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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所有教师、所

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

书育人使命，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

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我校广大教师要深入挖掘本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

给，结合各类课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

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

标，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校三全育人格局。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11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30    节，周学时   2     

2.知识目标： 

（1）掌握重要文学常识和文言基础知识，熟悉古代汉语语法、不同时期散文文体的特点 

（2）理清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掌握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学代表作品，熟练掌握名篇名句。 

3.能力目标： 

（1）掌握鉴赏散文的具体方法，品味作品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 

（2）掌握古代经典作品的诵读方法，在阅读与背诵中中品味散文之美。 

4.思政目标： 

（1）通过学习作品，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形成科学、辨证

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2）通过学习经典篇章，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体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价

值、文化魅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家国情怀。 

（3）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感悟智慧人生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塑造高尚情趣和宽广情怀。 

（4）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融入爱国教育、工匠精神

教育等。 

（5）引导学生发现语文的美，培养积极情感和语文素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理解文

学对人生产生的积极意义。 

5.思政主线： 

本学期讲授内容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四版）为教材依托，结

合语文专升本考试中涉及的必考篇目，对文言文部分做系统讲授。本项目的思政主线主

要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载体，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和永不言弃的学习精神。从

而达到育人与育才相结合。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担当精神；（2）脚踏实地的学习精神和挫折面前潜

心上进、坚守初心的进取精神、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4）工匠精神、人才战略、职业技能素养；（5）

疫情防控中的守望相助、无私奉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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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项目 1：《老

子》四章 

1、掌握老子及《道

德经》相关文学常

识。 

2、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3、《老子》四章的

思想内涵，思考其

深层意义与现实意

义。 

4、品味艺术特点，

学习“以喻说理”

的写法。 

1、学习经典，培养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注重积累的生

活态度。 

3、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升华人生哲理。 

1、修身养性、治国理政启示 

1. 2、工匠精神：根据各专业学生的

不同搜集案例，如水利工程桥梁设计

案例、港珠澳大桥案例所体现的工匠

精神、尊重自然、做事要有恒心 

3、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5 年归国

路，10 年两弹成，中国航天之父钱学

森用恒心书写赤诚；守岛卫国 32 年

的王继才夫妇在平凡岗位上绘就人

生华章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老子的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2、案例展示：先秦文章词句解读基

本方法；哲学范畴的“道”；老子的

人生哲学。  

3、课堂讨论：展示《老子》四章中

的思想内涵，并结合现实分析启示。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5、诵读体验：根据诵读标准，教师

示范、小组合作，通过诵读的方式加

深对文章的了解。 

 

1、增强学生

对传统经典

作品的了解

及热爱。 

2、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及民族自

信。 

3、联系专业

实际，增强

学生的思辨

意识、学习

意识和为人

处事能力。 

 

 

 

 

 

 

 

 

1、掌握孔子及《论

语》相关文学常识。 

2、了解《论语》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影

响。 

 

1、学习经典，培养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升华人生哲理。 

 

 

 

1、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案例（传承

经典文化） 

2、读书调查案例：要做到“腹有诗

书气自华”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孔子的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1、掌握本课

重点文言基

础知识，提

升阅读经典

的能力。 

2、提高学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5%98%89%E8%8E%B9/5059748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 

4 

 

 

 

 

 

项目 2：《论

语》五则 

 

3、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4、领会五则中阐述

的道理，体会本文

简洁而深刻的语言

特色。 

5、体会人格修养和

善于学习的重要

性，认识文学对人

生的意义。 

3、培养学生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的处世道理，追

求正确的生活态度，提升

诚信意识，明确学思结合

的学习方法。 

4、培养学生加强文学修

养，养成多读书的习惯。 

3、反面案例：不法商贩为追求利益，

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如前段时间的“欧艾抑菌霜”

事件。 

4、华为案例（诚信、责任感、爱国

精神） 

2、诵读体验：教师示范、音频跟读、

小组合作，通过诵读的方式加深对文

章的了解，并背诵这五则。 

3、案例展示：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人生启示；相关思政案例 

4、课堂讨论：展示《论语》五章中

的思想内涵，并结合现实分析启示。 

5、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的社会责任

感。 

3、认识到文

学对人生的

及意义，努

力通过阅读

提高自身文

学修养。 

4、充分理解

孔子的思想

和为人处世

之道。 

项目 3：《孟

子》五章 

 

1、掌握孟子及《孟

子》相关文学常识，

认识孟子的思想及

其在中国文化发展

史上的地位。 

2、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3、把握思想内涵，

体会孟子散文长于

说理、巧于论辩的

特点。 

4、学习孟子倡导的

仁爱精神。 

 

1、学习经典，培养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升华人生哲理。 

3、培养学生“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浩然之气，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主人翁意识。 

4、培养学生养成积极上

向的为人处世之道，重视

仁义礼智，加强道德养，

提高自身素质。 

1、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案例（以

人为本、居安思危、社会担当、家国

情怀） 

2、打赢脱贫攻坚战（以人民为中心） 

3、磨难压不垮，奋起正当时——打

赢疫情防控战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孔子的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2、案例展示：孟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人生启示；孔孟思想之前的比较；

相关思政案例 

3、课堂讨论：展示《孟子》五章中

的思想内涵，并结合现实分析启示。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1、增强学生

对文学经典

的 阅 读 兴

趣，提升文

化热爱，增

强民族自豪

感。 

2、提高学生

的思辨能力

和联系实际

生 活 的 能

力，引导学

生从文学中

汲取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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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汲

取精神力量，提高家国情

怀。 

6、培养学生面对苦难的

坚韧不拔的精神，居安思

危，不骄不躁。 

量。 

3、直面人生

困难，增强

自信心，努

力提升自身

的道德文化

修养。 

项目 4：《庄

子·秋水》选

读 

 

1、掌握庄子及《庄

子》相关文学常识，

认识庄子的思想及

其在中国文化发展

史上的地位。 

2、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3、把握思想内涵，

体会体会庄子散文

的艺术特色。 

4、正确评价庄子的

思想，理解文中的

人生哲理。 

1、学习经典，培养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升华人生哲理。 

3、培养学生谦虚谨慎的

学习态度和处世态度。 

4、正确客观认识自己，

准确定位，通过学习提升

自己。 

5、培养学生拥有广阔的

胸襟和树立远大的志向。 

 

1、水院校训（上善若水，海纳百川） 

2、人类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

铸就了多边外交大舞台） 

3、台湾“茶叶蛋”案例（骄傲自满、

贻笑大方）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庄子的思想、地位，《秋水》选

篇的意义。 

2、案例展示：庄子思想虽有消极的

一面，但是《秋水》篇至今对我们生

活、学习、工作仍有指导意义；明确

三个成语：贻笑大方、大方之家。 

3、课堂讨论：展示《庄子·秋水》

篇中的思想内涵和人生哲理，并结合

现实分析启示。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1、学生树立

了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自

豪感与认同

感。  

2、明确认识

到谦虚谨慎

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

中要保持宽

容待人。 

 

 

项目 5：《左

传·郑伯克段

于鄢》作品赏

析 

 

1、掌握《左传》相

关文学常识，认识

《左传》的思想内

容和历史影响。 

2、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本篇的意义和人物形象塑造。 

2、案例展示：庄子思想虽有消极的

一面，但是《秋水》篇至今对我们生

活、学习、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1 、通过学

习，对重要

篇目的重要

文言基础知

识 有 所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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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握文章情节结

构，体会课文在戏

剧性矛盾冲突中表

现人物的方法。 

4、了解和掌握个性

化的人物语言和细

节描写刻画人物的

方法。 

5、正确认识历史事

件带来的教育意

义。 

 

1、培养学生真诚待人的

意识。 

2、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和道德素养。 

3、培养学生重视亲情，

尊敬父母，理解父母，经

常与父母联系。 

 

 

 

 

1、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好

评如潮。（感恩父母、真诚待人、子

欲养而亲不待） 

3、课堂讨论：人物形象分析，文章

的主题。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5、任务驱动法：设置引导性任务，

学生在讨论组探讨、在合作中探究；

展示问题答案，主动表达想法；学生

总结任务，发现《左传》写作特色。 

握。 

2、通过品味

经典，熟知

《左传》的

写作特色，

学习描写人

物的方法。 

3、增强文学

素养。 

4、重新审视

与父母的相

处，学会理

解父母、尊

重父母。 

项目 6：《国

语·召公谏厉

王弭谤》作品

赏析 

 

1、掌握《国语》相

关文学常识，明确

其在中国文学史中

的地位。 

2、掌握重点实词、

虚词及特殊文言句

式、重点句子翻译。 

3、理解思想内容，

感受召公谏辞明白

透彻、深入浅出的

特点，体会《国语》

语言特色。 

4、了解“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的民本

1、培养学生虚心听取批

评的态度。 

2、培养学生辩证思考、

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文

学修养和道德素养。 

3 引导学生明确民本思

想。 

4、培养学生沟通能力，

感受语言的魅力。 

5、学习经典作品，培养

自身的语文素养，感受作

品的魅力。 

1、打赢脱贫攻坚战（以人民为中心） 

2、倾听他人意见（7 部法律草案，倾

听每一个人的声音） 

3、海尔闻名海内外案例。（注重消

费者感受） 

4、贞观之治。（唐太宗善于听取魏

征意见） 

 

1、翻转堂课：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资料学习重要实词、虚词、

特殊句式等基础知识；课中进行讨论

学习《国语》的思想、地位。 

2、课堂讨论：归纳人物形象及语言

特点；对民本思想的认识。 

3、案例展示法：《邹忌讽齐王纳谏》

对比；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相关

思政案例。 

4、任务驱动法：设置引导性任务，

学生在讨论组探讨、在合作中探究；

展示问题答案，主动表达想法。 

1、掌握本课

重点文言基

础知识，提

升阅读经典

的能力。 

2 、换位思

考，以领导

者视角明确

倾听他人意

见 的 重 要

性。 

3、感受语言

的魅力，尤

其是口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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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重要意义。 重要性。 

项目 7：苏秦

始将连横说

秦  

1、《战国策》相关

文学常识。 

2、重点实词、虚词

及特殊文言句式、

重点句子翻译。 

3、了解文章的思想

内容和艺术特点，

体会文章的论辩艺

术。 

4、分析苏秦人物形

象，把握文章人物

刻画上的特点。 

5、辩证看待纵横家

的人生价值观。 

1、结合苏秦人物形象的

刻画，培养积极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2、培养学生“打铁还需

自身硬”的学习精神和挫

折面前潜心上进、坚守初

心的进取精神、坚持不懈

的奋斗精神。 

3、引导学生要不断学习，

提高自身技能，培养积极

乐观、永不言弃的心态，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4、“三寸不烂之舌，强

于百万雄师”，培养学生

的交流沟通能力，提高口

才。 

5、体会政论家的精彩论

述，体会他们的担当意

识，激励学生树立社会责

任感。 

1、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一批批战

“疫”青年的责任担当 

2、习总书记的新年寄语——“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 

3、不畏艰险丈量祖国山河、67 年初

心不改的国测一队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战国策》

文学常识、苏秦经历，完成预习作业

中的基础文言知识部分，课中学生以

小组进行汇报讨论，自行翻译句子，

找出文言知识点，并讨论苏武人物形

象特点及文中的论辩艺术。 

2、案例展示：展示《史记》中对苏

秦的描写，体会人物形象；展示儒家

思想的价值观，与纵横家进行对比。 

3、课堂讨论：讨论苏秦论辩的启示。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1、掌握本课

重点文言基

础知识，提

升阅读经典

的能力。 

2、激发学生

的进取精

神，敢于直

面人生挫

折。 

3、提高学生

的社会责任

感。 

项目 8：冯谖

客孟尝君 

1、《战国策》相关

文学常识。 

2、重点实词、虚词

及特殊文言句式、

重点句子翻译。 

3、了解本文的思想

1、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担当精神、仁义精

神。 

2、培养学生正确的为人

处世之道，学会宽容理解

他人。 

1、《周易》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

及生存发展策略——待时而动 

2、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抗击疫情中青年志愿者的责任担

当 

4、张桂梅：“燃灯校长”送 1800 多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战国策》

文学常识，完成预习作业中的基础文

言知识部分，课中学生以小组进行汇

报讨论，自行翻译句子，找出文言知

识点，并讨论冯谖、孟尝君人物形象

 

1、掌握本课

重点文言基

础知识，提

升阅读经典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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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艺术特点。 

4、分析冯谖、孟尝

君人物形象，掌握

文中刻画人物的巧

妙方法。 

5、学习经典，体会

战国时策士们的智

慧，体会为人处世

之道。 

6、了解三个成语：

高朋满座、高枕无

忧、狡兔三窟。 

 

3、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

进取心、忧患意识；培养

孜孜以求、勇往直前的勇

气。 

4、培养学生的坚持不懈

的信念，成功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了解无论在什么

时期人才的重要性。 

5、培养学生的开拓进取

精神和创新果敢精神。 

名女孩出深山 

 

特点及文中的刻画人物所运用的方

法、本文的艺术特点。 

2、案例展示：王安石《孟尝君传》；

鸡鸣狗盗的故事；战国养士风采；战

国四君子。 

3、课堂讨论：讨论冯谖的性格特征

及政治上的智慧策略带给我们的启

示；狡兔三窟的双重意义。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云班课 APP。 

2、激发学生

的进取精

神、创新精

神和学会把

握生活中的

机遇，了解

相关处世之

道。 

3、提高学生

的社会责任

感。 

 

项目 9：《谏

逐客书》 

 

1、重点实词、虚词

及特殊文言句式、

重点句子翻译。 

2、把握文章的基本

内容，明确中心论

点和主要论据。 

3、学习本文的结构

和主要论证方法。 

4、学习有理有据，

以理服人的劝谏艺

术和智慧。 

5、全面客观评价历

史人物。 

1、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担当精神。 

2、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意识，提高自身能力，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3、提高口才，加强沟通

能力。 

4、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把握经典作品的能

力。 

5、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

观。 

 

1、人才强国战略 

2、美国的逐客令与我国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的对比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文学常识，

完成预习作业中的基础文言知识部

分，课中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讨论，

自行翻译句子，找出文言知识点，并

讨论本文的结构和论证方法。 

2、案例展示：司马迁《史记·李斯

列传》。 

3、课堂讨论：《谏逐客书》的结构

和主要论证方法。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 

5、任务驱动法：设置引导性任务，

学生在讨论组探讨、在合作中探究；

展示问题答案，主动表达想法；学生

 

 

 

1、培养学生

对古代经典

作品的理

解，增强文

言文语感。 

2、提高学生

的社会责任

感，认识到

充实自己的

重要性。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 

9 

 

总结任务，发现议论文写作特色。 

项目 10：《鸿

门宴》 

 

1、《史记》相关文

学常识。 

2、重点实词、虚词

及特殊文言句式、

重点句子翻译。 

3、了解本文的内容

和艺术特点。 

4、分析人物形象，

掌握文中刻画人物

的巧妙方法。 

5、学习经典，全面

客观评价历 史 人

物。 

 

1、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

题的能力，学会思辨性阅

读。 

2、培养学生学习技能、

积极进取的精神。 

3、培养学生正确的为人

处世之道。 

4、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

神、群策群力的态度。 

5、结合司马迁经历，感

受作品中的人格魅力，培

养学生直面困难、永不言

弃的精神。 

6、品味中国古代文化，

培养学生的民族凝聚力

和自觉弘扬态度。 

 

1、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 

2、古代英雄人物对“义”的深刻诠

释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文学常识，

完成预习作业中的基础文言知识部

分，课中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讨论，

自行翻译句子，找出文言知识点，并

讨论本文的结构和论证方法。 

2、案例展示：《垓下歌》、《大风

歌》、《鸿门宴》中的古文化、项羽

人物评价。 

3、课堂讨论：通过人物的语言、行

动展示人物个性特征的写作方法，分

析人物形象。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 

5、任务驱动法：设置引导性任务，

学生在讨论组探讨、在合作中探究；

展示问题答案，主动表达想法；学生

总结任务，发现人物传记写作特色。 

 

1、培养学生

对古代经典

作品的理

解，增强文

言文语感。 

2、提高学生

的社会责任

感，认识到

充实自己的

重要性。 

3、学生意识

到做人要不

骄不躁，做

事要果断明

辨，不要优

柔寡断。 

4、学生对重

要历史事件

有了一定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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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项目 11：《前

赤壁赋》 

 

1、苏轼其人 

2、积累重要文言知

识，理解句子意思。 

3、梳理文脉，体会

作者的感情变化。 

4、感受本文的艺术

特色，体会景、情、

理交融的写法。 

5、感受苏轼乐观豁

达的情怀。 

1、培养学生勇敢面对坎

坷、笑对苦难的乐观精

神。 

2、培养学生理性的思辨

能力。 

3、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

精神面貌。 

4、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 

1、疫情防控中，广大“90 后”、“00

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青

年的担当与责任。 

2、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磨

难，但也是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

奋起。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文学常识，

完成预习作业中的基础文言知识部

分，课中学生以小组进行汇报讨论，

自行翻译句子，找出文言知识点，并

讨论本文的结构和论证方法。 

2、案例展示：余秋雨《东坡突围》、

林语堂《苏东坡传》、你所不知道的

苏轼（吃货、段子手）。 

3、课堂讨论：文豪东坡在夜游赤壁

时的心情变化。 

4、信息化载体：借助 PPT、原文范读

音频。 

5、任务驱动法：设置引导性任务，

学生在讨论组探讨、在合作中探究；

展示问题答案，主动表达想法；学生

总结任务，发现人物传记写作特色。 

 

1、培养学生

对古代经典

作品的理

解，增强文

言文语感。 

2、提高学生

的面对挫折

迎难直上的

勇气和态

度、乐观豁

达的情怀。 

3、学生形成

一种理性的

思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