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
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一

1.了解小说的文学常识，创作背景

2.整体把握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爱国主题

教学设计

一、普法战争介绍和作者介绍

三、漫谈阅读感受。自由阅读的基础上自由发言结合个人的
经验阅历阐发自己的感受和困惑。

四、整理归纳：1.就小说的阅读方法给予一些指导，情节，
人物，环境是小说的情节的三要素。2.分析小说从情节入手，
于是梳理情节的三部分。3.人物分析可采用课前课后比较的
方法.如小弗郎士先前由稚气贪玩不爱学习，但最后一课使他
产生深深的自责和懊悔，产生亡国的痛苦，敬爱老师，憎恨
侵略者，爱国情感得以升华.4.小说中小弗郎士和韩麦尔，他
们谁是小说主人公?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教室，余味无穷。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掌握通过语言、服饰、表情、行动、心理描写来
表现人物思想事情的写法。

2.质疑探究，品味小说重要词句。

3.比较阅读延伸提高。

教学设计：

一、在第一课时初读基础上来深入品读，掌握人物描写的方
法

2.划出关于韩麦尔先生深情的语言，悲愤的心情、神态、无
畏的动作描写的句子并细品味。

3.结合练习三，通过改变视角的方式丰富对这一人物的理解。

4.讨论谁是主人公的问题，照应第一课时

二、探究品味小说语言和细节描写

1.如何理解第四段中“又出了什么事啦”这句话?写出了动荡
时代战乱频仍变故迭起，人心惶惶，预示了将要发生一件大
事。

2.“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比喻什么?有什么深刻含义?

3.韩麦尔为什么发给学生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的新
字帖?

4.作品中两次出现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和军号声，教室里飞进
的几个金龟子，鸽子咕咕叫等细节都有庄严的意义，要提高
到向祖国告别的高度去品析。

三、延伸与提高



1.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
《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都德《最后一课》
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
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最后一课》题目相同但“课”的时间长短不一，概念不同。
一个是语法课、习字课、历史课、拼读课四节课的集合，从
早晨到中午“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共半天时间。

而郑振铎的“课”一堂课不到，因为“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
面日本旗立即停课”。

四、总结全文并表情朗读。

五、作业1.练习二，三2.小练笔：谈谈你对祖国语言的新认
识。

《最后一课》教案

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需要掌握的字的读音：

踱来踱去挟郝叟捂懊悔惩罚赚钱

钥匙祈祷哽督学膝头小弗朗士气氛

2．掌握下列词语的意思：

惩罚征发祈祷诧异宛转哽咽惨白



3．掌握下列多音多义字：

和结宁匙帖强背

二、能力目标

1.了解小说的背景

2.了解小说的作用

3.掌握小说塑造人物的几种方法：学习通过心理、语言、行
动和外貌描写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情感的方法。

4.了解小说的特点，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

5.理解文中重点语句的深刻含义。

三、情感目标

领会小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教学建议

一、主题思想

本文作者把故事安排在沦陷区里的一个小镇上，写的是一个
学校的一堂课，主人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师和一个不懂事
的孩子。他们最能代表法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情感是
全体法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共同情感。
因此文章所反映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显得更加真实和
深厚，文章也更富有感染力，以致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小说通过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学生小弗朗士在最后一堂法语
课中的见闻和感受，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的法国人民惨遭异
族统治的悲愤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争取祖国解放和统一的



坚定意志，集中地表现了法国人民崇高地爱国主义精神。

文章的题目是“最后一课”，意思是，亡了国的阿尔萨斯人
最后的一堂法语课。这标题不仅指出了文章的内容，而且蕴
含着悲怆的气氛和悲愤的情绪，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中心思想。

二、思路结构

文章以“我”――小弗朗士的所见、所闻、所感来串联故事
情节。按情节发展可把文章分为：

第一部分（1－6段），描述了小弗朗士在上学的路上的见闻
和心理活动。

第二部分（7－23段），写小弗朗士和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
课”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

第三部分（24－29段），写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结束
时的悲壮和不屈精神。

三、.写作特点

1.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使读者倍感亲切、逼真，增强了文
章的感染力。在运笔行文上，全文20多个自然段中以“我”
为起始展示叙述的共有9段，文字占将近全篇的一半。课文除
了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受为结构线索外，还别具匠心
地“在情节的发展中具体入微地展示了小弗郎士的思想活动，
把他的感情变化与情节的推进紧紧地交织在一起”。随着故
事情节发展至高潮，小弗郎士的感情也扬至高峰，而悲剧性
的故事结局，却又把他的感情收至谷底。随着由第一人称出
发的结构线索，课文的情节发展便有了依托，主题的展现也
便有了载体。

2.采用白描手法，文章的思想感情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



流露出来，没有丝毫的夸张和矫揉造作的痕迹。文中的肖像
描写（如韩麦尔先生的穿戴、郝叟老人的面容）、景物描写
（如开篇的天气、鸟鸣等）、场面描写（看布告牌、拼音练
习、习字等）都使用白描的手法，不作浓墨渲染。以白描手
法将韩麦尔先生深沉的爱国情感和盘托出，如闻其声，如见
其人，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以白描手法渗透各种.写作手段
（肖像、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来塑造人物形象，倍显
真切自然。

3.心理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题。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本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
人物――小弗朗士和韩麦尔先生。作者准确的抓住了一个小
学生的年龄特这和性格特点，成功地运用心理描写，塑造了
小弗朗士这个艺术形象。从他贪玩不爱学习到为没有学好法
语而感到难过懊悔，到专心认真学习的心理变化，表现出强
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课文中的心理描写有两种。一种是与景物描写、细节描写、
人物行动描写紧密融为一体，这样小弗郎士所见到的人物、
景色都被罩上了一层感情色彩，如：“天气那么暖和，那么
晴朗！……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
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又如“轮
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
头到尾说出来，……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理挺难受，
头也不敢抬起来。”另外一种便是大段的心理独白，有抒情
性的，如：“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
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
到萨尔河上去溜冰……”也有分析性的，如：“只要想
想：40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
的学生……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
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
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作者准确地
把握住了小弗郎士的年龄特征和性格特点，取得了很好的表



达效果。

4.细节描写起到了烘托气氛，刻画人物，揭示主题的作用。

5.环境描写烘托了人物形象，社会环境交代了时代背景。

《最后一课》在情节开端部分写了两处场景。一是上学路上，
天气暖和、晴朗，画眉鸟在树林边宛转的唱歌，锯木场后面
的草地上，普鲁士兵在操练；。草地上自然景象轻松、明快，
反映了小弗朗士无忧无虑的幼稚、天真心态；普鲁士兵在操
练，暗示美好的国土已被侵略者控制。一是镇公所传来坏消
息的布告牌前站着许多人的社会环境，形象而简练地交代了
这里已被异国军队所占领，创造出民族不幸的悲剧气氛。这
两处景虽然只有寥寥数笔，却起到了牵掣全篇的作用，充分
体现了作品的典型环境。课文的字里行间渲染出庄严、肃穆、
悲愤、沉痛的气氛，如：“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
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最使我吃惊的，后边几排一向空
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气
氛的渲染烘托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主题。对上课前教室里不寻
常气氛的描写，上习字课教室里异常安静又使人难受的气氛，
说明这“最后一课”多么重要，人们对这堂课多么重视，人
们多么热爱自己的语言，起到突出中心思想的作用。

6.对比手法运用巧妙，不留痕迹地为主题服务。

课文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如上学路上明快的景色与教室
里凝重的气氛、往日的喧闹与今天的.安静、服饰朴素与漂亮、
态度严厉与温和、空座与满座、懵懂与逐渐成熟、宣布散学
时的有声（钟声、普鲁士兵的号声）与无声（韩麦尔先生哽
住、写字与手势）之对比，以对立的两极突出了特定的历史
关头阿萨斯人的沉痛表现与深厚的民族感情。小说的主题借
此也得到了鲜明深刻的烘托。

7.抒情含蓄。



本文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与其抒情写意的含蓄委婉
分不开。这里以称呼的改换为例说明之。“同学
们”――“我的孩子们”――“我的朋友们”，其间蕴含着
多么深沉、丰富的思想情感！在马上就要改教德语的时候，
韩麦尔先生不是泛称“同学们”，而是称呼“我的孩子们”，
真实地反映了老师对即将沦为异族奴隶的学生的痛惜、怜悯
和依依不舍之情，反映了师生同呼吸、共命运的骨肉情。从
上课之始称呼“我的孩子们”到课毕称呼“我的朋友们”反
映了师生关系的被迫解除，反映了韩麦尔先生呼唤所有的同
胞朋友奋起抗争、拯救祖国的衷肠。称呼的改换，体现着抒
情的含蓄。

四、背景介绍教学建议

这是一篇外国小说，又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学生不了解小说
背景，很难进入小说的情境中去。而要讲好背景，仅靠自读
提示的那些内容是不够的。建议了解有关背景资料。讲课之
前，先把这个环节搞扎实了。

五、课文朗读教学建议

课文通俗易懂，很少难解的语句，又是从儿童心理写的，朗
读教学抓好了，能为学生理解课文打下较好的基础。放好课
文录音带，也可以组织同学分角色朗读。注意纠正学生朗读
中出现的毛病，使朗读较好的传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

六、全方位阅读教学建议

这篇小说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时，成功地把景物描写、细节
描写、人物行动描写与直接心理描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
小弗朗士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融为一体。阅读时，应
当启发学生注意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看。如上学路上一段，
将景物描写与直接写心理活动紧密结合，生动地表现了小弗
朗士怕迟到急于到学校，被路旁景物吸引又不敢停下观赏的



复杂心理，运用此法，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小弗朗士的性格特
征。

学习本文，还可以启发学生把“最后一课”和平时课堂的情
形细细比较。两相对比，有多处不一样：气氛不同，人员构
成不同，老师的表现不同，学生的表现不同。如此多的不同，
都是源自这是最后一堂法语课。国土沦丧，不能再学祖国的
语言，失去的倍觉珍贵。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的
语言行动所蕴含的感情，这样就抓住了重点。

学习本文，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做法，就是要紧紧抓住重点词
句，揣摩关键语句的含义。

教学设计示例

设计思想：

发挥传统教学的魅力，通过课堂讨论，深入理解小说的主题
思想，体会.写作特点。

要注意朗读的训练。

重点：1.韩麦尔先生的服饰、语言、神情、动作，表现出强
烈的爱国感情，小弗郎士变化中表现的爱国感情是本文教学
的重点。

2.第一人称写法的作用，也是本文教学的重点。

难点

文章中



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体会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了解鲁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理解作者由衷的爱戴之情。

2、学习作者善于撷取生活琐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写作方法。

3、学习作者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能力。

教学重点：

学习作者浅白质朴、清新隽永的语言和善于通过生活琐事表
现人物性格的写作方法。

教学难点：

1、 理解萧红笔下的鲁迅形象，体会鲁迅丰富而细腻的感情
世界。

2、学习从多角度多侧面挖掘人物内涵。

教学方法：

讨论法 问题教学法

【教学过程 】：

一、课文导入

同学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为了疗救愚
弱的国民，他弃医从文;为了揭露“吃人”的社会，他上下求
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他是一位清醒的智者;在白色恐
怖的年代，他是一位不屈的斗士。他一生致力于唤醒麻木不



仁的国民，是当之无 愧的伟人。这就是鲁迅先生。对于鲁迅
先生，同学们再熟悉不过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学
过的鲁迅的作品。

鲁迅文学中的鲁迅形象：

小时候的鲁迅 —— 天真、烂漫、充满童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

赴日本 求学时期、弃医从文的鲁迅 —— 觉悟、思想、爱国
情怀

《藤野先生》

回国组织同盟会时期的鲁迅 —— 觉醒追求、执着坚定

《孔乙己》

老师启发导入：

从学过的这些文本中，同学们似乎很容易不由自主地选
择“伟大”这个词来形容鲁迅，他的地位如同圣人一般高大，
好像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严肃的意味，让人只可远观，难
以接近。

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回忆鲁迅先生》里，作者萧红就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平凡的鲁迅先生。

作者简介

萧红

二、初步感知——感悟鲁迅的普通与平凡



鲁迅的“笑”

鲁迅的步伐

鲁迅品评衣着

鲁迅的休息

鲁迅昼夜陪客人、加班

鲁迅谈鬼故事

海婴的问好

病种时刻伴随的小画

鲁迅最后的时刻

讨论你觉得哪个片段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为什么?

三、深入文本——感悟鲁迅平凡之中蕴含的不平凡

老师引导：

体贴、明朗的笑、幽默展现了鲁迅先生和我们一样也是拥有
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细节，
似乎还是能品出了异于常人的鲁迅，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俯
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接下来我们再来品读文本，感悟一
下在那些看似平凡的言行中是否蕴含着不凡之处。

现在大家将文本内容再次快速阅读，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
论，并形成文字内容，完成“任务二”马上每一组请一位同
学来汇报成果。

这些动作表现出鲁迅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大无畏精神，画



龙点睛般地勾画出一个独一无二、鲜灵生动的“活的鲁迅”。

作者意在给我们呈现一个全方位完整的鲁迅形象。“看不
见”是指鲁迅先生从来不关注穿着，说明他的注意力不在此，
但他却从不缺乏审美观。鲁迅先生服饰美学观的核心思想是
强调和谐，这些美学观足见他独到的眼光。最后，作者借许
广平之口，“周先生什么书都看”，从侧面说明了鲁迅先生
知识的广博，学养的丰厚。

表现鲁迅先生对时间的珍惜。

4：作者详写鲁迅先生一天的时间安排，有何用意?

突出鲁迅先生与常人不同的作息习惯，说明鲁迅先生 抓紧一
切时间工作，表现了他忘我奋斗的伟大情怀。

5： 作者写了一段鲁迅谈鬼的故事，有何用意?

表现鲁迅先生勇敢大胆、幽默诙谐、富有科学精神。

6： 作者写病中鲁迅先生常看的一幅木刻画，有何用意?

这明显是一幅生命的图赞，女人和飞散的头发，再加上小红
花，完全是鲜活的生命。暗示鲁迅先生顽强的生命毅力。

作者运用讳饰手法，表现鲁迅“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彻
底的奉献精神。表达作者的无限悲痛和怀念之情。

老师引导：(作者在写作中运用了细节描写，流露出真挚情感，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这篇文章在语言方面有什么特点?“朴
实”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段朴实的句子来分析下句子中加点词
语特殊含义)

四、品味语言



联系上下文，体会加横线词语的含义

1.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
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
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第一句话，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一个“才”字突出鲁迅先生
忘我的工作习惯，话虽平淡，情感却十分深挚。第二句话，
主要是写保姆对海婴的吩咐，一个“总是”表现了鲁迅先生
彻夜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同时也是鲁迅长期不顾身体健
康忘我工作的侧面表现。

展开全文阅读

2“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了人。”我想，倘
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
的机会。

联想到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呐喊的一生，这里的“鬼”
与“人”就都有了象征意义：这里的“鬼”是指那些品格低
下，思想落后或者是立场错误的文化人，让鲁迅先生踢踢即
为被鲁迅先生批评、批判，揭露其身上的劣根性，如能改正，
自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3.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准备
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言浅意深，词轻情重。两个“以为”，与鲁迅病情的实际相
对立。鲁迅先生“以为” ，是因为他一贯的不畏惧疾病，一
贯的乐观自信;别人——热爱他的人“以为”，是因为对他的
身体健康抱有太强烈的期望。然而不幸的是，这都是错
觉——真是悲从中来。“准备冬天要庆祝”，因为都“以
为”鲁迅先生病好了;特别提到“冬天”，因为，鲁迅先生
在10月17日逝世，人们的期望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使悲伤之情更深。

五、总结

主旨

这篇散文通过对鲁迅先生的笑声、走路、待人接物、读书、
写作、养病、去 世等生活细节的描述，展示了伟大的鲁迅先
生的平凡生活，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审美情趣以及魅力气质，
抒发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热爱和怀念之情。

2. 写作特色

(1)真挚的情感表达。作者对鲁迅的性格为人、日常生活十分
了解，他时时处处都感受到鲁迅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无私、诚
挚、宽厚慈爱的长者风范。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描写
了鲁迅的生活细节，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鲁迅先生的爱戴、
崇敬和怀念之情。

(3)生动的细节描 写。作者敏锐地捕捉了鲁迅先生的许多生
活细节，以小见大，微中传神，情真意切。

普通而平凡——平凡中蕴含不平凡

(通过细节描写塑造神韵兼备的鲁迅形象)

结束语：

感谢作家萧红，让我们结识了“走下圣坛”的鲁迅先生，也
学习了作者在散文创作方面不凡的功力。有的同学一提到写
作文就头疼，不知从何下笔;有的同学担心文笔不好，写不出
好文章来。其实只要善于从平凡的小事中挖掘素材，有真情
实感，不用华丽的辞藻，也一样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文章来。
希望通过本文的学习，对你的写作有所启迪。



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四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况
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
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
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
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
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
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
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华希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
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
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
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
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
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
点，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
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
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麦尔先生呢，
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
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



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
说：“快坐好，小弗郎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
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
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
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
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
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
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
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
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
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
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
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
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
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
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
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
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
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
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
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
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



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
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
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
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
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
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
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
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
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
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
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
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
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
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
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郎士，
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
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
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
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
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
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
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



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
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
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
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
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
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
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
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
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
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
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
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
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
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
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
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
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
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
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
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
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
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
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
的ba，be，bi，bo，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叟老头儿已经戴
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
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
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
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
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
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
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最后一课》教学设计

七年级语文最后一课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五

知识与能力

1、 熟读，疏通文意。

2、积累重点实词。

3、体会人物对话的语气，分析其性格特征。

4、探究内容，总结学法。

过程与方法

1、理解故事所阐明的道理。

2、揣摩人物的语言特点



3、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相结合，学法指导与适当点拨相结合。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治学要刻苦，提高修养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重点：重点实词的积累。

难点：揣摩人物的语言特点。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进程：

学习目标：

1、 熟读，疏通文意。

2、积累重点实词。

3、体会人物对话的语气，分析其性格特征。

4、探究内容，总结学法。

一、导入

谈话导入：回忆学习古文的方法。

二、新课：

1、板书课题：孙权劝学

2、介绍作者，



3、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分角色朗读，注意人物对话的语气。

(2)自主学习，积累重点词语。(方法：查看法)

4、再读课文，合作学习。

合作翻译，疏通文意。(方法：加字法，推断法。形式：两两
合作，全班展示。)

5、 熟读课文，深入探究。

(1)孙权怎样劝学的?

(2)当吕蒙推辞了，孙权又怎样办呢?表达了怎样的心态?

(3)没有达到劝学的目的，接下来，孙权怎么办呢?

(4)从上面的劝说可以看出孙权劝学的什么特点?

(5)吕蒙学习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看看鲁肃有什么反应?

进一步挖掘，深入文本：

分析人物性格特征：

结合对文中人物语言的揣摩，你看出文中人物的什么性格特
点?

6、 拓展延伸：

1、文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作者运用什么手法来突出人物的?

2、吕蒙由不学到学有所成的变化给你哪些启示?



三、学习方法总结：

读-------积累-----迁移

推荐文章：“悟”读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