服自然的脚步走得更稳健、
更远。

让我们学习登山队员不怕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集体
协作精神，激发探索自然奥秘的壮志豪情，培养敢于探险的
勇气。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



更高的山。

六、作业设计

课外阅读其他登山探险家的故事。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六

1.教学目标

1、字词积累。

2、整体感知，理清文章脉络，把握内容。

3、复述课文内容，提高学生概括文章的能力。

4、把握人物的精神世界，理解本文的主旨。

2.教学重点/难点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复核课文，提高学生概括能力。

3、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主旨。

3.教学用具

多媒体、板书

4.标签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山往往海拔不过千米，走的是修好的山路，我们还带着充足
的水、食物，中间可以随时休息，即使如此，我们仍感到疲
惫不堪。如果面对世界的最高峰——海拔8848.13米的珠穆朗
玛峰，我们只能望山兴叹了。登山，锤炼的是人的信念、勇
气和意志。50年前中国登山健儿用超人的意志，英勇无畏的
精神，挑战人类极限，在珠峰成就了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今
天我们学习《登上地球之巅》这篇课文，感受他们的力量。

二、解题。学生交流后媒体展示珠穆朗马峰、作者的简介等
资料。

三、展示本课学习目标。

四、审读题目和导语，进行联想，提出问题。(预测学生提出
的问题并归类，媒体展示)

1、谁要登上地球之巅?

2、为什么要登上地球之巅?

3、登山中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4、最后登上山巅了吗

5、文中人物是什么样的人?

五、自学。

1、齐读字词，正字音。

2、自读课文，找出表示时间、人物心理、感受、环境描写的
句子。

3、完成学习目标。



六、交流。

1、概括课文内容。

课文生动记叙了登山队员们突出顶峰的过程。

2、理清结构。

开始登顶(1-3)——攀登第二台阶(4-8)——与黑暗博
斗(9-12)——刘连满过度疲劳停止攀登，冒死将氧气留给队友
(13-15)——三名勇士在氧气用完的情况下勇登峰顶(16-23)

3、复述课文内容。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七

1960年5月，英勇的中国登山健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革命精神，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书写了世界登山史
上的新纪录。郭超人，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奔赴西藏，在
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当时，他作为随登山队采
访的一名记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这次登山活动过程中的许
多感人故事。登山成功后，郭超人以最快的速度写成长篇通
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并发表。这篇课文就节选自
这篇通讯。

学习这篇课文之前，有必要先大致了解与课文有关的一些内
容。

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下一块宽阔
的谷地上停下来。这里，就是登山队的大本营。参加这次登
山活动的共有214名队员和工作人员，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来
自各行各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登上珠峰，为国争光。
在大本营，他们战天斗地，与风雪搏斗，表现出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为了尽早征服珠峰，他们争分夺秒，做了大量周密



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登顶成功，登山队进行了许多适应性的行军。登山队
决定把夺取珠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来进行，分别制定
到达6400米、7600米和8300米的攀登高度，再返回大本营的
计划，最后从8300米处突击顶峰。3月27日傍晚，登山队员完
成了第一个“战役”，安全返回大本营。28日，另一批登山
队员出发了，打响了第二个“战役”。这一次的难度明显比
第一阶段高，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出现。登山队员十多个
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硬是打通了通往北坳的大道。4月11日，
队长史占春带领队员沿着副队长许竞打通的道路，终于上升
到7300米的高度，为第三次行军到达8000米以上的进军路线，
进行了必要的.侦察并确定了初步方案。29日，登山队开始了
第三次征服高度的战斗。行军过程中，有的人因为缺氧而晕
倒，但困难吓不倒他们，经过两天的奋斗，他们终于安全到
达7600米，这是我国当时登山史的新高度。5月2日，登山队
开始了对被人称为8000米以上高度的“死亡地带”的征服，
第二天晚上，他们战胜了被认为不可征服的“第二台阶”，
登上了8600米的高度，并安全返回大本营，胜利地“超额”
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任务。

5月24日上午，登顶的总攻终于打响，四名精选的队员从8500
米的高度开始了对珠峰的冲刺。课文就是从这里开始节选的。

整体把握这篇课文，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单从课文来看，好像就只是这四个人的登山故事，但联系全
篇通讯来看，三位队员最后的胜利，是团结协作，共同奋斗
的结果，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假如没有二百多名队员和
服务人员的前期大量工作，没有几次集体的适应性行军，打
通通向珠峰的关键性道路，则三位队员绝没有可能取得登顶
的胜利。(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几位冲顶的队员是所有队员
中的佼佼者。)登山活动与其他探险活动相比，其集体协作精
神显得尤其重要。为了队友的成功，还要有勇气献出自己的



生命，刘连满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

登顶过程中，要注意作者着意描写的三大困难：寒冷、黑夜
和缺氧。而这三者都构成对生命的极大威胁。作者在行文中
处处表现这些困难对于队员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考验
面前，才充分体现了队员们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为
此，教学时让学生默读课文，总结登山英雄是靠的什么来克
服上述困难的(靠意志、毅力、团结合作和牺牲精神)。

作者叙述事件有详有略，选择最典型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
神风貌。如重点写了征服“第二台阶”。这一“台阶”被外
国探险家认为是不可逾越的，1924年英国赫赫有名的登山家
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一带失踪的。还重点写了刘连满同志
宁可自己牺牲也要把氧气留给同志的事迹。由这一个人的行
为，可以窥见全体登山队员的优秀品质，也可以推断这样的
队伍将是必胜的。

二、问题研究

课文中有不少描写自然环境的句子，它们在文章中起什么作
用?

课文中，作者除了尽力渲染恶劣的自然环境外，还不时用闲
笔描写美丽的珠穆朗玛峰的景色。如：“阳光灿烂，珠穆朗
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
散。”“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
还露出隐约的轮廓。”“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都是一片
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等等。这些描写使读者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阅读的紧张之余还可以求得放松，来
欣赏一下美丽的珠峰景色。这在阅读效果上可称为一张一弛，
给人美的享受。



登上地球之巅的说课稿篇八

教学程序

一、导入·

在《伟大的悲剧》中，我们曾为斯科特等勇敢者的悲壮之举
感动不已。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具有崇高献身精神
的探索者，今天，我们就来接触这样一批《登上地球之巅》
的勇士们。

读题

1、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读文章先从题目读起。

2、板书课题——释“巅”。

3、怎么读——节奏、重音、语气——生读。

4、补题：登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8848.13米]

快速默读，概述文章内容

1、不看材料在题目前加上一些信息来概括课文内容：

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于1960年5月25日凌晨登
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

2、快速默读课文，说说“登上”背后的故事，复述印象最为
深刻，最令你感动的细节?(五分钟准备)先同桌互述，再相互
交流，推选代表复述(男女各一名，视情况)。

[可能的过渡]——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刘连满，作者花了
许多笔墨集中描写他。请同学们找出相关的段落，



有(6)(7)(11)(14)(15)(16)。

关于刘连满的对话

1、男女生读相关文字，作者的哪些语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
象?[讨论]a、对比式写法;b、内心独白;c、其他。

2、刘连满最后并没有登上珠峰，作者为什么花大笔墨写
他?(作者是不是有点不知轻重?)

学生的回答可能有：

(1)他遇到的困难也就是其他队员遇到的困难如——寒冷、黑
夜、缺氧;

(2)他身上体现着登山英雄们的精神风貌——意志、毅力、团
结、牺牲等;(教师小结：所以文章表现的不只是其他三人登
山的胜利，或是他们四个人的胜利，也不只是这次登山活
动214名队员和工作人员的胜利，而是集体的胜利和祖国的胜
利，探险需要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和崇高的'奉献精神)

(3)使事件叙述有详有略，用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

(4)他在整个攀登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等。

探讨探险的意义

1、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有五位大学生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马
西峰时遭遇雪崩，两人遇难，3人失踪。山难发生之后就有很
多人开始思考大学生登山的意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大
学生不具有登山运动员的专业素质，不应该参与这种专业性
强的极限运动，他们这是拿生命开玩笑。持赞同意见的人则
认为登山运动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探索精神，大学生作
为时代的先锋应该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参加登山也是未尝



不可的。

2、你怎么看?

3、我们听一听别人怎么说：

别因为山难而丧失山鹰的精神

我们不能因为这次事故的发生，就把山鹰社存在的必要性完
全抹杀，更不能把他们挑战自然、挑战自我的行动归结为无
谓的青春冲动，如果我们因噎废食，那么，我们不但失去了
几个优秀的孩子，我们还会失去冒险的勇气、探索的精神和
征服的渴望。我们不能失去这些精神财富，就像我们不能失
去那些雏鹰一样。

——蔡方华，《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珍惜生命

现在在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户外运动、探险，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这么做，觉得是一种时尚，觉得很刺激，或者是对自己
人生价值的一种承认。但我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加
重视生命，爱惜生命，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会
让你的亲人感到难过。

——王新宇，中央电视台记者

要懂得知难而退

人们往往把登上某某峰顶之类的具体目标看得过分重要，当
成了探险的目的本身，于是就和自己过不去了，在制定目标
时但求危险最大化，在实现不了目标时也不肯知难而退。探
险的最高目的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其前提是要保存生命，因
此，对于可预测的危险理应防备，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



——周国平，著名作家

登山要尽量避免危险

登山本来就是危险系数很大的一项活动，任何看似细小的疏
忽或错误，都可能酿成悲剧。

热爱登山的人，一定都曾思考过危险甚至死亡的问题。可是，
真正的登山者，绝不是轻率对待自己生命的人，相反，他们
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危险发生的可能。

——次洛?国家登山队教练

小结

探险既是人类对求知世界的探寻，也是人类对自身的挑战。
其间有成功的欣喜，也有失败的悲壮。探险过程中的任何艰
难险阻都遏制不住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阻挡不了人类
迈向全新领域的脚步。我们应不断武装自己，去探寻无穷的
未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