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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入

师：早在清代，就有沈复为兰画影，哪
位同学愿意为大家朗诵一下《碎图兰影》？

生：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有
幽致， 星澜醉后兴发曰：“补凡能为君写
真，我能为花图影。 ”余笑曰：“花影能如
人影否？ ”星澜取素纸铺于墙，即就兰影，
用墨浓淡图之。日间取视，虽不成画，而花
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

师：到了现代，又有丰子恺为竹绘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子恺的童年，分
享他童年一件关于“影”的故事。

（教师出示学习目标）
生：学会用“书签法”整体感知内容，

学会用“小标题法”概括内容；通过赏析文
质兼美的句子，掌握赏析方法、体会童真
童趣；了解中国画的特点，感受艺术魅力。

预习展示

师：课前，同学们已经进行了简单的
预习，下面我们分享一下预习成果。

师：丰子恺的原名是什么？
生：丰润。
师：可以怎样评价丰子恺？
生：中国现代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师：你会读下列词语吗？ 选出你欣赏

的词语造句。
生：口头禅、参差不齐、蘸、惬意、水门

汀、撇……
生 1：我蘸着墨水在白纸上写字。
生 2：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惬意

得很。
师：同学们的解词能力很不错，掌声

送给这几位展示的同学。

制作书签

师 ：文有文眼 ，诗有诗眼 ，书籍的眼
睛就是书签 ，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制作
的书签吧 ！

（学生将自己制作的书签贴在黑板上）
师： 书签的制作可以有不同的创意，

请同学们观看这些书签，你们发现了哪些
特点？

生 1：形状不同。
生 2：颜色绚丽。
生 3：每个书签上都有一个小洞。
师： 同学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

睛，谁能总结一下书签的制作方法？
生：先要准备一张硬纸，画上不同形

状，然后剪下来，用彩笔画上图案、写上内
容，最后还要打上孔、系上绳。

师：说得很好。下面，我们请几位同学
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书签上画了什么，与
课文有哪些联系。

生 1：我制作的书签内容为：时间———
晚饭后；地点———屋后院子里；人物———
我、华明、弟弟、爸爸；内容———我们在院

子里描竹影， 之后爸爸和我们一起画竹
影，并回答我们的问题；主题———表现孩
子的活泼可爱和爸爸的知识渊博。

生 2：我的书签内容是：时间———太
阳落山后；地点———水门汀；人物———孩
子和爸爸；内容———孩子们在水门汀画竹
影，爸爸参与其中，用别具一格的方法教
孩子画画的技巧；主题———表现了爸爸的
循循善诱。

生 3：我的书签内容是，通过叙述孩
子们绘竹影的故事， 表现他们的童真童
趣，体现出艺术美。

咀嚼文本

师：好文章需要一个好题目，你们能
为课文中的几个自然段拟写小标题吗？小
组讨论一下。

（学生对子交流）
生 1：我拟的题目是“看竹影”“问画

家”“讲画技”“教用墨”。
生 2：我拟的题目是 “描地上竹影 ”

“谈夫妻画家 ” “议国画技巧 ” “说竹画
用色 ”。

生 3： 我拟的题目是 “描影”“说人”
“谈技”“论色”。

……
师： 同学们都是爱动脑筋的孩子，谁

来总结一下拟小标题的方法？

生 1：各个段落的小标题应该尽量字
数相等。

生 2：小标题不要太长，语言要生动。
生 3：格式要尽量一致。
师 ：好文章是需要咀嚼的 ，尤其是

文质兼美的散文。 下面请大家以小组为
单位 ，读一读你喜欢的句子 ，然后谈谈
体会。

生 1：“一种幽暗的光弥漫在窗际，仿
佛电影中的一幕。”这是景物描写，渲染了
一种朦胧的氛围，写得很美。

生 2：“那些竹叶的方向 、 疏密 、浓
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体 ，似乎都有意
义 ，表现着一种美的姿态 ，一种活的神
气。 ”这句话中“肥瘦”用得很生动，让我
想起了李清照的“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
红瘦”。

生 3：“天空好像一盏乏了油的灯 ，
红光渐渐地减弱 。 ”这句用了比喻的修
辞手法 ，贴切地写出了太阳落山后颜色
的变化。

生 4：“我把眼睛守定在西方看了一
会。”“守定”一词用得很好，它写出了孩子
们的专注。

生 5：“原来月亮已经在东天的竹叶
中间放出她的清光。 ”这句话将月亮拟人
化，写出了月亮的清幽。

生 6：“上面的竹叶作出萧萧的声音
来。 ”“萧萧”这个词我很喜欢。

创作国画

师： 文章写了许多关于国画的内容，
谁来说说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

生 1：中国画像符号，西洋画像照相。
生 2：中国画用水墨，西洋画用油墨。
生 3：中国画模糊，西洋画清晰。
生 4：中国画用宣纸，西洋画用油纸。
师：中国画还可以用手指画，用手指

画出的画叫指墨画，下面我们就学一学指
墨画。

（教师播放背景音乐《童年》）
（教师简单介绍指墨画的技法， 学生

开始画画，有人画高山，有人画墨竹，有人
画梅花，有人画人物，有人画动物……）

师：大家画得都很好，请给你们的作
品起一个题目，并做一个简单说明。

生 1：题目：危峰兀立。 说明：连峰去
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生 2：题目：墨梅。 说明：凛冽寒风中，
寒梅傲然怒放，虽不出众，但风姿绰约。

生 3：题目：墨竹。 说明：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生 4：题目：我的妈妈。 说明：高兴时的
妈妈，撇开小嘴；生气时的妈妈，嘟起大嘴。

师：“竹本固，固以树德；竹性直，直以
立身；竹心空，空以体道；竹节贞，贞以立
志。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养竹记》中
的一段话，送给大家。

把教材当例子的
“改写课堂”

□曹春玲

在生活中与学习相遇
课事 □孟祥霞

一堂有创意的语文课

好课实录

语文即生活，它是一门极富实践性与
人文性的学科。语文教师要巧妙运用自己
的教学智慧，引导学生感悟生活、欣赏生
活、想象生活、创造生活。

我来导演 MTV

教学《君子于役》时，我灵机一动，何
不请学生当一回导演， 拍摄一个 MTV？
学生果然兴致高涨，纷纷出谋划策。

设计背景时，一个学生说，画面的中
心背景应该是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茅草
小屋、篱笆墙，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黑乎
乎的很冷清。 又有一个学生说，背景应该
是模糊的远山轮廓、西落山头的残阳。

挑选主角时，学生猜想女主角一定是
一个美丽贤惠的人。 有的学生干脆说，让
董洁演、让章子怡演……

配设音乐时，有的学生说用《二泉映
月》，有的说用《思念》或 《相见时难别亦
难》，反正要用忧伤的曲调，因为全诗表露
的是女子思念丈夫的哀伤之情。

拍摄开始了。 先放背景音乐，我让学
生闭上眼睛，尽情地想象：深秋、暮色、破
旧的农家小院、孤单忧伤的妇人……然后
到了拍摄特写的环节，学生描述女主人公
的细节———她正倚靠在门口，痴痴地向远
方眺望，脸上写满哀怨，楚楚动人……这

时，学生不笑了，叙述的语调很低沉，显然
已沉浸在对女主人公的深切同情之中。

这节课上，学生不仅理解了作品的情
感，还获得了一种创造的满足。 可见，“教
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激励、
唤醒和鼓舞”。唤醒什么？唤醒学生主动运
用已有生活经验再创造的激情。

找呀找呀找“春天”

学习朱自清的《春》时，正值春天，我
组织了一堂以“春天”为话题的说写课，目
的是引导学生由景生情、放飞想象，感受
自然美、人情美与生命美。

我先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描绘了我心
目中的春天， 然后要求学生也说出自己
心中的春天，要求最好能运用修辞、引用
诗句。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还采用了
“激将法”：“有人说， 朱自清把春天写绝
了，无人能胜他。 我不信，下面就看你们
的了！”思忖片刻，学生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出不少优美的句子。

“虽是春寒料峭，迎春花却已摇动着
串串金黄色的小铃铛……”

“春姑娘一双巧手，裁出了杨柳依依，
裁出了春燕剪水，再织一段粉绸披在山坡
上，变成了美丽的桃花林。 ”

我在表扬学生的同时，又引导他们关
注生活中的美丽“春天”。

一个女学生站了起来， 她的母亲是
个残疾人， 她动情地说：“我喜欢春天和
煦的风， 我感觉那是妈妈的手轻轻拂上
我的额头。那次我发高烧，妈妈拖着不方
便的腿，为我买药煎药，还一次次擦拭着
我额头上的汗。也许妈妈外表不美，但她
给了我全部的爱，她给了我整个春天，我
爱妈妈！ ”女生一口气说完，泪水汩汩而
出。 此时，教室里安静极了，学生沉浸在
无言的感动中。

不服？ 辩一辩

在学习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一文
时，我让学生谈谈读后感，大部分学生都说
被男女主人公之间真挚的情感感动了。 这
时，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觉得德拉和杰
姆很愚蠢，但文中说他们聪明，我不服气！ ”

许多学生马上表示了反对 ，我微笑
着制止了他们 ：“下面我们针对这个问
题来辩论辩论 ， 要求摆事实讲道理 ，不
许争吵。 ”

生 1：“我认为德拉和杰姆卖掉头发
与金表去换礼物之前， 应该先商量一下，
这样不就避免了遗憾的结果了吗？ 他们
看到礼物对彼此都毫无用处时，该有多难

过啊！ ”
生 2：“我不同意。 他们是为了给对方

一个惊喜，还有，他们卖掉的都是自己最
珍爱的东西，如果对方知道了，一定不会
同意的。 ”

生 3：“我也不同意。 这个阴差阳错的
结果正是作者巧妙构思的体现，作者设计
了这样一个‘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的结
尾，更加突出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美丽。 ”

生 4：“真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它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德拉和杰姆拥
有最真挚的感情，他们不会遗憾的，他们
才是生活中真正的智者。 ”

最后 ，我笑着说 ：“小说虽然来源于
生活 ，但毕竟还要超出生活 ，恰当的艺
术虚构能增添作品的魅力。 我们分析问
题要从作品立意出发 ，从作者想要表达
的情感出发。 ”

语文课堂应该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
乐园，它可以是一场精彩的课本剧，可以
是一次生动的模拟采访， 可以有丝竹悠
扬之声为衬托， 可以有山水幽雅之画作
背景……教师要因文制宜、巧妙设计，演
绎生活的丰富与精彩， 激活学生的学习
潜力。只有学生学得尽情尽兴，他们才能
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经济开发区
锦绣学校）

教学内容 ：七年级语文 《竹影 》 执教教师 ：河北省兴隆县六道河中学 王晓侠

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
学生实现与作者的对话。然而，由于学
生与作者在生活经历、知识水平、写作
特点等方面的偏差， 对话总会存在障
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帮助学
生突破障碍，使学生能读懂作者，理解
其作品“想表达什么、怎样表达、为什
么这样表达”。

许多时候， 学生觉得作者的表达
“不合常规”。在执教《在马克思墓前的
讲话》时，学生就质疑作者开头交代马
克思逝世的时间、地点、情景不太符合
演讲词中语言简明、通俗的特点。在执
教《人的高贵在于灵魂》时，学生也对
作者的举例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只要举 1 个名人事例 、1 个
凡人事例就足够了， 不明白作者为什
么要举 5 个事例。

面对这种问题， 教师可以让学生采
取“改写”的方法，在对比中找出自己所
写与作者所写的不同， 进而体会不同的
原因。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 一个学生将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进行了两处改
动，一处是把“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
止思想了”改成“马克思逝世了”，另一
处是把“睡着了”改成“去世了”，他认
为这样改更明确、更简练。

之后， 我引导全班学生思考这种
改动， 他们渐渐有所感悟， 一个学生
说：“‘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
了’ 这一句除了写出马克思逝世这一
事实， 还写出作者对马克思的高度评
价以及极度悲痛之情， 改动后的句子
缺少这种情感。 ”

对于第二处改动， 一个学生说：
“详写马克思逝世的情景可以将作者
内心的遗憾、愧疚、自责、悲痛等情感
充分表现出来。 ”同时，他们也理解了
前后两个“睡着了”的含义是不同的。
“前一个‘睡着了’应该是实写，因为作
者当时确实是以为马克思只不过是睡
着了。 后一个‘睡着了’是作者真正意
识到马克思去世了。 ”

通过改写，学生体会了作为与马
克思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挚友恩格
斯在悼词中表达出的那份深情，同时
为下文阐述马克思逝世的损失在感
情上作了充分的铺垫。

同样， 在改写 《人的高贵在于灵
魂》后，学生发现，作者在文章中列举
的每个事例都有所侧重：

第一个事例是面对生命威胁继续
思想， 第二个事例是面对巨大诱惑继
续思想， 第三个事例是自豪所拥有的
精神财富， 第四个事例是克服平庸的
环境，第五个事例是克服物质的匮乏。

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前三个事例从
科学家、哲学家写到文学家，从特殊情
况（生命威胁、巨大诱惑）写到一般情
况，这种写法可以全方位证明特殊人物
在大多情况下都能“珍惜内在的精神财
富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 后两个事例
从个体（一个少女）写到群体（许多青年
画家），从恶劣环境写到物质匮乏，从而
充分展现了“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
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
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

通过改写， 学生的阅读不只停留
在了解作者“写了什么”的层面，而是
进一步感悟到作者是“怎么写的”以及
“为什么这样写”， 真正实现叶圣陶所
倡导的课文的“例子”功能。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师范学校）

制作书签、品味句子、创作国画……这些元素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教师教学设计中的
重要环节。 教师将文本内涵与教学活动融合在一起，让学生的学习自然发生，也让课堂“活”了起来。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文本

微创新 本栏目针对课堂教学的
新体系、新模式、新方法，请您写下自
己学校课堂教学层面的思考、实践以
及深层内涵，我们将在其中选择具备
创新性、实用性的经验介绍给读者，并
加以推广。字数：30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导入、激烈对抗、精彩生
成、意外失误……课堂上不断发生着这
些故事，而其中有许多故事都能反映师
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育意义。请
您记录下自己的课堂故事，与读者一同
分享。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这就是观课的目的，透过
课堂表面，挖掘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请您记录自己观课后
的心得，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字数：1500字左右。

好课实录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
好课的标准包含许多元素：比如，以学
生为主体的课，气氛活跃、内容扎实的
课，突出学科特点、深入学科内涵的
课，等等。我们在寻找好课，希望您用
文字还原自己的课堂原貌，将课堂中
的启发、交流、评点等环节以及自己课
后的反思呈现在读者面前。字数：
3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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