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课指导：荷花淀教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8_AF_B4_E

8_AF_BE_E6_8C_87_E5_c38_61104.htm 一、教学目的： 1.学习

通过人物对话、景物烘托、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和感情

的写法。 2.了解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斗争中的生活，学习他

们的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二、教学重点、难点： 1.

重点： 水生女人等妇女形象的分析。 2.难点： 通过景物描写

、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感情。 三、教学时数： 课内自读课

文两课时 四、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词语补释： 惦记对人或事

物心里老想着，放不下心。 藕断丝连藕已折断，丝还连着。

喻没有彻底断绝关系。 解题： 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

地，芦构桥事迹后不久，国民党放弃这一带土地，仓皇南逃

，当地人民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在共产党和八

路军的领导下，白洋淀人民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该地军民利用白洋淀的河湖港汊，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

强的斗争，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新颖： 1.淀：浅浅

的湖泊美丽 2.荷花淀： 湖泊名，是白洋淀的一部分提挈 3.歼

灭鬼子的伏击战在这里发生荷花淀 4.用亭亭玉立的荷花象征

年轻可爱的抗日战士（铜墙铁壁、哨兵、荷花变成了人），�

象征年轻美丽的寓意 抗日妇女深刻 5.荷花是美的，预示了作

品轻松、优美的基调，对抗日群众寓有赞颂之意 作者简介： 

孙犁，河北省安平县人，“七七”事迹前夕，曾在白洋淀当

过小学教师。抗战以后参加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这时还

只有二十多岁。他的《白洋淀纪事》是在延安写的，其中许

多短篇，深刻地反映了冀中儿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精神风貌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荷花淀》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解放后，在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他的作品有： 长篇小说《风

云初记》、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散文集《文学

短论》小说散文结集《白洋淀纪事》。这个结集显示了作家

成熟了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 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

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统一。这一独特风格对当代文学

发生极大的影响，造成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河北作家群，被

当代文坛誉为“白洋淀派”，与“山药蛋派”（赵树理风格

）齐名。由于他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又被称为“

诗体小说”。 孙犁同志非常熟悉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

，他的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写《荷花淀》的目的在

于反映“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民族的精

神气质。” 情节结构： 注意： 隔行是小说分段的方法之一。

第一部分： 水生参军，夫妻话别。（开端） 1.月夜编席（1

─4自然段） 2.夫妻话别（5─29自然段） 3.水生离家（30─31

自然段） 第二部分： 探望丈夫，归途遇敌。（发展） 1.探望

丈夫（32─38自然段） 2.扑空归来（39─47自然段） 3.淀上遇

险（48─61自然段） 第三部分： 伏击歼敌，战斗中成长（高

潮、结局、尾声） 1.伏击歼敌（62─65自然段） 2.意外相见

（66─84自然段） 3.组织起来（85自然段） 本文线索： 以时

间的推移为线索安排情节： 月亮升起来──很晚──鸡叫的

时候──第二天──过了两天──快到晌午──正午──这

一年秋季──冬天2.明线暗线分而又合，合而又分： 明线─

─几个妇女的活动： 送夫、探夫、遇夫、学夫 暗线──地区

队的活动水生嫂等几个青年劳动妇女的形象的分析： 本文选

材新颖，没有集中、细致地写水生等七个青年参军和第一次



参加战斗的情景，而是着重写水生嫂等迅速成长的过程。 水

生嫂等具有勤劳、勇敢、质朴的品质，但也具有一般家庭妇

女的特点。她们守着自己的家庭，憧憬着幸福的生活，希望

自己的丈夫不要离开。当大敌当前，国难当前头时却能把对

丈夫的爱和对祖国的 爱统一起来，积极支持丈夫参军，参加

抗日战争。在经历了荷花淀的伏击战之后，她们受到了教育

、鼓舞，她们认为：凡是男人能做到的，妇女也能做到。当

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时，她们更不甘示弱，商量

着回去成立队伍，参加战斗。这种抗击敌人的侵略，保卫祖

国、保卫家园的热望所激发的向上的要求，在斗争中对自己

力量的坚信和具有的雄心壮志，是她们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

思想基础，展示了她们美好的精神境界，表现出她们高尚的

情操，同时揭示她们迅速成长的根本原因。 结尾，形象说明

她们热望参加战斗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充分显示了劳动妇女

的战斗力量和作用使她们性格更完整、突出，合乎情理的发

展和结尾，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 主题： 表明了党领导下

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地迅速发展壮大，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

的威力，展示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前景，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

的力量。 第二课时总结写作特点： 一、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

描写通过写景表现人物的感情，充满诗情画意。 第一部分第

一层，是一幅白洋淀夜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夜景美： 月光

映照，院子凉爽，芦苇洁白，荷花飘香生活美： 勤劳的双手

，熟练的技艺，富饶的出产 情景相生人情美： 热爱劳动，热

爱亲人特别是两个充满想象的贴切的比喻，把劳动的场面诗

化了（�“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

云彩上。”），�景物牵动着情思──天这么晚了，丈夫还没



回家。 这一景物为后面的情节展开作了铺垫，因为水生嫂正

出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热爱，才激起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毅然送夫参军，毅然组织队伍，

参加战斗。 第二部分第二层正午淀上风光的描写： 几个女人

探望丈夫的归途上，有点失望，有点伤心，这种辽阔而静寂

的环境烘托了这种情绪，但淀上万里无云的开阔、明朗的风

光，使她们受到感染，增强排遣忧郁的力量，因此，不久又

欢笑起来──以景写人，情景相生。 妇女们急中生智，把船

摇进荷花淀，又对淀上风光作了十分精彩的描写（第二部分

第三层）： 作者驰骋想象，几笔勾画，把景物写得逼真、传

神、充满寓意。不仅突出了水乡游击战的特点，暗示着这清

香四溢的荷花淀里即将发生一场激烈的伏击战，写出了根据

地人民同仇敌忾的心理和克敌制胜的信念，洋溢着歌颂人民

战争的思想感情。对照下文荷叶下认出她们丈夫的情景，更

会惊叹小说构思的巧妙和布局的精当。 二、生动的细节描写

把紧张的战斗情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揉合起来，充满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 如： 一场激烈的伏击战，发生在清香

四溢，色彩鲜艳的荷花淀里，发生在妇女们探望丈夫的归途

中，这种战争环境充满诗情画意。当战斗打响以后，几个妇

女“渐渐听清楚枪声是向着外面，她们才趴着船帮露出头来

”寻找自己的丈夫。这一细节描写十分生动，丈夫在瞄准敌

人射击，没看妻子一眼（聚精会神），妻子却在紧张战斗中

寻找自己的丈夫（也是聚精会神），为下文议论战士们“横

样子”伏笔。这个细节，使紧张战斗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重写奇袭、巧遇，是故事的高潮。 

打捞战利品，也有许多细节描写。 如： “他们又开始了沉到



水底捞出大鱼的拿手戏。”这里，把打捞战利品和日常生活

摸鱼揉合在一起。又如，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把

纸盒顺手丢在女人船上”，几个青年妇女又把掉在水里的小

包裹丢给了他们。这一丢过去，又丢过来，渲染了胜利后的

欢乐气氛，表现出了夫妻之间相亲相爱，相互戏谑的情感。 

三、简洁而传神的对话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发展了故事

情节。 水生和妻子的对话（体会人物的微妙心理活动和人物

的精神面貌）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他们几个呢？

”──侧面打听 “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流露出

她的温情和忧虑，�表明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体贴，也表现了

她细心、稳重的性格。 当她得知淀里的斗争形势变了，丈夫

报名参军后，她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这一句包

含着复杂的思想感情，本来“你总是”这种口气多半用于责

难，可这里却用于对丈夫的称赞，写出了她对丈夫的依依不

舍，也写出了她识大局、明大义，积极支持丈夫参军的崇高

品格。 从水生嫂的言语中流露出依恋丈夫的感情，为下文伏

击埋下一笔，是她和几个青年妇女去马庄看望丈夫的思想基

础。 几个妇女商量去马庄探望丈夫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 巧

： 来得不巧，巧遇敌人，巧逢亲人，无巧不成书。 “听说他

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

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

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

他──有什么看头啊！ ” 这段对话，把她们羞涩和想去探望

丈夫的急切心情表现出来了。“哪里就碰得那么巧，”反映

出侥幸心理，促成她们归途遇敌，躲进荷花淀，无意把敌人



引进埋伏圈，为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这段对话对情节发展

起作用。 中心思想： 本文描述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青

年妇女逐步由普通劳动者成长为机智勇敢的抗日游击战士的

过程，表现抗日根据地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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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