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 明天更辉煌
教学反思(通用8篇)

人生是一次旅行，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目的地，享受每一段路
程。人生中的目标和梦想如何成为我们努力的动力？在这里，
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富有哲理的人生总结，希望能引发大家
的共鸣和思考。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一

课文讲述了哈尔威船长在他的“诺曼底”号被“玛丽”号巨
轮撞开一个大口子，情况万分危急之际指挥全船人展开自救
工作，最后以身殉职的事。文章高度赞扬了哈尔威船长忠于
职守，舍己救人的伟大精神。

这篇课文篇幅比较长，在有限的四十分钟课堂内，如何引导
学生把这么长的课文学透呢?

我引领学生抓住“四道命令”、“一段对话”、“三个场
景”、“一个中心”去学习这篇课文，感觉效果不错，在有
限的时间内，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首先，在第一课时，我已让学生充分去朗读课文，达到正确、
流利的朗读要求，并对课文内容比较了解，还让学生在课文
中画出这些要点。第二课时，我就紧紧围绕这些要点展开引
领学习。

1.“大家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
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六十人全都救出去!”(其实
船上一共有六十一人，他把自己给忘了。)通过反复诵读、品
味。学生感受到哈尔威船长在危难之际忠于职守、舍己救人
的崇高精神，同时，从他的命令中还能感受到哈尔威船长以
身作则、临危不乱的可贵品质和帮助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主人公的特点跃然纸上。

2.“哪个男人敢走在女人的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这是
一道威严的命令，一方面体现了哈尔威船长同情、保护弱者
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哈尔威船长行事果断，
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当时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之下，发出这
样的一道命令，既震慑了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更感动了绝大
多数的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充分体现了哈尔威船长
是一位指挥有方的优秀船长。

3.“快救克莱芒!”(克莱芒是个见习水手，他还不过是个孩
子。)这道命令不仅折射出哈尔威船长的人性之美，反映了他
在如此危急时刻，仍一心想着他人，也照应了上文的“他把
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考虑到了”这句话。真不愧是大家之作。

4.“动作再快点!”正是哈尔威船长关心每一个人的体现，是
他在与死神抢时间抢速度。

通过多元朗读，同学们感受到了船长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细致入微、坚决果敢、指挥有方，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
更是一段传神的对话。

1.课文第二自然段所描写的船上混乱不堪的场景。这一场景
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船上形势之危急，灾难之严重。
另一方面，船上人们争相逃命的情景也与哈尔威船长忠于职
守、沉着镇定地指挥救援工作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彰
显了哈尔威船长的高大形象。

2.课文第二十五自然段对哈尔威船长指挥救援工作场景的描
写。他沉着镇定地指挥着全船人展开自救工作。以身作则，
领导者全体船员帮助乘客脱险。还有力地控制着整个船上的
局面。危难之际，忙而不乱。这真是一位指挥若定、叱咤风
云的船长!



3.课文第二十九自然段对哈尔威船长以身殉职场景的描写。
这一场景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哈尔威船长视死如归的高大
形象。同时，我们也仿佛看到了哈尔威船长那种视“诺曼
底”号为自己的生命，誓与轮船共存亡的英雄气概。这真是
一位顶天立地、有情有义的船长!

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高度赞扬了哈尔威船长伟大的一生，给
文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哈尔威船长一生都要求自己
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
一名英雄的权利。”“又一次”说明有许多次，可见，每当
危险来临之时，哈尔威船长都是这么做的。“英雄的权利”
不是为自己名垂千古的权利，更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权利，
而是每当危险、灾难来临之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
亡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权利。哈尔威船长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老师敢于真正放手让学生去自主学习，
适当引导、点拨，学生也能把文章学透、学好。

文档为doc格式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二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从它的副标题“献给香港回归之日”可
以知道：它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香港
回归祖国”，是为纪念香港回归而作。这是一首现代诗，篇
幅不长，易于朗读。全诗三小节，每小节有十行诗，第一小
节有四句，第二、三小节均为五句，共十四句三十行。在教
学中，我把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感情地朗读作为教
学的重点。首先，介绍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资料，
为学生理解课文打下基础；接着，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基础
上抓住重点句子理解课文内容；最后，通过重点词句的理解
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引导学生有感情地诵读课
文。



成功之处：

由于年龄关系，我现在所任教班级的学生对香港回归这一历
史事件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平时的学习中也很少有机会接触
这方面的知识。而要理解作者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又必须对
此有所了解。所以，在课前我查找了许多历史资料，在导入
时，我出示了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的照片，
并深入简出地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调动起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不仅让学生增长了一些历史知识，更对后面理解课文
起了很重要的情感铺垫作用。

在指导学生阅读时，首先安排学生默读，先从整体上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接着要求学生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最后，
在理解课文的基础，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学生们在把握全文
情感基调的基础上，层层深入到了课文的字里行间，充分感
悟了作者所表达的理想感情。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三

“你被迫离开母亲的怀抱，骨肉分离撕断肠。滚滚黄河为之
怒号，不尽长江为你悲伤”一句句话语，一阵阵悲伤，让我
知道香港啊，你受过多少冷嘲热讽，有过多少希望，发生过
多少故事，经历过多少磨难，看过多少春天啊！香港啊，你
知道我们企盼你回归多少年了吗？你知道我们思念你多少年
了吗？你知道你离开母亲多少年了吗？你知道我们多么努力
让你回归祖**亲温暖的怀抱吗？你知道祖**亲为你流了多少
泪水吗？你知道当你回归祖国怀抱时我们多么兴奋吗？你经
历了百年的沧桑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伟大的中国人民
内心里那股炽热的爱国之心像海上翻滚的波浪一样汹涌而出。

香港啊！陌生的世界里寻觅着生存的道路，尽管灾难正在无
声无息的向你走来，可是你却永不退缩。出乎意料的打击，
你却坦然面对。别人费尽心机用花言巧语诱惑你，你却不屑
一顾。你把你收获的成果，辛勤的汗水，点缀在东方之珠上。



为了尽快回到祖**亲的怀抱，你默默无闻的发展与繁荣，你
要记住你身上留着祖**亲的血，允吸着祖**亲的乳汁，吸收
着祖**亲给予的空气，在祖**亲的怀抱中苏醒，你的一切都
是祖**亲传授给你的。眼睁睁的看着你被迫做出不堪入耳的
事，我们却无能为力，令我悲痛万分，心如刀割般的疼痛。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伟大的中国里，有一位伟人永不能忘。我想对香港
说：“香港啊！回来吧！我们知道你历经千辛万苦，一步一
个脚印慢慢走出来了，现在你不用担心以后会发生什么灾难，
有位伟人他用超乎常人的机智与勇敢为你铺好了宽阔、平坦
的道路，你里快母亲的怀抱的时候多么伤心呀！现在回来了，
让祖**亲不在因为你伤心流泪了，和你的兄弟姐妹团圆吧！
从此，你不再是孤单一人，你已经回到亲人身旁。不再是因
为离开母亲而伤心。而那位伟人他叫--邓小平”香港啊！是
他让你和分散多年的母亲相聚，是他让你又一次踏进中国大
地，是他让百年之梦成为现实，相见时的泪水中饱含着回归
的渴望与兴奋。

香港啊！你的世界是那么的多姿多彩呀，你是中国人民最美
的一个家。

[《明天更辉煌》读后感(s版六年级上册)]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四

这是一首现代诗，饱含着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在
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朗读，在朗读中体会
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情感，实现学生与文本及文本作者之间的
对话，从而让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得到有效提升。

这篇课文本应两个课时完成，可为了赶进度，我把第一与第
二小节的品读调到了第一课时，结果造成了品读第二小节时
较简单、粗糙，朗读的指导不够到位，学生的感悟时间不够



充足，许多理应让学生自己理解的东西成了老师的讲解，以
至于影响了课堂教学中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训练。因此，本
节课中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是不到位的。也就是说，我把这
一课上成了“生米饭”，真是后悔死了。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五

一、品读中，悟课文

在大展示中，各小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朗读，心灵与文本撞
击，在撞击中触动，真正读出了自己的心里感受。从而使学
生在读中具体地感受到顶碗少年的精神。例如学生在分析：
在轻松幽雅的乐曲声里，只见他头上顶着高高的一叠金边红
花白瓷碗，柔软而又自然地舒展着肢体，做出各种各样令人
惊羡的动作，忽而卧倒，忽而跃起……碗在他的头顶上摇摇
晃晃，却总是不掉下来。学生只知道这句话是对顶碗少年表
演的具体描写，但缺乏想象，体会不到当时的惊险。总之，
在挖掘教材的基础上以情促读，以情导读。运用不同的朗读
方法，在朗读中感悟人物的内心感受，让真、善、美有机地
统一起来。

二、抓主脉，贯全文。

一叠金边红花白瓷碗在文中反复出现4次，每次出现的作用都
不同，但如果在讲课文时生硬地提出每次出现的作用是什么，
学生肯定不能理解，答不出来。我在修改导学案时反复考虑，
如何在分析理解课文时边理解，边渗透，从而达到水到渠成
的效果。例如：当顶碗少年准备第3次表演时，我提问：面对
着第三次出现的一叠金边红花白瓷碗，这一叠碗不仅仅告诉
了我们它的色彩，数量，还意味着什么?学生顺势回答了多种
答案，一道无情的考题，就这样难点被击破。通过对这一内
容的研究，使我知道了只有老师多读、多思、多悟，学生才
能更进一步的感受字里行间的真正内涵，领悟全篇文章的主
旨。



本课教学基本上按预先设计完成，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
教学少年两次失败的时候语句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写作上的
技法没有点明，以致后面的相关教学有点模糊。如果能做到
位，学生后面的理解会更轻松，更到位。其次是课文结束的
省略号的处理，我只是把学生停留在少年的身上进行想象，
而没有让学生更深地领悟少年身上的精神，最后的环节可以
让学生在“微微激动”上展开想象，这样或许会更好。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六

本课在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本单元是一组表现华夏儿女对祖
**亲赤诚而炽热的爱的情怀的课文。《明天更辉煌》是献给
香港回归之日的一首赞歌，全诗充溢着为香港回归祖国而无
比兴奋、鼓舞的浓浓深情。

根据教材制定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帮助学生认读“缀、汁、荆、棘”4个生字；
会写“辱、觅、缀、汁、荆、棘、伐”7个生字；掌握“骨肉
分离、自强不息、企盼、耻辱、寻觅、点缀、乳汁、炎黄子
孙、荆棘、步伐”等词语。

2、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通过抓住重点诗句领悟文章情感，
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熟练背诵诗歌第三节。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体会诗中表达
出的香港回归给作者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无比喜悦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课的重点是指导学生体会诗中所表达的香港回归给作者和
全国人民带来的无比喜悦的激动之情；难点是引导学生抓住
重点诗句深刻领悟体会其中所表达的感情。所以，在本课的
教学中，朗读是最后手段和环节。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观看“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照片。（看书上插图一。
）

思考：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吗？

谈话：7月1日零时，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五星红旗和紫荆花
区旗徐徐升起，香港终于回归了！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人们以千歌万曲、千言万语倾吐
着自己激动的心声。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其中的一首诗歌，
它是“献给香港回归之日”的（板书副标题），题目是“明
天更辉煌”（板书正题目）。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

1、注意把生字字音读准，把句子读得通顺，在文中的逗号、
分号、句号及顿号处有恰当的停顿，把握诗歌的情感。

可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让学生把课文多读几遍，尽量做到能
正确，流利地朗读。

2、和学生一起分析字形、字音、字义。教师做好纠正。

（三）教师范读。

（四）细读。

一边诵读，一边思考：课文有三个小节，各写了些什么内容，
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1.读第一小节时，应弄清“漫长的岁月”“你被迫离开母亲
的怀抱”“骨肉分离”具体指什么，并抓住“撕断



肠”“……为之怒号”“……为你悲伤”“企盼”等词语体
会所含情感。

2.读第二小节时，可让学生了解香港的百年沧桑史的一些事
例，去理解“你饱尝痛苦和耻辱”等诗句；可让学生了解香
港的“世界第一”的一些事例，去理解“你把滴滴汗水，点
缀在东方之珠上”等诗句。

3.读第三小节时，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邓小平提出“一国两
制”的有关资料，并由教师作简明概述，帮助学生理
解“……有一位伟人永志不忘”“他用超人的智慧和胆略，
为你绘制了回归的航向”等诗句。还要让学生观察课文第二
幅插图，并结合朗读有关诗句，使学生懂得：“一国两制”
构想已作为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而功垂青史、光照
中华。

在理解每小节诗的内容、情感时，要结合指导朗读，做到能
有感情地去读，并把第三小节背诵下来。

4.组织学生赛读，教师应作出及时恰当的评价。

（五）练读。

训练学生掌握朗诵技巧，读出感情，读出韵味。

（六）谈话导练：

香港回归，百年盛事，普天同庆，举国欢腾。我们祝愿香港
明天更辉煌。让我们再读一读另一首献给香港回归之日的散
文诗吧！

香港明天更美好

归家，归航。



沐过世纪的风雨，一个信念伴随一个民族走过了百年沧桑。

长久的期待，苦苦的渴望，今夜紫荆花以一瞬的盛开凝聚了
一个世纪的守望。

千紫万红是花，万紫千红是人。从南疆到北国，从东海至西
域，延至五洲四洋，花千树，星如雨，狮龙舞。亿万颗心灵
为这一时刻歌唱。

香江--长江--黄河，当归家的女儿带一路征尘，踏入家门时，
迎接她的，是亲人最真的笑脸，最醇的问候。

火树银花，凤箫声动，狮龙竞舞。任何欢乐的字眼都无法尽
述中国人那浓得化不开的激情。

.7.1，归家的日子，香江为温情亲情陶醉。

1997.7.1，一个民族用无比的欢乐向世界宣告：香港回家了，
香港明天更美好。

（七）作业布置

通过各种手段收集香港的历史和今天的香港的资料

（八）板书设计

《明天刚辉煌》

--献给香港回归值日

忆往昔，盼归航

寻发展，血脉连

绘航向，望未来



表达了香港回归给作者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无比喜悦的思想感
情。

[《明天更辉煌》教案教学设计之一教学教案设计(s版六年级
上册)]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七

《明天更辉煌》是献给香港回归之日的一首赞歌，全诗充溢
着为香港回归祖国而无比兴奋、鼓舞的浓浓深情，字里行间
无不流露着作者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结合本单元的主题---
--爱我中华，让学生通过学习本课，激发起学生的爱国之情。
不管香港被分割多久，它都是祖**亲的一部分，香港的发展
与繁荣离不开祖国的帮助，是全国人民对香港的关心和爱护，
才使香港有了今日的辉煌。

[《明天更辉煌》教学反思教学教案设计(s版六年级上册)]

明天更辉煌教学设计篇八

1.朗读课文，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佑任先生浓浓的爱国情
感。

2、使促学生独立认识“兮、殇”2个生字；能正确、熟练并
有感情地背诵全首诗。

教学重点：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佑任先生浓浓的爱国情感。

教学难点：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一、引入新课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认识诗人。简介诗人生平及写作本诗的背景。

二、学习诗歌

1、自学生字。注意字的音和形。

“兮”“殇”都是一声；“殇”shang,翘舌音。

2、自己读课文，注意把诗读正确、流利，了解每一小节诗的
大意。

3、体会诗歌感情。

(1)默读课文，思考：诗人有什么嘱咐？

(2)说一说诗人为什么要“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3)有感情地朗读一二节。

(4)齐读第三小节：诗人都望到了什么？

（见到“天”“地”的景象：天是深蓝色的，在天幕笼罩下
的大地，茫茫一片，望不到边，给人以视野宽大、心胸开阔
的感觉。）

指导学生看文中的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理解：“山之上，国有殇”

（体会诗人愿以身许国的情怀。体会诗中所表达出的于右任
先生浓浓的爱国情感。）



指导朗读

三、引导学生阅读“学习链接”

体会诗人强烈期望两岸统一的情感和渴望回归大陆的心情，
体会他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心中期望的失望情感，以及他未
能回到大陆、回到故乡、与故乡亲人相见的痛楚。

四、指导朗读、背诵

带着感情自己读读这首诗

朗读后试着背一背。

五、布置作业

能正确、熟练并有感情地背诵全首诗。板书设计：

7望大陆

望故乡

山之上，国有殇（爱国）

望大陆

教学反思

这首诗中表达了于右任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之情，文字虽短，
意蕴却深。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爱国之情，是学生们无法
了解的。因此，应该充分利用相关资料，加深认识，把学生
带入情境之中。并通过反复朗读，在读中感悟作者所要表达
的思想感情，进而深刻理解课文的内容和予以。

[望大陆教学设计和反思教学教案设计(s版六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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