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模
板5篇)

高二教案是教师进行教学评估的依据，可以反思和改进教学
策略，提高教学效果。以下是一些非常有实力并且经过优化
的高二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指导教学实践。

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
千年历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
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这可能是最重要
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
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
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
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
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
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
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
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
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
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目标：

积累并理解“宰割、筹划、彷徨、马革裹尸、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等词语，并学会运用。

2.高快速阅读的能力，抓住重点句段，理解文章丰富的内涵，
体会作者情感。

过程和方法目标：



掌握本文以小标题连缀、自成一体、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关联
的行文特征。

2.会语言及句式特点，理清各部分的关系。

3.探究作者写人物传记的独特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学习邓稼先高尚的品格、坚强的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无私奉献精神，争做一个大写的人。

教学重点：理清作者的思路，深入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教学难点：本文通过对比表现人物的写作方法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图片)显示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邓稼先画像、杨
振宁画像。(针对三幅图作适当的介绍，突出邓稼先的形象)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意，完成下列各题。

1.在写邓稼先以前，为什么先概述我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先概述我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为了说明邓稼先是对中



华民族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这一巨大转变做出巨
大贡献的科学家，是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

2.为什么把邓稼先与奥本海默对比着写？(课文把邓稼先与奥
本海默对比着写，更能鲜明地突出邓稼先的性格品质和奉献
精神，就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
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共产
党的理想党员。”)

3.“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
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试阐
释这两句话。(.“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
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指邓稼先与锋芒毕露的奥本
海默截然不同，“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忠厚
平实”，“真诚坦白，从不骄人”，“没有小心眼儿，一生
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
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就讲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和
睦相处，讲究为人忠厚、谦虚、真诚、朴实。邓稼先汲取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的部分，并变成了自己的气质品格。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是指“他没有私心，
人们绝对相信他”，中能说服两派群众组织，能说服工宣队、
军宣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
领导、团结广大人民一起前进，邓稼先就是把这些奉为自己
的行动准则，因此他是理想党员。)

4.“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
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试说说你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生，
这是邓稼先的人生。走这样的人生道路，是邓稼先的性格与
品质决定的。所以作者说，如果邓稼先再次选择人生，还会
这么走。这两句话总写出了邓稼先的伟大之处。)

课堂设计：



1.教师：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先把你认为比较精美的词
语用小圆圈标示出来，然后按照“我发现……词语用得好，
它好在……”的句式组织好语言，准备精彩发言。

同学们阅读课文，然后发言讨论，教师补充完善，归纳出下
列词语的妙处：

任人宰割：我发现“任人宰割”这个成语用得好，它好在写
出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压迫而
不图反抗的现状，读来让人悲痛、伤心，更为当时中国的处
境担忧。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发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
成语用得好。它好在作者用相当凝练的语言，对邓稼先兢兢
业业、不辞辛劳，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
一生作了概括性总结，让我们在敬佩中受到了教育。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上面的7篇部编版七年级下册
语文第1课《邓稼先》课文原文、知识点及教案是由精心整理
的七年级下册第一课邓稼先教案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
参考。

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了小学和中
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
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
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
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
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
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
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
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
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
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
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
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教案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对于本文而言，深入理解邓稼先的内心世界，深刻认识邓稼
先的精神品质乃是全文教学的重心和核心。这是一篇科学家
写科学家的文章，二人是同行，是老友，同时又都是卓有成
就的世界名人，要深刻认识邓稼先其人，不但要对比文中所
提到的奥本海默，还可以联系本文的作者以及我们所了解的
其他科学家来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演讲辩论，目的是让学生
通过这一活泼的形式来认识人物，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
面得到影响和造就。

一、熟读全文

二、联读《我的信念》《伟大的悲剧》《登上地球之巅》



《真正的英雄》等课文

三、思考一个问题：科学有无国界？

四、查阅资料，小组讨论

五、分正反两方展开辩论

六、教师作结

此次辩论不求“标准答案”，只求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培养客观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态度，在深入理解邓
稼先的同时，促进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
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课文背景资料

关于作者与邓稼先的友情杨先生与邓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
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
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少年时代的邓
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
爬树。上中学时二人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邓稼先高
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邓稼
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邓稼先就与
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课文扩读材料

使用建议：和邓稼先一样，徐悲鸿不仅有着卓越的成就，还
有着高尚的品格。他们同样的平和谦逊，同样的无私纯正，
同样的执著忘我，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使命感，对
祖国同样的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这两位伟人虽然有着各自
不同的事业领域，却在做人与做事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共同的
表率。教学时，可将此文提供给学生进行联读，思考我们自



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方向。

以上内容就是为您提供的7篇《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1课
《邓稼先》课文原文、知识点及教案》，希望可以对您的写
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更多精彩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