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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7_E6_95_99_E5_c38_59604.htm 一、说教材 我的课题是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教

材第四册第16课），这是一篇特殊的课文。 首先，它所处的

单元在教材中位置特殊。高中语文教材有四个小说单元(高三

册2单元,高四册1单元,高五册1单元共12篇课文),在第三册教材

中，学生重点学习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环境”、“小说的

情节和主题”,已能够了解小说的基本要素和小说的主要特点

。而第五册教材的小说单元教学的重点是“小说的鉴赏”，

这对学生阅读小说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从教材体系

与大纲要求上看，第四册教材的小说单元实际上是一个承前

起后的单元，进行本单元教学时便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特征。 

其次，本课在单元中的位置特殊。第四册教材的小说单元教

学的重点是“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本单元所节选的

四篇课文均选自我国明清时代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红楼

梦》、《水浒传》、《老残游记》、《醒世恒言》），而明

清时代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其创作总体呈现如下特

点：（1）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

展示人物性格；（2）情节曲折，故事完整；（3）语言准确

简练、生动作流畅；（4）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迹。

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在创作上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

典小说突出的艺术成就,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仔细体会。 再次，

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特色.本课是该单元的第二篇讲读课文。本

文节选自《水浒传》的第十回，《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



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它艺术 地概括了

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作者用环境描

写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推动情节、深化主题的技巧是历

来被人们所称道的，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作重点领会。因此，

我把本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林冲的思想性格发展变化分几

个阶段及其变化的关键；分析“风雪”等景物描写对情节、

人物的作用则是本文教学的难点。 二、说教法 在近几年的教

学实践中，我对小说教学作了有益的探索：以“导”为主，

从感觉人手，灵活运用评点法，以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让学生学会鉴赏和评价。它的具体要求是：综观全局，抓住

关键，创设问题点，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步步深入

地探索，在此基础上，据点作评，教师在关键处作灵活而简

明的评说点拨，启发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课文的精髓。这种

评定法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是通过感受、点拨而产生顿悟，

而不是教师塞给他们某种现成的结论，因而学生会为自己的

不断发现和新解而欣慰不已，无形之中学习兴趣大增。叶圣

陶先生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所

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 学生自奋其力，自

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叶圣陶

语文教育论集》下册，第718页、第72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

）要使学生的思维之水常“鲜”常“活”，教师就必须在“

导”字上下苦功夫，切不可居高临下，以自己的一知半解来

堵塞学生的思维之泉。这就要求教师努力做好以下两点：第

一，要比学生站得更高、更远，避免与学生站在同一思维平

面上；第二，要知己知彼，懂得学生的阅读心理并设法使学

生处于跃跃欲试、一显身手的最佳心理状态，从而形成教学



的良性循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的教学，我大胆地

进行“问题导入，以导为主，读议结合”方法的尝试。 关于

本课教学情景的创设的一点说明：我在上课前播放了电视剧

《三国演义》的主题曲，而没有采用电视剧《水浒传》的主

题曲，其意在营造一种特殊的气氛强烈的音乐节奏感驱使学

生急于去领略英雄好汉们的悲剧故事。教学过程中还适时穿

插入了录像片的欣赏，有助于学生对主人翁性格和成因的理

解。 三、说学法 在第三册教材中，学生已经学过了两个小说

单元的小说，已能了解小说的基本要素和小说的主要特点，

并对本文节选故事的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内容也能

大体把握。组织本课教学时，教师如果只是停留于对课文的

情节、语言、动作、心理等的逐条分析上，必然会把课文搞

得支离破碎，而使学生毫无兴趣；若能够抓住一点，深入挖

掘，分层阅读，则能激起学生自动探求的欲望，开启学生的

思维，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曾记得去年在教学本文时，课

堂上有位同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山神庙中，林冲用一块“

大石头”顶住了庙门，使陆虞侯等三人不得进庙，为林冲最

终识破奸贼的险恶用心从而走上反抗的道路提供了契机，可

是林冲一个人“掇”得动一块大石头吗？怎么陆虞侯三人却

推不开呢？这个细节真实吗？问题一出同学们就议论纷纷，

我也一时乱了分寸。因为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是个不成问题的

问题，小说嘛，无巧不成书，情急之中，我想起苏轼的一句

诗：“竹外桃红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说道：“苏

轼为什么非写成‘春江水暖鸭先知’不可呢？难道‘鹅’就

不能够先知吗？小说和诗歌一样都是文艺作品，阅读文学作

品是不能死抠的。”听了我的解释后，有的同学笑了，可不



少的同学脸上仍旧带着疑问、困惑。我的解释为什么不能使

学生信服呢？为了彻底地解开这个疑团，我想不如在课堂上

主动地把“问题”提出来，让同学们发表看法，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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