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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课稿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林教

头风雪山神庙》。 一、说教材 （一） 说教材所处的地位和作

用 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必修五本书，共有2个单元中外小说

单元。一个必修3的第一单元，一个是必修5的第一单元，共

六篇文章。（《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边城》）。《林教

头风雪山神庙》属于后者。 （二） 教学目标及确定依据 小说

是人生的“百科全书”，阅读小说，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

操，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及审美能力。 学习这个单元，要注

意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节。把握主题，一是要理解作者蕴涵

的 感情，了解作者意图，二是要从人物、情节、环境这三方

面进行分析。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直接揭示主题，情节的发

展、矛盾的解决常常表现主题，环境描写对主题一般起烘托

、强化作用。分析情节，要注意情节是怎样展开、发展，直

至结局的，矛盾又是怎样解决的。此外，还要注意细节描写

，体会小说刻画人物的艺术特色。 1、 梳理文章的情节结构

，学习矛盾斗争过程中刻画人物形象。 2、 培养学生通过情

节、环境、言行来分析人物性格特点的能力。 3、 赏析课文

中“风雪”描写的作用，注意分析景物描写和细节描写的作

用。 4、 了解封建社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事实及

其必然性。 （三） 教学重难点的确立 1、 理解作者在起伏的

矛盾斗争中刻画的人物形象。 2、 赏析课文中“风雪”描写



的作用，注意分析景物描写和细节描写的作用。 二、说学法 

（一） 学情分析 高二的学生对于小说并不陌生，相对的也比

较喜欢阅读小说。但是学生阅读中关注的更多的是小说的故

事情节。所以老师要适时采取情况，引导学生从情节入手，

学会归纳总结人物形象，深入分析文章的主题，学会鉴赏小

说的基本方法。 （二） 学法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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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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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说

教学过程 学生的学习过程一般包含“认知因素”和“情感因

素”两个层面。认知过程沿“感觉思维知识”一线走；情感

过程沿“感受情绪意志”一线走，二者在学习过程中缺一不

可。 （一）组织教学时，我认为不妨让学生先睹为快，教师

可放开手脚让学生“尽情享受”文本。因为只有当学生与阅

读文本产生共鸣后，才会激发起探求的欲望；而只有当学生

感受的触角一直深入到与作家的感受触角相交时，才有可能

进入认知的阶段。所以学生的自主感受是极其重要的，是深

入理解作品及产生顿悟的前提。为此，我在课前布置了这样

一道预习题：用100字左右的文字提炼课文的情节或就作品某

方面写一点自己的阅读感受。（总结小说情节的五个部分）

。 课堂上应力避学生一看就“懂”、一“懂”兴趣就无的现

象。这就要求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选择突破口，设计好教学环

节。 （三） 具体把握情节，怎样鉴赏分析把握人物的性格特

征。 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主题的

。故事情节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依托，优秀小说的故事情节都

和塑造典型性格紧密结合，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

也就是塑造典型性格的过程。故事情节越典型，越能体现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越有利于典型性格的塑造，那么

怎样来把握故事情节呢？ 1、 理清线索，把握情节的来龙去

脉。 一般来说，故事情节从前到后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内在联系也就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情节线索。除了时间

线索或空间线索外，作品中的基本矛盾冲突也可以是情节的

发展线索。本文以林冲和高俅为代表的官民之间的冲突就构



成了故事的主要线索。 2、 以事见人，透视人物的性格特点

。 如买刀前后的表现。 3、 见微知著，细节描写的内在含义

。 如见到草料场的房子破了想修一修。如见到古庙，想“改

日来烧纸钱”。枪不离手的描写。 4、 品味技巧，领会情节

的艺术匠心。 每篇小说的情节铺设都有讲究，小说情节的生

动曲折、波澜起伏和扣人心弦，应该说是所有优秀小说的显

著特点。伏笔、照应都巧妙的暗藏其间。如他出门将火扑灭

，给后边有人纵火埋下伏笔。进庙住下时，用大石头挡住门

，才会听到实情。带上解剜刀。 （四）导入新课时，我从释

题开始，提出“文题中‘风雪’仅仅是人物活动的一个环境

吗？”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容易被学生忽视的问题，以引起学

生对课文中有关环境描写语句的关注。这一步就称之为“释

题生疑”。 第二步则叫“趁热打铁”“带学生从文章里走个

来回。”(张志公语)我让学生把课文情节理清楚之后，再进

行重点问题的讨论。在让学生概括本文的故事情节时，我问

了这样两个问题：如果用不足20字概括呢？如果用4个字概括

呢？有意识地插入语言表达的训练。 然后教师点拨小结：概

括故事情节要注意三点（1）准确；（2）顺畅；（2）简练。

出示情节发展的脉络图和对联（演示），结束这一步教学。 

接下去是进行课文难点问题的讨论。实施这一步要尽可能避

免“注入式的回答”把结论先塞给学生，使学生的认识只能

局限于教师所定的框框里。这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

养。教师应设计出一两个“出其意料”的问题，把学生的思

维引向深处。 我把教学中的那个“困惑”在这个时候抛给了

学生，让学生谈谈各自的看法，以此来激起学生智慧的火花

，并适时引导学生研读课文。 例如：找出有关风雪描写的句



子（课文中有六处写到风雪）再组织学生逐一讨论分析，小

结后明确：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性格，深化

主题等。 例如：课后可结合文中 十二次提到“花枪”的有关

语句让学生自行作分析。 为加深学生对小说人物性格特征及

其变化的理解,把握“风雪”的特点以及对情节、人物的作用,

我在重点问题讨论时插入影视片段欣赏，以加深直观效果。 

课堂总结这一步我以板书形式来呈现。 （五）探讨“官逼民

反”的主题。 最后说一说作业的布置。 题目有两个：（1）

人物绰号考证：《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记录着人物的性格

，并且各自都有一段来历，引导学生考证，以加深对人物的

认识； （2）人物分类点评：自己确定标准，将小说的人物

分成若干类别，撰文点评，以文解文。 我的意图是学生课内

学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课外可通过上述活动促发其自

读《水浒传》原著，开展拓展阅读，加强读写训练,以达到能

力迁移的目的. 五、板书（略） 相关说课稿： 高中语文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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