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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38_537554.htm 【案例一】《猫》 一

次，在教学老舍先生的《猫》一文时，为了让学生深入地体

会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我出示了： 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

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个脏脚印。 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

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 这样两个句子，让男女生各

读一句，然后说说对这两个句子的体会，绝大多数的学生谈

了文中“几朵小梅花”的妙处，当大家正说得起劲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位女生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我，似乎暗含着期待

，我便让她来说说体会。她站起来说，“这个句子的语言十

分朴素，把脏脚印说成是小梅花，从而形象地写出了猫的温

柔可亲，以及表现了老舍爷爷对猫的喜爱。”我原以为她和

其他同学一样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其实作为老师我也只能体

会到这个层面上，但是当我让她坐下的时候她却有点犹豫说

：“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用带着鼓励的目光对她说：

“好，大胆地说吧！”她似乎也有了点自信，“我认为这里

把‘踩印’一词换成‘画’字，可能更形象生动。因为‘踩

印’只是猫的无意识动作，而‘画’则是有意识行为，这样

的话在老舍爷爷的眼中猫俨然就是一位小画家，似乎要给老

舍爷爷的文章配上几幅美丽的插图。”简单的几句话令我又

惊讶又欣喜，这是我她的语文老师所想不到的，老舍先生可

是语言大师啊，谁会去怀疑他文章中的不足！而她我的学生

却这样去想了，并且她的理由又是那么充分，想法又是那么

独特新奇。 【案例二】《台湾蝴蝶甲天下》 在我和学生一起



从蝴蝶的繁殖和生长的角度深入研读并讨论了台湾蝴蝶的“

甲天下”的理由后， 我对学生说：“同学们，这篇课文和《

太阳》一样，也是一篇说明文，对说明文的特点我们也已经

有了一些了解了，请你们再读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看看你

能发现什么问题吗？”学生个个眉头紧皱，带着对课文的阅

读期待，积极主动地专心致志地去读课文。大约一分钟后，

有了零星的几只手，我指名了一个学生，他说：“我认为‘

仅高雄县的黄蝶幽谷一处，一年就能生长出200万只五彩缤纷

的蝴蝶。’这句话在表达上不够严密，缺少了一个字。”此

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学生多了许多，他们的小手频频举手

，似乎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让那位学生继续说：“因

为学习了课文《太阳》之后，我们知道了对于一些无法具体

测算的数字在列举时必须得用上‘大约’或‘左右’等词语

，这样能使表达更准确，内容更科学。而在这个句子中，黄

蝶幽谷一年到底能生长出多少只蝴蝶是没有人能精确地数出

来了的，所以应该在这200万前加个‘大约’或在后面加个‘

左右’。” 【案例三】《“我是您的儿子”》 在体会课文最

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出示了“他那顶棉帽子的耳巴忽闪忽

闪的，渐渐地消失在茫茫雪海中。”这个句子。 师：同学们

，请你们自由地读读这个句子，想一想你仿佛看到了一幅怎

样的画面，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党

的好干部的形象。 生：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人民的好儿子的形

象。 生：我从“他那顶棉帽子的耳巴忽闪忽闪的”这句话中

体会到了焦裕禄为了人民不辞辛劳，不停地忙碌奔波。 师：

你说得真好，你能把你的体会通过朗读来告诉我们大家吗？ 

（生读，“渐渐地消失在茫茫雪海中”一句读得十分干脆。



） 师：你对他的朗读想说点什么吗？ 生：焦裕禄出了许楼村

，又急急忙忙地向前奔去。所以，他消失在“茫茫雪海中”

肯定又到什么地方访贫问苦去了。所以后半句应该读得意味

深长一点。 师：说得真好，能请你来读一读吗？ （生读，后

半句读得比较缓慢，使人充满的了遐想） 师：通过刚才大家

的理解、感悟和朗读，你觉得这个句子怎样改一下,或许意思

会更明显。 生：我觉得在句子后面再加一句：奔向下一个目

的地。 生：我觉得只需要把句末的句号改成省略号就行了。 

师：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生：句末用了个句号似乎也把焦裕

禄为人民做事情划了个句号，可实际上他是直到逝世前都没

有停下他的脚步，而用个省略号表示语意未尽，就可以让我

们去想象他还会去些什么地方，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他为了人

民不辞辛劳，永不停步。 师：我们就按照他说的把课文中的

句号改成省略号吧。 【反思】 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说：“不怀

疑就不能发现真理。大家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有怀疑就

有批判，有批判就易于发现真理。在阅读活动中，没有怀疑

和批判，就造就不出创新人才。”批判性阅读是阅读理解的

进一步深化，它表现为在阅读过程中努力辨别真伪、识别优

劣、发现偏差，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步步深化，并作

出自己的判断，进而产生批判性思维。只有具备了批判鉴赏

能力，才能在阅读中作出正确评价。 从以上的几个案例中，

学生在老师的帮助和引导下，他们大胆地对课文中的个别句

子进行了质疑、评判，或许学生的看法还很片面，但这种怀

疑批判精神是很可贵的，教师要给予鼓励，因为批判性阅读

思维的培养有个由低往高、由片面向辩证发展的过程，我们

不能要求学生每发表一种意见都十分正确。 阅读教学实践证



明，学生思维的潜力是很大的，点拨得当即爆发出思想的火

花。通过这样的阅读实践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

美情趣，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长期坚持批

判性思维训练，学生就会从幼稚走向成熟，渐渐炼成一双“

火眼金睛”，正确区别事物的真假虚实、美丑善恶。其辩证

思维能力将达到一定的水平层次。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