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导学稿  

第一课时 

班级            学号             姓名               家

长签名           

教学目标：   

1.引领学生与作者、作品对话，探究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关键

是什么。  

2.学习作者阐述问题条理清晰的行文思路。  

3.体会、感悟本文的说理方式以及设问句在议论文中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1.引领学生与作者、作品对话，探究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关键

是什么。 

2.体会、感悟本文的说理方式以及设问句在议论文中的作用。 

学习课时：第一课时 

学习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预习导学 

1.给粗体字注音。 

（1）汲取（      ）    （2）孜孜（      ）   

（3）锲而不舍（      ）（4）根深蒂固（      ） 

2.词语解释   



（1）孜孜不

倦     _____      _____      ____  

（2）根深蒂

固    _____      _____      ____ 

（3）锲而不

舍    _____      _____      ____ 

（4）不言而

喻    _____      _____      ____ 

3.选词填空。 

（1）富有创造性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     _____ （汲取、

吸收、学习）知识，使自己     ___（学识、学问、才学）渊

博，从古代史到现代技术，从数学到插花，不精通各种知识就一事无

成。因为这些知识随时都可能进行组合，形成新的     ___（创

造、创意、创造性）。 

（2）知识就是形成创意的     ___（材料、素材、原始材料），

但这并不是说，光凭知识就拥有     ___（创造性、创造力、

创新）。 

二、课堂研讨 

（一）检查预习 

（二）导入：大家还记得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他的老搭档范伟的一部小品《卖车》吗？其中

有这么一段：赵本山出题：“1+1在什么情况下不等于 2”？范伟答：“1+1在任何情况下

都等于 2”。高秀敏纠正：“1+1在答错的情况下不等于 2。” 赵本山问：“你们家养了

一只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 范伟答：“因为我们家小狗讲卫生。” 赵本山：“错。



媳妇答。” 高秀敏答：“因为狗只能生狗。” 赵本山问：“一位 80 岁的老奶奶上了公

共汽车，车上没一个人给他让座，为什么？” 范伟答：“因为车上的人不讲文明礼貌。” 高

秀敏纠正：“因为车上有的是空座。”大家边看边想：范伟答错了吗？（生（齐声）：没答

错。）为什么范伟的答案跟赵本山的老是不一样呢？（生 1：因为他们两个人思考问题的角

度不同。生 2：因为他们思维的方式也不一样。生 3：因为范伟的思路太狭窄，想法也太老

套了。）看来，我们只要调整一下思维方式，换一个思考角度，跳出习惯的思维模式，就会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异乎寻常的答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事物

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这篇文章。（板书课题） 

（三）资料助读 

（四）理文脉   

听课文录音，思考下列问题。 

（1）本文的结构如何划分？       （2）本文主要论述什么问题？ 

（3）文章开头设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五）探讨问题   

本文主要论述什么问题？ 

三、课堂练习 

阅读课文 2-8 段，回答下列问题。 

（1）“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的思维模式有什么弊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归纳一下：创造性思维有哪些必需的要素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分别用一句话概括选文所举的两个事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为什么说“不满足于一个答案，不放弃探求，这一点十分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那么，创造性的思维又有哪些必需的要素呢？”这个句子是

什么句式？有什么作用？ 

四、布置作业。《作业本》 

 

学习课时：第二课时 

学习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习过程：  

一、预习导学 

1.根据下列词中的注音写汉字。 

根深 dì固（    ）    jí取（    ）    zīzī不倦

（    ）（    ） 

2．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________在大多数情况下，________是他们，________并非轻而易举

就能获得如此非凡的灵感。________，这种非凡的灵感，________

产生于这样的过程，关注极其普通、________一闪念的想法，并对它

反复推敲，________充实。 

二、课堂研讨 



（一）研读，深透理解课文内涵  

  听读课文录音，思考： 

1.区分一个人是否拥有创造力，主要根据是什么？你打算怎样做一个

富有创新精神的人？ 

2.本文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3.“创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对于这句话，你是如何理解的？ 

（二）思考研讨——课后练习（课堂练习） 

三、拓展延伸 

创造超越的人生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埃及古老的传说——有个开罗人，一天到

晚想发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夜，他梦见从水里冒出一个人，

浑身湿淋淋的，一张嘴，吐出一个金币，并且对开罗人说：“你想发

财吗？有成千上万的金币在等着你呢。” 

开罗人急着问：“在哪里？在哪里？我当然想发财了，我都想得

快发疯了。” 

“好，”那吐金币的人说，“想发财，你就得去伊斯法罕，只有

到那里才能找到金币。”说完就不见了。 

开罗人醒过来，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天哪！伊斯法罕远

在波斯啊，我到底去不去呢？去，我必须穿越阿拉伯半岛，经波斯湾，



再攀上扎格罗斯山，才到得了那山巅之城。”开罗人想，“我很可能

死在半路上，但是不去，我这辈子大概就发不了财了。” 

去，他不见得一定能发财，谁能相信梦里的事？但是不去，他必

定会悔恨。经过几天内心的挣扎，开罗人还是决定冒险。 

千山万水我独行。开罗人千里跋涉，历经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

风尘仆仆地到达了“山巅之城”伊斯法罕。 

天哪！伊斯法罕不但穷困，而且正闹土匪，开罗人随身带的一点

值钱的东西都被土匪抢走了。 

当地的警卫总算把土匪赶跑，发现奄奄一息的开罗人，喂他吃饭、

喝水，把开罗人救活。 

“看样子、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警卫队长说。 

“我从开罗来。” 

“什么？开罗？你从那么远，那么富有的城市，到这鸟不生蛋的

伊斯法罕来干什么？” 

“因为我梦见神对我的启示，到这里来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金

币。”开罗人坦白地说。 

警卫队长大笑了起来：“笑死我了，我还常做梦，我在开罗有个

房子，后面有 7颗无花果树和一个日晷，日晷旁边有个水池，池底藏

着好多金币呢！真是胡说八道，快滚回你的开罗吧，别到伊斯法罕来

说梦话了！” 

开罗人衣衫褴褛，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开罗，邻居看到他的可怜相，

都笑他疯了。 



但是，回家没几天，他成为开罗最有钱的人。 

因为那警卫队长说的 7 棵无花果树和水池，正在他家的后院。 

他在水池底下，挖出成千上万的金币。 

开罗人有没有白去伊斯法罕走一遭？ 

当然没有。虽然金币就在他自己家里，但是他不去，就不会知道。 

我们的一生不也像这样吗？正如老人所说：“人生不过如此，一

转眼就过去了。” 

我们的一生好像四季，也仿佛一天，春天和秋天同样是太阳移到赤道

的位置；日出与日落同样是________。 

当我们老的时候，体力差了、记忆力差了，我们的动作变得像幼儿，

用的词语愈来愈简单。有一天，我们吃不动了，只能吸流质的食物，

确实好像回到了幼儿时期。 

问题是，秋天毕竟不是春天，日落毕竟不是日出。 

难道就因为我们有一天会死，就因为有一天自己会看开一切，我们在

少年时就不必努力，我们就干脆留在开罗，不必去伊斯法罕了吗？ 

没有春发、夏荣，怎会有秋天的丰收？ 

没有一生的奔波、历练，怎么得到生命的启示？ 

如同没有警卫队长的一番话，开罗人如何知道财富居然就在自己的后

院？ 

 1.作者叙述这个埃及古老的传说的目的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金钱其实就藏在自家的后院里，这个开罗人去伊斯法罕是不是白

走一遭？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依据上下文的意思把文中空缺处补充完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文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有人说：人生就是一次从起点到终点的圆周运动，始于起点，终

于起点。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你认为要想创造超越的人生，需要做哪些必要的准备？ 

四、布置作业。《作业本》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导学稿  

第一课时 

课型：新授    主备：张永红    审核：       上课时间：2011

年  月   日  



班级            学号             姓名               家

长签名           

教学目标：   

1.了解“格物致知”的含义及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对于学习科

学知识的重要性。 

2.理解本文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证方法论证中心论点。 

教学重难点： 

1. 正确理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 

2.分析本文从反面论证儒家格物的观点不能滥用于当今的世界；从正面分析格物致知是科学

的实验的写作方法。 

3.联系自己学习生活折实际，体会文章对自己的启示。 

学习课时：第一课时 

学习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预习导学 

1.填空  

（1）丁肇中，美籍华裔，         奖获得者。  

（2）宋代思想家         将《        》、《        》、《        》、

《        》编在一起，称为“       ”，是     家的主要经典。  

（ 3 ） 《 大 学 》 中 提 出

的     、     、     、     、     、     、     、     八条

目，成为南宋以后理学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2.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B．因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 

C．一切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意力。 

D．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尊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

了。  

二、课堂研讨 

（一）检查预习 

（二）导入：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四川省的一名女高

中生今年以比较高的分数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专业。入学后，她

的高超的计算能力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可是，她做实验

的能力非常差，一连三周下来，她竟未能完整地做好一个实验，这又

使她的老师大为恼火。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分低能的例子，造成这个女

大学生高分低能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丁肇中先

生《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 

（三）资料助读 

作者简介：  

丁肇中（1936－）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36 年生于密执安州的安阿

伯。1962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9 年后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高能物理学研究。1974 年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实验中发现新

粒子(J／ψ粒子)，并导致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新粒子的发现，使粒

子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现阶段。因此于 1976 年与里克特同获诺

贝尔物理学奖。 



（四）理文脉   

听课文录音，思考下列问题。 

1.本文的结构如何划分？ 

2.本文主要论述什么问题？ 

3.传统的中国教育为中国教育不重视真正的“格”？传统的中国教育

有什么弊端？ 

三、课堂练习： 

1.用适当的关联词语填空。 

A．   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   

传统教育的目的并  寻求新知识，   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B．实验的过程  消极的观察，  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 

C．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   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   

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 

2.试比较下列句子中括号里的词语，指出哪个词最合适，并说明原因。 

（1）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地（测试、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

的计划。                                 

（2）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撑、支配）着一些中国

读书人的头脑。                              

（3）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

从内心（领悟、领会）的。 

四、布置作业。《作业本》 

 



 

 

 

 

 

 

 

学习课时：第二课时 

学习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习过程：  

一、预习导学 

1. 词语解释  

（1）格物：  

（2）致知 

2.根据词语解释，在后面的括号内写出相应的词语 

（1）走来走去，犹豫不决，不知该往何处去。（     ） 

（2）旧时指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     ） 

（3）本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一般不

切实际的谈论。（     ） 

（4）使自己的意念真减，思想纯正，不欺骗自己。（     ） 

（5）心要端正。（     ） 

（6）把自己的家族整顿好。（     ） 



（7）比喻置于事外或不协助别人。（     ） 

（8）比喻非常顺利，毫无挫折。（     ） 

二、课堂研讨 

（一）研读，深透理解课文内涵  

 朗读课文，思考： 

1.作者以自己起初在美国的经历为例，主要是为了证明什么观点？ 

2.格物致知精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3.为什么要提倡“格物致知”的精神？有何现实意义？ 

4.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格物致知”精神的关键是什么？   

（二）思考研讨——课后练习（课堂练习） 

三、拓展延伸： 

 阅读下列文字，回答文后问题。  

带着梦想上路    章睿齐 

   ①许多年前，一个１０岁的意大利男孩在那波里的一所学校

读书。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星，但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却说：“你

不能唱歌，五音不全，你的歌简直就像是风在吹百叶窗一样。”

回到家里后，他很伤心，并向他的母亲──一位贫穷的农妇哭诉

这一切。母亲用手搂着他，轻轻地说：“孩子，其实你很有音乐

才能。听一听吧，你今天的歌声比起昨天的乐感好多了，妈妈相

信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歌唱家的……”听了这些话，孩子的心情

好多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了那个时代著名的歌剧演唱家。他的

名字叫恩瑞哥·卡罗素。当他回忆自己的成功之路时这样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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