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孙中山教案(优秀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差异和特点，以便教师能够
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教学设计。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份高
一教案的参考资料，不妨看看以下精选的范文，或许能给你
一些灵感。

孙中山教案篇一

xx月xx日下午，我在xx镇xx小学执教了三年级语文上册教材
中的最后一篇课文——《孙中山破陋习》。本来应该在第一
时间写出这一课教学的得与失，但因家庭琐事所累，一直拖
到了现在，倍感惭愧!

《孙中山破陋习》是一个历史故事，课文以鲜活的文字讲述
了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小时候目睹姐姐被迫缠足所受的痛苦，
因而在辛亥革命后，首先废除缠足陋习的事。全文共8个自然
段，第一自然段写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自己的活泼能干的姐姐
(已放在第一课时教学)。第二至七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段，
写孙中山的母亲受封建习俗的影响，强行给孙中山的姐姐缠
足，他的姐姐从此失去了欢乐，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
幼小的心。第八自然段写辛亥革命后，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
中山首先废除了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文章运用
了对比手法，写出了孙中山姐姐缠足前的活泼能干，缠足时
和缠足后肉体及心灵上的痛苦，字里行间讴歌了中国革命先
驱孙中山从小就具有凡事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于反抗封建
陋习的独立人格，坚决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革命精神。

本文主要是写孙中山与他妈妈之间的对话(二至七自然段)，
感情真挚动人。根据这一特点，我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重
点引领学生体会缠足给姐姐带来了怎样的伤害，让学生想象
姐姐当时承受的痛苦，以至于改变了姐姐活泼的个性。让学
生从姐姐的前后变化中体会封建陋习是多么害人。另外，体



会母亲也是缠足陋习甚至更多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上一代人、
不知有多少代人都是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但他们像母亲一样
对封建陋习盲从而无奈，而孙中山却对封建陋习憎恨与抗争，
从对比中体会孙中山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大概过程如下：

复习时，先请学生就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内容聊聊孙中山的姐
姐原来是个怎样的女孩子，学生们都觉得他的姐姐既活泼又
能干。我也兴奋地问学生：“有这样的姐姐朝夕相伴，我们
高不高兴呀?”学生们都喊：“高兴”，我却话锋一转：“但
好景往往不长。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第7自然段，看看姐姐发
生了哪些变化。找到相关的语句，你可以用笔画下来。”学
生们静静地默读课文，很快就找到了：以后的几个月，孙中
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没有听到姐姐的歌声。

学生们的脸上充满了疑问，我趁热打铁：“是什么样的一件
事让姐姐发生了改变呢?请大家自由读读课文的第二至六自然
段，你一定会从中找到答案!”学生们非常认真地在文中寻找
着答案，一致认为：是“缠足”让姐姐发生了改变。我在大
屏幕上出示了这段话：“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看见妈
妈正在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姐姐
痛苦极了，眼泪直往下流。”学生齐读后，我问：“你知道
姐姐缠足时的感受吗?”“姐姐为什么会痛苦地流泪呢?”引
导学生抓住“长长的、一道又一道地”来体会姐姐所受，为
学生讲解：“同学们，蓝线画的是我们正常人的脚型图。缠
足时，要先把本来直的5个脚指头折断，藏在脚底下，再用一
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一道地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好长时间
都不能拿下来，直到最后长成这样的形状。”说完，我走到
一位女生桌前：“如果你就是姐姐，脚指头这样被折腾，痛
吗?”孩子难过地说：“痛!” “十指连心”呀!你能用声音
表现出这种痛苦吗?”她读得非常到位，另外几个女孩子也读
得毫不逊色。

为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缠足给姐姐造成的伤害，我又
为他们出示了一组被缠过的脚的图片，并请学生说了自己的



感受。学生们只说出了“这些脚很小。”“这些脚小得还没
有我们的手掌大呢!”这些感受。我补充道：“我们把这些小
脚称作“三寸金莲”，相当于十厘米左右。是不是比同学们
的脚小得多?封建社会，女孩到了四、五岁左右就要被缠足。
为了使自己的脚不长大，她们有的在脚底下垫上锥子走路，
有的垫上碎玻璃或者是打碎的碗片，有的甚至抓一些虫子放
在脚底，好让自己的脚腐烂，不长肉。同学们，听到这儿，
你的感受又是什么?”学生们联系自己以前受过的伤害，如手
指被刀子割破、不小心被针刺了一下、手或脚不小心被玻璃
划破了等，进一步体会到了缠足给古代女子带来的伤害之深。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呀!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的反应
如何?”我又用这句话引出了孙中山母子的对话，问学
生：“从孙中山的话中，你读懂了什么?”通过交流，学生们
都体会到了孙中山的“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可是，他们是
否也理解妈妈的作法呢?所以，我又用奇怪的语气说：“奇
怪!同是亲人，弟弟是那么的心疼姐姐，而妈妈却还要坚持给
姐姐缠足，难道妈妈就不心疼吗?”很多学生都从“叹了口气、
我也知道、可、会被人家笑”等词体会到了妈妈也很心疼，
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我难过地说：“‘娶妻要娶小脚妻’，
这是在中华民族流传了上千年的一种习俗。正因如此，母亲
们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受这份罪，也要让她们缠足。孙中山的
母亲也是这样，她也知道缠足很痛苦，她自己也曾受过这样
的痛苦。女儿缠足，妈妈也很心疼，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
来找个好婆家，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真是无可奈何啊!让我
们再来体会一下妈妈的这种心情吧!”我相机指导他们分角色
朗读母子俩的对话，学生们读得非常投入。

这是对课文二至七自然段的品读。在教学中，我用了很多时
间进行朗读训练，再通过读来表达所体验的情感，同时对学
生的朗读进行了适时合理的评价，激发学生向更高的朗读目
标努力。通过朗读，学生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到了
妈妈的伤心和无奈，也了解到了孙中山的心痛和愤怒。



在学生们齐读完二至七自然段后，我直接出示了第8自然段的
内容：“后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他
首先废除的就是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并
进行了如下教学：

1、同学们，年幼的孙中山看到姐姐被缠足，心中充满了对这
一陋习的恨，就暗暗立下了废除陋习的决心。长大后，他排
除万难，终于破除了这一陋习。让我们带着敬佩，一起读段
话!(生齐读)

2、这个陋习只是害了孙中山的姐姐一个人吗?(指生说)

3、“残害了中国妇女上千年的封建陋习”呀，你终于被废除
了!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千千万万个中国妇女听到这一
振奋人心的消息，欣喜若狂。女同学读!(女生齐读)

4、如果没有孙中山，我们在座的女同学也许已被缠足;如果
没有孙中山，你们的奶奶、妈妈，包括施老师也许早已缠足。
感谢孙中山!(齐读)

5、这就是(师指课题，生读：孙中山破陋习)

现在，你还想怎样读这个课题?(指生读课题，生读出了孙中
山破陋习的伟大与了不起。)

6、(屏显孙中山雕像)同学们，他就是孙中山。他遇事独立思
考，不盲从，敢于反抗封建陋习，这种可贵的精神，一定会
长留我们心间!此时此刻，面对孙中山爷爷的雕像，你最想对
孙爷爷说些什么呢? (音乐，交流)

7、同学们，孙中山爷爷破除的是已在中华民族存行了上千年
的封建陋习。可是，就在我们当今社会，我们的身边却还有
如此多的陋习在等着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破除。(屏显部
分陋习)现在，你能当着孙中山爷爷的面表表决心吗?(指生



说)

8、作业

以上就是我对《孙中山破陋习》第二课时教学的简单回顾。
应该说，整节课的教学走的是一条情感的主线，因为只有学
生入情了，才能悟情。虽然本节课的教学效果并不是很差，
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最遗憾的就是考虑
到课堂的时间分配，一些应该让学生展开说的环节，如“就
这样，妈妈还是给姐姐缠了足。同学们，如果你就是孙中山，
看着妈妈含着眼泪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
缠足，听着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会想些什么呢?”这一环节
真的只是被我以“环节”的形式匆匆走了一个过场，学生的
说话欲望还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下面环节的教学。

一节课下来，有得有失，敬请听课的各位老师多提宝贵意见!

孙中山教案篇二

虽然从文字表述上看，以上三种教学设计(略)的教学目标是
一致的，都是(1)要求学生要知道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曾对中国
妇女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2)要体会孙中山对封建陋习的
憎恨以及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但是从教学流程的
安排以及上课时目标的达成度来看，三种设计对教学目标的
理解和把握是迥然不同的。

表面看来，上述两个教学目标是孤立的，并列的，轻重一样
的，实质上两者是密切联系的，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只
有引导学生充分感受体验到缠足陋习严重的危害性，使学生
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才能感悟少年孙中山的那颗心——对
缠足陋习刺心之痛，入骨之恨，有坚决废除它的强烈愿望，
才能让学生受到孙中山独立思考，敢于反抗封建陋习，坚决
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的熏陶。由此可见，目标(1)是实现



目标(2)的基础，目标(1)是先行的，是关键。显然，第三种
设计者，由于认真研读了文本，比较深刻地解读了作者、编
者的意图，真正明确了教学目标及其关系，使文路和教路有
机地统一起来，走进课堂时做到了心中有目标。

反观其它两种设计，轻文本重教参，甚至照着教参写教案，
搞教参搬家(设计一基本搬了网上的设计)。这中间缺少独立
思考，没有“化”的过程。虽然把教学要求、教学步骤写在
了自己的教案上，但由于囫囵吞枣没有消化，效果自然不能
令人满意。

所以大家要认识到教材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课程资源，它体
现了课程目标和能力培养的要求，备课前要反复读教材、读
文本，通过与文中人物、作者以及编者的对话，有所感悟、
有所体验、有所感动，形成自己对文本意义的主动构建。有
了这个基础，具体的教学才能做到以教材为本，教师上课才
能做到心中有本。

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与生活经验背景，是学生的真实
起点。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起点。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小学生的年龄
心理特征，中年级学生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教学设计，只
有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才能有效。

由于社会的进步，也就是孙中山的功劳，缠足这一陋习早已
销声匿迹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中青年老师来说，如果不去下
功夫了解，脑子中对缠足是没有深刻印象的，只是无端地觉
得那是用布长期包裹不让脚长大，最终形成小脚。而对于八、
九岁的三年级学生来说，没有看到过，没有听到过，更没有
什么体验，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要让对缠足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学生，单凭文中“妈妈正在
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缠足”这一句话来
感受缠足形象(丑陋形象)，进而来感受缠足的毒害，是远远



不能震撼学生的心的。

第三种设计，显然在课前研究了学生，关注了学生的生活世
界，把握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设计播放缠足动画，
旁白介绍缠足陋习这一环节，补上教材的空白点，打通了书
本世界和学生生活世界的界限。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知识，更
主要的是触动了学生的情感——学生对缠足厌恶、憎恨的情
感，为下面与少年孙中山产生共鸣，感悟他那真挚的火热的
心积蓄了力量，打下了伏笔。

另外，中年级学生的感情是非常朴素的，他们的心是善良、
正直的，当自己喜欢的人受到伤害时，反应是强烈的，毫不
犹豫的。所以当老师问：如果缠足的不是孙中山的姐姐，而
是你的姐姐，你非常喜欢的姐姐，你心里有什么感受时，学
生有的说难过，有的说心疼，有的说生气，有的说恨妈妈，
这种角色体验一下子把孩子与孙中山的距离拉近了，收到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这也是老师研究学生的结果。而第一二种
设计或关注了文，没有考虑人;或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着
眼灌输;或高估了学生，使学生无法“披文入情”“入情入
境”，教学平淡无味。所以教师教学时要研究学生，走进儿
童的心灵，了解儿童，做到以人为本，目中有人。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
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同时指出，阅读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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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感悟和思维。”由此可见，
新课程把“感悟”作为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方式。而本课时
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感悟缠足的危害性和少年孙中山的
内心世界。那么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因感动而醒
悟”，“有所感触而领悟”呢?第三种设计同其他两种带有灌
输式、问答式倾向的设计相比，呈现出更丰富的策略。

1、朗读中感悟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文本意义不是客观地先于文本之中，
而是读者读出来的，或者说是在读中生成的。古人云：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缠足陋习对妇女的毒害是通过姐姐缠足先
后的不同表现体现出来的，妈妈对缠足的无奈、少年孙中山
对缠足的憎恨和反抗是蕴含在他俩的对话之中的。所有这些
怎样让小学生去感悟?教师首选的策略是引导学生朗读体味。
成韵的朗读是眼、口、耳、脑等多种感官协调的过程，学生
在朗读中会不经意地体验、意会到文章的思想感情，自然而
然地“读出了那颗心、那份情”，达到“披文以入情”的境
界。同时，朗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安排学生充分朗读，
能激发起学生自己的情感，使学生之情、文中人物之情和作
者之情融为一体，促进学生对文章内容的深入理解。

2、比较中感悟

有比较，才有发现。学生只有在不同语词、不同句式、不同
顺序的比较当中，在人物的不同表现中，才能发现课文中语
言的妙处，品评语言的意蕴和情味，从而对语言和语境有所
感悟。

(1)姐姐缠足前后的不同表现的比较。

(2)第7自然段与补白的比较：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
有看到(姐姐的笑脸)，他看到的是(姐姐的愁眉苦脸);孙中山
再也没有听到(姐姐的歌声)，他听到的是(姐姐的叹气声、哭
声)。

(3)孙中山和妈妈对缠足不同表现的比较。

(4)孙中山和妈妈自身不同描述的比较：

妈妈把孙中山推出了房门……

妈妈含着眼泪把孙中山推出了房门……



这件事刺痛了他的心。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

这种比较在让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还有可能获得潜能的激发、
方法的领悟、思维的启迪、智力的生成、情感的熏陶。

3、想象中感悟

语文教学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它要求我们还语文以画面、
还语文以旋律、还语文以意象。孙中山的姐姐缠足时的情景，
学生自然没有见过，书上也只有短短的两句话，而这个内容
对学生感受缠足陋习对带来的痛苦非常重要。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老师通过自己有感情的朗读，引发学生的想象，由于
此时学生已有缠足这一丑陋形象的表象，短短的两句话被赋
予丰富的内涵，烙上了学生独特而多元感悟的痕迹。这对学
生加深课文理解、走近孙中山的心灵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这法，那法，只有符
合语文教学特点的，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
——胸中有法。

孙中山教案篇三

为啥要受罪

不该做

首先废除

总结：这节阅读课的教学，应该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一
次成功的对话活动。我从整体精心构思，引导得法。引不离
学情，导不离文本；学生积极主动，读中生疑，读中求解；
我做到了胸中有文，目中有人，捕捉“三问”，展开对话过



程；学生自主合作，在互动中走进文本，读中悟情，读中悟
道，读中获取知识，读中提高读的能力。

“读书内化”应该说是这节课的亮点。我在引导学生探究问
题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关注个体心理体验，从文本的具体
语言入手，读书内化，让语言材料“复活”起来，让学生、
教师、文本的情感“融合”起来，立体多元积淀语感经验，
自主建构，整合升华。在发展语言的同时，关注人的整体素
质的提高。

孙中山教案篇四

本文主要是写孙中山与他妈妈之间的对话(二至七自然段)，
感情真挚动人。根据这一特点，我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重
点引领学生体会缠足给姐姐带来了怎样的伤害，让学生想象
姐姐当时承受的痛苦，以至于改变了姐姐活泼的个性。让学
生从姐姐的前后变化中体会封建陋习是多么害人。另外，体
会母亲也是缠足陋习甚至更多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上一代人、
不知有多少代人都是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但他们像母亲一样
对封建陋习盲从而无奈，而孙中山却对封建陋习憎恨与抗争，
从对比中体会孙中山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

复习时，先请学生就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内容聊聊孙中山的姐
姐原来是个怎样的女孩子，学生们都觉得他的姐姐既活泼又
能干。我却话锋一转：“但好景往往不长。请同学们默读课
文的第7自然段，看看姐姐发生了哪些变化。找到相关的语句，
你可以用笔画下来。”学生们静静地默读课文，很快就找到
了：以后的几个月，孙中山再也没有看到姐姐的笑脸，再也
没有听到姐姐的歌声。

学生们的脸上充满了疑问，我趁热打铁：“是什么样的一件
事让姐姐发生了改变呢?请大家自由读读课文的第二至六自然
段，你一定会从中找到答案!”学生们非常认真地在文中寻找
着答案，一致认为：是“缠足”让姐姐发生了改变。引导学



生找出这段话：“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眼泪直往
下流。”学生齐读后，我问：“你知道姐姐缠足时的感受
吗?”“姐姐为什么会痛苦地流泪呢?”引导学生抓住“长长
的、一道又一道地”来体会姐姐所受，为学生讲解。

为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缠足给姐姐造成的伤害，我又
为他们出示了一组被缠过的脚的图片，并请学生说了自己的
感受。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呀!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的反应
如何?”我又用这句话引出了孙中山母子的对话，问学
生：“从孙中山的话中，你读懂了什么?”通过交流，学生们
都体会到了孙中山的“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可是，他们是
否也理解妈妈的作法呢?所以，我又用奇怪的语气说：“奇
怪!同是亲人，弟弟是那么的心疼姐姐，而妈妈却还要坚持给
姐姐缠足，难道妈妈就不心疼吗?”很多学生都从“叹了口气、
我也知道、可会被人家笑话的”等词体会到了妈妈也很心疼，
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我难过地说：“‘娶妻要娶小脚妻’，
这是在中华民族流传了上千年的一种习俗。正因如此，母亲
们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受这份罪，也要让她们缠足。孙中山的
母亲也是这样，她也知道缠足很痛苦，她自己也曾受过这样
的痛苦。女儿缠足，妈妈也很心疼，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
来找个好婆家，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真是无可奈何啊!让我
们再来体会一下妈妈的这种心情吧!”我相机指导他们分角色
朗读母子俩的对话，学生们读得非常投入。

我说：“就这样，妈妈还是给姐姐缠了足。同学们，如果你
就是孙中山，看着妈妈含着眼泪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又
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听着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会想些什么
呢?”从学生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被个故事深深地震
憾。我说：“缠足，带走了姐姐灿烂如花的笑脸，也夺走了
姐姐悦耳动听的歌声。正是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幼
小的心，这件事也深深地刺痛了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捧
起书，齐读二至七自然段，感受一下姐姐的改变给孙中山带



来的这份伤痛吧!”

孙中山教案篇五

（第二课时）

仪征市实验小学丁雪飞

一、说教材

《孙中山破陋习》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苏教版）
三年级（上册）的最后一篇阅读课文。课文讲述了中国革命
先驱孙中山小时候目睹姐姐被缠足所遭受的痛苦，因而辛亥
革命后，首先废除缠足陋习的事。文章运用对比手法，写出
了孙中山姐姐缠足前的活泼能干，缠足时和缠足后肉体及心
灵上的痛苦，强烈地控诉了辛亥革命前缠足陋习对中国妇女
的残害，字里行间讴歌了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从小就具有凡
是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于反抗封建陋习的独立人格，坚决
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革命精神。

二、说教学目标

根据《课标》第二学段的阅读教学的要求，能“初步学会默
读。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问题。能联系上下文，理
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达情谊方面的作用。
能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
美的语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
自己的阅读感受”等，我确定第二课时教学目标如下：

教学目标

1．学习默读课文，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文本的阅读，知道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曾对中国妇女的



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体会孙中山对封建陋习的憎恨以及敢
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教学重点：同目标2。

教学难点：了解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曾对中国妇女的身心造成
的严重伤害。

三、说教学程序

接下来我将结合具体的教学程序，谈谈教法、学法的具体运
用。本课时教学分为4个板块：板块一,复习导入，明确课时
目标；板块二，前后对比，了解缠足陋习；板块三，角色体
验，领悟抗争精神；板块四，回环整合，升华情感；板块五，
拓展延伸，课外实践。

板块一：复习导入，明确课时目标

题为文之眼。复习导入，深入理解题意，抠出一个“陋”字，
突显一个“破”字，围绕三个问题（此3个问题为第一课时教
学生成）揭示课时目标（这节课我们将围绕2、3两个问题展
开学习），把文路、学路、教路有机统一起来。

出示：孙中山破的是什么陋习？

孙中山教案篇六

《孙中山破陋习》（第二课时）

《孙中山破陋习》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陈琴

教学目标：



1、理解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让学生知道缠足陋习曾对中国妇女造成的严重伤害，体会
孙中山对封建陋习的憎恨以及他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
神。

教具准备；投影

课前准备：收集了解有关缠足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检复导入

1、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8课（齐读课题）。

2、通过上节课学习，你知道孙中山破了什么陋习？（板书：
缠足）

3、孙中山为什么要破缠足陋习呢？这是我们这节课要弄懂的
问题。

二、学习课文

（一）、理解第一自然段

1、自由轻读第一自然段，思考：这一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写
的？

2、孙中山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姐姐呢？同桌交流。

3、说话练习：孙中山的`姐姐真是一个（）的姐姐！

4、指导朗读。



（二）、理解第二至第八自然段

2、读议交流第二自然段

（1）、引读第二自然段。

（2）、交流课前搜集：你对缠足了解多少呢？

（3）、补充阅读《镜花缘》片断（描写缠足的片断）

（4）、再读第二自然段，你有什么更深的体会？

（5）、指导朗读。

3、读议交流三至八自然段

（1）、分角色读妈妈和孙中山的对话，说说你体会到了些什
么？

（2）、观图想象说话：

孙中山被妈妈推出了房门，他（），心想（）。

（3）、引读第八自然段

（三）、理解第九自然段

1、（过渡并引答）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首
先废除的就是这个缠足陋习。

2、想象一下，废除缠足陋习后，人们会是怎样的表现？

3、指导朗读。

三、.总结课文



读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你有什么体会？

（板书设计）

孙中山

破

缠足陋习

大快人心

《孙中山破陋习》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由本站会员分享，,
转载请注明出处!

《14孙中山破陋习》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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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教案篇七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讲述了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小时候目睹



姐姐被迫缠足所受的痛苦，因而在辛亥革命后，首先废除缠
足陋习的事。

由于年代的久远，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比较难体会，所以我重
视了课前的铺垫。为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缠足给姐姐
造成的伤害，我补充了许多关于缠足的资料：“我们把这些
小脚称作“三寸金莲”，相当于十厘米左右。是不是比同学
们的脚小得多？封建社会，女孩到了四、五岁左右就要被缠
足。为了使自己的.脚不长大，她们有的在脚底下垫上锥子走
路，有的垫上碎玻璃或者是打碎的碗片，好让自己的脚腐烂，
不长肉。同学们，听到这儿，你的感受又是什么？”学生们
联系自己以前受过的伤害，如手指被刀子割破、不小心被针
刺了一下、手或脚不小心被玻璃划破了等，进一步体会到了
缠足给古代女子带来的伤害之深。

在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时，我设计了留白想象的环节，想一
想孙中山废除了缠足陋习后，妈妈会做什么，会说些什么，
孙中山当时心情怎么样？妇女们听到这一消息，又会说些什
么？这一说话练习，激发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开拓了学生
的思维，使学生能运用学过的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培养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孙中山教案篇八

语文课上，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孙中山破陋习》。

课文中讲述的是孙中山小时候很喜欢他的姐姐。因为姐姐一
点也不怕吃苦，洗衣、烧饭、插秧、挑柴，样样活儿都会干。
姐姐不仅勤劳能干，还活泼快乐。空闲时，经常陪孙中山玩，
还经常唱歌给他听，姐弟俩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但是，
好景不长，一天，孙中山看见姐姐被妈妈关在屋里，用一条
长长的布条，一道又一道地给姐姐缠足，疼得姐姐汗如雨下，
疼得眼泪直往下流。孙中山心疼姐姐，对缠足陋习又气又恨，
多次劝说妈妈不要给姐姐缠足，可是缠足是祖宗留下来的规



矩，是不能改变的。无奈的妈妈总是含着眼泪把孙中山推出
门外……几个月后，孙中山再也看不到姐姐的笑脸了，再也
听不到姐姐的歌声了，从前的那个活泼能干的姐姐已经失去
了欢乐。这件事让幼小的孙中山刻苦铭心。他暗暗下决心，
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废除这个陋习。()后来，孙中山领导
辛亥革命成功后，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首先废除了缠足陋
习。从此，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彻底消除了。

学了这课后，我想对孙中山爷爷大声说：“感谢您，孙中山
爷爷！是您废除了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要不然，
也许我们的奶奶、外婆、妈妈等很多亲人也要受这份罪了！
孙中山爷爷，您真勇敢，那么小就敢于同封建陋习做斗争，
敢于去破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您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我们会永远怀念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