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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这是在学习第二单元的讲演稿之后，又接触的一篇讲演

稿。它在内容和体裁上都不同于前两篇，它属记叙文，偏重

于记述讲演的过程，突出讲演者的形象。而《最后一次讲演

》和《未有天才之前》则主要记录人物语言，重在体现讲演

者的思想。因而教授《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讲演》也要进行

人物形象地分析，看作者到底给我们刻画出怎样一个名人画

像。 文章篇介绍梁启超，结尾评论梁启超，中间按梁启超讲

演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还穿插了自己的感受和评论。结构

层次清晰，语言风趣而又带感情，这些都可作为教学的内容

，设计小问题，加以了解和体会。 梁启超的名气在于他的政

治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可文章并未从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的

角度表现梁启超，而是从他的学者身份，通过外貌，尤其是

他讲演时的神态语言表现其学识渊博、自由洒脱的真性情。

2． 教学目标： ⑴知识目标： ①引导学生学习叙事中表现人

物的方法，重点剖析第四段和第八段。 ②适当补充课外资料

，如《箜篌引》和《桃花扇》原文，激起学生想象的情感，

更好的体会人物讲演时的形象更好的体会人物讲演时的形象

和性格。 ③从课外搜集梁启超事迹，让学生讲述，以全面了

解他的人格魅力。 （备注：宽宏大量重友情等为人传颂，同

时增大课容量，讲出语文课的文学性也是教改的一个趋势。

） ⑵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搜集

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 3．教学重点： 分析体会作者怎样



通过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情的。 4． 学习难点： 学习记叙中加

入作者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写法。 二．说教法和学法 本文虽

说语言风趣而又带情感地刻画出了梁任公的个性，但要让学

生有深切体会必须细细品读，抓住细节分析文章。所以我想

先让学生默读感知人物形象，再圈点筛选主要段落语句，进

行讨论评析，了解梁启超的讲演特点及其性格特征。最后让

学生表演性范读，以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性情。讲授结束

后，让学生展示交流自己所找的材料，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

满。教师只起一个导读和归纳总结的作用。本文共安排两课

时。 三．说教学过程： （一） 导入：1从政治革命角度谈起

，设问“同学们学过历史，对梁启超肯定不陌生了，谁为大

家介绍一下他政坛上的功绩？” 学生查到的资料：戊戌变法

、云南起义、康梁 2．同学们大多了解的他是政界上一位叱

咤风云的人物，那你们知道他在文学界也是一位难得的才子

。同学们找到的大多是转述或评论，要想看到一个真实而又

活生生的梁任公，就要读读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

演讲》,板书课题。 （二） 新课： 1． 默读，解决生字词问题

。了解本文记叙的主要内容，即：梁任公演讲时的音容笑貌

、学者风度。可设如下问题：文章主要记叙了梁启超讲演时

的哪些情况？ 2． 梁启超的这次讲演给听众留下了怎样的印

象？ 回答：深刻的印象。感染影响了读者。 追问：何以见得

？ 依据：第一段和第八、九段。让学生读出有关句子，并用

线划出。（“过去也有不少显官，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

讲话。但是他们没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掏出手巾拭泪

，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 “不少人从此对于

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3．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抓



梁启超讲演的特点。要求细读课文。过渡语及提问：可以说

，到清华大学这所名校讲演做报告的人数不胜数，但他们却

没给作者留下什么印象。为什么梁启超的一次讲演给作者留

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之常常想起，并笔而记之？ （提示：

梁任公演讲时有什么特点？或问梁任公这个人怎么样？） 这

是需要小组讨论后推荐代表发言，教师归纳整理板书。如下

： 演讲特点：开场白独特 声音沉着有力、洪亮而又激亢 内容

丰富而有趣 表情成为表演，酣畅淋漓 人物特点：外貌身材（

短小精悍）步履（稳健）气质（风神潇洒）眼神（光芒四射

） 讲演时的神态、语言、动作生动有趣，旁征博引，手舞足

蹈，（自负、谦逊、博闻强识、自由洒脱） 总之，他是个有

文采有学问的学者。 通过结尾段的“热心肠”转入对其人格

的分析。 （三） 补充材料： 过渡语：说梁任公是个热心肠的

人，你同意吗？ 1．一夫一妻少风流自古道：才子风流本一

家，但在才情恣肆的梁任公身上，那风流之情怀还是可以遏

制的。他对华侨小姐何蕙珍的断然割爱便是明证。 那是在他

带着\"渔阳三叠魂惨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的心境首途檀香山

时，\"学问见识皆甚好\"的何蕙珍被这位流亡者的文采与演讲

才华深深打动着。年仅20岁的蕙珍明知梁氏已家室在堂，便

主动提出，只求以偏房身份走进他的生活空间，无怨无悔。

任公先是为之感动，由敬重而生爱恋，终夕难寐，数日如之

；嗣而思忖：出身名门的发妻李蕙仙有恩于自己甚多，加之

自己曾与挚友谭嗣同创设\"一夫一妻世界会\"，总不能自食其

言，愧对良知与亡友。再说，自己乃朝廷悬赏通缉之要犯，

生死未卜，怎能再去连累他人？权衡再三后，他就谢绝了这

份稀世真情。清朝垮台后，常年飘落异域的梁启超得以回国



效力，旧情难忘的蕙珍专程赶往北京，找到梁启超，希望一

还夙愿，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依然婉辞谢绝，而且只在总

长客厅接待故友，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使抱兴而来的

蕙珍扫兴而归。李蕙仙病逝后，蕙珍又专程从檀岛赶来，旧

话重提，梁启超则沉浸在失妻的悲痛中，别无他念，连饭也

没留蕙珍吃一顿。 2．大义灭亲，披麻戴孝为了实现自己报

效国家的政治抱负，梁启超从风风雨雨中走过56个春秋，应

付过各种场面，甚至不惜同魔鬼打交道。难能可贵的是，他

始终恪守一份书生本色，以情谊为上，磊落其身，他是地道

的性情中人。君不见，每当有人提起亡友谭嗣同，他总是眼

噙泪花，俯首低回。在康梁师徒之间，由于梁启超颇有主见

，对乃师并不完全惟命是从，康有为对他很恼火，尤其是梁

启超违背他的意愿，暗中与孙中山协商合作方案，事虽未成

，康氏却耿耿于怀。尤其是面对乃师违背民国历史发展潮流

，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甚至追随张勋之流，为宣统帝草

拟\"诏书\"，梁氏大义灭亲，在讨伐复辟逆流时，也拿乃师陪

榜，康氏恨之入骨，大骂\"梁贼\"。 梁氏身为弟子，事后依然

心系师门，胸无城府。康氏谢世时，是他带头募捐，主持身

后，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

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又是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

答礼不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3．不同寻常的宽容最能

开人眼界的当首推任公为北京协和医院辩护之举。1926年初

，任公患有尿血症，协和医师诊断为右肾有肿瘤，建议割除

。挨刀之后，方知右肾完好无损，割除之后，尿血依然未止

。梁氏家属为之气愤，舆论矛头直逼协和。但在任公看来，

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乃美



国人创办之医院，那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

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是他坦然忍受事

故，劝慰家人，还以《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题撰文，站在

协和一边，\"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一场

非同小可的医疗事故所引起的风波得以化解为零。 他割掉的

是一个好肾，但他以生命的名义留下一方宁静，托起一份宽

容，一份足以使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人间争斗都黯然失色

的宽容，让生命个体由此超越和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个奇迹

，未尝不是全属他个人的一份杰作。 手术之后才过3年，肾

的主人就撒手尘寰了。身体素质原本不差的梁启超走得如此

匆忙，显然与协和医院的那个医疗事故有关，怎不令人扼腕

，一个56岁的学术大师毕竟还是正当时候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