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六上第八单元教材编排

顺序为：《少年闰土》《好的故事》

《我 的 伯 父 鲁 迅 先 生》《有 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习作：有

你，真好”“语文园地”。大家通常

是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教

学。但笔者以“先写后教”之大单

元教学思维进行实验，收到了意

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第一课时：自主先写“有你，

真好”作文

师：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到

第 123 页，快速读。（学生读教材）

师：知道今天的作文要求写

什么吗？现在开始写作如何？

生：要写“有你，真好”。可以

开始写作。

师：接下来，我们就用一节课

的时间来完成草稿。（生开始写作）

教学提醒：教师不要作任何

引领，请相信学生能完成这篇作

文。学生写，教师巡视。巡视中，教

师要把学生写的标题、大概内容、

写得较好的学生等进行统计。课

后，学生自改、认真誊写，不需要

把文章交给老师。

没有老师引导，学生能否写

出这篇文章？能！没有习作引导，

学生会出现哪些问题？我曾为 4

个班 202 名学生上过此课，出现

的问题是：100%的学生用“有你，

真好”当作文题目；每位学生的文

章里都有感叹号，有的还用了好

几个；100%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

“好”字；没有一人用诗歌的形式

来写这篇文章；202 名学生，146

人写的是父母，占 72.3%……这

是“先写后教”暴露出来的问题。

传统的教完课文再习作，这些问

题会不会出现？答案是照样出现。

第二、三课时：《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及单元习作第一教

（一）第二课时：《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教学及写作智慧

教学

师：同学们，这堂课我们学习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这

是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

13 周年写的一首诗。请大家读读

这首诗。（学生自主阅读本诗）

师：这首诗非常适合诵读。请

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读读。

师：同学们，这首诗里有哪

些人？

生：活着的人，死去的人。

生：虽然活着却已经死去的

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的人。

生：骑在人民头上叫着伟大的

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

……

师：这首诗里写了很多人，其

实就分为两类：一类是“真人”，一

类是“假人”。同学们，读这首诗可

不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

有鲁迅，真好？

生：可以，当然可以。

师：也就是说《有的人———纪

念鲁迅有感》也可以用“有你，真

好”作题目？（部分学生点点头）

师：那为什么臧克家不用“有

你，真好”作诗的题目呢？这一次作

文，大家的题目全是“有你，真好”，

你们觉得合适吗？请大家想一想，

你的作文是坚持用“有你，真好”这

个题目，还是改？自己决定。

师：同学们，写“有你，真好”，

可不可以用诗歌的形式来写？

生：能。臧克家写这首诗纪念

鲁迅，就是用诗的形式写中国有

鲁迅真好。

师：那你们为什么不写诗呢？

———六上第八单元习作教学谈

高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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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想把你写的“有你，真好”写

成一首诗呢？

（二） 第三课时：用《有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写作智慧

修改（或重写）“有你，真好”

师：同学们，我读《有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觉得这首

诗给予我们的写作智慧有两个：

一是题目独特。《有的人———纪念

鲁迅有感》是写“有鲁迅，真好”，

诗人没有像我们那样用“有你，真

好”作题目。另外，这个题目还有

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让我

们知道这首诗是写鲁迅的，是诗

人对鲁迅的敬仰。不过，除了题目

中出现“鲁迅”，诗里却没有“鲁

迅”，这一写作智慧，值得学习。二

是“有你，真好”是可以用诗的形

式来表现的。今天，我们用一节课

的时间，以诗的形式写一写“有

你，真好”。

（教师巡视。其实根本用不了

一节课，不少学生就写完了。）

师：接下来，我们来读读几位

同学的诗。（也可以让学生自己

读，鼓励学生自改。）

（学生自改后，誊写自己写的

诗，完成后，装订成一本诗集，以

便全班同学互相传阅。）

为什么要先教这首诗呢？这

一单元的专题是“走近鲁迅”。建

议一个人走近名家，去读某书，往

往要先读读他人的评价。这一单

元有两篇文章是对鲁迅的评述，

一是《有的人———纪念鲁迅有

感》，二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研读这两篇文章，我认为“诗歌先

行”更合适，能让学生一下子认识

鲁迅的独特、鲁迅的伟大。而这首

诗表现出来的写作智慧，一说就

明，学生很容易理解。

第四 ~ 六课时：《我的伯父鲁

迅先生》教学及单元习作第二教

（一）第四、五课时：《我的伯

父鲁迅先生》教学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略读

课文，原则上只能用一课时来教。

由于这篇文章很长，实践证明，用

一节课来教，学生连正确、通顺地

读课文都难以做到，所以，我用两

课时来教。按照教材要求教完之

后，我问学生：周晔写的是不是

“有鲁迅，真好”？提出这一问题的

目的是再次告诉学生所有的作文

题都要用心去思考，要精心拟定

题目，不能把习作主题名称直接

当作作文题目。

（二）第六课时：用《我的伯父

鲁迅先生》写作智慧二教单元习作

师：同学们，什么是伯父？你

们有没有伯父、叔叔、姑妈、姑夫

等？周晔写的是伯父，你们能不能

别写父母？从三年级到现在，父母

已经被你们写过 N 次了！这一次

习作，还有很多同学写“有父母，

真好”。文章是要考虑读者的，读

者看到这样的内容，会喜欢吗？

师：请大家读第 26 自然段。

“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还三

更半夜地写文章。”从这里可以感

受到鲁迅对写作的热爱，明白鲁

迅的写作不是功利性的，是充满

着社会责任感的。很多同学不爱

写作，让他们每天写写日记都有

怨言，看看鲁迅，即使病了，写作

照样可以进行下去。这才是真正

的作者，才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重写文章。

（生修改或者重写文章）

传统的习作教学，学生写完

交给老师，老师批改后，指出毛

病，简评一下，结束，然后进行下

一次的习作。很少有老师让学生

放弃初作，重写文章。如果没有放

弃，没有重作，好多学生可能终身

悟不出写作之道。

第七 ~ 九课时：《少年闰土》

教学及单元习作第三教

（一）第七、八课时：《少年闰土》

教学

这是传统名篇，按照教材后

面的三个题目，用两节课完成基

本教学任务即可。

（二）第九课时：《故乡》的写

作智慧及单元习作第三教

教学《少年闰土》时，我要求

学生一定要去读《故乡》。《故乡》

篇幅不长，六年级学生完全可以

读完。让学生读，就要给学生讲清

楚为什么要读。

师：同学们，日本第二位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大江健三

郎。他曾在北京大学作过一场演

讲。他告诉学生，他的母亲特别喜

欢鲁迅。日本出版的鲁迅著作及

评论，母亲全部买来并反复阅读。

临终前，还在读《故乡》。大江健三

郎读大学时发表了人生第一篇短

篇小说《奇妙的工作》（模仿《故

乡》写的），他把样报及稿费带回

家，母亲看完万分失望。因为她希

望大江健三郎写出来的文章结

尾，应该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

丽，《奇妙的工作》连一片希望的

碎片都没有，让人绝望。大江健三

郎被母亲批评之后，继续研究鲁

迅的作品，后来的作品的确变了

……那鲁迅《故乡》的结尾是怎样

的？真有这么大的魅力吗？不妨读

一读：

《少年闰土》的结尾：可惜正

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

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

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

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

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

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

再见面。

《故乡》的结尾：我在朦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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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

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

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

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

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

学了《少年闰土》，读了《故

乡》，能否把这两个结尾讲给学生

听？可以讲，应该讲，必须讲！这么

一讲就是让学生去看自己的文章

结尾，是不是也充满着希望。当然

鲁迅这篇文章也使用了大量的对

话句，学生可以看自己的文章，如

果没有写对话句，可以增加对话

句。另外，鲁迅的景物描写、外貌

描写的水平非常高，这都值得我

们学习。而鲁迅选择“闰土”创作，

不也是写“有闰土，真好”吗？闰土

是什么阶层的人？富家子弟能写

一个长工的孩子，这一选材，肯定

能激发有些学生重新写“有你，真

好”的兴趣。

接下来给学生 20 分钟时间，

以这些写作智慧增加对话句，看

看景物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

是否需要修改，当然，全班同学重

点修改文章的结尾。

学生修改完，老师读一读几

位学生的文章结尾并进行评价。

读大文豪的文章，如果只是

知其内容，不向其学写作，不去修

改自己的文章，这只是“三分之一

课文学习法”（有人认为课文学习

需要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理

解课文，三分之一学习写作，三分

之一去读、讲相关的书）。

第十 ~ 十二课时：《好的故

事》教学及单元习作第四教

按照教材的要求带着学生读

这个故事。

这篇写梦境的文章，可不可

以用“有你，真好”为题？这个“你”

就是梦境，鲁迅为何不用“有你，

真好”？另外，学生写“有你，真

好”，没有一人写到梦境。

课文基本内容教完后，第十

二课时，是这样教的：

师：同学们，你知道什么是高

水平的文章、著作吗？

（学生说了一些答案）

师：所谓高水平的文章、著

作，就是你读好几遍才能理解一

点点，继续反复读，甚至要思考好

多年，阅读大量的书，才能有较深

刻理解的文章、书籍。

师：想不想把自己的文章改

得让别人不能一下子读懂？

生：想！

师：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怎么改？把你文章中的许多极普通

的词句段，换一些特别的词汇，不

就行了吗？（一种意思，肯定可以用

好多词汇来表达，选择哪一个词让

读者必须思考才能明白，这是高水

平的写作智慧。一个人读书越多，

识字越多，头脑中的词汇就越多。）

另外，你写的东西应该是别人怎么

都想不到的，琢磨半天才能恍然大

悟的……所以，要写别人想不到

的东西，一读就明白的可以略写，

这样就可以了。

（学生试着修改）

学生会不会把文章改得特别

难懂呢？对于一个班的学生来说，

以这种思维去修改文章并且写得

很好的是少数，很多学生做不到。

但班级中那几个一直特别会写的

学生，眼睛一定会亮起来，他们会

做这件事的。这就是写作教学中

的因材施教。教学至此，能这样修

改文章，从表现来看，孩子们乐此

不疲，说明孩子们都想写出独特

的作品。

第十三课时：单元习作第五教

根据学生习作情况及课文中

的写作智慧，每位学生都修改、重

写了文章。接下来还能教什么呢？

一教写“好”不要出现“好”

字。《左传》一书，孔父之妻很漂

亮，作者是怎么写其美的？“目逆

而送之”，即目迎之，目送之。五个

字就写出了这位女子的美，却没

有出现“美”字。

二教“慎重使用感叹号”。我

让学生数一数《少年闰土》《好的故

事》《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有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里各有多

少个感叹号，答案分别是：1、0、4、

2。我问学生：“如果用感叹号的多

少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水平，你觉得

谁是最棒的作家？请大家给四篇文

章的作者排排序。”读者肯定认为：

哪有用这个标准来给作家排名的？

如果你研究过创意写作中的“写作

风格”，一定知道许多作家在作品

中不是不用感叹号，而是非常慎重

地使用感叹号。因为用了感叹号，

就是作者把要表达的情感集中在

某一点上，要加强就要少用、不用

感叹号。不用、少用感叹号，就是给

读者琢磨的空间，如此，作品要表

达的情感就因读者的思考而变得

多元。把丰富的感情留给读者，不

要去限制读者，“慎重使用感叹号”

后来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讲到这

里，同学们就知道修改文章一定要

把好多感叹号去掉。

用以上两种写作智慧继续修

改习作，学生把习作认真誊写后

交给老师。教师便完成了这一单

元教学。

经过如上教学，学生多次修

改及重写后，原来的习作就升格

为作品了。学生交来的作品是怎

样的？没有千篇一律，没有套作，

是合格的，也是师生共同喜欢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玉

峰实验学校）

责任编辑 刘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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