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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即将结束，各项研修任务

接近尾声。请还未完成的学员在最后的

这段时间里抓紧时间完成相关任务，务

必保证此次学习圆满完成各项考核任务。

现将本班学员近期（截止到2019年3月

31日）参与研修的优、差情公布总如下：



考核成绩前十名学员



考核成绩后十名学员



优秀课件推荐



为人民服务

潢川县传流店乡中心小学 胡 苏



学习目标

1.了解作者及作品。

2.学习演讲词及其特点。

3.了解张思德的事迹。

4.掌握文中的生字词语。



一、了解作者及作品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润之，笔名子任。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思想家 。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平生于政务、军旅之暇，喜爱诗词、书法
，用功尤勤，造诣甚深。

作品有《论持久战》《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实践论》等等。诗词作品
有《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卜算子·咏梅》等。



二、演讲和演讲词

在某一特定的、正式的场合，面对听众把自己对某一问题或事件
的看法较为系统全面地说出来，这就是演讲。演讲时所说的内容就是
演讲词。

在内容上，应视有关集会或活动的要求而定，力求中心明确，言
之有物；在表达上，偏重于议论，说明，也不排斥必要的记叙、抒情
，力求条理清楚不繁杂。



PPT模板：www.1ppt.com/moban/                  PPT素材：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www.1ppt.com/tubiao/      
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PPT课件：www.1ppt.com/kejian/ 

语文课件：www.1ppt.com/kejian/yuw en/    数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shuxue/ 
英语课件：www.1ppt.com/kejian/ying yu/    美术课件：www.1ppt.com/kejian/me ishu/ 
科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kexue/     物理课件：www.1ppt.com/kejian/wul i/ 

化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huaxue/  生物课件：www.1ppt.com/kejian/she ngwu/ 

地理课件：www.1ppt.com/kejian/dili/          历史课件：www.1ppt.com/kejian/lish i/        

演讲词的特点

一、要有针对性。要考虑演讲的场合，听众的年龄、文化程度，听众需要了
解或解决些什么问题。
二、要有启发性。要通过充实的内容、严密的逻辑，晓之以理，让听众心悦
诚服地接受演讲词需要阐明的观点，明确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的目标。
三、要有感染性。由于演讲词是说给听众听的，因此语言要明白晓畅、自然
朴素；演讲者能够结合现实，与听众作情感上的交流，以情动人，无论议论
、说明还是记叙，在字行间孝应该倾注作者的真情实感。



三、写作背景

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
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为张思德
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亲笔写了“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
致敬”。下午1时以后，毛主席迈
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祭台，作了题目
是《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四、张思德简介

张思德:小名谷娃子人，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红军
。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 1935年，他跟随红军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负过
伤。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共产党，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1944年，张思德接受上级的烧炭工作。 9月5日带领4个战士到安塞县烧炭
。中午时分，窑洞突然塌方，张思德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则被砸埋在
窑里牺牲。时年29岁。





五、读课文，掌握文中的生字词语

鸿（ ）毛 李鼎（ ）铭（
）

送葬（ ） 追悼（ ）会

剥削 （ ） 炊（ )事

hóng dǐng míng

zàng dào

xuē chuī

泰山：

鸿毛：

山名，在山东泰安市。古人以泰山
为高山代表，后来常用来比喻敬仰的人和
重大的、有价值的事物。

鸿雁的毛。常用来比喻事物轻微或
不足道。



死得其所：

哀思：

送葬：

所：所处、地方。得其
所：得到适当的归宿或好的安排。
死得其所指死得有价值、有意义。

悲哀思念。本课指对死者的
悲哀思念之情。

把死者的遗体送到埋葬的地
方或火化（火葬）的地方。



五湖四海：

寄托：

兴旺：

指全国各地，有时也指世界
各地。本课指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自全
国各地和各个方面。

寄附，托放。本课指把我们的哀
思寄附、托放在对死者的追悼活动上。

兴盛，旺盛。本课是指扩大、强
盛的意思。



六、再读课文，理清文章的脉络

为
人
民
服
务

第1段：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第2段：死的意义：张思德的死比泰山还
要重。

第3段：指出我们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
的，改正错的。

第4段：指出为人民的利益牺牲是“死得
其所”，但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第5段：号召大家追悼为人民的利益而牺
牲的同志，寄托哀思，团结起来。



七、当堂检测

1.文学常识填空。
议论文的三要素为（ ）（ ）（ ）。
论证方法主要有（ ）（ ）（
）（ ）。
论据包括（ ）（ ）。

论点 论证论据

比喻论证
道理论证举例论证

事实论据 道理论据
2.本文是（ ）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备
团追悼（ ）的会议上的讲演，这个讲演着
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的根本宗旨：（ ）
。

毛泽东
张思德

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对比论证



3.在下面的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关联词语。

（1）（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
，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2）（ ）你说得对，我们（ ）改正。

（3）（ ）你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 ）
应该坚持到底。

（4）王鹏（ ）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
改正了错误。

只要 就

因为 所以

既然 就

不但 而且



学习目标

1.理清各段的内容，读懂文章，从而进一步
弄清作者的演讲思路。

2.理解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3.通过对课文的学习，激发在今后的人生道
路上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热情。



思考讨论：
演讲的听众是谁？毛泽东同志的这个

讲话围绕什么中心讲？

听众是根据地的军民。

围绕的中心是：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我
们应该追悼他，学习他，真正做到
“为人民服务”。



1、第一段有几句话？每句写什么？
句与句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三句。

分别说队伍的性质、任务 、
这次追悼的人物。

并列关系。



2、第二段的中心句是什么？

3、作者是怎样围绕中心句进行论述的
？

中心句：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
死比泰山还要重。

先引用司马迁的话做论据，再具体讲

什么样人的死毫无意义，什么样的人死
得有价值。最后肯定张思德的死比泰山
还要重。



4、第三段是围绕哪句话论述的？

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
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5、是怎样围绕这句话论述的？

通过举例（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例子）加
以论述。



6、第四段中“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
？

解放全民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7、为实现这一革命目标应该怎样做？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互相爱护
”



9、我们要为什么人开追悼会？（开追
悼会的制度是什么？）

不管是谁死了，只要他是做过一些的益的
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10、开追悼会的意义是什么？

寄托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



小结

本文通过悼念张思德，讲为人民

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
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当堂检测

1、本文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道理论证

对比论证

举例论证



2、结合课文，举出一个在今天的情势下
为人民服务的实例，并谈谈你的感想。



















优秀作业推荐



小语34坊研修作业二
提交者:学员吴传付 所属单位:卜塔集镇中心学
校 提交时间: 2019-01-04 12:57:48

《我怎样教语文》读后感

近段时间，我认真拜读了于永正老先生的《我怎样教语文》这本书
。因为于先生已驾鹤西去，所以读他的文字有一种沉甸甸的温暖。

高尔基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而读于老师的
这本《我怎样教语文》，正似与一位教育智者谈话，娓娓道来，耐人寻
味。他的语言朴实无华，没有令人费解的高深理论，而都是他从实践中
总结的理论与实践案例的结合，读来浅显易懂。整本书，我读到了于老
师的平和、亲切，读出了于老师对事业的热忱，读懂了于老师令人钦佩
的教学智慧。正如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靳家彦所说：“捧读于永正〈我怎
样教语文〉，如沐春风，如望秋月，既像是在研读思辨严谨的学术著作
，又像是欣赏文笔优美的散文随笔，启智、受益、亲切、有趣，令人爱
不释手，读罢难以忘怀”。



《学记》中云：“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读罢《我怎样教
语文》这本书，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在语文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这本书解决了我在
教学过程中的很多困惑。

和很多一线教师一样，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大课改的浪潮下，我们语文老师
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总是感到很迷茫或者手足无措，到底怎样才能上好语文课？于
老师的这本书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实践使我知道了教语文其实并不那么复杂
，就是教学生扎扎实实地识字、写字、读书、作文。我就是这么教语文的，而且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教学生写字，老师要是喜欢写字，对书法略知一二；教学生读书
，老师要是喜欢读书，会读书，能读出课文奥妙之所在；教学生作文，老师要是能
写点文章，知道一点写作知识，那么，教语文就更不难。”我不禁想到了2018年12
月23日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2018国培坊员线下培训听陈静老师的讲座的收获。听
陈老师的讲座，如沐春风，如吮甘霖。她生动的语言，合适的体态，实用的理念，
鲜活的案例，不时引来阵阵掌声。室外数九寒天，室内热火朝天。我们跟随陈老师
的师路历程，回顾了我国的课改之路，重温了各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从而对2011
版语文课标和统编教材有了全新的认知。陈老师的专业成长历程再次告诉我们，如
果没有情怀，没有热爱，没有阅读，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成为语文教学的排头兵，
更不可能成为语文教育专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实，我们要求学生会读
书，老师自己也应该会读书；我们要求学生写好字，老师自己也应该写好字；我们
要求学生会作文，老师自己也应该会作文……总之，老师的率先垂范作用，对学生
的语文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导引作用。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这是不变的真理。



此外，我们还要抓住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守住小学语文教学
的“常”就不会偏。“常”是什么？于老师的这本书中说“常”
就是不变的东西，是按规律办事。比如：写字的规律是什么？是
描红、仿影、临帖。无论是铅笔、硬笔、软笔字，概莫能外。教
朗读的规律是什么？是“跟我读”，是让学生听老师读、跟老师
读。教作文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读写结合”。这些规律不是
我们语文老师不知道，而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不会灵活运用。

于老师在书中也提及一位优秀语文老师的必备条件。他说做
小学语文老师不易，不能只看文凭，得有真本领。比如书写、朗
读、表达等方面，得要有扎实的功底。做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仅
有这些还不够，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得是个“文化人”，爱读书
，懂艺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还得是个“思想者”；一个优秀
的语文老师还应当善于与人交流等等。看了于老师的这一席话，
我清楚的认识到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是我们每一位语文老师在教
学生涯中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历练的永恒课题。因为，语文老师
的语文素养决定着语文教育的质量。



于老师的这本书，有从宏观上对语文教学的解读，
也有从微观上教学方法的细微指导。比如他的“五重教
学法”，指导我们如何做到“重情趣”、“重感悟”、
“重积累”、“重迁移”、“重习惯”；导入的艺术、
解词的艺术、低年级造句训练艺术、指导朗读人物对话
的艺术……于老师都能结合自己的教学案例深入浅出地

讲解，我细细读来，结合自己教学中的困惑，总有茅塞
顿开之感。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本好书需要细
细品味、慢慢咀嚼、消化，才可能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渗透到自己的骨子里去。我想，这也才是读书的最终目
的。

今后，我一定要多读这些名家大作，不断丰富自己
的理论修养，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力争成为一名优秀
的小学语文教师。



卷尾语

此次培训即将结束，感谢各位学员老

师们的一路陪伴，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在此次培训中，我们付出了汗水、艰辛，

但也取得了不少收获——有电脑操作知识，

有教育学生的好方法，有与同行交流的好

经验，还有与老师们在学习中建立的友

谊……。最后，祝大家在以后的教育教学

工作生涯中，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