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教学设计

一、教材内容分析

《长征》是一首七言律诗，作者是毛泽东。这首诗对举世闻名的长征作了生

动的描写和热情的歌颂。全诗共八行，一、二两行总括全诗，说明长征中遇到无

数艰难困苦，但在红军看来是平平常常的事。第三至第六行，诗人以“五岭”“乌

蒙”为“千山”的代表，以“金沙江”“大渡河”为“万水”的代表，以红军翻

过“五岭”、跨越“乌蒙”、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典型事例，表

现了红军把艰难困苦当作平常事的英雄气慨。最后两行表现了红军历尽艰险，取

得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由于文章所述的内容相对学生实际有较大距离，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今天的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借

助多媒体网络教学引导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从而体会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

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学生特征分析

1、作为六年级学生，已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能运用网络查找收集有

用的资料帮助学习，并能制作较精美的电子作品。

2、学生思维活跃，肯动脑筋，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尤其具备一定的借

助网络学习的能力。

3、学生的历史知识较为匮乏，对长征的历史背景、历史资料、经过路线、

历史意义了解不够。

三、教学目标和学习水平的分析与确定

1、知识点的划分与学习水平的确定

知识

点
学 习 目 标

学 习 目 标 水 平

识记 理解 应用 分析综合



知 识

①理解“等闲、逶迤、磅礴、暖、寒”

等词语的意思。

②理解诗中所要颂扬的红军不怕远征

难精神，并且能用自己的话谈谈从诗

中那些地方可以看出“红军不怕远征

难”。

③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全诗。

√ √ √

情 感

利用网络资源，依据诗句展开想象，

体会长征的艰难困苦，懂得新中国来

之不易，学习红军战士的乐观主义精

神，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

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 √

能 力

①利用校园网络、互联网络自主查找

收集资料拓宽视野，了解长征的史实

资料，逐步培养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帮助学习的意识。

②培养团结协作精神、自主学习的能

力，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

√ √ √

2、学习水平的具体描述

知识点 学习水平 描 述 词 语 行为动词

知 识 理 解

知道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理解诗中所要

颂扬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精神。

能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浏览、制作

讨论

能 力 理 解
利用网络增强理解、自学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的培养。
浏览、写作

情 感 理 解
体会长征的艰难困苦，懂得新中国来之不

易，学习红军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
朗读、浏览

3、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教 学 重 点 解决措施 教 学 难 点
解决

措施



（1）弄懂诗句意思，理解

“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深

刻含义。

（2）有感情地朗读，体会

诗词所要表达的感情。

讨 论

朗 读

网络浏览

（1）能用自己的话结合诗

句谈谈从哪些地方可以看

出“红军不怕远征难”。

（2）能在理解全诗诗意的

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自主

学习

协作

学习

网络

浏览

讨论

交流

四、教学策略

指导思想：体现素质教育要求，把评价的侧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上，围

绕学生主动学习来评价；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评价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便于教师掌握和应用。

五、媒体的选择应用

知识

点
学习水平 媒体类型

媒体内容

要点

使用

时间

媒体在教学

中

的作用

媒体使用方

式

知 识
理解 网 络

理解诗句

意思
15'

创设情景，提

供观察资源
浏览、观察

理解 多媒体 示范朗读 5' 提供资源 查看、摹仿

能 力 理解 网 络

长征的史

实资料

红军的感

人故事

10'
创设情景，提

供观察资源
查看、制作

情 感
应用理解

分析综合

网 络

多媒体

感受红军

的精神

（学后

感）

10'
提供资源

情感感染

查看、朗读

写作

六、教学准备

1、制作有关“长征”学习型网页。网页中包括长征的许多背景资料和相关

专题资料。



2、布置学生收集关于长征的资料图片，长征中的故事，毛主席在长征中的

诗词作品等。

七、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 教 学 过 程 学 生 活 动 及 目 标

导语揭题

设境激情

1、播放有关长征的录像片。

2、关于毛主席、关于长征你还知道多少，

依据课前查阅的资料概括地说一说。

4、（出示长征路线图：谈谈自己看了红

军长征行进的线路图你想说什么？）

简介长征历史背景。

说说片中反映的故事发生

在什么时候，看后，你有

什么感想。

学生交流

初读感知

渗透情感

初读感知

渗透情感

1、自由读全诗，读通，读顺。

2、师范读，将诗中能说明红军长征经过

的地方的词语划出来。

3、说一说你理解了哪些词？你是怎么理

解的？还有哪些词你还不理解？

4、把词意连起来想想每句诗的意思，看

看能不能把它们读懂。

5、轻声读全诗，边读边想，把不懂的地

方标划出来。

6、梳理问题，抓住重点：

从哪些地方看出：红军不怕远征难。

学生自由读

学生边听边划

学生在网上查阅资料，小

组交流，理解。

自由读诗

讨论句意

学生自学、质疑。（根据

学生的质疑问难，有的师

生共同即时解决，有的则

在进一步的学习中解决。）

巧讲多读

体会情感

▲读读诗，漫谈长征途中红军遇到了哪

些困难？他们又是怎么乐观地去克服它

们的呢？教师根据学生的理解相机点

拨，指导朗读。（汇报、点评、欣赏）

1、一、二句：

抓住重点，点拨，感受红军不将困难放

在眼里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

感情朗读、背诵

2、三、四句：

学生自学、合作探究、讨

论

学生初步领会“只等闲”

的意思。

学生感情朗读、背诵



用简笔画画出五岭、细浪；乌蒙山、小

泥丸的样子，体会红军的革命精神。

感情朗读，体会红军的气魄。

3、五、六句：

用“理解反义词法、讲故事法、精彩片

断欣赏法”等体会“红军不怕远征难”。

（多种方法理解诗句，减缓了理解的坡

度，易于捕捉蕴含的思想感情，进一步

体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韵味。）

播放“飞夺泸定桥”片断。

4、最后两句：

齐读，师范读，体会红军历尽艰难险阻，

取得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

播放爬雪山的电影片断，直观感受红军

爬雪山的场面和体会红军历尽艰难险

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

学生画简笔画，理解“腾

细浪”“走泥丸”，形成

强烈的对比，体会感情。

学生感情朗读

学生抓住反义词“暖”和

“寒”体会。

学生讲红军“巧渡金沙江”

“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学生读中悟、悟中读。

抓住“尽开颜”理解、体

会。

学生感情朗读。

吟诵品味

升华情感

1、指导读、自由吟读全诗

（让学生反复品味诗歌语言的精炼、内

涵的丰富、情感的强烈）

2、配乐表情朗诵全诗。

学生自由吟读。

（读出对红军战士的赞美

和崇敬之情）

背诵全诗。

延伸拓展

强化情感

1、学习了毛主席的七言律诗《长征》，

你从这一首诗中感受到了什么呢？

2、你对红军长征的故事还知道多少？

A、红军长征时进行过哪些重要的战役，

发生过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B、你最佩服“长征人物”中的谁？为什

么？

汇报方式：

①用通顺连贯的话复述一个长征故事或

描述一场长征中的战役。

②围绕长征的某一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

法。

C、组织学生全班交流。

1、学生畅谈学习感受。

2、运用网络资源进行探究

性学习，并对资源进行整

合、重组。

3、小组内进行讨论交

流，丰富认识，充实观点。

4、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汇报、展示学习成果。



3、让我们高声朗诵关于长征的毛泽东诗

词，以起来颂扬红军战士大无畏的长征

精神吧。

4、教师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

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这是对长征的

高度评价。如今，我们已不再要走二万

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了，但新的世纪，新

的挑战，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仍然需

要长征精神。请你结合《长征》诗，结

合长征的有关资料，用你喜欢的方式来

颂扬长征，汇报你学习了《长征》后的

收获。（可以是写写读后感，可以唱唱

《长征》歌，可以讲讲长征中的故事，

可以进一步完善自己课堂上的思考）

5、学生有感情地朗诵关于

长征的毛泽东诗词。

6、鼓励学生将语文学习活

动延伸到课外，丰富学生

的情感积淀，受到长征精

神的熏染。

本网站旨在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信息交流，促进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本网站转

载的资料，如果作者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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