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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考 】

《驿路梨花 》是统编版语文

教材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第二

篇课文
，
文章通过记叙发生在哀

牢山路边一所小茅屋的故事 ， 讴

歌了 以梨花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

优秀品 质 ， 生动表现了 雷锋精神

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根 、开花 、 不断

被传扬的动人情景 ，歌颂了各族

人民助人为乐的髙尚品质。

对 《驿路梨花 》 这篇课文进

行了较为深人的分析后 ，我在如

何扣住文本体裁 、设计板块式课

堂和抓住梨花形象这几方面下了

一？番功夫 ：

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短篇小

说 ，颇具典范性。 它 以
“

学 习 雷

锋
”

为题材 ，
题材不新

，但文章写

得巧妙 。 小说采用嵌套式结构 ：

由
一个故事引 出另一个故事。 为

了了解第一个故事 的来龙去脉 ，

就必须再读与之有关的第二个故

事 ，
这样就制造了悬念 ，

让读者急

切想了 解下 文 ，直到一 口气把文

章读完 。 文 中的三次悬念和两次

误会是激活学生思维和情感的一

把金钥匙。

教学 中 首先让学生速读课

文
，独立思考 ，

进行批注 ；其次采

用
“

知晓 、欣赏 、 品析
”

三个板块 ，

通过复述故事 ，
概括

“

梨花
”

的形

象 ，训练学生概括能力 、 语言运用

能力 ，
通过赏析细节描写 ，

学习小

文献标识码
：
Ｂ

说中人物塑造的手法 ； 最后再引

导学生通过分析梨花的象征意

义
，
把本来抽象的社会主义风 尚

的本质特征鲜明地揭示出来。

【 教学实录 】

师 ： 同学们 ，大家好 ！ 今天我

们学习 一篇小说 ，
彭荆风的——

（ 师生齐声 ） 《驿路梨花》 。

师 （板书 ） ：首先走近作者 。

（ 生齐读作者简介 ）

（ 投影展示作者简介 ）

师 ： 为了更好地学习这篇课

文
，我们来明确文中三个词语的

概念。

（投影展示 ）

释道 ： 古时传递政府文书 等

用 的道路
，
沿途设有换马或休息

的 驿站 。 这里指过往行人所走的

道路。 哀 牢 山 ： 位于 中 国 云 南 中

部 ，哀 牢 山最 高峰海拔 ３ １６６ 米 。

叙述者 ： 以
“

我
”

这个过路人作为

故事的叙述者 。

师 ： 哀 牢 山 的 海 拔 最

高达——

生 （齐 ） ：３ １ ６６ 米。

师 ：对于这样
一

个髙度我们

可能会感到 比较抽象 ， 现在试着

把它具象化 ，

一层楼大概是 ３ 米 ，

那 ３ １６６ 米是多少层楼？

生 （齐 ） ：

一
＇千多层 。

师 ： 可 见 哀 牢 山 的 高 峻、

陡峭 。

师 ：接下来大家把
“

叙述者
”

三个字 写在书 上。 这篇 文章以

“

我
”

这个过路人作为故事 的叙

述者 。 学 习小说 ， 首先要 了解它

的叙述者是谁 ， 这将有助于我们

学习作者的构思技巧。 接下来检

测
一

下大家对这篇文章字词的掌

握情况。

（投影展示
“

葺
” “

撵
”

等 ）

生 １： ｒ６ｎｇ ０

师 ：应该读 ｑｉ 。 什么意思 ？

生 １
：修理建筑物。

师 ：第二个字读什么 ？

生 ２
：
ｎ ｉＧｎ 。

师 ：
从手 ，辇声 。 那么去掉这

个提手旁它仍然读ｎ ｉＱｎ ０

师 ：它的本义是什么 ？

生 （齐 ） ：驱逐 。

师 ： 这节课我们从三个板块

来学习 ：第一个板块是知晓 ，第二

个板块是欣赏 ， 第三个板块是品

析。 （投影展示 ）

师 ：下面进人第一个板块 ：知

晓。 读
一

篇小说 ，
我 们首先要知

晓这篇小说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

样的故事。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

讲述文中的人物与小茅屋分别有

怎 样 的故 事。 老师试举 一例 ，

“

我
”

和老余 ：在大山 深处的梨树

林边 ，
发现了小茅屋 ，在小茅屋中

受到照料 ，在食宿上得到了 帮助 ；

第二天和瑶族老人一起为小茅屋

房顶加草 ，挖排水沟 。

生 ３
：瑶族老人外 出打猎 ，在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初中 ２０ １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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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迷失方 向 ，
在小茅屋 中受

到帮助后特地送米感谢 ，
然后和

我们
一

起修葺小茅屋。

生 ４ ：

一群哈尼族小姑娘从

梨花手 中接过照 料小茅屋的任

务
，

一

直照料小茅屋。

师 ： 接下来是谁把故事接下

去的呢？ 解放军战士——

生 ５
：解放军战士建造了 小

茅屋。

生 ６ ：在解放军战士走后 ，梨

花照料这间小茅屋。

师 ：彭荆风说过 ：

一篇作品能

否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 关键在于

作品是否有新意。 我们看这篇文

章在构思上有什么样的新意 ？

（生思考 ）

师 （进一步启发 ） ：文 中很多

人物跟这个小茅屋都发生了
——

生 （齐 ） ： 故事。

师 ：这些故事是——

生 （ 齐 ） ：

一个故事接一个

故事。

师 ： 为 了 了解第一个故事的

来龙去脉我们就要去读——

生 （齐 ） ：第二个故事

师 ：这就是这篇小说采用 的

故事结构——嵌套式结构。

师 ：这篇小说是
一

个故事接

一

个故事 ，这会引发悬念 ，本篇文

章最大的一个悬念是什么 ？

生 （齐 ） ： 这间小茅屋的主人

究竟是谁 ？

师 ： 这 个 悬 念 使 得 故 事

ＩＷ
＂

Ｐ

生 （齐 ） ：

一？

波三折。

师 ： 这些 因素让本篇作品产

生了强大的磁场 ，
让我们读来欲

罢不能。 在读完整篇文章后我们

会对文中哪个人物感到好奇 ？

生 （齐 ）
：梨花。

师 ： 这位姑娘在文章里面 自

始至终都没有 出现 ，但似乎在我

们的脑海里可以浮现这位梨花姑

娘的形象。 下面进人第二个板

块 ：欣赏。

投影展示 ）

（ 再次阅 读课文 ，
用 自 己的语

言来概括梨花姑娘的 形象。

从文 中
 ，

看 出 这

是一位


的梨花姑娘 。

生 ７ ： 从
“

她姐姐很受感动 ，

从那以 后 ， 常常趁砍柴 、拾菌子 、

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

这句看出这是一位乐 于助人、 勤

劳善 良的梨花姑娘。

生 ８
：

“

白木门板上用黑炭写

着两个字 ：

４

请进 ！

’”

从
“

请进
”

这

个词可 以看出她是一位热情好客

的梨花姑娘。

生 ９ ： 她还是
一位很机智 的

小姑娘 。

师 ： 你从 哪 里看 出 了 她 的

机智 ？

生 ９ ： 因 为她是在 白 木 门 板

上用黑炭书写
，字体更加醒 目

，
便

于过路人发现。

生 １０ ： 从
“

我到处 打听小茅

屋的主人是哪个
，
好不容易才从

一

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 ，
原

来对面山头上有个名 叫梨花的哈

尼小姑娘 ，
她说这大 山坡上 ，前不

着村后不挨寨 ，
她要用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来帮 助过路人
”

可 以看

出
，
这是一位善良 、默默无闻 、

无

私奉献的梨花姑娘。

师 ：你 是从 哪一个 词看 出

来的 ？

生 １ 〇 ：

“

好不容易
”

。

师 ：

“

好不容易
”
一

词说明 她

没有刻意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

而是默默在做这件事 。

生 １ １ ：

“

老余用手电 筒在屋

里上上下下扫射了一 圈 ， 又发现

墙上写着几行粗大的字 ：

‘

屋后边

有干柴
，
梁上竹筒里有米

，
有盐

巴
，有辣子。

’ ”

从她写下的字可

以看出 ，
她是一位很细心的姑娘 ，

这句话是提醒过路人 ， 他们可 以

使用这些东西。

生 １ ２
：

“
一个 哈尼小姑娘都

能为群众着想 ， 我们真应该向 她

学习 。

”

这是一位为人民着想的梨

花姑娘 。

师 ：

一

个有着 为人民 服务精

神的梨花姑娘。 我们可以看出这

种精神影响着
——

生 （齐 ） ：其他人 。

师 ：这一点非常珍贵。

生 １３
：从

“
一 间草顶 、竹蔑泥

墙的小屋 出现在梨树林边
”

这
一

句看出梨花姑娘细心周到 。 后文

提到解放军只 是盖了小茅屋 ， 并

没有种梨树 ，而小姑娘梨花就想

到人们肯定会认为有梨树的地方

就会有人家 ，
所以她在这里种植

了梨树 ，
让别人能够轻易地发现

小茅屋。

师 ：你的言下之意是说梨树

是谁种的 ？

生 （七 嘴八舌答 ） ： 梨花姑娘

种的 。

师 ：我们想一想一片梨树林 ，

只凭
一位姑娘可以完成吗 ？

生 （ 齐 ） ：
不可能。

师 ：还有哪些人可能种植了

这些梨树 ？

生 （ 齐 ） ：过路人 。

师 ： 也有 可 能是周边 的人。

不管怎么说 ，相信这位姑娘在照

料小茅屋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在照

料着这些
——

生 （ 齐 ） ：梨树。

师 ：这位梨花姑娘在文 中 自

始至终没有 出现过 ，但是我们却

能够分析出梨花的形象 ，
这种写

作手法叫作
——

生 （齐 ） ：侧面描写。

（投影展示并让生齐读 ）

这是
一

位热情善 良 的 梨花 ，

这是一＃……

师 ：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初中 ２０ １ ８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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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 品析。 同学们 ，
文中那位名

叫梨花的姑娘 ， 她如梨花一般有

着洁白静美 、芳香四溢的品质 ，那

么是不是文中只有这位梨花姑娘

有这般品质呢？ 还有哪些人拥有

梨花一般的品质呢？

生 （ 齐 ） ：

一群 哈 尼族小 姑

娘
，
解放军战士 ，瑶族老人 ，

“

我
”

和老余。

师 ：文末有一句话叫什么呀 ？

生 （ 齐 ） ：驿路梨花处处开。

（师板书 ）

师 ：是的
， 就如 文末所言 ，

文

中不仅是那位名 叫梨花的姑娘有

梨花
一

般的品质 ，
文中所有的人

物 ，他们都具有雷锋般的精神 ， 有

着梨花般的品质 。 文 中对这些人

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
或正面描

写
，或侧面 描写 ， 或用景物来衬

托。 请同学们阅读课文 ，
从文 中

找出 自 己喜爱的句子加以品析。

生 １４
： 第 ３２ 自 然 段 ：

“

为 头

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摇手 ：

‘

不要谢

我们 ！ 不要谢我们 ！ 房子是解放

军叔叔盖的 。

’ ”

这句话用 了动作

和语言描写 ，
可 以看 出这是一个

诚实 、善 良 、淳朴的小姑娘。

生 １５
： 第 ３３ 自 然段 ：

“

十多

年前 ，
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 ，

在

树林里过夜 ，
半夜淋了大雨。 他

们想 ，这里要有
一 间 给过路人避

风雨的小屋就好了 ， 第二天早上

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

”

这里用

了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 ，
写 出解

放军为他人着想的品质及说到做

到的精神 。

师 ： 是 的
， 他们 言 必信 ， 行

必果 。

生 １ ６ ： 第 ２９ 自 然段 ：

“

我 们

正在劳动
，
突然梨树丛 中闪 出 了

一

群哈尼小姑娘。

”

这 个
“

闪
”

字

写出 了哈尼小姑娘的活泼好动 、

有朝气。

师 ：
这个

“

闪
”

字大家可 以勾

画一下
，
这个字写出小姑娘活泼

可爱的情态。 讲到这句话我们再

看 ３０ 自然段 ，
还有一句话有 同样

的表达效果。

生 （ 齐 ） ：

“

像小 雀 似 的 蹦

开了 。

”

师 ：哪一个词？

生 （ 齐 ） ：

“

蹦开
”

。

师 ：用词非常准确 。

＇

师 ：后面还有
一

个词叫
“

哈哈

大 笑
”

， 说 明 小 姑 娘 性 格 非

常的
——

生 （齐 ） ：开朗 。

生 １７ ：我赏析的是第 １ 自 然

段 ：

“

山
，好大的 山啊 ！ 起伏的青

山一座挨一座 ，
延伸到远方 ，消失

在迷茫 的暮色 中 。

”

其 中 的
“

好

大、起伏 、
一＇ 座 挨一■

座、 延伸 、 消

失
”

等词语突 出 了 山 的大 ，
山 的

多
，
以及这个时候

“

我们
”

焦急的

心情 ，为下文小茅屋的出现给
“

我

们
”

带来惊喜做铺垫。

师 ：赏析得真好 ，把小说的这

种手法点评得非常到 位 ， 请坐 。

写山其实是给人物出场提供
一个

背景 。 起伏的青山
一

座挨
一

座
，

说明山——

生 （ 齐 ） ：连绵不断。

师 ：连绵不断 ，
延 伸到远方 。

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读的
一

个词叫

哀牢山 ， 它最高峰达到了——

生 （ 齐 ） ： ３ １６６ 米。

师 ：非常好。 这为下文的迷

失方 向 以 及小茅屋的 出 现都埋

下了
——

生 （ 齐 ） ：伏笔。

师 ：讲到这个环境描写 ，我们

在文章里 面找 找看还有 哪些地

方 、第几 自然段也写到了 ？

生 （ 齐 ） ：第 ２ 自 然段。

（生齐读第 ２ 自然段 ）

师 ：这是哀牢山 南段的最高

处
，旁边写

“

３ １６６ 米
”

，
陡峭 的 山

髙耸人云 。 眼前是茂密的树林 ，

而且一天也遇不到几个人
，
这就

是小说 ，
故事的矛盾点全部都集

中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 ， 在这个

深山里面
“

我们
”

迷路了 ， 可能要

在这个深山 里面露宿 ，才有了后

来的 故事。 后 来 他 们 发 现 了

什么 ？

生 （齐 ） ：
小茅屋。

师 ：先发现的是 ？

生 （齐 ） ：梨树林。

师 ：在第几段 ？

生 （齐 ） ：第 ４ 段。

师 ：第 ４ 自然段
，
我请一个女

同学把这段文字读
一

下 ， 声音轻

柔
一

些。

生 １８ （读 ） ： 白色梨花开满枝

头 ，
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 ！

师
：
她读 出 了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 ？

生 （齐 ） ：欣喜 、激动 。

师 ：可 以看到这前面是迷茫 ，

后面又有了
——

生 （齐 ） ：希望。

师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

到梨花在文中其实象征着一种希

望。 这用了什么手法 ？

生 （齐 ） ：象征。

师 ： 以景衬人 ，
准确来说是衬

人的心情。 以景衬情 ，在第 １ 、
２

、
４

自然段里面都用到了这个手法。

生 １ ９ ： 第 １ ３ 自 然段 ：

“

正说

着 ，门被推开 了 。
一个须眉 花 白

的瑶族老人站在 门前 ，手里提着

一杆明火枪 ，肩 上扛着一袋米。

”

这一段用外貌描写的手法 ，

“
一杆

明火枪
”

可以看出瑶族老人在来

的路上很有可能会遇到野兽的残

暴攻击 ， 加上我们前面在第 １ 段

读到的——山非常险 ，
非常陡

，
而

且非常高
，
就可以看 出瑶族老人

心里强烈的感激之情 。

师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感激

之情非常深 ，非常真 ，他才会 冒着

再次迷路的危险来表达谢意 ， 是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初中 ２０ １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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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

“

老人
”
一词可 以 看出 ，

这

位老人走山 的经验非常的
——

生 １９
：丰富 。

师 ： 即使这样老人还是迷路

了
， 由此看出这个山 的

——

生 １９
： 深、 陡 、 峭

，
人 烟 的

稀少。

生 ２０ ：

“

瑶族老人立即 走到

她们面前 ，
深深弯下腰去

，
行了个

大礼 ，
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

蹦开了 ， 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

‘

老爷爷 ， 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

礼 ，
不怕折损我们吗？

’ ”

第 ３ １ 自

然段 ：

“

老人严肃地说 ：

‘

我感谢

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 ”

瑶族老

人比这些 哈尼小姑娘年龄大得

多 ，
这里

一个副词
“

深深
”

，

“

深深

弯下腰去 ，行了个大礼
”

， 说明他

的感谢非常深切 。

“

小姑娘们像

小雀似的蹦开了 ， 接着就哈哈大

笑起来
”

可以看出 她们活泼的情

态 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 ，
不

怕折损我们吗
”

又可 以看 出她们

知礼节 。

师 ：是呀
，
无论老人还是孩

子
，他们都在追求着生活中 的真、

善 、美。 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

愿意去读小说吗 ？ 好看 ，情节波

澜起伏 ， 而且矛盾非常尖锐。 还

有
一点 ，如果能人情人味地去读

小说 ，
我们能够有一种感同身受

的体会。 就像很多明星 出名 了
，

有些记者就问 ，那你喜爱这个职

业吗 ？ 她说喜欢。 为什 么喜欢

呢 ？ 因为她在不同的影视剧作品

中可以感受不同 的人生 。 而我们

作为一
＂

ｈ个体 ，作为一个读者 ，不

可能像演员一样出 演不 同的角

色 ，但是我们可 以 通过小说的阅

读 ，
进人情境之 中去感受文章 中

的波澜起伏 ，
这样也可以丰盈我

们的人生 。

生 ２ １
：

“

我们开始烧火做饭。

温暖的火 、 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

洗脚水 ，把我们身上的疲劳 、饥饿

都撵走了 。 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

铺上 ，对小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

的感激。

”

这里又 是一处侧面描

写
，
可以看出 小茅屋的 主人梨花

是
一

个细心周到 、乐于助人的人 。

师 ： 以物衬人 ，很好 。

生 ２２ ：

“

温暖的火 、喷香的米

饭和滚热的洗脚水
”

，
营造了

一

种

温暖的氛围
，

一

个
“

撵
”

字 ， 更有

一种动感 。

生 ２３ ：

“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

气的 哈尼小姑娘和那洁 白 的梨

花 ， 不由得想起了
一

句诗 ：

‘

驿路

梨花处处开 。

’ ”

表现了 哈尼小姑

娘的朝气蓬勃
，
最后一句诗 以驿

路梨花照应题 目
，

深化主题
，寓意

深刻。

师 ： 其实还有一层——这篇

文章的语言美。 提到这篇文章的

语言美 ，
看 ２７ 自 然段 ：

“

这天夜

里
，
我睡得十分香甜 ，

梦 中恍惚在

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 ， 还

看见一个身穿着花衫的哈尼小姑

娘在梨花丛中歌唱 ……
”

他有没

有见过这个小姑娘 ？

生 （ 齐 ） ：
没有。

师 ：在他的眼中 ，梨花虽然没

有出现
，
但是在他心 目 中

，
这个小

姑娘如梨花一般洁白 ，
这是虚写 ，

就是把人的情感投射在梨花身

上。 现实中的梨花和这位梨花姑

娘可以说是相映生辉。 从这可以

看出作者的文笔很细腻。 梨花没

有出现 ，但是字字句句好像都在

赞美梨花 ，这叫作
“

情在文中
”

。

（投影展示并让生齐读 ）

语言描 写 神 态描写 巧 用 动

词 以景衬人 以物衬人 景物烘托

侧面衬托 叙议结合 情在文中

师 ：文 中 的
“

梨花
”

有老人 ，

有小孩
，
有老余和

“

我
”

，
有哈尼

族人 ，有瑶族人
，有汉族人。

我们漫步在梨花林中 ，真是

有一种
“

驿路梨花处处开
”

之感 。

如果我说这是上联 ，请你们对 出

下联 ，可以 吗？

生 （ 齐 ） ：雷锋精神代代传。

师 ：在这节课里面 ，我也看到

你们如梨花
一般纯 、清 、香 。

（投影展示 ）

布置作 业 ： 运用 直接描 写 和

间接描写相结合的手 法写 一个人

物 片段。

师 ：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请大

家完成大屏幕上的作业 ，
下课 。

【观察者语 】

程老师 《驿路梨花 》 的教学 ，

有着比较明显的特点与优点 。

一

、板块式教学 ，逐层推进

整节课的教学主体分三个板

块 ： 知晓一欣赏一品析。

第一个板块是
“

知晓
”

，先引

导学生要知晓这篇小说讲了一个

什么故事。 这个板块较为浅显 ，

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地概说故事 ，

教师适时引导学生认识嵌套式结

构 ，并点明
“

由一个故事引 出另一

个故事 ，制造了悬念 ，
也吸引 了读

者
”

的特点 ； 由
“

小茅 屋主 人是

谁
”

，
巧妙地引 出

“

梨花
”

， 自然而

然地引 出 了 第二个板块 的
“

欣

Ｏ

第二个板块是
“

欣赏
”

，
主要

是说一说梨花姑娘的形象。 这是

人物形象评说训练 。 学生多角度

地评说了梨花形象 ，进一步理解

了梨花精神。

第三个板块是
“

品析
”

，
主要

侧重于写法上的学习 ， 又能抓住

具体语言 ， 引导学生在赏 中品 ，
在

品 中明确写法 。

这节课在教学板块的设计上

逐层深人 ，
由浅人深 ，

教学信息量

虽然很大 ，但教学结构严谨 ，条理

清晰明朗 。

二 、主问题引领
，
选点巧妙

每个板块都有一个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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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审题 巧妙立意
—

“

三写三评三提升
”

作文教学实录

曹 静 法洪雪

（ 滨州 市滨城 区 第 四 中 学 ，
山 东 滨 州 ２５６６００ ）

（
肢州 市第八中 学 ，

山 东 青 岛 ２６６３００
）

中图分类号 ：
Ｇ６３２ ． ４文献标识码 ： Ｂ

【课堂实录 】

教学 目标 ：

１ ． 学习审题 ，分析关键词语 ，
领会言外之意。

２ ． 学习多角度立意。

课时
：
２ 课时

教学过程 ：

第一课时

一

、导入 （ ２ 分钟 ）

【屏幕展示 】 《蔡明老师教你写作文》封面

１ ． 介绍蔡明老师的写作教学观点 ，
引人课题。

江苏省特级教师蔡明曾经说过 ：

“

亨寧是 中学

文章编号 ：

１００２
－

２ １５ ５ （ ２０ １８ ）０４
－

００５ ７
－

０６

生写好任何
一

篇文章的第一关。

”

２ ？ 今天我 和大家一起学习枣何準，亨寧 、吊梦

辛葶 。 在谈到芽
＂

寧的方法时 ，蔡明老师只讲了八个

宇 不琴 ： ，學卑—孛 。

”

【屏幕展示 】

审题是中学 生写好任何一篇文章 的 第一关 。

一 字 不放

逐点排查

二 、
一写一评一提升

（

一

） 审题

师 ：下面我们就用这八字方法来练练审题。 我

第一个板块的主问题是
“

小说讲

了一个什么故事
”

。 教学 中 ，
程老

师围绕这个主问题精心选点
，
让

学生说说小说 中的人物 ，
再引 导

学生说说这些人物分别与小茅屋

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学生 回答

后
，
再投影展示归纳 ，并点 明

“

嵌

套式结构
”

。

第二个板块 ， 以讨论梨花形

象为主 ，
引导学生结合文中语句 ，

认识人物精神品质。

第三个板块 ，
以

“

喜欢 的语

句
”

为主问 题 ，
让学生 自 由选取 ，

教师再适当精选 ， 侧重于引 导学

生在读品中把握写法特点 。 教学

中
，
敢于取舍

，
突出重点 。 短短的

一节课
，教学信息量很大 ，

学生既

读懂了美文 ， 也结合语言把握了

文章的写法 。

由于程老师在教学 中有着明

确的主问 题意识 ， 于是就做到了

多而不乱 ，选点精巧 ，重点突出 。

三 、概括筒洁 ，值于笔记

每个板块 ，在读说交流之后 ，

程老师都会展示归纳 、 概括主要

内容。 这些概括 ，
语言简洁 ，

能够

突出重点 ，方便学生做笔记 。

第一个板块展示了
“

嵌套式

结构
” “

悬 念
”

和
“

误会
”

等 关

键词。

第二个板块 ，
学生回答之后 ，

教师展示了归纳 、 概括的
“

梨花
”

形象 ：

“

这是一位热情善 良 的梨

花 ，这是
一

位洁 白至纯的梨花
，
这

是一位细致周到 的梨花 ，
这是一

位默默无闻 的梨花 ，
这是

一

位做

事持之以恒的梨花
，
这是

一位具

有雷锋精神 的梨花 ，
这是一位为

人民服务的梨花……
”

这样一归

纳 ，
就把刚才学生的 回答又强化

了一次 ，简洁明了 ，
突出重点 。

第三个板块虽是语 言赏析

式 ，但更多侧重于写法学习 。 活

动后的归纳展示也是值得我们学

习 的。 具体如下 ：

“

语言描写 ， 神

态描写 ， 巧用动词 ， 以景衬人 ， 以

物衬人 ，
景物烘托 ， 侧 面衬托 ， 叙

议结合 ，情在文中 。

”

这些概括 ，
足

可以见语文教师的功底 ， 这样积

累
，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积淀。

总之
，
这是

一

节有着很不错

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的好课。

（ 执教 ：程蓉 观察者 ：余映 潮 ）

（ 编辑 ： 吴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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