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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教案 

马克思教案 篇 1 

教学重点： 

1、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2、揣摩词语的感情色彩和表达作用。 

3、体会演说词的论辩思路。 

教学难点：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词语的表达作用。 

教学课时：2 课时。 

教学方法：分析领悟法。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科学的发展是经历了很漫长的时期的，在漫漫历史长河

中，总会出现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以超人的智慧发现了许多客观

规律，以卓越的理论去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在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

正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总结了资产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规律，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以其卓越的

功绩，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歌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恩格斯写的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并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导师。 

二、预习检测： 

1、纠正下列各句中的错别字： 

A、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霍然开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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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索。

（豁、摸） 

B、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膛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腔） 

C、只能感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误蔑的人。

（诬） 

2、选词填空，并区别这些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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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

（安心、安静）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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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发明） 

C、但是马克思在他们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

有（独到）的发现。（独特、独到） 

（区别略，以上词语很容易区别，教师可引导学生依据同义词的

区别方法分析辨别。） 

三、分析第一段： 

1、作者为什么要在开头点明马克思逝世的具体时间？ 

明确：第一处详细点明逝世的时间，表达了一种庄重的意味；第

二处极言时间之短，既表现了“我”的痛苦和惋惜，又揭示和赞颂了

马克思忘我工作的精神。 

2、本段写马克思的死何以用“停止思想”“安静地睡着了”“永

远地睡着了”这些短语来表达？ 

明确：在这里作者采用了讳饰的手法（所谓讳饰，就是因为某个

原因，不便直接说出某个意思，而是以比较委婉而又含蓄的语言表达

意思），既表现了作者对马克思的敬重，又表现了自己的悲痛之情。 

小结：本段追述马克思逝世的时间、地点和情景。 

四、分析二~五段： 

1、第二段是从哪些角度来评说马克思逝世造成的损失的？ 

明确：一是从对象（无产阶级、历史科学）；一是从程度（不可

估量）；一是从后果（空白）；一是从时间（不久）。作者不断变换

角度，主要是强调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与伦

比的。 

2、从后文内容看，第二段起何作用？它与后两层在内容上是何关

系？结构上又是什么关系？ 

明确：从后文看，第二段起总纲作用，与后面两层是因果关系；

结构上是总分关系。 

3、第三段一共有几个句子，试讨论其句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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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这是一个复杂单句。“正像……一样”是前置状语；“马克

思”是主语；“发现”是谓语中心词；“规律……做得相反”是宾语中

心语；“人类……发展”是定语。 

4、第三段冒号后面的文字是一个复句，试分析这个复句。 

明确：①||（条件）②|（因果）③|||（并列）④||（因果）⑤|||

（并列）⑥ 

5、“不仅如此”中的“此”指什么？第四段和第三段在结构上是

什么关系？ 

明确：“此”指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第四段和第三段在

结构上是递进关系。 

6、第四段中最能体现马克思第二个发现的作用的词是哪一个词？

试具体解释这个词语的含义？ 

明确：豁然开朗。剩余价值的发现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并解决这一社会的根本矛盾开辟了正确道路，

对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7、第五段中“这样两个发现”指什么？ 

明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 

8、第五段第 3 句中的“很多”“不是浅尝辄止”各是从什么角度

去叙说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 

明确：广度和深度。 

小结：这一部分主要叙说马克思在科学（历史科学）方面的巨大

成就，赞扬了马克思卓越的见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五.附板书内容： 

六、布置作业： 

1、课后练习一。 

2、补充作业：印发资料。 

第二课时 

一、复习第一课时内容，处理课后练习一。 

二、分析第 6、7 段： 

1、“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就是这样”中“这样”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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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上文所说的马克思在很多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且任

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很深入。 

2、为什么“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明确：因为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

力量”。这些新发现必然能带来历史的发展、革命的发展。 

3、两个“密切注视”体现了马克思怎样的科学观？ 

明确：他是通过了解科学的发展来了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

的发展的。 

4.作为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具有怎样的品质？ 

明确：对革命满腔热情，对无产阶级事业坚忍不拔，对工作卓有

成效。 

5.第 7 段和第 6 段是什么关系？ 

明确：前者谈革命成就，后者谈科学研究，内容上是并列关系，

逻辑上是因果关系。 

6.为什么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 

明确：因为马克思无论研究科学或是从事革命活动，都是指导全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 

7.第 7 段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明确：分三层。首句为一层，点明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

2~4 句为二层，概括马克思革命的一生；5 句为三层，简述马克思的

革命活动。 

小结：这两段叙说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全身心投入到自

己事业中的伟大精神。 

三.分析第 8、9 段： 

1.“正因为这样”中“这样”指什么？ 

明确：指前一段所说的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卓绝表现

和成就。 

2.“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中“这一切”又指什么？ 

明确：指资产者“诽谤他，诅咒他”。 

3.“敌人”和“私敌”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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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敌人”指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敌人；“私敌”指与马克思

的个人利益相冲突的人。 

4.第 8 段采用了什么手法来评价马克思？ 

明确：对比。把资产者和无产者对马克思的态度作对比，充分体

现了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和崇高地位。 

5.第 9 段“永垂不朽”是什么意思？ 

明确：本义是永远流传，不可磨灭。这里指马克思的精神和他开

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万古长存。 

小结：这两段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地位，并对马克思表达最深切的

哀悼之情。 

四.布置作业： 

1.课后练习二。 

2.补充作业：印刷资料。 

五.教学后记： 

附录： 

[教学目的] 

了解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学习马克思献身于革命与科学的精神。 

理解本文的论述特点--严密的逻辑性（严谨的结构；高度精练、

概括的语言）；学习本文记叙、议论、抒情三种表达方式水乳交融的

特点。（重点） 

[教学课时] 

两课时。 

[教学方法] 

讲读法。 

[教具准备] 

录音机；幻灯片。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简介马克思生平；把握全文结构；分析 1-3 段。 

[教学过程] 

一、导入（简介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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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者恩格斯。（板书） 

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的任务是：（板书） 

伟大贡献 

论述特点: 

严密的逻辑性 

高度的概括性 

浓烈的抒情性 

关于马克思的事迹，课文里有一些介绍，除此之外，你还能说出

多少？ 

马克思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德国）。他 25 岁时迁居法

国巴黎。在大学里研究法学、历史和哲学。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

一生的政治活动。他与恩格斯一起在革命实践中共同战斗，在革命理

论上共同创造。直到 1883 年 3 月 14 日他因病逝世。 

马克思教案 篇 2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的基础知识，

如《新青年》的创办、新文化运动的“三提倡，三反对”等; 

(2)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和发展;民主与科学的主要含义; 

(3)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兴起背景的分析，引导学生理解政治、经济

与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4)探究在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中，新文化

运动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以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地名、刊物为话题，联系讲解，史料分

析，帮助学生理解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开展讨论、辩论等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表达、探究的能力，培养

“论丛史出”的历史学科素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使学生掌握新文化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振兴中华、改造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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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中国而进行的新的探索。 

(2)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在学习中感受新文化运

动中主要代表人物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的无畏的探求真理的精神，

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感。 

(3)引导学生学会用辩证的观点和多元价值观看待东西方文化。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主要内容 

难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四、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谈话法，讲述法。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表格 1840 年——1912 年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复

习上节课内容，由此提问：以上各派的救国方案结局如何?我们从中能

得到哪些启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思想文化方面的探索由此掀起了

新文化运动。 

新课讲授：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问题 1：结合以下图片材料思考新文化运动在经济、政治、思想方

面兴起的背景分别是什么? 

师：多媒体展示三组老照片由学生归纳背景 

生：经济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

求实行民主政治。(根本原因) 

政治方面：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另一方面，窃国大

盗袁世凯则加紧复辟帝制活动，废除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 

思想方面：一方面，辛亥革命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

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

复古的逆流。(直接原因)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概况 

师：问提2：多媒体显示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概

况(兴起标志、代表人物、指导思想、主要阵地、活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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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兴起的标志：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从第二卷开始，《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2)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3)指导思想：民主与科学 

(4)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 

(5)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此处介绍北大发展历史和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 

3、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师：问题 3：新文化运动开展后提出了哪些内容? 

生：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 

师：提问：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

救中国? 

生：德先生：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赛先生：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教师讲解：制度落后，即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危害，

如阻碍社会进步、箝制思想、造成中国的落伍等等。科学技术不发达，

迷信思想盛行。历代封建统治者大搞封建迷信，给广大人民带上封建

的精神枷锁，进行的精神奴役。) 

马克思教案 篇 3 

教学准备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识记新文化运动兴起如《新青年》的创办、新文化运动的“四

提倡，四反对”等;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

的基础知识。 

(2)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和发展;民主与科学的主要含义。 

(3)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兴起背景的分析,引导学生理解政治、经济与

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4)探究在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中，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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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探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在中国

传播的原因和基本情况。 

2 过程与方法：. 

(1)以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地名、刊物为话题，联系讲解，史料分

析，帮助学生理解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开展讨论、辩论等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表达、探究的能力，培

养“论丛史出”的历史学科素养。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这一时期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比较丰富的，在教学时适当进行补充，

引导学生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出发，联系具体内容，分析新文化

运动的作用及影响。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 教学难点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全面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教学工具 

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1 引入新课 

图片《北大钟声》，20 世纪初的北大可以看见这样的画面，这些

先生们都是校长蔡元培请来的，你认识谁? 

当时的北京大学各种思想都占有一席之地，北大不仅包容了拖着

长辫的旧学代表，更包容了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教师。正

是后者，在百年前掀起了一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书写了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场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2 新知介绍 

一、新文化运动(1915—1921 年)：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起于1915 年《新青

年》的创办，下限三说，一说 1921 年，一说 1923 年，一说 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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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取1921 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般认为，1918 年是其分水岭，

前期是反对封建旧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后期是以宣传十月革

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主。 

1、背景： 

(1)政治上： 

①列强加紧侵略中国： 

如1915 年与日本正式签订《民四条约》，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是

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②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5 —1916 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反对者政治上有护国运动，

思想上有新文化运动。 

③军阀割据混战： 

1916 年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分裂，地方军阀崛起，进入军阀混

战时期。 

以上这种政治局面，外有侵略加剧，内有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割

据，中国的先进分子力图改变，寻找新的出路。 

(2)经济上：民资进一步发展(“黄金时代”)，民族资产阶级力量

壮大，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马克思教案 篇 4 

一、教材分析 

(一)课标要求： 

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

的重大意义。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识记新文化运动兴

起的标志、主要阵地、代表人物、旗帜、活动基地。概述新文化运动

的主要内容，探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

的历史意义。 

2、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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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思想解放、探索救国”这一主题，通过“新旧碰撞风云

起”、“破旧与立新铸国魂”、“十月惊雷现曙光”三个环节，引导

学生学习和探究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2)引导学生通

过对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得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以培养学生阅读、

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 

(3)设计一些问题交给学生讨论，让学生在探究、交流、讨论中形

成认识，学会合作学习，并能以此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

内涵和意义的学习与探究，使学生认识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的

传播对于改造中国的积极影响，并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作为中国未来

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也是个人健全人格，

形成正确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体现，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与人文素养。同时通过新文化运动中先进中国人为救国而勇于探

索的史实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勇于担当努力学习

的理想。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重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本课难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 

1、教法：注重史料教学，力争论从史出;创设情景，巧妙设问、

引导和点拨。 

2、学法：自主学习、探究和合作学习相结合 

(五)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六)课时安排 

1 课时 

二、教学过程： 

课前打出幻灯片：本课标题《第 15 课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

》，播放歌曲《最美的歌献给你》的旋律。  

【设计意图】渲染气氛，提前调动学生的情绪，为新课讲授做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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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 

(一)导入新课：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探索救国的脚步，然后播放幻灯片，说明辛亥革命后，思想解放依然

继续，探索救国还在前行。 

展示课题：《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设计意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利用激昂的旋律、熟悉

的图片、激情的语言进行课堂导入，可以渲染气氛，引出本课的主题，

激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强烈愿望。 (二)新课讲授： 

教师：有人这样说：“新文化运动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是这样的吗?我们通过第一个篇章“新旧碰撞风云起”来找到答案 

一、“新旧碰撞风云起”——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教师：请同学阅读教材第一段，结合大屏幕上的图片概括辛亥革

命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学生：…… 

教师：这些新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富强吗?请同学们看一

段视频，从中概括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的政治思想逆流。 

学生：…… 

教师：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作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却也

大搞帝制复辟和尊孔复古”，这种倒行逆施，资产阶级会答应吗，他

们又会如何的选择呢，于是在新与旧的碰撞中一场风云席卷而来，新

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教师：我们先走进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来明确新文化运动兴起

的概况，同学们自主学习课本 72 页第二段明确大屏幕上的表格 

教师：介绍一本激情洋溢的刊物，一所激情四射的学校，一群激

情飞扬的人物，感悟他们如此年轻却已经站在时代的前沿，敢于担当。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教材和观看视频，让学生在比较中，更直

观、生动地了解辛亥革命后的新旧思想的碰撞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从

而理解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通过介绍新青年杂志、

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来明确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基地和青年

敢于担当的精神。 二、破旧与立新树国魂——看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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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教师：请同学们快速阅读教材 73 页，从宏观上把握新文化运动的

主要内容。学生活动后，展示幻灯片“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1、国家的角度：共和之殇 

教师：共和政体名存实亡，主要是什么思想未清除?那新文化运动

人士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材料一“国人等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即民主)并

重。”——《敬告青年》 

材料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新青年》 

马克思教案 篇 5 

一、教学课题：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二、教学目标： 

（1）懂得物质和意识的含义、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对能动作用的

理解、“决定作用”和“能动作用”的关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2）能够运用意识反作用原理结合谈谈二者之间关系对当代大学

生生活和学习上的启示。 

（3）鼓励学生树立无神论的信念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教学重点： 

（1）物质和意识的辨证关系。 

（2)用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说明当代大学生拥有正确意识的重要

性。 

四、教学难点： 

（1）物质和意识关系并不是谁对谁错的，而是具有相互影响的关

系。 

（2）对意识能动作用的理解。 

五、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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