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杨礼赞》教学实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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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9_BD_E6_9D_A8_E7_c38_60490.htm 《白杨礼赞》教学实

录教学设计一、教学目标1 、白杨树的象征意义2、富有感情

和含义深刻的语言3、象征的艺术手法；排比、反问的修辞手

法4、教会学生学会以研究、探讨、合作的方法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难点和重点1、作者是怎样围绕线

索来安排材料的。2、作者实如何用直接抒情的句子将全文内

容贯穿起来的。3、对比和烘托的巧妙运用三、教学方式自主

研究，集体讨论四、创新设想及其理论依据针对《新课程标

准》中有关文体的阅读方法，在学习的自主性、探究性，以

及合作学习等方面作一点实践性尝试。教学过程课前准备（

指导预习）1、划出课文中的生字词2、查阅资料，写一篇１

００字左右的《茅盾简介》3、阅读课本第３１页《散文的一

般常识》，了解散文的特征课堂实录一、导入新课（板书课

题）1、播放一段汽车在生长着白杨树的高原上行驶的风光短

片，让学生说说观后感。生：大西北具有雄壮、豪放、粗犷

的风格。2、请学生在黑板上写出生字词：坦荡如砥 积雪消

融 不折不挠 纵横决荡二、交流《茅盾简介》教师提示要点

：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2、现代作家。 3、代表作《子

夜》，《林家铺子》 4、茅盾文学奖５、请学生上黑板写出

作者姓名及简介三、研讨课文教师：要粗略地读懂一篇文章

，其实首先只要弄懂三个问题：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

样写。请大家想想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一篇文章的那些

方面？（学生讨论）学生：第一个主要是从内容上讲，第二



个主要谈的是写作手法等等，第三个则与主题有关。教师：

很好！再想想如果从散文的特征－－“形散神不散”这个角

度来看呢？这三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板书：形散神不散

（学生讨论）学生：第一和第二问题主要是“形”这个方面

的问题；第三则是有关“神”这个方面的。学生：根据我所

查阅的资料（课本第３１页《散文的一般常识》）：所谓“

形散”是指散文的取材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散文的表

现手法可以不拘一格。但是两者的运用都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服务于“神”，即根据主题的需要去选择材料和表现手

法。教师：非常好！下面我给大家开列一个书目，请大家浏

览课文，然后以这三个问题为框架，各自列写出这篇课文的

学习提纲。最后请以四人为一个学习小组进行讨论，在四人

所列提纲的基础上酝酿出一个新的提纲，以供大家交流和探

讨。注意充分运用所列书目。书目：《小橘灯》 《谁是最可

爱的人》 《爱莲说》 《荔枝蜜》学生读书、列写提纲，展开

讨论。教师：大家刚才阅读都很认真，讨论也很热烈，现在

我们来交流一下，哪个小组可以将提纲拿来给大家评头论足

一番？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是要有点勇气、有

点实力的，但也是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难得的机会！（运用

实物投影仪展示第三组所列提纲）提纲如下：1、本文的体裁

是什么？2、本文的线索是什么？3、本文是怎样围绕线索来

展开抒情和议论的？（如何分段）4、本文主要运用了那些艺

术手法？5、本文的主题是什么？作者真正想礼赞的是谁？6

、文中哪些语句富有深刻的含义，哪些词语御用比较准确、

生动和优美？教师：大家就这份提纲谈谈自己的看法，看看

它的精譬之处何在？不足之处又是什么？请大家畅所欲言，



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生甲：这份提纲从体裁一

直谈到字词，比较全面。学生乙：这份提纲给我的感觉好象

有些笼统或者问题太大了一些，有些方面的问题则没有涉及

到。教师：怎么讲？学生乙：比如说：根据书目中《荔枝蜜

》一文主要是赞颂蜜蜂，作者却宕开一笔写荔枝林，我想，

本文课题是《白杨礼赞》，那么写黄土高原的目的是什么？

黄土高原的特征是什么？学生丙：还有，各个段落之间的关

系如何？另外根据参考书目《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中第四

、第八小节再结构上的作用，我想本文的一、四、六小节在

结构上也可能与之相类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这里的异同

点是什么？学生丁：我觉得第七和第八小节很重要：第七小

节的四个反问句之间的关系，第八小节在内容和结构上的作

用是什么都应该作重点分析。学生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要补充一下，那就是本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还有，好象作者写得比较隐晦，不，是含蓄。教师：

你从哪儿发现的？学生戊：就是最后一小节写那个楠木，好

象作者对楠木持否定的态度。作者在前文中由白杨树联想到

了北方的农民和哨兵，但是这里却没有说明楠木是指谁？教

师：不错，这个问题提的好？同时表现这个同学很会思考，

善于发现问题。我们不妨请这个提纲的原作者－－第三组的

同学谈谈自己的看法。学生戌：我觉得这几个同学提的意见

很好。（下面一片笑声）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有

两点，第一，老师在提出列写提纲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说明

是要列详细的还是简略的提纲；（下面窃窃私语，教师插一

句：这个好象的确是老师欠考虑之处）第二，我们觉得，如

果要想包括刚才几位同学所提的问题，那么这个提纲就得是



一个比较详细的、包含几个层次的提纲。教师：好，总之大

家确实是认真地阅读了课文，并且进行认真深刻的思考，提

的问题比较有价值，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在探讨现有

问题的同时，能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这很值得赞赏！下面

请大家结合刚才几位同学的发言，对自己原有的提纲进行再

讨论和修改，然后编写出一个比较详尽的，富有层次感的提

纲，最好帮我把板书也设计出来，这样也省得我再动脑筋了

。（学生大笑）注意：要综合大家刚才所提的方方面面的建

议。并且能够通过讨论自行解决提纲中涉及的问题。学生分

组讨论展示第七组经过修改后的提纲（实物投影仪）1、本文

的体裁是抒情散文。2、本文以赞美白杨树的不平凡为线索

。3、本文是怎样围绕线索来展开抒情和议论的？如何分段？

学生先讨论“本文是怎样围绕线索来展开抒情和议论的？”

，讨论意见归纳如下：１）课文首句就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

，点出赞美对象。然后宕开一笔写黄土高原，先写其“雄壮

”“伟大”，再写其“倦怠”“单调”，目的还是突出白杨

树。接着写其外形，通过展示其外形进而揭示其内在的“神

”美。并且在抒情议论中揭示白杨树的象征意义，最后再次

直接抒情，突出文章主题。这样文章的主线十分清楚，布局

严谨。２）课文第1、4、6小节在结构上的作用这几小节在结

构和语言运用上都有其相似之处，实际上它们在结构上起着

承上启下的过度作用。正是它们使课文的线索清晰可辨，将

课文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４、关于段落的划

分：学生甲：根据课文的线索－－“不平凡”－－本文可以

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部分：（第1小节）点明白杨树的不平

凡，直接抒发对白杨树的赞美和和崇敬 之情。统领全文。 第



二部分：（第2－4小节）描写黄土高原的景色，揭示其生长

环境的不平凡。 第三部分：（第5、6小节）具体描写白杨树

外形的不平凡。 第四部分：（第7、8小节）赞美白杨树是“

树中的伟丈夫”，揭示白杨树的象征 义。 第五部分：（第9

小节）再一次抒发对白杨树的赞美和崇敬之情。教师：大家

认为他的划分方法如何？学生乙：我认为他的划分不错。不

过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段落划分方法。教师：原闻其详。

学生乙：我们认为全文是总－分－总的结构关系。刚才那位

同学也说了开头作者赞美白杨树，其结构上的作用是统领全

文，那么结尾处的再次赞美既回应了开头，同时也是对白杨

树的感情升华，在结构上也起了收束全文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从表达方式上来看，第1、9两小节主要侧重于抒情，

抒发对白杨树的赞美和崇敬之情；而中间则主要通过描写间

以抒情议论的手法分别从三方面分说其不平凡。据此我们认

为本文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小节

）点明白杨树的不平凡，直接抒发对白杨树的赞美和和崇敬 

之情。统领全文。 第二部分：（第2－8小节）从三个方面分

说白杨树的不平凡之处。 第三部分：（第9小节）再一次抒

发对白杨树的赞美和崇敬之情。收束全文。教师：好！观点

鲜明，论述充分，条理清楚。大家鼓掌给予鼓励！下面请大

家发表一下看 法。学生纷纷表示认同：由于角度不同，导致

分段结果不同。但是并不矛盾，因此，两种分段方 法可以并

存。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具有怀疑精

神和挑战精神是学好任何知识所必须 具备的良好素质。５、

本文主要运用了象征和对比烘托以及托物言志等艺术手法。

１）先讨论本文象征手法的运用 以白杨树象征抗日军民；楠



木象征蒋介石（第五组有学生提出异议：楠木可以象征国民

党反动派，或者更精确一点象征了一切妥协、退让，实行消

极抵抗的人。在“抗日军民”前必须加上修饰语“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西北敌后”）教师点评：同学们在这个问

题上考虑比较全面细致，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楠木前有

一个修饰语－－“贵族化”，那么楠木象征“象征了一切妥

协、退让，实行消极抵抗的人”是否完全正确呢？２）讨论

对比烘托手法的运用 第二小节通过描写白杨树的生长环境－

－西北高原，为引出白杨树设置了背景，并且为下文描写白

杨树的外形起正面烘托的作用。 第九小节以楠木反衬白杨树

的“不平凡”３）课文在第八小节揭示出全篇托物言志的主

旨。 另外在第七小节，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来揭示白杨

树的象征意义。６、讨论第二小节是如何写高原的？ 学生回

答：本小节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买写高原：“黄绿错综”写其

色彩；“无边无垠”写 其辽阔；“坦荡如砥”写其平坦。７

、讨论第五小节是如何写白杨树的外形？ 课文先以“力争上

游”总述其外形特征；然后分别通过对干、枝、叶、皮等方

面的描写来表现其“力争上游”的特征；最后再概括出其“

倔强挺立”、“不折不挠”的性格特点。８、讨论第七小节

是如何揭示白杨树的象征意义的？ 作者首先采用欲扬先抑的

手法，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全面地赞美白杨树。然后运用

四个反问句构成一组排比句，逐层加深地揭示白杨树的象征

意义：第一句启发人们的联想；第二句肯定其品质及其与北

方农民之间的联系；第三句进一步明确指出白杨树象征坚强

战斗的抗日军民；第四句肯定白杨树的精神面貌，象征了敌

后抗日军民的精神和意志。而第八小节末尾一句则进一步深



化了四个排比句的意思。９、讨论语言富有深刻的含义，词

语运用比较准确、生动和优美。教师提示：试举一－二个例

子来说明即可。其余可以作为课外作业来处理） 学生：第一

小节用“实在”来强调作者对白杨树的高度赞美和崇敬之情

。 第二小节“扑”、“涌”等词语的运用精当贴切、生动凝

练。１０、作业：讨论本节课的得失，课后写一篇学习体会

，就课文内容、艺术手法、语言运用、课堂教学形式、目标

达成的情况，或者干脆就是自己意见或建议等方面，任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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