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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6册第28课。这是一则成语故事，

讲的是古时候魏国一位有名的射手更赢不用搭箭，居需拉弓

，便使天上飞过的一只大雁掉下来的事。从中反映出更羸善

于观察；善于思考；并能根据所见所闻做出正确分析。全文

共九个自然段。先讲述了更赢射大雁的经过和结果；接着讲

述了更赢不用箭射下大雁的原因。因此可以按内容的不同把

文章分成两个部分。也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分三段来理解。

教学中为了突出重难点，采用分两部分的方式比较合适。第

一部分是文章的前五自然段。文章首先便交代更赢是古时候

魏国有名的射箭能手。接下来的四个自然段较为具体地讲到

了事情的经过和结果。如文中所述，更赢见“一只大雁从远

处慢慢地飞来，边飞边鸣，”便断言他“只要拉一下弓，这

只大雁就能掉下来。”这种技艺非亲眼所见，谁人会信。难

怪魏王会“信不过”自己的耳朵，认为是自己听错了，但随

之而来的情形便足以印证了令魏王难以置信的话。“更赢并

不取箭，”这句话原本毋需用一个“并”字也能讲通，但通

过一个“并”字，却很好地强调了“不取箭”的事实。但闻

“嘣”的一声弦响，只见“那只大雁直往上飞，拍了两下翅

膀，忽然从半空里直掉下来”。同样是一个“直”字却准确

地描绘出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形，前者是写大雁一个劲儿往高

处飞，飞得急；后者是写大雁一点儿也不能飞了，掉得快。

读文至此，我们定会拍案叫绝。第二部分是文章的后四个自



然段。这部分内容以更羸与魏王对话的形式出现，尤以更赢

所揭示的不用搭箭能射下大雁的原因为重。前文中更羸只拉

弓射雁的事实着实令魏王“大吃一惊”，由前面的“是吗?”

“你有这样的本事?”两个怀疑到近乎不相信自己耳朵的问句

到“啊! “真有这样的本事!”两个惊 讶到近乎不相信自己的

眼睛的惊叹句便很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课文并未就此点明

其中的道理，而是在魏王惊叹之余，写到了更羸令魏王觉得

“更加奇怪”的一番话：“不是我的本事大，是因为我知道

，这是只受过箭伤的鸟。”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更羸话前的

提示词语“笑笑”两字可不简单，因为这笑中包含着更羸对

眼前事实的最清晰的认识。然而这其中的玄机却是我们和魏

王所不知道的。这话语连同这话语前不可思议的神情对刚亲

眼目睹完让人不可想象的只弯弓取鸟场面的魏王来说，当然

更是觉得奇上加奇了，不是吗?“你怎么知道的?”魏王的疑

问也是我们读到这里的疑问，当把这些不可思议的疑问推向

高潮的当口，让更羸用诸语道破天机，应当说是作者有意安

置的精妙之笔。更羸的这段话总共有四句。第句说的是他看

到和听到的情况。看到的是“它飞得慢”；听到的是“叫的

声音很悲惨”。第二句说他根据看到的和听到的进行分析：

从：飞得慢”知道“它受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还在作痛

””；从“叫得悲惨”知道“它离开同伴，孤单失群，得不

到帮助。”这两个倒装的因果关系句有力地强调了“飞得慢

”和“叫得悲惨”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正是更赢由所见大雁

飞的情形分析所得。第三、四句是他进步的分析、推理和最

终所得出的结论。 倒装因果关系的句段组合是这篇课文在写

作上突出的个特点，小至更羸对大雁分析的句子，大至整篇



课文的结构安排，不仅反映出更羸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特

点，也有力的突出了文章的中心内容。 本篇文章位于本册教

材的第八组，在训练重点上由逐步“弄懂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的训练进而训练学生“把一段话写清楚”。教学时，应抓

住课文的重点段，首先在弄懂自然段的 意思上下功夫，再在

此基础上体会怎样把一段话写清楚。针对本册教材的具体情

况，大纲要求教学中让学生继续学习默读课文，能初步理解

课文内容，能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课文中的词句，学

习分析自然段，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学习课文是怎样用词

造句、连句成段的。针对大纲对本册教材的要求和课文自身

的训练重点，对于本课的教学我拟定以下的教学目标：思想

教育方面：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了解更羸能不用箭 只拉弓

射下大雁的原因，懂得对事物要仔细观察，并进行分析、推

理，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把事情做成做好。培养能力方面

：通过理解更羸说的一段话，进行读懂自然段意思的训练，

并体会怎样把一段话写清楚；基础知识训练方面：学习本课

生字词，理解“能手”、“‘本事”、“大吃一惊”、“孤

单失群”等词语的意思，并懂得“惊弓之鸟”这一成语的意

思，练习复述课文：培养非智力因素方面：养成认真读文、

勤观察、善思考的习惯。这篇课文主要通过更羸只需拉弓，

不必取箭即可射下大雁的故事，反映他遇事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而文章最后一个自然段更羸的话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因此拟定为教学重点，而对于更羸观察、思维的过程及准确

的判断是学生不易理解的，教学中将其作为难点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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