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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3_B3_E5_92_8C_E5_c38_56967.htm 教学目标： 1．学习阅

读议论文的一般方法。体会作者是怎样从生活中提出论题，

进而提出论点，并进行证明的。 2．培养从文本中提出问题

，联系生活体验创造性阅读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难点： 1

．学习的重点：理清课文结构，体会作者是如何从生活中提

出论点并用事实论证的。 2．学习的难点：学习对文本提出

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从生活体验出发，与文本的编、作者对

话。 教学方法： 本节课拟采用以“学长式教学”理念为指导

的“多维互动，自主探究”的教学方法。 教学设计： 一、先

学浅得 “学长式教学”主张教师首先是一个学习者，为了获

得在课堂上参与学习、组织学习并指导学习的资格和权利，

教者首先对文本进行了独立阅读及参考阅读。 1．本文作者

能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论点并用事实加以论证，说理脉

络清晰，结构较严谨；5、6(第一句)、7、9等段起到了绾结、

缝合、引领、收束等作用，并且所举事例有一定说服力。 全

文围绕想和做的关系问题展开议论，中心论点是“想和做是

分不开的，一定要联结起来”。说理的脉络是：先论述为什

么一定要把想和做联结起来，再论述怎样才能把想和做联结

起来。 前五段论述为什么一定要把想和做联结起来，说理脉

络是：摆事实作分析提论点。开头就摆出“只会空想，不会

做事”和“只顾做事，不动脑筋”这两种表现。第3段对两种

表现作概括评价，着重指出第二种表现不值得赞美。第4段作

深入分析：先用牛马拉磨作比，论述了“只顾埋着头，不肯



动脑筋来想想自己做的事情”这种表现的可怜、可悲。再作

分析：正因为人类能够一面做，一面想，文化才能不断地进

步。至此，想和做的关系已经阐述得清清楚楚。第五段自然

而然地归纳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 “想和做怎样才能够联结

起来呢?”标志着议论的深入。这部分的说理脉络是：先着重

论述怎样避免“空想”，再着重论述怎样避免“死做”。 怎

样避免“空想”呢?那就是“从实际出发”。作者举学游泳的

例子。边举例边分析：从正面分析，要观察，还要有行动，

跳下水去实践；从反面分析，如果只是先一阵子呆看，再发

一阵子空想，即使想出一大堆“道理”也学不会游泳。结论

是：“真正的道理是在行动中取得经验，再根据经验想出来

的。而且想出来的道理到底对不对，还得拿行动来证明”。

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这样做就避免“空想”了。 “一面

做，一面想。做，要靠想来指导；想，要靠做来证明。想和

做是联结在一起的。”这段话既是对上面论述的归结，又是

对下一层论述的开启。 怎样才能避免“死做”呢?作者用对比

举例的方法作了论述。有些同学学语文“硬读课文”，学数

学“硬记公式”，这种“死做”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

至劳而无功。有些同学则“能想出”省力的办法巧学，当然

事半功倍了。通过对比举例分析，证明了避免“死做”的方

法就是“做，要靠想来指导”。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总结。作

者不是对上面的内容作简单的归结，而是强调“无论什么人

，不管他怎样忙，应该抽点功夫来想一想”的重要性。 2．

本文虽是概念对举性的论证，但作者并未平均使用力量，在

论证中侧重分析了“只做不想”这一现象的危害性以3、4、8

、煅可看出)。作出这种处理的原因是：①“只做不想”在我



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中是备受褒奖的。“埋头苦干”往往是模

范人物的写照，因此它的隐性危险更大。②较之“空想”，

青少年更易犯“只做不想”的毛病，强化“多思”意识更具

时代意义。“只做不想”对科学发明、人类进步的负面作用

更大。 3．本文语言基本是准确严密的，有的词语还不乏生

动。如：提出问题部分，对“空想者”用“只会⋯⋯不会⋯

⋯凭空⋯⋯滔滔不绝⋯⋯从来没有⋯⋯一件事”既准确地提

出了“空想”的严重程度，又形象地画出了“空想者”的“

说态”。再如用“依葫芦画瓢”、“牛马拉磨”等通俗形象

的比喻画出了“死干者”的形象。 4．几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 ①关于第7段。第7段如果是想对“想”与“做”如何联结

作归纳，则应放在文末；如果是想起到既小结上段又开启下

段的作用，则应将原文“一面做，一面想。做，要靠想来指

导；想，要靠做来证明。想和做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修改为：“一面想，一面做，想和做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想，要靠做来证明；做，要靠想来指导。”因为前段写的

是如何“想”，后段写的是如何“做”。 ②关于第9段。几

乎所有的资料都认为第9段是全文的总结，而且还认为是“深

化了中心论点”，教者却认为此段仅为“只做不想”部分的

总结，如要总结全文，则需观照“只想不做”的现象。 ③历

来的资料，都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写”议论文上，如

让学生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方法、口头训练“对

举概念”的议论等。教者认为既是阅读课，就应研究如何教

会学生会读议论文、活读议论文、喜读议论文。 5．为了教

会学生用联想的方法“活读”、“喜读”，“学长”必须“

活读”在前，做到“有备”而进课堂。为此，教者在阅读中



进行了以下联想： ①由“滔滔不绝说空话”联想到我党历史

上王明、李立三例，大跃进例，人民公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例，亩产可达万斤例，对电脑说明书能背得滔滔不绝，上机

却打不出几个字等。(注意：不能将“空想”理解为“作保证

”、“表决心”等，因为这些“保证、决心”不能实现多为

无毅力、无恒心等非智力因素影响，不属于本文议论的“理

论”与“实践”的范畴。) ②由“只顾做事，不动脑筋”联想

到“胜任为本”的教师观(一篇一篇地备、讲，却不知反思、

检讨教学行为，缺乏研究意识)与不思变革的人生观(放羊结

婚生孩子又放羊)。 ③由“一面做，一面想，促使人类进步”

联想到：鲁班与锯子；蔡伦与纸；毕与印刷术；瓦特与蒸汽

机；爱迪生与电；比尔盖茨与微软等。 ④由语文学习“只做

不想”想到：一篇一篇学小说，背了大量的人物形象的结论

语，最后却不能独立解读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做了大量试卷

，仍不能独立读和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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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