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史记教案小结(模板8篇)
教案是教师为了引导学生学习某一课程而进行的一种有针对
性的教育活动安排。这里有一些一年级教案的推荐，希望能
够帮助教师们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

史记教案小结篇一

1、理解本文的背景与司马迁的遭遇。

2、学习本文叙事、说理、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方法。

3、学习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着书的精神，树立正确的荣辱
观和生死观。

4、掌握文中的实词、虚词与句式，增强语感，提高对文言文
的阅读能力。

[重点难点]

1、借助工具书和课本中的注释读懂文章的内容，结合上下文
准确把握文言词语的意义。

2、体会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曲折丰富的情感，理解作者的生死
观、价值观。

3、课文篇幅较长，文章内容涉及的作者家世、古代刑罚、古
代王侯将相受辱事件，以及至贤们在逆境中发愤着书、名传
千古的事例等，学生不太熟悉；且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学生
距离太远，学生人生阅历尚浅，对司马迁在文中表达的丰富
情感、深刻的感受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

[教学设想]



1、印发司马迁的有关资料及历代学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
评价，使学生对司马迁有感性的认识和较为完整的了解，为
阅读作些铺垫。

2、结合《太史公自序》，让学生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家
庭背景有所了解，从而理解他受宫刑后为何依然发愤着书。

3、课前布置预习作业，让学生借助工具书和课本中的注释自
读课文，发现问题，为课堂讨论作准备。

4、用司马迁的精神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引导学生
利用网络或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以拓宽学习的渠道，最后
让学生以司马迁的文学及精神的某一点，举行一次研究性学
习报告会。

史记教案小结篇二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
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
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
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
珍宝。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
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
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
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
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
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
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
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



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
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
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
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
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
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史记教案小结篇三

一、教材简介：

这是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到酷刑
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时间写成辉煌巨著《史
记》的事，赞扬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

二、目标预设：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简要复述课文内容。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中心，提高阅读、品味、理解语
言文字的能力。

3、在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牢记父亲嘱托、
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

三、重点、难点：

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牢记父亲嘱托、忍
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

四、设计理念：



本节课教师紧扣疑点，巧妙点拨，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在
教学过程中，教者由表及里，提示了本文的实质。通过合作
探究，读中悟情，培养了学生的情商，终使学生明白司马迁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矢志不渝的精神。

五：设计思路：

本节课是第二教时。第一教时揭示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引导
学生读懂了课题，并根据课题把握了课文的重点，理清了课
文的脉络。这一课时，将带领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感受司马迁
牢记父亲嘱托、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

六、教学过程：

一、回顾质疑导学文

1、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2、这节课我们将精读这篇课文。你觉得这篇课文最值得我们
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是怎
么样写的？）

二、研读探究“为什么”

1、自读第1、2自然段，找一找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理由。
（研究方法：带着问题读文，找出相关语句，读读理解体会。
）

2、组织小组交流，归纳出几个理由。

3、组织集体交流（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1）司马迁出生在……心里十分激动（抓住“激动”体会：
黄河孕育了生命，更孕育了中华古文明。那些惊天动地、感



人肺腑的英雄故事随着滚滚的黄河之水源远流长，久久地在
天地间回荡。这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让他受到感染和熏陶，
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父亲司马谈是……26间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爱上史学）

（3）司马谈临终之时，……（牢记父亲的嘱托，为实现父亲
的遗愿立志著书）

4、小结归纳：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三、精读探究“怎么样”

（一）写史记是他的兴趣，写史记是他的爱好，写史记更是
他的责任。司马迁要用一生的精力发愤写《史记》。那司马
迁偶是怎样发愤写《史记》的呢？首先，联系你的知识经验
说说“发愤”是什么意思？（勤奋努力、专心致志、刻苦认
真）

1、快读课文第1、2自然段，你能找到表现司马迁勤奋刻苦的
句子吗？

2、引导读句子，体会司马迁的勤奋刻苦。

（1）从“努力读书、四处游历、广交朋友”体会司马迁运用
不同的学习方式勤奋学习（观瞻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
搜集传闻逸轶事）

（2）从“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全国搜集来的资
料。”仿照刚才的方法体会司马迁运用各种学习方式勤奋学习
（研读、整理）

（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司马迁，一个刻
苦善学的司马迁，一个努力乐学的司马迁。但我们的课题为



什么不是“司马迁勤奋写《史记》”而是“司马迁发愤写
《史记》”呢？看来课题中的“发愤”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意
义。

1、就在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
临在他身上。这“飞来横祸”是什么事呢？先指读部分课文，
再说说搜集来的相关资料。

2、师激情：司马迁刚正不阿，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不料冒犯皇上，蒙受了不白之冤，更受尽人间耻辱，因为这
酷刑不是一般的刑罚，而是让男人受尽耻辱的腐刑，这酷刑
让他的躯体不再健全，让这个铮铮铁汉成了一个不是男人的
人，让他失去了男人应有的尊严。

3、“士可杀，不可辱。”出示：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
溅墙头，了此残生。从短短的几个词语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抓住悲、愤体会其绝望、悲伤、愤怒、耻辱的心情。）

（1）他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不
忘父命，牢记责任）结合第二段体会父亲的殷切期望和司马
迁强烈的责任感。

（2）人总是要死的，……轻于鸿毛。……我一定要写完这部
史书。体会司马迁这时生命的意义。

（3）他还会想到什么呢？（英雄的故事、自己积累的资料、
父亲的嘱托、先人的事迹:周文王坐牢写《易经》、左丘明失
明写《国语》、孙膑被挖了膝盖骨写《孙子兵法》、屈原被
放逐写《离骚》）

（4）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体会司马迁为实现
自己的理想，完成父亲的嘱托，忍辱负重，把个人的荣辱置
之度外。



（5）就这样，……辉煌巨著--《史记》。引导从其中的数字
（另提供：60岁完成）体会司马迁坚持不懈。

5、想象练习：在这里，他想到了，他想到了，于是便日日夜
夜。白天，他；夜晚，他；烈日炎炎的夏天，他；三九严寒
的冬天，他。

6、出示最后一句话，体会“用生命写成的”。（写“史记”
成了司马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成了司马迁生命的支柱，
是司马迁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7、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发愤”除了勤奋、刻苦、努
力以外，你还感受到了什么更深刻的含义了呢？（为实现自
己的理想忍辱负重、坚持不懈、顽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精神。
）

8、齐读第3、4自然段，再次感受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情景。
（配乐《命运交响曲》）

四、深化拓展课外读

2、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辉煌巨著《史记》到底是怎样的呢？
简介《史记》（学生）

3、让我们听听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布置课外阅读

板书：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为什么？怎么样？



熏陶勤奋刻苦

影响忍辱负重

嘱托坚持不懈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教案]

史记教案小结篇四

司马迁的《史记》，贯通祖国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经
典之作。

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
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年璀璨的文
明，生动的描写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读过这本书，
让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伟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记
的生动描写一直鼓励我们的写作，以及我们祖国的发展，史
记一出来，可谓是洛阳纸贵啊。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
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

《史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史记教案小结篇五

一、教材简介: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述了汉代史官
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刑罚之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
了时间编写辉煌巨着《史记》的事,赞扬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
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

二、目标预设: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6个生字,认识两个多音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在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牢记父亲嘱托,
忍辱负重,发愤着书的精神。

三、重点、难点:在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
迁牢记父亲嘱托,忍辱负重,发愤着书的精神。

四、设计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培养
语感,发展思维。因此,在本课教学设计中,我紧扣“发愤”二
字进行层层剖析。通过,朗读、自学等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
语文知识,让他们在走进文本的同时培养语感,发展思维。

五、设计思路:



本设计为《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在第一课时中我引
导学生通过阅读课外书,上网查资料等形式对司马迁有了一定
的了解,初步感悟司马迁的形象。在第二课时中,我紧扣“发
愤”,深入品读,让学生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着书的精神。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放司马迁的生平事迹。

(二)出示思考题。

(三)学生合作学习,教师巡回指导。

(四)组织交流,教师相机点拨。

讨论问题1

1、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

2、讨论交流。

3、指导朗读。

(1)滔滔的黄河水养育了司马迁,英雄的故事感动着司马迁,家
乡的文化环境熏陶着司马迁,你能读好它吗?指名读、齐读。

(2)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论的基础,
课文的哪里写了他受父亲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

(3)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文字1出示)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痕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
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



史书哇!”

正是由于自己从小就喜爱这一行,再加上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使他义无反顾地扎入这编写史书之中。可就是在这时,却来了
一场飞来横祸。

讨论问题2

1、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

2、讨论交流。

3、点拨。

(2)出示(文字2)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
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完
成这部史书!”

a、指导朗读。

b、小结。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受到
酷刑,遭受人生难以承受的打击;另一方面是他为了实现人生
的价值。

c、讨论问题3

司马迁是怎样写《史记》?

(1)、出示要求:

对照插图,联系课文,展开想象,以“在昏暗的油灯下……”为
开头说一段话



(2)、请同学们静静地想像,思考。

(3)、交流汇报。

a、摇曳的灯火,好似父亲临终前的泪花,司马迁想起了父亲的
千叮咛,万嘱咐,(出示文字1)

b、摇曳的灯火是司马迁一颗不屈的心灵,让我们读体现司马迁
人生观的句子。(出示文字2)

c、那摇曳的灯火是司马迁生命结晶的象征,让我们读最后一节。
(出示文字3)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时间,在他60
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着--《史记》。这部前
无古人的着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五)、总结课文。

你觉得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六)、作业:

1、本册练习7中的熟记成语,编者以12个成语介绍了司马迁的
一生,请你根据所学知识连词成句,概括司马迁光辉的一生。

2、阅读《史记》,搜集资料出一期手抄报。

板书:20、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受影响子承父业

遭酷刑矢志不渝

功成就名载史册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教案]

史记教案小结篇六

上周四，我在学校借了一本书，书名叫《史记》。

《史记》是我国历史名著，文化瑰宝。史记作者是我国古代
文学家司马迁。

史记中有许多个经典小故事。如烽火戏诸侯、刘邦的故事等。
看史记故事，看每一篇故事我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商纣王
与妲己的故事，我为比干的直谏而感动。为商纣王的残忍而
心酸。看到商纣王对妲己的痴迷为她做的一切。我心中充满
了气愤。看到武王伐纣的故事，我感谢他的义举，因为他拯
救了一方百姓。

看时，我有时会把自己当做故事中的人物，有时我会想如果
我是妲己，我会劝商纣王以国事为重。如果我是商纣王，我
会专心务国，以国事为重。

看了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
一篇文章是刘邦的故事。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古时候的很多的故事，也让我增大了读
书的念头。

《史记》

史记教案小结篇七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掌握本课生字新词。

3．在理解、品位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悟司马迁忍辱负重、发
愤著书的精神。

4．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关注《史记》，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小故
事和同学交流。

教学重点、难点：读懂第二、三自然段，理解哪些地方突出
表现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资料

教学时间：两课时

前置自学提纲

班级姓名评价

一、读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学习生字和生词。

发愤飞来横祸专心致志悲愤交加前无古人

其它需要重点体会的词语：

二、默读课文

1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2、思考：通过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你觉得司马迁是个
怎样的人？

三、拓展积累

1、查找关于司马迁的资料。



2、读《史记》，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小故事和同学交流。

3、你还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像司马迁那样发奋成功人的事迹吗？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题

2、指名学生读题目，质疑：你从课题中知道了什么？

司马迁――司马，复姓，文学家，史学家。

发愤――决心努力战胜了很多困难。

史记――名篇巨著。

二、检查自学情况。

1、小组内交流“自学提示”。组长检查完成情况。

2、检查读课文。

（1）小组内检查读课文。重点检查三、四号同学朗读，读不
好的地方多读几遍。

（2）教师检查读课文。随机抽取一个号。

3、生字词交流。

“耗”的读音“泰”下面不要写成“水”

三、简练、准确地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四、小组内交流拓展资料部分。

组长掌握情况，并讨论。

五、布置作业

配套练习（标记疑难问题）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指名回答

2、出示交流的问题：通过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你觉得
司马迁是个怎样的人？

二、交流展示

1、小组内交流，并确定汇报流程。

2、全班交流。

随机抽取一个小组进行交流展示。

教师点拨要点：a、他爱“史”。（这一点学生可能想不到，需
要老师点拨）

从第一自然段总结出司马迁爱“史”的三个原因：母亲河的
熏陶、历史故事的感染、受父亲的影响。

b、不忘父托

出示：第二自然段



“每天”、“整理”等词语，指导朗读，读出父亲的殷切期
望和司马迁牢记父命的决心。

c．教师简介：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
飞来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他替李广的孙子李陵将军辩
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被叛死刑，死刑的
两种减免方式：一是交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司马迁
官小家贫，但不愿受辱，几次想到自杀，但想到逆境中成功
的人，孔子、孙膑、屈原等人以及父亲的嘱托，于是有了信
念，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就是这样一位史官，因为他仗义执言受到“宫刑”。

他的头上。此时他心里是在做着怎样的斗争啊？

（补充资料--“宫刑”）

借“血溅墙头。了此残生”提示学生想象司马迁在狱中受到
哪些屈辱和困难？理解司马迁的信念坚定。

d、“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
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
部史书!”

引导学生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什么人的死比泰山还重？

e、抓住“一定”、“一定”、“尽力克制”、“全都埋在心
底”等词语体会司马迁的坚强毅力，并指导学生朗读。

f．52万字前无古人可以看出成就卓著，整整毕生的心血。

三、拓展延伸

1、你还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像司马迁似的人吗？（历史上逆境



中而有所作为的例子：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
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
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
《兵法》……）

2、选择《史记》中的一两个小故事和同学交流。

四、布置作业

1、学习乐园

板书：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不忘父命

忍辱负重

坚持不懈

生命铸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前置性自学提示：

课前：每人背一句读书名言并说出作者的姓名。

一、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1、易读错的字：呼啸四处游历嘱托飞来横祸辩护悲愤交加

血溅墙头泪流满面酷刑耗尽毕生

2、易写错的字：



二、解释词语（写在书上）

发愤飞来横祸专心致志悲愤交加前无古人耗尽毕生泪流满面

其它需要重点体会的词语：

三、概括课文主要内容（要求：即全面又简洁）

四、默读思考

2、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有三个原因列出来）

3、司马迁是怎样发愤用生命写《史记》的？（找出相关语句，
体会重点词语。）

4、a：司马迁遭受飞来横祸的原因是什么？在书中画出来。搜集
（李陵事件资料和宫刑资料）b：面对惨无人道的宫刑他会想些
什么？会怎样做？c：观看课文插图体会他在竹简上写《史记》
的不容易。（可结合资料）

5、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结合文中的语句和资料来谈自
己的理解。）

谈迁走了，他留给后人-----；------走了，留给后人------
-。

史记教案小结篇八

吕城中心小学吕玉梅

一、教学内容：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一册第20课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



二、设计思路：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应让
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受
到情感熏陶，享受审美乐趣。”依据这一理念，我尝试围绕
课题中的“发愤”一词，通过抓关键词、品读感悟司马迁
的“勤奋刻苦”，深入文本，历史熏陶，内化体验司马迁
的“悲愤交加”，从而，帮助学生体悟到《史记》的来之不
易，感受司马迁非凡的意志力和超越常人的精神品质。

三、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简要复述课文内容。

2、在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牢记父亲嘱托、
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

四、教学重点：

借助资料，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写书的精神。

五、教学难点：

从司马迁身上体会生命的价值。

六、教学准备：

1、查找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的资料

2、多媒体资料

七、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今天这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第20课，齐读课题《司马迁
发愤写史记》。

2、再读一遍课题，你觉得这个题目中哪个词语比较重要？

3、你理解“发愤”吗？可以给它找些近义词吗？

（二）新课

1、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司马迁为写史记是怎样努力的？
自己读读1、2自然段，找出表现司马迁勤奋刻苦的句子，做
上记号，并在最能体现刻苦的词语下面做上着重记号。

2、交流（多媒体）两处“受父亲……”“司马迁牢记……”

（提示：“搜集”能否换成“收集”？为什么？）

3、齐读这两处，体会司马迁的勤奋刻苦。

4、小结：从这两句中，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了能写好《史
记》，（板书：勤奋刻苦）做了充分的准备。由司马迁四处
游历的求知过程，也让我想到了前不久学的陆游的千古名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5、讲到这儿，我不禁有个疑问，不知大家能否帮我解决，既
然这儿写了司马迁如何勤奋刻苦的，那我们的题目不是可以
换成司马迁勤奋写《史记》或司马迁努力写《史记》？而为
什么用“发愤”呢？还有其他意思么？（还有在逆境中努力，
不屈的意思）

6、现在我们就来看第3自然段，了解司马迁在怎样的逆境中
怎样发愤的？

7、点名读第3节。



（1）怎样的`逆境？理解“飞来横祸”“酷刑”

（2）对于司马迁的遭遇课文中尽用了两句话，后来我上网查
找了当时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多媒体出示资料）

（3）自由读，从这段历史资料中，你知道了什么？或你想说
什么？

（诚实善良、刚正不阿、蒙受了不白之冤）

（4）课文中的酷刑也就是这儿讲的“宫刑”，什么是宫刑呢？
宫刑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刑罚，是所有刑罚中最卑贱的一种，
虽不致要命，但他让司马迁像太监一样不男不女，它让一个
男人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是一种奇耻大辱。这种耻辱往往
令人难以承受，很多人会以死来结束这种耻辱。（多媒体出
示）

（5）被处以宫刑后，教师读

（6）看了这段话，你能用一些词语来形容司马迁此时的心情
吗？（痛苦、痛不欲生）

8、但是，同学们，此时司马迁能死吗？不能，为什么？你们
听，他的耳畔还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范读父亲临终前的话）

9、对呀！写《史记》是父亲的遗愿，更是他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这时，他想：“（多媒体出示：想的内容）（自由读）

（1）你能读懂这段话吗？反复读。（死的几种价值）

（3）于是，司马迁下定决心：强调“一定”

（4）后来，人们将这句话作为了司马迁的名言：（多媒体出
示：齐读）



（6）读到这儿，让我们想到了哪个词？（提示：耻辱、痛苦
全都埋在心底）（板书：忍辱含垢或忍辱负重）

10、学到这儿，你想说什么？（可齐读第3段）

11、是呀！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
求，范读第4段

13、再敬佩地读一读最后一段。

（三）作业

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可以是一段话，可以是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