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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518825.htm 一、说教材（30分）

1、教材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关系（10分） 《荷花淀》是人教版

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一单元的一篇现代小说。按照新教材的编

排顺序，高一年级学习现代文，主要培养理解、分析现代文

的能力，高二学生在此基础上则着重培养初步欣赏文学作品

的能力。本单元主要培养欣赏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的能力

，后一单元的重点则是欣赏小说的主题、结构和人物。这里

体现了知识结构循序渐进、能力培养不断加深的逻辑顺序。

2、教学目标（5分） 这个单元的总的教学目标是欣赏小说的

人物形象和语言。根据这个目标和本文的特点，设订三个教

学目标： 1）学习以简洁传神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

人物的手法。 2）学习本文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理解 

“诗体小说”的特点。 3）学习白洋淀地区人民英勇抗日的

爱国热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三个目标不仅有认知目标

，还有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 3、教学重点和难点及其依据

（10分） 教学重点：学习以简洁传神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描

写刻画人物的手法。 教学难点：学习本文充满诗情画意的景

物描写，理解 “诗体小说”的特点。 教学重点的依据： 小说

的三要素是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和人物活动的具

体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物形象。本单元的重点就是欣

赏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荷花淀》塑造了一群以水生嫂

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的形象，她们既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又有解放区妇女的特点，他们勤劳善良，温柔体贴，识大



体、明大义，坚强勇敢。而作者主要通过简洁传神的对话和

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她们的，因此，我把这个作为本课的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的依据： 在现代文学的长廊中，孙犁作

为“白洋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独具艺术魅力。《荷

花淀》是一篇取材于战争年代并以一次激烈的枪战为中心事

件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小说

有着截然的区别。它没有具体描写战争中的硝烟弥漫、枪林

弹雨、血肉横飞，而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景物

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学生初次学习

这种作品，欣赏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4、各知识点简析（5分

） 诗体小说：是诗化了的小说，它选择优美的、富有地方特

色的景物，运用清新自然、富有韵味的语言，勾画了充满诗

情画意的艺术意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二、说教法： 1、

采用的教学方法及其依据（7分） 1）朗读法：通过朗读来体

会人物对话中潜藏的深层含义，把握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从而理解作品的人物形象。 2）讨论法：通过课堂讨论，激

发学生进行发散式思维训练，让学生思维的火花在讨论中碰

撞，并且通过这样的合作学习可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3）

练习法：学以致用，通过练习法，让学生对文章进行理性的

分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准备使用的教具、学具和

其他教学手段（3分） 《荷花淀》是一篇意境优美、语言请

丽的诗化了的小说，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特色，本

课用AUTHORWARE软件制作课件。通过展示白洋淀优美的

风光，播放优美的乐曲把学生带入审美享受的境界，同时运

用课件，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加大课堂容量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 如果条件许可，可以让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到INTER网上去浏览有关孙犁的生平、创作特色，

《荷花淀》的评价、关于“诗体小说”等知识，然后在进行

信息的筛选，从中选择有效信息，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制

成POWERPOINT，用于课堂交流。这样将会有助于文章的理

解，同时也可让学生感觉到自主学习、资源共享的合作学习

的乐趣。 三、说学法（10分） 1、教给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其

依据（5分） 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学习化的社会

要求每个人终身不断地学习，因此，学校教育决不是学习的

终点。学校教育需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受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因此本课主要教给学生“自主学习”和“合

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方法。 2、培养学生的操作

技能和思维能力（5分） 本课主要培养学生通过品味语言分

析人物形象的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展开想象和联想，进行概

括、归纳的思维能力。 四、说教学过程设计（40分） 一）导

入课文，创设情境 （在优美的《高山流水》乐曲声中，徐徐

展开白洋淀的风光图片，老师再用优美的语言导入课文，把

学生带入美妙的境界，使学生进入审美享受的情境，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 二）、出示目标，明确任务 教学目标，作为

预期的学生行为变化，是语文课堂教学最核心的因素，是语

文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有效地教和有效地学开始于准

确地知道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教学目标具有导向作用、激励

作用和调控作用。简单明了地揭示教学目标更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认知内驱力，让他们把学习目标指向掌握目标。这样学

生就会带着积极、愉快的情绪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 三）、

整体感知，理清情节 《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在教学中

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本文没有



复杂曲折的情节，因此，在学生课前充分预习的基础上让学

生用简要的语言复述故事情节，然后用四字短语精要地概括

情节就可以理清文章的思路了，基本理解文章的主旨。 四）

品味语言，把握形象 本文没有具体描写人物的外貌、服饰等

，而是通过简洁传神的对话来描写人物丰富内心世界，从而

使人物栩栩如生。因此，通过品味人物的对话，让学生把握

作品人物形象。 文章精彩的对话有好几处，老师通过精讲“

话别”这一段，然后通过练习法，让学生自己来分析，揣摩

人物的心理。 “话别”这一段，先分角色朗读，然后让学生

来评价他们读得如何，是否把人物的语气，人物的感情读出

来了。通过讨论评价来把握人物的性格，然后再播放视频，

让学生看教学电视片中演员的对话，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

集体朗读（女生扮水生嫂，男生扮水生，老师读旁白） 关于

“探夫”前的一段对话，主要让学生通过练习法来揣摩。先

播放视频，然后让学生选择每一句话对应的人物的性格，并

说出选择的依据。 其他的对话则由学生课后去品味。 在对语

言的品味的基础上由学生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并总结出本

文人物描写的手法。 五）、品味鉴赏，把握特征 作为“诗体

小说”的代表，《荷花淀》独具艺术魅力。这个特征主要通

过分析本文的景物描写来把握。 1、对于“月夜编席”的描

写 老师有感情地朗读13，学生合上书本，闭上眼睛，静静地

听，并展开丰富的想象，思考这几段文字描写了哪些景物？

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些景物的？这些景物又构成了怎样的意境

？ 老师读完后，学生凭记忆回忆描写的景物，然后补充完整

第3小节中抽掉的有关景物描写的修饰性的词语和比喻性的句

子，让学生体会两者不同的艺术效果，然后体会这段文字的



意境。然后播放有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于这段描写的理解

。 通过分析，得出文章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关键在于

选择了优美的景物，运用了富有韵味的语言，创设了优美的

意境。即景物美、语言美、意境美，使孙犁的小说景物描写

充满诗情画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描写清新雅丽，婉

约流畅，富有诗歌的韵致。 2、学生分析“伏击前的景物描

写” 学生根据前一段的分析，然后分小组讨论这一段是如何

体现景物美、语言美和意境美的。启发学生可通过抽掉修饰

性的词语和更换景物的喻体来加深理解。 3、根据这两段文

字的分析，让学生概括诗体小说的特征，并且介绍“白洋淀

派”，让学生充分体会“诗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地

位。 六）总结课文，加深理解 通过总结，了解《荷花淀》独

特的艺术魅力，巩固本文所设定的目标。 七）、课外练笔，

能力迁移 从孙犁的另一篇小说《风云初记》中选出一段人物

对话和一段景物描写，让学生运用课堂所学知识和能力去鉴

赏，实现课内向课外的迁移。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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