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汇总8篇)
通过制定安全教案，学校能够使学生和家长对校园安全有更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请大家阅读以下一年级教案范文，相信
会对大家的备课有所启发。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一

凯里市舟溪逸夫中学：潘江

教学目标

1.学习庸碌、凭吊、扶掖、谀词等字词，读准字音，理解含
义。

2.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
勇于回顾历史、理智地对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
的“坚强”。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步骤(第1课时)

1、复习书信的格式，导入新课

2.这两封信是傅雷接到傅聪的信后的回信。请浏览这两封信，
说说它们的主题各是什么？

第一封信，如何面对挫折，第二封信，如何对待成功。

3.第一封家书的开头称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称呼是“聪，亲爱的孩子”，因为傅聪当时正是精神消沉的
时候，这样温情的称呼，会给傅聪带去父母的爱。



4.在儿子面对挫折和心灵的苦闷时，作为父亲，傅雷是如何
劝解的？

提示：注意课文中运用的比喻和引用的故事。

首先是宽慰，不必为父母担心。其次肯定两点：一是父母永
远都是孩子倾诉苦闷的对象；二是人的一生就是在情绪的起
伏中渡过。最后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傅聪如何面对情绪跌
宕的建议。

5.傅雷运用太阳、雨水、五谷、庄稼的比喻和克利斯朵夫的
故事，他的用意是什么？

总结：要学会保有平和的心态，控制情绪的起伏。然后，要
保持冷静的头脑，理智地分析，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太
阳、雨水、五谷和庄稼的比喻，是说明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分
寸，）

(第2课时)

比喻成新年中的“礼物”。表现了傅雷夫妇对儿子的信的盼
望和接到信后的喜悦。

2.第二封信中，傅雷是如何表达对儿子成功的激动的？

结合奥运冠军的感受，体会傅雷作为父亲，毫不矜持地直抒
胸臆，表达对儿子成功的喜悦之情。傅雷把自己的激动和喜
悦，分为三个层面：父母对孩子的成功感到幸福；欣赏艺术
的喜悦；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激动。

他并没有只停留在这种喜悦之情中。他还称赞了傅聪面对掌
声、赞美的冷静。

4.傅雷用“我更高兴的更安慰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这句话承上启下，从对儿子艺术成功的喜悦之情延伸到对儿
子思想成熟的欣慰之情。使傅雷更高兴、更安慰的是傅聪没
有被成功冲昏头脑，没有因为暂时的成功减少对艺术的探索
和追求。

关于“坚强”的解说：第一封信中“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
实，正视错误，……越来越坚强”，第二封信中“你能坚
强(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坚强的最好的证据)，只要你能坚
强，我就一辈子放了心！”

总结：在傅雷看来，坚强，既是能够面对人生挫折、情绪跌
宕，更是能够正确对待掌声、赞美，用一种平和盼心态，宠
辱不惊，胜不骄，败不馁。

6.在傅雷看来，坚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7.怎么理解“赤子之心”?提示：抓住赤子之心的纯洁。

赤子之心，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峰。而这种心灵的纯洁是人类
共同的美好愿望。

希望傅聪做新中国的钟声，把中国的古老文明传递到世界艺
术殿堂的各个角落，并且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诗人灵
魂的民族，因此音乐的表现力应该增加“气吞斗牛”的阳刚
之气。

9.组织讨论：在信的末尾，傅雷又回到了情绪的“矛盾与快
乐”问题，比较第一、二封信中傅雷关于如何面对人生情绪
起伏的解说。

第一封信里，他说人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
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第二封信中，他强调“有矛



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以此鼓励儿子，要勇敢面对各种
各样的矛盾，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趋
向“完美”。

评价：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傅雷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借助儿子成功的机会，给予了他更多的
艺术砥砺，向他昭示出更高的人生境界。

总结

这是两封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家书：普通，在于它们是一位父
亲写给身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的内心告白；不寻常，在于这两
封家书，从儿子的日常生活出发，既给予儿子艺术的教诲，
更昭示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傅雷和傅聪，已经超出父子、朋
友的界限，成为艺术上、思想上的知音。

作业

讨论完成课后练习

.三、1、傅雷运用古战场的比喻，目的是什么？提示：对于
第一封信的学习，要抓住傅雷运用的比喻和引用的克利斯朵
夫的故事。

凭吊古战场时，烈火硝烟散尽，只余断壁残垣，金戈铁马、
血肉厮杀都已被岁月的黄沙掩埋。这时候，即使亲历过战斗
的人，纵有万千感慨，也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身不由己、欲死
欲活。这个比喻，十分真切地表达出所有“过来人”回
首“过来事”的心情——苍凉而平静，沉郁而超然。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二

教学目标：



1、掌握书信格式。

2、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勇于
回顾历史、理智地对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的坚强。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准备

1．第一课时前，阅读《傅雷家书》，了解傅聪所写信的内容，
并对傅雷有整体的了解。布置预习作业，能够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并准备一封自己的或记忆深刻的书信。

2．第二课时前，了解傅雷的艺术观，准备傅聪弹奏的钢琴曲
磁带，阅读《傅雷之死》。

学生准备

1．第一课时前，完成预习作业。查找傅雷、傅聪父子的资料，
有条件可以欣赏傅聪的钢琴曲磁带。

2．第二课时前，熟读课文，思考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可以成
为朋友。

重点难点：

重点:作者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难点:对
于坚强完整而深刻地理解。

教学过程及内容要点：

（一）整体把握

这两封家书，分别写于儿子消沉苦闷和欣喜成功的时候，从
两个方面表达了傅雷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



以两种不同的风格展现了傅雷对儿子的舐犊深情，以及对音
乐艺术的真切感受。

第一封家书，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
创伤，学会泰然处之；第二封信，写在儿子取得了巨大成功、
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候，激励他保持谦卑、不惧孤独，勇
于攀登艺术的至境。前者，如和风细雨，款款相慰；后者，
则满怀欣喜，激情洋溢。前者偏重理性，后者充满感情。但
融汇、贯穿于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子做一个坚强的
人，无论遭受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
术的不懈追求，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第一封信的开始，傅雷首先宽慰儿子：不必担心父母会因为
知道了孩子的精神消沉而烦恼或不安。而且，孩子向父母诉
苦，在家信中发泄，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接着告诉儿子：人
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
不会浮沉。那么，应该如何面对情绪上的跌宕呢？首先，应
该对这一切泰然处之，尽量让心理保持平衡，不至于受伤。
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
他还用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
稼的比喻，说明控制情绪的必要。其次，慢慢养成另外一种
心情对付过去的事情，即冷静、客观地分析前因后果，吸取
教训，引为借鉴。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
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从而越来越坚强。对
于感情的创作，要当做心灵的灰烬看，就像对着古战场一般
的存着凭吊的心怀。凭吊古战场时，烈火硝烟散尽，只余断
壁残垣，金戈铁马、血肉厮杀都已被岁月的黄沙掩埋。这时
候，即使亲历过战斗的人，纵有万千感慨，也不会再像当初
那样身不由己、欲死欲活。这个比喻，十分真切地表达出所
有过来人回首过来事的心情苍凉而平静，沉郁而超然。

第二封信，起因于傅聪在音乐会上的历功演出。孩子的成功
总是父母最大的幸福与骄傲，但傅雷与其他父母不同的是，
他的幸福与激动还来自于艺术的成功、祖国的光荣。世界上



最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我们也因为你替祖
国增光而快乐！更因为你能借音乐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乐！
作为父亲的傅雷，毫不矜持地对儿子表达了他异常激动的心
情：我们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

若是一般的父母，也许仅止于此了，而傅雷的伟大，就在于
他借助儿子的成功之机，给予了他更多的艺术砥砺，向他昭
示出更高的人生境界。他首先赞许儿子：多少过分的谀词与
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众人的掌声、拥抱，名流
的赞美，都没有减少你对艺术的谦卑！而这，正是坚强的最
好的证据。如果说，上一封信是要儿子在消沉时保持坚强，
那么，这里所说的成功时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更是坚强的
表现。只有做到了坚强，才能永远不怕孤独。傅雷对坚强含
义的理解，浸透了人生的感悟，十分耐人寻味。坚强的最高
境界，乃是保持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因为赤子便是不知道
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
友！这可以说已经是人生至境了！

接下来，傅雷奔放的思绪又从艺术飞到了中国的黎明。他从
傅聪如流水般的演奏风格中，想到了克里斯朵夫，进而想到
了新中国的复旦，想到了滔滔不竭的中华文明。他激励儿子，
被这般伟大的文明之河哺育过的艺术家，应该有气冲斗牛的
表现才对，洋溢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对中华文化的信心。

书信最后，傅雷再次回到了情绪的矛盾与快乐问题。第一封
信里，他曾说人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庸碌
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这一次，他又强调有矛盾正是生
机蓬勃的明证。从而鼓励儿子，要勇敢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趋向完美，让完美的地平线永远激
励着我们向前进。

（二）问题研究

1.对于坚强，应怎样完整而深刻地理解？



这是本文的一个难点，也是贯穿两封信的内在精神。傅雷对
儿子说：只要你能坚强，我就一辈子放了心！可见坚强对人
生的重要意义。坚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不怕失败，不
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的，
学习上的打击，即使孤独也不怕（见第二封信），并且敢于
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
回忆侵蚀；对于感情的创伤，要当做心灵的灰烬看（见第一
封信）。二是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永远保持对艺术的谦卑。
这两方面合起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就
是宠辱不惊，得失泰然。第一封信里所讲的心理相当平衡，
不至于受伤，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
第二封信所说的不怕矛盾，相信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
也都是这个道理。

但坚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还在于葆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
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
多心灵的朋友赤子能够保持心灵的纯洁，能够无惧孤独，才
是人性中最可贵的无坚不摧的坚强。

2.如何理解赤子之心与孤独？

傅雷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
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则说过，孤
独、寂莫和无聊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分别属于精神、感情和
事务的层面；只有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对精神与灵魂有着执
着追求的人，对人间充满挚爱的人，才可能体验真正的孤独；
孤独产生于爱傅雷对孤独的理解，与之和而不同。傅雷相信：
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
明镜一般，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
正因为赤子之心是最纯洁的，它不含私心杂念，没有欲望纷
争，只容纳人间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所以永远能够与普
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赤子的现实生活也许境遇不
佳、缺少知音，甚至会遭到误解和排斥，身边的世界让他孤
独；但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与思想，是相通而永存的，



普天下的赤子都将成为他的知音和朋友。这心灵的朋友，这
精神的世界，足以让他无惧身边的孤独，永远不感精神的孤
独！周国平说孤独产生于爱，傅雷说爱让赤子不孤独，实在
是异曲同工。

赤子之心无比纯洁，剔除了纷纭杂念，才可能体会到前人的
心灵并以之打动听众的心灵。艺术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
境界，便都在这里企及了。

3.如何理解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

文中提到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以贝多芬为原
型），说傅聪常以克里斯朵夫自命，其个性也与之相像；又
说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其意旨在鼓励儿子像贝多芬
那样，不惧矛盾，勇敢面对，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趋向完美。

（三）关于练习

1.此题目的是要弄清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含义。第一封信
里，傅雷希望儿子能够正确地对待情绪上的消沉和低落，学
会用达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保持心灵的平衡；进而能够冷静、
客观地分析事理，正视现实，吸取前车之鉴。第二封信，希
望儿子在取得了巨大成功、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候，仍然
保持谦卑、不惧孤独，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融汇、贯穿于
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无论遭受
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2.此题目的是要体会傅雷与傅聪的父子深情，理解朋友的真
正含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一问题。有些方面可以从
《傅雷家书》的其他篇章中寻找例子。

朋友的意义，首先在于感情上、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与慰藉。
当傅聪情绪消沉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向父亲倾诉，而父亲并



没有高高在上、横加训斥，或者说些教条式的训诫。相反，
他能够充分理解儿子的痛苦，首先尽力地安慰他，让儿子觉
得温暖、放心；然娓娓而谈，以十分平等的口气给他提出一
些人生的忠告。朋友的境界，还在于志同道合，互为知音。
傅雷与傅聪对音乐艺术有许多共同的感受可以交流，可以互
相补充、互相借鉴，这也是父子如朋友的体现。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三

教学准备：多媒体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教学过程：个性化批注

导入

傅雷与傅聪的故事。

检查预习

读课文，整理文中生字词。

整体感知

听读课文后，快速回答：

1.这两封家书分别写于什么时候？

2.这两封家书，分别是针对儿子什么境遇（心境）而写的？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3.作者在这两封家书里给了儿子什么人生提示？

4.这两封家书，作者分别以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展现出对儿子



的关爱之情？

自主学习

1.结合内容提示，小组自主学习第一封信：

1）这封家书的开头称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2）你能从第一封信中找出两句傅雷送给儿子解决困惑的建议
吗？

3）找出本信中的两处比喻和引用的故事，体会其作用及含义。

2.交流后，归纳要点。

课堂小结

这一封家书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创
伤，学会泰然处之。

课题：傅雷家书(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九年级语文备课组刘绍荣教学时间:20xx年月日累
计课时:第节

教学目标1.学习第二封信。

2.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勇
于回顾历史、理智地对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的“坚
强”。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重点目标1、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准备多媒体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教学过程个性化批注

导入

复习导入

自主学习

1.结合内容提示，小组自主学习第一封信：

1）信的开头，傅雷把儿子的信比喻成了什么？表现了什么样
的感情？

2）傅雷用“我更高兴的更安慰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2.交流后，归纳要点。

品味语言

从两封家书中，你能看出父子两之间的关系如何吗？请举例
说明。

体验反思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四

教学目标

1.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理解主题。



2.理解“坚强”的含义，并能够指导自己的行动。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步骤

一、介绍作者，导入新课

二、整体感知。

这两封信是傅雷接到傅聪的信后的回信。请浏览这两封信，
说说它们的主题各是什么？

三、重点探究。

1.第一封家书的开头称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2.在儿子面对挫折和心灵的苦闷时，作为父亲，傅雷是如何
劝解的？

提示：注意课文中运用的比喻和引用的故事。

3.傅雷运用太阳、雨水、五谷、庄稼的比喻和克利斯朵夫的
故事，他的用意是什么？

5.第二封信中，傅雷是如何表达对儿子成功的激动的？

7.傅雷用“我更高兴的更安慰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7.怎么理解“赤子之心”?提示：抓住赤子之心的纯洁。

8、组织讨论：在信的末尾，傅雷又回到了情绪的“矛盾与快
乐”问题，比较第一、二封信中傅雷关于如何面对人生情绪
起伏的解说。



第一封信里，他说人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
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第二封信中，他强调“有矛
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以此鼓励儿子，要勇敢面对各种
各样的矛盾，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趋
向“完美”。

总结

这是两封普通而又不寻常的家书：普通，在于它们是一位父
亲写给身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的内心告白；不寻常，在于这两
封家书，从儿子的日常生活出发，既给予儿子艺术的教诲，
更昭示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傅雷和傅聪，已经超出父子、朋
友的界限，成为艺术上、思想上的知音。

作业

讨论完成课后练习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五

教学目标：

1.掌握书信格式

2.理解傅雷家书的内涵

重点难点：

重点:作者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难点:对于
“坚强”完整而深刻地理解。

教学过程：

(一)整体把握



这两封家书，分别写于儿子消沉苦闷和欣喜成功的时候，从
两个方面表达了傅雷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
以两种不同的风格展现了傅雷对儿子的舐犊深情，以及对音
乐艺术的真切感受。

第一封家书，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
创伤，学会泰然处之;第二封信，写在儿子取得了巨大成功、
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候，激励他保持谦卑、不惧孤独，勇
于攀登艺术的至境。前者，如和风细雨，款款相慰;后者，则
满怀欣喜，激情洋溢。前者偏重理性，后者充满感情。但融
汇、贯穿于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术的
不懈追求，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第一封信的开始，傅雷首先宽慰儿子：不必担心父母会因为
知道了孩子的精神消沉而烦恼或不安。而且，孩子向父母诉
苦，在家信中发泄，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接着告诉儿子：人
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
不会浮沉。那么，应该如何面对情绪上的跌宕呢?首先，应该
对这一切泰然处之，尽量让心理保持平衡，不至于受
伤。“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
好了。”他还用“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
会淹死庄稼”的比喻，说明控制情绪的必要。其次，“慢
慢”“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情”，即冷静、客观
地分析前因后果，吸取教训，引为借鉴。“惟有敢于正视现
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
蚀”，从而越来越坚强。对于感情的创作，要“当做心灵的
灰烬看”，就“像对着古战场一般的存着凭吊的心怀”。凭
吊古战场时，烈火硝烟散尽，只余断壁残垣，金戈铁马、血
肉厮杀都已被岁月的黄沙掩埋。这时候，即使亲历过战斗的
人，纵有万千感慨，也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身不由己、欲死欲
活。这个比喻，十分真切地表达出所有“过来人”回首“过
来事”的心情――苍凉而平静，沉郁而超然。



第二封信，起因于傅聪在音乐会上的历功演出。孩子的成功
总是父母最大的幸福与骄傲，但傅雷与其他父母不同的是，
他的幸福与激动还来自于艺术的成功、祖国的光荣。“世界
上最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我们也因为
你替祖国增光而快乐!更因为你能借音乐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
乐!”作为父亲的傅雷，毫不矜持地对儿子表达了他异常激动
的心情：“我们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

若是一般的父母，也许仅止于此了，而傅雷的伟大，就在于
他借助儿子的成功之机，给予了他更多的艺术砥砺，向他昭
示出更高的人生境界。他首先赞许儿子：“多少过分的谀词
与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众人的掌声、拥抱，名
流的赞美，都没有减少你对艺术的谦卑!”而这，正是“坚强
的最好的证据”。如果说，上一封信是要儿子在消沉时保持
坚强，那么，这里所说的成功时“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
更是坚强的表现。只有做到了坚强，才能永远不怕孤独。傅
雷对“坚强”含义的理解，浸透了人生的感悟，十分耐人寻
味。“坚强”的最高境界，乃是保持一颗纯洁的“赤子之
心”。因为“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
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这可以说已经是人生至境
了!

接下来，傅雷奔放的思绪又从艺术飞到了中国的“黎明”。
他从傅聪如流水般的.演奏风格中，想到了克里斯朵夫，进而
想到了新中国的“复旦”，想到了滔滔不竭的中华文明。他
激励儿子，被这般伟大的文明之河哺育过的艺术家，“应该
有气冲斗牛的表现才对”，洋溢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对中华
文化的信心。

书信最后，傅雷再次回到了情绪的“矛盾与快乐”问题。第
一封信里，他曾说人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
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这一次，他又强调“有矛盾正
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从而鼓励儿子，要勇敢面对各种各样
的矛盾，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趋向“完美”，让“完



美”的地平线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进。

(二)问题研究

1.对于“坚强”，应怎样完整而深刻地理解?

这是本文的一个难点，也是贯穿两封信的内在精神。傅雷对
儿子说：“只要你能坚强，我就一辈子放了心!”可见坚强对
人生的重要意义。坚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不怕失败，
不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
上的，学习上的――打击”，“即使孤独也不怕”(见第二封
信)，并且“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
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对于感情的创伤，要“当做心灵
的灰烬看”(见第一封信)。二是“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
永远保持“对艺术的谦卑”。这两方面合起来，用通俗的话
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就是宠辱不惊，得失泰然。
第一封信里所讲的“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高潮
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第二封信所说的不
怕矛盾，相信“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也都是这个
道理。

但“坚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还在于葆有一颗“赤子之
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
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赤子能够保持心灵的纯洁，能够
无惧孤独，才是人性中最可贵的无坚不摧的坚强。”

2.如何理解“赤子之心”与“孤独”?

傅雷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
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则说过，
孤独、寂莫和无聊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分别属于精神、感情
和事务的层面;只有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对精神与灵魂有着执
着追求的人，对人间充满挚爱的人，才可能体验真正的孤独;
孤独产生于爱……傅雷对孤独的理解，与之和而不同。傅雷



相信：“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
洁到像明镜一般，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
灵?”正因为赤子之心是最纯洁的，它不含私心杂念，没有欲
望纷争，只容纳人间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所以“永远能
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赤子的现实生活也许
境遇不佳、缺少知音，甚至会遭到误解和排斥，身边的世界
让他孤独;但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与思想，是相通而永存
的，普天下的赤子都将成为他的知音和朋友。这心灵的朋友，
这精神的世界，足以让他无惧身边的孤独，永远不感精神的
孤独!周国平说“孤独产生于爱”，傅雷说“爱让赤子不孤
独”，实在是异曲同工。

赤子之心无比纯洁，剔除了纷纭杂念，才可能“体会到前人
的心灵”并以之“打动听众的心灵”。艺术的最高境界，人
生的最高境界，便都在这里企及了。

3.如何理解“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

文中提到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以贝多芬为原型)，
说傅聪常以克里斯朵夫自命，其个性也与之相像;又说“有矛
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其意旨在鼓励儿子像贝多芬那样，
不惧矛盾，勇敢面对，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趋向完美。

(三)关于练习

1.此题目的是要弄清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含义。第一封信
里，傅雷希望儿子能够正确地对待情绪上的消沉和低落，学
会用达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保持心灵的平衡;进而能够冷静、
客观地分析事理，正视现实，吸取前车之鉴。第二封信，希
望儿子在取得了巨大成功、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候，仍然
保持谦卑、不惧孤独，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融汇、贯穿于
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无论遭受
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2.此题目的是要体会傅雷与傅聪的父子深情，理解“朋友”
的真正含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一问题。有些方面可以从
《傅雷家书》的其他篇章中寻找例子。

“朋友”的意义，首先在于感情上、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与慰
藉。当傅聪情绪消沉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向父亲倾诉，而父
亲并没有高高在上、横加训斥，或者说些教条式的训诫。相
反，他能够充分理解儿子的痛苦，首先尽力地安慰他，让儿
子觉得温暖、放心;然娓娓而谈，以十分平等的口气给他提出
一些人生的忠告。朋友的境界，还在于志同道合，互为知音。
傅雷与傅聪对音乐艺术有许多共同的感受可以交流，可以互
相补充、互相借鉴，这也是“父子如朋友”的体现。

附：书信格式的要求

信封

左上方填写邮编及收信人地址;信封中间居中写收信人姓名，
加上称呼。它可以是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也可以是邮递
员对收信人的称呼。后者为王力先生的观点，实际上邮递员
只认为是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收信人后面没有称呼是不
礼貌的，属于格式上的错误。信封右下方为寄信人地址及邮
编。

正文

1.称呼：顶格，有的还可以加上一定的限定、修饰词，如亲
爱的等。

2.问候语：如写“你好”、“近来身体是否安康”等。独立
成段，不可直接接下文。

3.正文。这是信的主体，可以分为若干段来书写。



4.祝颂语。以最一般的“此致”、“敬礼”为例。“此致”
可以有两种正确的位置来进行书写，一是紧接着主体正文之
后，不另起段，不加标点;二是在正文之下另起一行空两格书
写。“敬礼”写在“此致”的下一行，顶格书写。后应该加
上一个惊叹号，以表示祝颂的诚意和强度。

称呼和祝颂语后半部分的顶格，是对收信人的一种尊重。是
古代书信“抬头”传统的延续。古人书信为竖写，行文涉及
对方收信人姓名或称呼，为了表示尊重，不论书写到何处，
都要把对方的姓名或称呼提到下一行的顶头书写。它的基本
做法，为现代书信所吸收。

5.具名和日期。写信人的姓名或名字，写在祝颂语下方空一
至二行的右侧。最好还要在写信人姓名之前写上与收信人的
关系，如儿×××、父×××、你的朋友×××等。再下一
行写日期。

如果忘了写某事，则可以在日期下空一行、再空两格写
上“又附”，再另起行书写未尽事宜。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习庸碌、凭吊、扶掖、谀词等字词,读准字音,理解含义。

2.学习第一封信。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重点目标1、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准备多媒体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教学过程个性化批注

导入

傅雷与傅聪的故事。

检查预习

读课文，整理文中生字词。

整体感知

听读课文后，快速回答：

1.这两封家书分别写于什么时候？

2.这两封家书，分别是针对儿子什么境遇（心境）而写的？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3.作者在这两封家书里给了儿子什么人生提示？

4.这两封家书，作者分别以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展现出对儿子
的关爱之情？

自主学习

1.结合内容提示，小组自主学习第一封信：

1）这封家书的开头称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2）你能从第一封信中找出两句傅雷送给儿子解决困惑的建议



吗？

3）找出本信中的.两处比喻和引用的故事，体会其作用及含
义。

2.交流后，归纳要点。

课堂小结

这一封家书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创
伤，学会泰然处之。

课题：傅雷家书(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九年级语文备课组刘绍荣教学时间:20xx年月日累
计课时:第节

教学目标1.学习第二封信。

2.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勇
于回顾历史、理智地对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的“坚
强”。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重点目标1、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准备多媒体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自主学习教师指导

教学过程个性化批注



导入

复习导入

自主学习

1.结合内容提示，小组自主学习第一封信：

1）信的开头，傅雷把儿子的信比喻成了什么？表现了什么样
的感情？

2）傅雷用“我更高兴的更安慰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2.交流后，归纳要点。

品味语言

从两封家书中，你能看出父子两之间的关系如何吗？请举例
说明。

体验反思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七

一、教学目标

1、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
勇于回顾历史、理智地对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
的“坚强”。

2、理解父子之爱、朋友之谊、知己之情的交融。

3、能够领悟突破挫折和成功、以平和心态面对现实和过去、
以积极心态迎接未来的人生境地。



4、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二、教学重难点

1、读懂两封家书，体会到其中不同的期望和情感。

2、能够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坚强”的双层内涵。

3、认识到个人的成功、事业的胜利和国家的荣誉之间的关系。

三、教学方法

自由、合作和探究

四、教学课时

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1、整体感知两封信的情感

2、研读第一封信

二、导入

从游子思乡的诗词导入。

在以前，通讯工具并不象现在这么发达，书信则是沟通两地
相思情感的最好使者。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在他的长子傅聪
留学海外时，就在一封封家书中为儿子排忧解难，传达着自



己的惦念之情。写得多了，经过整理，一部《傅雷家书》就
诞生了。

今天，我们就来阅读其中的两封信，感受父亲对孩子的牵挂。

三、整体感知

1、检查“读一读，写一写”

庸碌凭吊

谀词扶掖

大惊小怪廓然无累

重蹈覆辙涕泗横流

自知之明气吞斗牛

2、阅读课文，说说两封家书分别写于什么时候，有什么作用？

[明确]

第一封信，从“我在第八封信中还对你预告，这种精神消沉
的'情形，以后还会有的。”可以看出，这封家书应该是写在
儿子精神消沉时。从“你也不必为此担心，更不必硬压在肚
里不告诉我们。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在哪里去发
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
谁来安慰你呢？……那么将来在遇到因回忆而痛苦的时候
（那一定免不了会再来的），拿出这封信来重读几遍。”可
知，傅雷此时写这封信想鼓励儿子振作起来，以平和心态去
面对人生重点挫折，乐观地迎接情感的创伤，做一个勇敢的
人。

第二封家书，是写与儿子成功之际。“世界上最高的最纯洁



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自己的孩子的手和心传达出来的艺
术。”“我们因为你替祖国增光而快乐！更因为你能借音乐
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乐。”

作用：

第一封信，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创
伤，学会泰然处之。

第二封信，写在儿子取得巨大成功，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
候，激励他保持谦卑、不惧孤独，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

3、从这两封信，你认为傅雷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融会贯穿于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术的
不懈追求，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四、研读第一封信

再次阅读第一封信，思考下列问题：

1、第一封家书的开头称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称呼?

（提示学生：写回信时，要考虑到对方的心情、生活状态等）

[明确]

称呼是“聪，亲爱的孩子”，因为傅聪当时正是精神消沉的
时候，这样温情的称呼，会给傅聪带去父母的爱。

2、在儿子面对挫折和心灵的苦闷时，作为父亲，傅雷是如何
劝解的?（提示：注意课文中运用的比喻和引用的故事。）

[明确]



首先是宽慰儿子，不必为父母担心。不必担心父母会因为知
道孩子的精神消沉而烦恼或不安。

其次肯定两点：一是父母永远都是孩子倾诉苦闷的对象；二
是人的一生就是在情绪的起伏中渡过。

最后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傅聪如何面对情绪跌宕的建议。

[明确]

太阳、雨水、五谷和庄稼的比喻，是说明任何事情都要掌握
分寸，过与不及都不好。

凭吊古战场时，烈火硝烟散尽，只余断壁残垣，金戈铁马、
血肉厮杀都已被岁月的黄沙掩埋。这时候，即使亲历过战斗
的人，纵有万千感慨，也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身不由己、欲死
欲活。这个比喻，十分真切地表达出所有“过来人”回
首“过来事”的心情――苍凉而平静，沉郁而超然。

引用克利斯朵夫的

傅雷家书教案两课时篇八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两封信的内容，把握融会贯穿于两封家书中的主
旋律--教育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

2.理解“坚强”的内涵，真切体会到作者对儿子的舐犊之情。

3.领悟如何突破挫折和成功，以平和心态面对现实和过去，
以积极心态迎接未来的人生境地。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坚强”的内涵。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从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导入，并复习书信格式。

1.刚才我们听的是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那你能说说书信
的格式你听出了哪些？

称呼、问候、正文、祝语、结尾还要写上署名和日期

2.李春波的《一封家书》流露出很强的游子思乡思亲之情，
尤其能从游子的思亲中感受到父母的思子。在通讯尚不发达
的年代，书信无疑成了两地相思情感的最好使者。著名翻译
家傅雷，在其长子傅聪留学海外时，就在一封封家书中为儿
子排忧解难，传达自己的惦念之情。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
中的两封家书。（出示课题《傅雷家书两则》）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并思考：

第一封信：1954.10.2消沉苦闷之时。

第二封信：1955.2.26欣喜成功之时。

2.从这两封家书中，你认为傅雷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怎样的
人？

勇敢、坚强的人

三、抓住文眼，领悟主旨



不错。正是希望儿子做一个坚强的人使这两封不同时间、不
同内容的家书具有了相同的内在精神，为这两封家书谱写出
了一个主旋律。

1.仔细阅读两封家书，结合家书内容说说“坚强”的内涵。

2.学生细读课文并思考。

3.讨论：同学们，下面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你的学习成果。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则：

（1）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

（2）一个人唯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
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3）“像对着古战场一般地存着凭吊的心怀”是怎样一种情
绪？

第一则：（1）控制情绪，泰然处之；（2）正视错误，理智
分析

不错。“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当你面对挫折，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你也要坚定，要
沉着！要做一个坚强的人。这个我们能理解，但第二则写于
儿子成功之时，傅雷为什么还要告诉儿子需要坚强呢？“坚
强”又有什么新的内涵呢？我们来看第二则。

（1）“多少过分的谀词与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
明……谦卑。”“坚强”就是不能被鲜花、掌声所迷惑，要
永远保持谦卑，这比失意时要坚强、振作更困难。

的确，鲁迅先生说过：不满足是向不的车轮。“坚强”包括
两个方面，即“胜不骄，败不馁”。我想我们的生活是丰富



的，正如海面有时会掀起狂风暴雨，但也有阳光满照的时刻。
对于狂风暴雨来袭，我们往往会谨慎有加，极度重视；而恰
恰是阳光满照时，我们又容易放低警惕。所以我们应该时刻
谨慎，时刻坚强。这也正是傅雷的伟大之处。

（2）那么，作者认为坚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赤子之心。

（1）保持谦卑（2）怀有赤子之心（心灵纯洁、爱国之心--
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

有了这样一颗赤子之心，就会使自己变得强大，所以傅雷告
诉儿子，你再也不会孤独的了，即使孤独了也不怕的了。著
名学者周国平也曾说过：

孤独产生于爱，不错，傅聪当时在国外，身边没有亲人陪伴，
或许身边没有知音，但只要胸怀爱心，爱祖国、爱亲人、爱
世界、爱生活，那么他就能和普天下的赤子相接相契相抱。
我国古代不就有高山流水之说吗？唐代诗人：王勃--海内存
知已，天涯若比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品味语句，体会感情

读一读，找一找，从这两封家书中“父子如朋友”的境界体
现在哪些字里行间？

两封家书因儿子的境遇不同，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第一封：如和风细雨，款款相慰的鼓励

第二封：满怀欣喜，激情洋溢的勉励。

五、课堂总结，拓展延伸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曾这样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
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闲话，说长道短），而是
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
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
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
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
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
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
在演奏姿态方面。”

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既是儿子生活中、思想上的良师，
又是儿子艺术上的导师、知音。儿子受挫，他循循善诱，因
势利导；儿子成功，他谆谆教诲，激励鞭策，让他勇于追求
艺术的至境，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并能够
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
艺术家。

感谢傅雷，因为他的家书已不仅仅是傅家的财富，它已成为
我们整个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希望同学们课后能认真阅读
《傅雷家书》，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提高自己的修养。

六、作业：

1.结合名著导读，在课外阅读《傅雷家书》。从中摘录生动
优美、感人至深的文字，并写出自己的理解感受（至少5句）。

2.“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
来安慰你呢？”你苦闷时父母倾诉吗？你成功时与父母分享
吗？请以《有话要对爸爸（妈妈）说》为题，写一篇文章
（可以以书信的形式写）。

濮凤林

[《傅雷家书》教学设计(人教版九年级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