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通用8篇)
教师编写初二教案时，还应该参考相关教学经验和教材指导，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接下来是一些二年级教案的写作技巧
和注意事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1、知识和能力：

（1）使学生通过本文的学习，能够把握文章的结构，并品味
文章的语言。

（2）掌握悼词的一般写法。

2、过程和方法：阅读课文，运用学到的有关知识来分析欣赏。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了解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并感受、学
习马克思勇于创新，注重实践、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等伟大
精神。

体会本文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特点。

议论、抒情相结合，议论中饱含着强烈的感情的写作方法

1课时

（一）、导入课文：用鲁迅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导入课文；并让学生简介课
前查阅到的本文的写作背景。

（二）、让学生阅读课文并列出结构提纲，教师指导同学归
纳总结。



第一部分：描述马克思的逝世。

第二部分：评价马克思的功绩。

1、“不可估量的损失”（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2、 革命理论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

许多领域有独到发现

3、革命实践

注重实践

参加实践

第三部分：论述马克思的影响。

敌人：驱逐他，诽谤他，诅咒他

战友：尊敬他，爱戴他，悼念他

第四部分：预见马克思的不朽。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小结：结构严谨而逻辑严密。

（三）、结合原文重点词语，引导学生讨论，欣赏体会语言
特点



承递性语句：“这个人的逝世，对于……”

“不仅如此。”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正因为这样……”

过渡性段落：第2段，第6段

总括性段落：第5段，第8段

小结：语言准确而感情深沉，议论、抒情相结合，议论中饱
含着强烈的感情

（三）教师提问：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学习马克思？

学生发言，讨论，老师指导点评。

小结：课文中体现出马克思的精神有思考一切，勇于创新，
注重实践、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等等。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
讲，特别应该学习马克思志向高远的精神：“在选择职业时，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
美。”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
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
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
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
泪！”（马克思17岁时所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向学生推荐课外读物：《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尼·拉宾）、



《马克思的自白》（瓦·奇金）、《马克思秘史》（沙叶
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保尔·拉法格等）

（四）让学生结合课文总结悼词的一般写法

明确：从内容看,悼词是对死者表示哀悼的话，所以开头一般
介绍死者逝世的原因、时间、地点及其享年，还有死者生前
的身份职务；然后追述死者的经历和一生中做出的成就贡献，
并做出评价；最后对自者表示哀悼之情，对参加悼念仪式的
人提出希望和要求等等。从表达方式看，有叙述，有议论，
兼有抒情，抒情贯穿着全文。

（五）课外作文：

写一篇题为《在马克思墓前的思考》的随笔。字数不限。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第一章：驳马克思主义终结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由于资本主义自
身的演化带来了阶级分化的淡化、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早已
不是马克思批判的那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过
时了。

伊格尔顿之辩：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愈发沉重的剥削
和越来越压抑的状态依然严重，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
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淘汰了它的对手
之后，才会自我淘汰。

第二章：驳马克思主义有害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的匮乏与物质的短



缺。

马克思本人是反对死板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专制国
家权力的。马克思并不期望建立一个集权的国家，反而是民
主的拥护者，只不过他拥护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社
会主义的基于群众自治的民主。

第三章：驳马克思主义宿命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世俗化的天意论
或宿命论。

伊格尔顿之辩：任何事情都有必然性，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
超越历史局限，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从整体上讲是一个
宿命论者。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意味着我们
可以躺在床上睡大觉。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落，
劳动人民就必须挺身而出，不仅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其取而代
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取而代之。

第四章：驳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伊格尔顿之辩：对马克思来说，乌托邦蓝图分散了人们对当
前政治任务的注意力。与其把精力投入对于乌托邦蓝图的幻
想，倒不如使其服务于政治斗争来得更富有成效……马克思
的观点认为，不要去幻想理想的未来，而要去解决阻碍美好
未来实现的现实矛盾。马克思对未来的预测非常谨慎，其观
点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并且包含着超越现实的力量。

第五章：驳马克思主义还原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
这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



伊格尔顿之辩：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由“经
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在马克思看来，
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因
素。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但经济带来的影响
更深刻隐蔽，对发展理论有用，在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仍是很
具体的。

第六章：驳马克思主义机械唯物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
对人性的精神向度毫无兴趣。

伊格尔顿之辩：作为一个男人，马克思有激情，好讥讽，喜
幽默，充满热情，和蔼可亲，能言善辩，不屈不挠，曾经顽
强地经受住了极端贫困和慢性疾病的考验。当然，他是一位
无神论者，但是并非只有信教之人才能成为精神导师。马克
思觉得只有通过大多数人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改变那些支
配我们生活的思想观念，因为这些思想深植于我们的实际行
为之中，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强调人类要主
动地去创造价值。

第七章：驳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对阶级
的无聊痴迷。

伊格尔顿之辩：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性之于亚里士多
德，并不是一个“你感觉如何”的问题，而是“你在做什
么”的问题——你是奴隶、自雇农、佃农、资本拥有者、金
融家、出卖劳力者，还是小业主，等等。马克思之所以赋予
工人阶级如此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他们肩负着解
放全人类的重任。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阶级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第八章：驳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行为。

伊格尔顿之辩：就算社会主义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那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产阶级往往不会拱手让出他们的特权。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暴力的使用能够被控
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不是政变，更
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搞垮一个
国家。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不
认为革命必须是剧烈的动荡。

并且多数政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
（比如美国社会）灭绝而建立起来的，并且也都成功地从他
们国民的头脑中抹去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第九章：驳马克思主义极权国家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张建立全能型国家，这种专制
权力将会终结个人自由。

伊格尔顿之辩：马克思是国家的坚定反对者。实际上，众所
周知他所期待的是国家消亡那一天的到来……正如他在《共
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公共权力会
失去其政治特征。与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坚
持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会消亡。

第十章：驳马克思主义地位边缘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过去四十年中，所有最引人注目的激进
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

伊格尔顿之辩：在新政治潮流中，最盛行的要数反资本主义
运动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新政治潮



流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实际上，正是由
于马克思主义的声望，才使得它与其他激进思潮产生了密切
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反法西斯运动中冲在世界最前沿，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当今的
社会运动中活跃着。

马克思教案模板

马克思教案撰写模板

马克思教案模板表格

马克思原理教案模板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理解本文逻辑严密的结构特点，联系语境，揣摩文中重要语
句的深刻含义

学习马克思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崇高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把握课文结构，了解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并感受马克思
的伟大精神

难点：理解重要语句的深刻含义，体会文章丰富的情感内涵

一、导入：

曾经有一个女儿问她的父亲：“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父亲的回答是“思考一切”

二、教学过程：

1、从题目“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
一般的演讲辞，这是一篇——

明确：悼词

明确：该说一些法子内心的话，表示哀思和悼念

（引导：哀思之情如何表达？难道一篇悼词，仅仅是表达哀
思、悼念吗？）

追忆、回忆他的一生，在追忆和回顾中表达深深的哀悼，这
样才不会空洞

（引导：一个人一生中做过很多事，说过很多话，人生漫长
啊，不可能一一记录我们在写作时该如何处理呢？）

着重讲一些最主要的，一生中的主要事迹，主要成就、功绩、
贡献等

3、我们对悼词有了一定的了解，再思考一下一篇悼词的感情
基调是什么？

悲痛、惋惜、爱戴、崇敬

下面我们带着对悼词的了解和感情来听一下课文录音，同时
找出这篇悼词的中心段落

明确：中心段落是文章的第2段从“这个人的逝世”到“不久
就会使人感觉到”（齐读）

为什么认为这一段是中心段呢？



这一段对马克思一生巨大贡献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的总概括

那么这两段哪一句是中心句，为什么？

明确：前一句因为“对于……对于……”下文着重在讲损失

后一句为补充“不久”和“空白”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强调损失的“不可估量”

那么，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有哪些？

明确：1）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2）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
运动规律

——剩余价值

3）“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
发现”

——其他领域的发现

（引导：还有没有其他贡献，是不是马克思最主要的贡献，
那么是为什么？）

明确：作为科学家，思想家，就是这样，但马克思首先是一
个革命家

那么，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对革命作出了哪些贡献？

明确：进行革命实践

宣传（办报，著书）



参加各地的组织

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作者除了追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之外，还追忆了什么？

引导：阅读第8段

引导：马克思作出了这么多贡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遭到各国政府的驱逐，资产者的诽谤、诅咒

引导：对自己的这些遭遇是如何看待的？

“毫不在意，把它们当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
时才给予答复”

不在乎他人的态度开阔的胸襟，博大的胸怀高尚的品质

这段还有哪些句子是表现马克思的品质？

“他可能有过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表现马克思的光明磊落

拥有莫大英明和宏伟事业的马克思逝世了，作为他的密友，
恩格斯的感情是怎样的？

悲痛、哀悼、惋惜、遗憾

作者是如何表达的呢？（集体朗读第一段，讨论）

a、停止思想了，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不忍心、不愿意说，这叫讳饰（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用含



蓄，委婉的语言把本意暗示出来）

b.“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

c、“让他一个人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

“两分钟”突出事情来临的意外（突然）

“还”字流露出未能在马克思临终前陪伴在他身边的无限惋
惜和遗憾的感情

马克思在人们的惋惜中去世了，但是他的英名和事业却留了
下来如果这是一个墓碑，上方该写上什么字？（永垂不朽）

三、课外延伸阅读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
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
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
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四、课后作业

1、完成《导学与测试》练习

2、结合课后练习3，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板书：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1、把握悼词的情感特点，即文章的感情基调。

2、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贡献及逝世的影响。

3、抓住主要文段，以诵读的方式，解析作者的观点。

提取文章重要语句，解读马克思的贡献及逝世的影响。

体会作者的感情及观点。

1课时。

一、导入

以“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为导入点，引出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友谊，顺便介绍写作背景，并引入下一环节(抓住“复杂
的心情”)

二、课文探讨

1、读课文思考，恩格斯在朋友的马克思的墓前演讲时，怀着
如何复杂的心情?

(学生初读课文，找出相应的语段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并诵读
本段文字，体味那样一种心情。)

(先让学生找出相应段落，在让学生讨论概括，马克思在理论
上获得的贡献，3～5自然段，最后教师总结板书。)

(让学生阅读课文，从文中去寻找答案，然后概括总结7段。)

4、引言：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言：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请问：马克



思取得如此巨大的贡献，可谓“木秀于林”“堆出于岸”

“行高于人”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生前生后又有着怎样的遭
遇呢?

(让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应的段落，在引导学生看“敌人”
和“战友”对他的不同态度，最后，让学生在诵读中去体会
作者对马克思的感情第1段，第8段)

5、一颗明星，陨落了;一代伟人，逝去了。对于马克思的逝
去，你有何感想呢?请拿起手中笔写下你对马克思的所有情感
吧!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1)、了解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激发对马克思崇高人格的敬仰。

(2)、理解本文论述的严密逻辑性，体会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3)、悼词的文体特点，修辞、单句、复句等语法知识。

理清各段间的逻辑关系；分析马克思逝世情景及时对马克思
伟大贡献的总论。

理解关键词、长句的作用与表达效果。

本着启发诱导的原则，以剖析结构、理清思路的方式，把握
全文逻辑关系；以理解关键词、解剖长句为突破口，进行深
入细致分析。

一、导入新课：

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感情丰富、复杂、细腻。崇高卑劣、
生老病死，激发了人类强烈的情感。同时，人们也以各种方
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价值判断，悼词就是人们表达哀



悼的方式之一，而对于一个时代巨人的离去，这种方式就显
得尤为必要。

二、简介背景，检查预习：

(1)检查预习：这篇悼词是谁在何时何地发表的？

(2)教师作完整介绍：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马克思在伦敦去世；3月17日，
在伦敦海持公墓举行了葬仪，恩格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向
自己的导师表达了深切的悼念，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悼词。

三、简介悼词的文体知识(出示投影)：

开头：介绍逝世时间、地点、情景等

悼词(对逝者表示哀悼的话)主体：叙述逝者经历、产要成就、
贡献

结尾：表达哀悼，对生者提出希望要求

四、范读全文，理清全文各段逻辑关系：

(1)要求学生根据悼词的特点，找出本文结构的三个部分，概
述大意。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不幸逝世(第1段)；贡献地位(第2至8段)；深远影响(第9段)

(3)在(1)、(2)步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全文的逻辑关系：

全文9段间的逻辑关系如下(以图示法标明)



科学理论贡献

总说分说总说：表达崇敬悼念

革命实践贡献

五、分析课文：

一、第一段：

(1)、指名朗读本段；学生思考：这一段介绍些什么？

(逝世时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逝世地点------安乐椅；
逝世情景------睡着了)

(2)、讨论以下问题，将分析导向深入：

1、为何将时间交代得如此具体？

(表明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值得纪念。)

2、地点的交代有无深意？(教师介绍相关背景材料)如有，是
何深意？

3、不就死了，而说睡着了，运用的是什么修辞方法？其间包
含着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讳饰的修辞方法；含蓄委婉，痛惜
崇敬)

(3)、小结该段：

本段以记叙的方式，叙述马克思逝世的时间、地点、情景，
虽是悼词的通用开头，但文字简练、准确，蕴含着无限的哀
悼和敬仰。

二、第二段：



(!)、教师范读，注意突出对于对于、损失、空白这几个关键
词

语。

(2)、讨论分析：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
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指名缩句，找出主干。(逝世是损失)

2、出示投投影，明确各具体成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
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3、抓住关键词，深入分析：

1、损失、空白，说明马克思贡献巨大，无可企及；

2、两个对于，分列贡献的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科学理论。

(4)小结该段：

这一段指出马克思逝世所造成的损失，从侧面论述马克思的
丰功伟绩，历史地位。这一段是全文总纲。

六、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了悼词的文体特点，初步理清了文章各
段间的逻辑关系；在第一、二自然段的阅读中，我们通过对
关键词语，修辞方法、长句的`分析，详细了解了马克思逝世
的时间、地点情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伟大贡献的总
述。马克思那种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人格给
我们树立了楷模；文中那哀悼痛惜，无限崇敬之情，也引起
了我们强烈的共鸣。



七、布置作业：

(1)课内练习(出示投影)

1、巩固训练：填空。

2、延伸训练：习作片断练习，写一段话，学习本文第二段的
格式，突出一个中心意思。

(2)课外作业：

1、预习下文，看第二部分的分说各说了哪些成就贡献？

2、第三段是由一个长句子构成的，是单句还是复句？尝试分
析。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时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值得纪念）

不幸逝世地点：安乐椅（鞠躬尽瘁）

情景：睡着了(讳饰)（痛惜崇敬）

损失革命实践

贡献地位：（深远影响）

空白科学理论

文字，是多么美，多么精致可爱的精灵啊!只要你调度得当，
它就能把你心里最细微的情绪表达出来!可阅读教学中，我们
则要引导学生从文字这一浅表的实在的东西出发，来推究作



家的本心，体会那抽象的妙境，是可谓须深入浅出了。而教
师备课，亦即寻求一条能够带领学生深入浅出的途径。于是，
这条路平坦或坎坷，就看你，教师，领路者的素质与勤奋了。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六

1、了解马克思的丰功伟绩；

一、导入：

三、具体研习课文

（一）、分析第一部分：学生齐读第一段，提问：（1）这段
文字表达了恩格斯什么样的心情？ 明确：无限惋惜、悲痛、
怀念之情。

那么要体现出这种感情，朗读时应该注意什么？ 明确：语调
低沉、凝重，语速缓慢。

明确：运用“讳饰”的修辞手法，委婉含蓄地表达了恩格斯
对马克思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之情。

（二）、分析第二部分

（1）找出统领全文总纲的句子：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2）“空白”和“不久”这两个词语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
强调了损失的不可估量。

（3）分析马克思在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两方面的贡献： 理
论贡献:



1、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2、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

3、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发现。革命实践：

1、编报著书；

2、创立第一国际.关键字句赏析：

1.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
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明确：运用类比手法，体现马克思这一发现的历史意义和影
响。（达尔文从生物学的角度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由
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
暗中摸索。

明确：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指导意义。

（三）、分析第三部分：（学生齐读最后两段）巨大影响：
生前：

敌人——驱逐、诽谤、诅咒 战友——爱戴、尊敬 死后：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关键字句赏析：

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
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

明确：



1、用形象的比喻表现了马克思的无畏气概和对政敌的极大蔑
视；

2、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事业上。

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明确：说明马克思一生光明磊落，不谋私利。热烈赞扬马克
思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明确：一个“将”字体现出马克思伟大贡献的深远影响和意
义。

四、小结。（请学生谈谈自己从本课中学到了什么，然后引
导到议论文写作的角度作总结）

五、研究性学习：

学习本文论点鲜明、逻辑性强的议论文特点，采用层进式的
结构，以“论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为题写一篇议论性的短文。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七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
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
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
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
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
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
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
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
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
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
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
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
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
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
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
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
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
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
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
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
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
赛尔·德普勒的发现396。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
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
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
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
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
年)214，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397，《德意志—布鲁塞



尔报》(1847年)221，《新莱茵报》(1848—1849年)222，
《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227，以及许多富有战斗
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
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
会193，——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
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
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
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
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
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
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
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
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
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
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
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
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
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
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
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
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教案教学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了解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激发对马克思崇高人格的敬仰。

(2)、理解本文论述的严密逻辑性，体会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3)、悼词的文体特点，修辞、单句、复句等语法知识。

教学重点：理清各段间的逻辑关系；分析马克思逝世情景及
时对马克思伟大贡献的总论。

教学难点：理解关键词、长句的作用与表达效果。

教法设想：本着启发诱导的原则，以剖析结构、理清思路的
方式，把握全文逻辑关系；以理解关键词、解剖长句为突破
口，进行深入细致分析。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感情丰富、复杂、细腻。崇高卑劣、
生老病死，激发了人类强烈的情感。同时，人们也以各种方
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价值判断，悼词就是人们表达哀
悼的'方式之一，而对于一个时代巨人的离去，这种方式就显
得尤为必要。

二、简介背景，检查预习：

(1)检查预习：这篇悼词是谁在何时何地发表的？

(2)教师作完整介绍：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马克思在伦敦去世；3月17日，
在伦敦海持公墓举行了葬仪，恩格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向
自己的导师表达了深切的悼念，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悼词。

三、简介悼词的文体知识(出示投影)：

开头：介绍逝世时间、地点、情景等

悼词(对逝者表示哀悼的话)主体：叙述逝者经历.产要成就、
贡献

结尾：表达哀悼，对生者提出希望要求

四、范读全文，理清全文各段逻辑关系：

(1)要求学生根据悼词的特点，找出本文结构的三个部分，概
述大意。

(2)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不幸逝世(第1段)；贡献地位(第2至8段)；深远影响(第9段)

(3)在(1)、(2)步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全文的逻辑关系：

全文9段间的逻辑关系如下(以图示法标明)

科学理论贡献

总说分说总说：表达崇敬悼念

革命实践贡献

五、分析课文：

一、第一段：



(1)、指名朗读本段；学生思考：这一段介绍些什么？

(逝世时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逝世地点------安乐椅；
逝世情景------睡着了)

(2)、讨论以下问题，将分析导向深入：

1、为何将时间交代得如此具体？

(表明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值得纪念。)

2、地点的交代有无深意？(教师介绍相关背景材料)如有，是
何深意？

3、不就死了，而说睡着了，运用的是什么修辞方法？其间包
含着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讳饰的修辞方法；含蓄委婉，痛惜
崇敬)

(3)、小结该段：

本段以记叙的方式，叙述马克思逝世的时间、地点、情景，
虽是悼词的通用开头，但文字简练、准确，蕴含着无限的哀
悼和敬仰。

二、第二段：

(!)、教师范读，注意突出对于对于、损失、空白这几个关键
词

语。

(2)、讨论分析：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
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指名缩句，找出主干。(逝世是损失)



2、出示投投影，明确各具体成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
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3、抓住关键词，深入分析：

1、损失、空白，说明马克思贡献巨大，无可企及；

2、两个对于，分列贡献的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科学理论。

(4)小结该段：

这一段指出马克思逝世所造成的损失，从侧面论述马克思的
丰功伟绩，历史地位。这一段是全文总纲。

六、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了悼词的文体特点，初步理清了文章各
段间的逻辑关系；在第一、二自然段的阅读中，我们通过对
关键词语，修辞方法、长句的分析，详细了解了马克思逝世
的时间、地点情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伟大贡献的总
述。马克思那种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人格给
我们树立了楷模；文中那哀悼痛惜，无限崇敬之情，也引起
了我们强烈的共鸣。

七、布置作业：

(1)课内练习(出示投影)

1、巩固训练：填空。

2、延伸训练：习作片断练习，写一段话，学习本文第二段的
格式，突出一个中心意思。



(2)课外作业：

1、预习下文，看第二部分的分说各说了哪些成就贡献？

2、第三段是由一个长句子构成的，是单句还是复句？尝试分
析。

附、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