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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
前言：小泰温馨提醒，教学反思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并以此来总结 

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教师会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来反观自己的得失，通 

过教育案例、教育故事、或教育心得等来提高教学反思的质量。本教案根据教学反思设计 

标准的要求和针对教学对象是高中生群体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 

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修改调整及打印。

梁实秋（ 1902-1987），中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原名梁治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生于北京。 19XX 年考入 

清华学校（今 xxx 大学）。1919 年以后开始写诗。 1923 年 8 月  

赴美留学，翌年进 xxx 大学研究院，1926 年回国，在南京 xxx 大  

学任教。后转任上海 xxx 大学外文系主任，之后任教于 xxx 大学、 

xxx 大学等校，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益世报》副刊 

《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等。一度主编《新月   

》月刊。经常发表小品评论，后集为《骂人的艺术》。此书和后   

来的《雅舍小品》、《秋室杂文》，都以文笔幽默风趣形成独自   

的风格。著作《雅舍小品》（续集），《浪漫的与古典的》等。

是新月社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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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移居香港，后到台湾，历任 xxx 大学教授，师范大  

学 xxx 学院院长等职。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37 卷，于 

1967 年出版。

梁实秋 1987 年 11 月 3 日在台湾去世，享年 85 岁。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反思（一）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一文虽然短小精悍，但值得说  

的问题是很多的，尽管在课文学习中，学生领略了这一伟大的政   

治家、文学家的风采，但认识的只是冰山一角。这篇写人记事的   

散文,偏重于记述讲演的过程,突出讲演者的形象。因而把人物形象 

地分析作为重点。教学时，我采取了“设疑导入——勾画演讲特点  

——-批注细节分析人物——探究写作手法——拓展训练”的教学过 

程。

在施教过程中，教学的中心环节“批注细节分析人物”进行较   

为顺利，学生对于用细节描写表现人物个性有了深刻地领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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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写作手法”这一环节中却出了问题，只知细节写人，

其余一 概不知。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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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在教学设计中少了“侧面描写”的分析;

（二）是在本环节开始时没有给学生提出思考的方向，因而 

学生只会就本节课的分析来总结。见课堂出现冷场，我尽快做了  

教学设计的调整，马上给出了思考方向的指导，可以从写作顺序  

、正侧面描写方面思考。并让学生勾画出侧面描写的相关语句，  

互相交流，加深理解与领悟。经过这样的纠正，才使学生在写作  

特点的借鉴上有了较多的收获，对学生拓展训练中的写作练习有  

了更有益的辅导。

听了专家的讲座，在今后散文教学中，明确了一个理念，写  

人记事散文，通过“品文来品人，发展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加强 

预习力度，对预习提出具体的要求，并让预习成为教学的重要环   

节。注重学生的个体感悟，思维的发展。

反思 1 ，本篇课文是略读课文，注重用关键问题启发学生主  

动进行思考，品悟课文，没必要像讲授精读课文那般细致深入，   

面面俱到。过于详细紧密的分析讲解，会令学生失去更多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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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也没能体现出锻炼学生讨论和赏析能力的目的。而内

容过   多，就使得整节课在短短的 45 分钟里给人泛泛而谈的感觉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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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章相对于整个单元来说是较浅显易懂的，除了个别段落和  

几首文学作品以外。所以应该分清主次，精选难点内容进行探讨  

研究，适当点拨就好;过多的内容不仅占用太多时间，而且造成重 

点不突出，学生把握时拿不准的现象，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当  

然，学生的预习不到位，过分依赖老师也是本节课效果不理想的  

原因之一。

反思 2 ，应该注意到，成功教师的讲解应该是带启发性而懂  

得“留白”的，过于追求滴水不漏，容易使学生失去思考想象的空间 

。教师的讲解语不能过“满”，更不能为学生“包办”，该“留白”时必   

须“留”，只有让学生真正思考并脱口而出，才会令其印象深刻，起 

到锻炼其思维的目的。

此外，鉴赏课上的“对话”略缺，如果能够适当地在学生中进   

行答问解疑，效果也许更好，也更方便及时对学生的回答作出总   

结点评。品读鉴赏课应注重问题设计和诱导，多与学生“对话”，但 

自己在面对学生的沉默不语时有点茫然，从而不自主地“代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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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使得师生“对话”环节未能如计划中顺利进行，背离了

原来的 目标与方向，学生的阅读鉴赏没有在这节课上得到充分的

发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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