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那让我们读一读课文吧。(生读数遍) 

师：你觉得美在哪里? 

生：五彩池颜色美。 

师：还有吗7 

生：颜色很多。 

师：怎么多? 

生：有柠檬黄、橄榄绿、天蓝色⋯⋯ 

生：还有咖啡色、金黄色⋯⋯ 

这个案例就回到了一问一学式的单一的对话方 

式，学生的兴趣会越来越淡，到最后对文本失去新鲜 

感。《五彩池>是一片十分优美的写景文章，里面的语 

言积累性强，层次多。如何激活这些优美的文字，提 

高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呢?且看如下设计： 

1．欣赏媒体。领悟美读。 

课件动态展示，引导学生仔细欣赏，然后结合课 

文语言有感情地朗读。 

2．积累朗读。巧设情境。 

师：这么美丽、神奇的五彩池，大家一定都非常 

想去。老师帮大家想一个办法，请说服自己的父母带 

你去。咱们先演习一下，我演你们的妈妈，大伙儿一 

起来说服我。 

生：妈妈，我们去五彩池吧，那里可美了! 

师(妈妈)：什么五彩池7有多美7 

生：那儿的水五颜六色，有咖啡色的，柠檬黄的， 

橄榄绿的。 

师：就这些，没多大特点吧? 

生：还有玫瑰红、土黄色、茄子紫、乳白色。 

生：有深蓝、浅绿⋯⋯ 

生：站在山上，向下望去，水池在阳光下闪耀着 

红、黄、绿、橙、紫等各种光彩，像一幅巨大的彩画铺 

展在漫山遍野。 

师：肯定是旅行社弄些颜料在水里，旅游公司骗 

人的。 

生：不是，这些池水下面长着许多石笋，而这些 

石笋表面又凝结着一层细腻的石粉。在阳光照射下， 

池底就像一面面高低不平的反光镜，因此就显示出 

各种美丽的色彩。 

师：哦，原来是这样啊l这倒挺有趣的，还有特别 

的吗? 

生：有。水池的形状也特漂亮，有像葫芦的，有像 

月牙的，有像盘子的，有像莲花的。 
-- 师 就这四个池乎啊?、 。}0 

生：那里的五彩池多得数不清。 

生：还有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 

生：那里比瑶池还美呢!带我们去看看吧! 

师：都比得上瑶池了，那不去太可惜了 生̈欢呼) 

这个案例中，在学生熟读文本的基础上，教师精 

心设计师生对话，激发兴趣点，再回到文本，让学生 

与文本对话，用文中l的语言层层剖析，体现了自由阅 

读文本的学习方式，、也让学生体验到了对话文本所 

带来的愉悦感。 ‘ 

由此可见，师生对话在一定的情境支持下更能 

得到良好的效果。同时师生对话离不开文本的支持， 

脱离文本的对话是无意义的。 ’ 

攻略三：潜心修炼。四两拨千斤。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 

教师应设计有效的课堂教学对话，引领学生从师生、 

生生的对话中走入文本内涵，创设阶梯型教学环节， 

让学生读进去有所思，读深入有所悟，使学生的人文 

价值得到提升。 一 

于永正老师教授<梅兰芳学艺>一课，讲到“紧 

盯”一词时，他是这样处理的：请一学生上来，先读读 

“他常常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或者注视水底游动的 

鱼儿”一句，问他了解这个词 学生说：“紧盯就是 

用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0．1l“好的，请下面的同学一起 

读这个句子，你眼睛盯住老师的手。”学生齐读，于老 

师的手从左至右画了一大圈，台上的学生眼睛跟着 

他的手转着。“明白了吗?” 老师问道。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不需再用其他语言解释这 

个词，于老师通过自己与学生的动作配合。清楚地表 

达了这个词的含义，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通过这样 

的“对话”，学生学得透彻，教师教得轻松，看似不经意 

的举动，却蕴涵着教师对文本诠释的深厚功底。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具有对文本的敏锐嗅觉，能 

借力打力，善于捕捉瞬间出现的对话话题，弓I领学生 

体验文本的人文价值。’ ． 

有位教师上《赠汪伦)一课，讲到“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时，一名学生举手提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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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导学生概括课文大意 
口 梁高英 

概括课文内容的能力是检测学生阅读能力的重 

要标志之一。据调查，学生概括课文大致有三种水 

平：第一种是能具体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但多弓l用 

了书中的原句；第二种是比较概括，但仍引用了原 

文：第三种是概括得比较准确，语言简练。 

四年级是培养学生概括段落大意到概括课文内 

容的过渡阶段。这个年段的学生正处于具体形象思 

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主要特点仍是具 

体形象性占优势，因此从概括的角度看，大多数学生 

停留在第一、二种水平，其思维是不系统的，说话往 

往不是抓不住要点就是概括不全，不是词不达意就 

是冗长哆唆，不符合“明确、完整、简要”的要求。 

那么到底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课文大意的概括 

呢?下面试以两个案例做一简要的剖析。 

[案例 1]《巨人的花园》教学片段 

检查学生初读情况后—— 

师：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7 

生：巨人的花园很美丽，孩子们很喜欢玩，可巨 

人赶走了孩子，于是春天来了，而巨人的花园里还是 

隆冬。一天早上，春天来了，巨人看见孩子们又来玩， 

又发脾气，与此同时，冬天又来了，然后一个小男孩 

看着他，一伸手，春天又来了，巨人明白：原来没有孩 

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从此，巨人开放了花园，让孩 

子们玩。 ． 

师：他讲得很好，但太长了，把所有东西都讲进 

去了，听老师讲，好吗7 

(教师简练地讲了一下课文大意) 

[评析]《巨人的花园》是一篇童话故事，学生在 

初读课文后就能说出“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虽然 

回答比较具体，但基本抓住了课文的要点，在初读课 

为什么李白用桃花潭来比喻友情呢?”这位教师马上 

追问：“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生：因为桃花潭水很深，用它作比喻，可以表示 

李白和汪伦的友情很深厚。 
‘

师：这是一个原因。可要说水深，怎么不说“茫茫 

大海深万丈，不及汪伦送我情”? 

生：因为李白此时在桃花潭边，而不是在海边。 

师：对啊!这是李白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联想到 

这些， 我们在生活中也能仿写出如此美妙的诗句，比 

如，你即将在码头坐船离开，你的好友来送别，你又依 

依不舍，能模仿这首诗说一说吗?(学生思考，交流) 
一 位名叫曹雪莹的学生这样写道： 

赠陈平 

雪莹乘船将欲行。忽闻岸上离别声。 

大海之水深万尺，不及陈平送我情。 

师：很好!你的诗句中充满了对友人的依依惜别 

之情。假如，你将坐飞机去远行呢! 
一

位名叫李平的学生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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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 张 浩 

李平登机将欲行，忽闻机场送男Il声。 

万里碧空高无比．不及张浩送我情。 

师：你的诗句更是体现出你和朋友的深情厚谊， 

不仅诗做得好，朗诵得也很有韵味。那么如果你在车 

站呢? 

学生一下子文思泉涌，根据各自的体会即兴作 

出一首首送别诗。当我们惊叹于学生高超的领悟、模 

仿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也被这位教师精辟的教学引 

导而折服，看似轻巧的点拨却带来了意外收获。教师 

在教学中的灵机应变，善于抓住现场发生的问题作 

为教学枢纽，促使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提高认识 

事物的能力，使之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在动态的学 

习过程中，让学生兴趣盎然地进行自主式的探索学 

习。当然要练就这样迅速灵活的教学处理能力，就要 

求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多善于课后反思。多思、善 

思、勤思，课堂教学艺术的成就相信指日可待。 

(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镇高钱小学 315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