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师小事之“以小见大” 

唐光利 

教学目标： 

1、了解“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并体会其作用； 

2、学习在习作中尝试使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在了解“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并体会其作用 

教学难点：在习作中尝试使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 

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招聘故事导入。 

一家需招聘高级管理人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应聘者一个个满怀信心地回

答了考官们甚为简单的提问，可当他们听到结果退出来时，无一例外都是满脸失望。轮到后

来一个，他走进房门时，发现干净的地毯上很不协调地扔着一个纸团。一丝不苟的习惯使他

弯腰捡起它。这时考官说：“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这位应聘者打开纸团，见上面写着：“热

忱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 

同学们，为什么公司决定录取拾起纸团的人？从一件小事看出一个人的德行。在我们语

文中，有个专业术语叫“以小见大”。 

二、“以小见大”表现手法的阐释 

1、什么是以小见大的方法? 

“以小见大”释义:从小的可以看出大的，指通过小事可以看出大节，或通过一小部分看

出整体。 

2、“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经常运用在一些散文中。 

其中的“小”，既指篇幅的短小，更指选题的小。生活中的常情常事，常人常物，都可

以成为抒写的对象。 

其中的“大”，是指“小题”背后蕴藏的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社会的透彻思考，

对将来的丰富设想。 

以小见大有以小见德、以小见理、以小见情。（板书） 

三、经典领航，探究以小见大手法的运用。 

回顾我们学过的《散步》，思考问题： 

本文运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请你结合课文内容，说说这里的“小”和“大”

各指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其中的“大”主要是借助何种表达方式来体现的？ 

四、类文阅读 

1、同学们，把刚刚我们学到的“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来来小思的《蝉》，然后完成屏幕上

的表格。 

2、分成两组，阅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节选）、史航的《可爱老头儿》（节选）。 

五、小结提升 

1、小结： 

以上的事例我们知道，从这些小事、小物、小细节着笔，往往能揭示出大主题。这恰好

印证巴尔扎克的名言：成功的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可谓

是“一叶知秋啊！” 

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懂得以小见大的运用，但它的好出在哪里？谁能谈谈？ 

预设：（1） 主题鲜明集中（2）感化读者的作用（用行动影响或善意劝导，使人的思想，行



为逐渐向好的方面变化）（3）变于提炼主题，促使写作能力快速提高。 

2、注意事项： 

采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应注意的是： 

（1）要注意你所选择的小材料和你大的观点有相似性，能统一起来。 

（2）要注意在运用小材料的过程中，不要动辄空发议论。 

（3）要注意运用的材料具有典型性。 

（4）要学会观察、学会提炼，透过现象看本质。 

六、小试牛刀 

运用下面的句式来体会“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看到山间小路上的阶石 ，我想到了忍辱负重的“人梯”精神；看到绵绵的春雨，我想

到那春回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象；看到昙花，我想到那种“生如春之烂漫、死如秋之静”的

生命短暂却光彩照人的境界。 

看到池塘中的荷花凋谢了，我想到……；看到秋风中的落叶，我想到……；看到路旁沿

街叫卖的小贩，我想到……；看到辛苦的拉车人，我想到……；听见《阳光总在风雨后》这

首歌，我想到……；看了高尔基的《童年》，我想到……；看了拔河赛，我想到了…… 

任选上文中一物或一景或一事，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一个片段。 

七、作业： 

将你所写的片段，好好修改，写一篇不少于 500 字的作文。 

八、推荐阅读：张晓风的《买橘子的两种方法》、胡适的《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