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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 

泸县教研〔2021〕 74 号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 

关于开展部分县级“三名”工作室集中培训 

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各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 

为贯彻落实泸县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公布泸县第二批中小学

幼儿园“名师名班主任名校（园）长”工作室领衔人名单及印发 

2021-2023 年度工作方案的通知》(泸县教体函〔2021〕79 号)精神

和要求，经研究, 特组织部分“三名”工作室开展集中培训活动，现

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项目 

（十七）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与罗志平名师工作室联合教

研活动 

1.活动时间 

2021 年 11 月 23 日。 

2.活动地点 

泸县一中致远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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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人员 

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全体成员；泸县罗志平名师工作室

部分成员。具体名单见附件。 

4.活动主题 

语文文本结构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5 活动安排 

时间 内容 责任人 

8：00-8：30 参加活动人员报到 蔡德英 

8：30-9：10 研究课：孤独之旅 杨琴（泸县一中） 

9：45-10：25 研究课：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李世平（镇宋观学校） 

10：35-11：15 研究课：精神的三间小屋 赖霞（青龙初级中学） 

11：15-11：55 专题讲座：深入浅出读课文 
邓汉兰（石桥初级中学

校） 

11：55-12：20 交流 梅艳、罗志平 

12：20-14：20 午休  

14：25-15：05 研究课：动物笑谈 陈沙（云龙镇茅坝学校） 

15：10-15：40 讲座：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材简析 潘成贵（马溪初级中学） 

15：40-16：30 总结 陈婵（进修校） 

二、注意事项 

1.线上活动组织者须提前确认工作室所有成员加入钉钉群或

CCtalk 群，并提前试播，做好准备工作；所有成员须准时打卡，

全程参与，做好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线下活动组织者及其

他教师也须提前协调好相关工作并准备好研修手册，按时参加集

中研讨活动。未尽事宜请与各工作室领衔人联系。 

2.工作室成员的学习、出勤情况将纳入年度工作室目标考核中

和继续教育学时。 

3.现场教学费、讲课指导费等由专项经费开支，工作室成员交

通费、住宿费等差旅费回原单位按规定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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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疫情防控，服从承办学校的疫情防控管理。签到时扫“四

川健康天府通”和“承办学校场所码”。 

 

附件： 参加本次工作室活动成员名单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 

                     2021 年 11 月 2 日 

附：参加人员名单 

罗志平 名师工作室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备注 

1 李晓兰 女 泸县潮河镇瓦子初级中学校  

2 鲁玉彩 女 泸县潮河镇瓦子初级中学校  

3 卢定军 男 泸县潮河镇学校  

4 聂华琴 女 泸县潮河镇学校  

5 付启英 女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初级中学校  

6 李才文 女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初级中学校  

7 万锡梅 女 泸县嘉明镇大同中心小学校  

8 张德芬 女 泸县嘉明镇嘉明初级中学校  

9 谢祥珍 女 泸县毗卢镇学校  

10 潘成贵 男 泸县石桥镇马溪初级中学校  

11 程宏发 男 泸县石桥镇石桥初级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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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志鸣 男 泸县太伏镇太伏初级中学校  

13 罗雪平 女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14 代传会 女 泸州市自强学校  

15 王洪全 男 泸县云锦镇青狮初级中学校  

16 徐明凤 女 泸县云锦镇云锦初级中学校  

17 陈  沙 女 泸县云龙镇茅坝学校  

18 宁顺芳 女 泸县云龙镇学校  

19 何  艺 女 四川省泸县第六中学  

20 王  维 男 四川省泸县第六中学  

21 杨  琴 女 四川省泸县第一中学  

22 田昌明 男 泸县百和镇百和初级中学校 增补 

23 陈  勇 男 泸县嘉明镇嘉明初级中学校 增补 

24 陈兴珍 女 泸县福集镇金银学校 增补 

25 唐光利 女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校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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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罗志平名师三人行工作室举行第三次集中研修活动 

 

2021年11月23日，根据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关于开展部分县

级“三名”工作室集中培训活动的通知》（泸县教研〔2021〕 74号）安

排，泸县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与罗志平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在泸县一

中第二党建室如期举行。因疫情原因，本次活动采用钉钉直播的方式举行，由

泸县一中代宋洁老师主持。本次研修活动就“语文文本结构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策略研究”两个主题进行研讨，主要分为观摩研究课

和听取专题讲座例两个环节。活动中，我工作室成员杨琴、陈沙分别上了自读

课文教学研究课，潘成贵老师作了《初中语文自读课文的解析》专题讲座。 

     23日一早，工作室全体成员就早早地在各自学校做好学习准备。

他们打开电脑，进入工作室钉钉群，等待着活动开始，26位成员全部在

线，无一人缺席。虽然是在各自学校通过钉钉群参加活动，但是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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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真对待，早早的就将书本与研修手册摆放整齐，充分做好听课准备。 

   

看，活动开始前大家准备得多么认真！ 

上午9时，泸县一中的杨琴老师开始授课，讲授的是九年级上册自

读课文《孤独之旅》。杨琴老师紧扣自读课文特点，组织学生仔细认真

地阅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概括故事情节和分析人物形象。授课

中，杨老师引导学生借助课文旁批，仔细品读文章细腻逼真的心理描写，

解剖人物成长历程，使文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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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一中杨琴老师授课 

 

工作室成员观课截图 

10时许，云龙镇茅坝学校的陈沙老师开始讲授八年级上册自读课文《动物

笑谈》。 

 

云龙镇茅坝学校陈沙老师授课 

《动物笑谈》是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一篇科普作品，自读课文，

篇幅较长，学生阅读起来比较困难。陈沙老师引导学生采取阅读旁批及课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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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圈点勾画、摘录关键语句、品味语言、自主批注与质疑等多种方法来进行

学习。整堂课主要通过四个“读”来展开：1、默读，述“趣事趣物”；2、跳

读，议“趣人趣行”；赏读，品“趣言趣语”；悟读，谈“趣思趣理”。四个

“读”环环相扣，深入浅出，很好地引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陈沙老师授课截图 

     11时，大家又听取了石桥镇马溪中学潘成贵老师作的《初中语文自读课文

的解析》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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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读课文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在语文教材里几乎与精读课文平分秋色。

由于自读课文的特殊性，有不少教师对自读课文把控不好，难以真正达成课程

的教学意图。为此，潘成贵老师对整个初中语文教材里的自读课文做了全面系

统的解析。他就自读课文的篇目、文本特点、编写意图、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

一剖析，从而让大家对自读课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潘成贵老师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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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活动虽然是线上活动，但是工作室全体成员自始至终都积极认真

地参与到活动中，认真观摩，认真听课，认真记录，并积极参与讨论，整个活

动取得圆满成果，收到了较好的研修学习效果。 

   

  

  

老师们自始至终认真参加本次研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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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自始至终认真参加本次研修活动并积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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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罗志平名师三人行工作室与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2021 年 11 月 23 日） 

《动物笑谈》教学设计 

云龙镇茅坝学校  陈沙 

【教材分析】 

《动物笑谈》是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一篇科普作品，作者从一个动物学家的角度，以

诙谐幽默的语言，细腻传神的描写，记述自己观察动物习性和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文章不仅表现

出作者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科学精神，还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平等共处的心境、人对动物

的尊重和热爱。本文是自读课文，篇幅较长，要引导学生采取阅读旁批及课后提示、圈点勾画、摘

录关键语句、品味语言、自主批注与质疑等多种方法来进行学习。 

【教学目标】 

1.运用默读法，圈点勾画，摘录关键语句，把握文章内容。 

2.品味幽默风趣的语言，自主批注，感受文章的幽默效果。 

3.体会作者对动物、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科学精神。 

【预习提示】 

1.日积月累 

（1）我搜集的资料（课文和作者） 

（2）我积累的字词（字音和字形） 

2.边读边悟 

（1）如何理解课文题目？文中与题目中“笑”相照应的内容有哪些？找出并概括。 

（2）选择你最感兴趣或者你认为最好笑的文段（句），朗读赏析并参照阅读提示做好批注。 

（3）你如何评价作者那些看似古怪的行为？ 

（4）读完全文，我的阅读感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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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贵有疑 

预习中，我遇到的困惑是：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师先板书题目“动物笑谈”，学生齐读） 

师：同学们，黑板上的这四个字，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交流的一篇课文的题目。那么当你看

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字能让你产生急切阅读本文内容的冲动呢？ 

预设：生各抒己见，意见集中于“笑”字。 

师：一个“笑”字，引起了同学们的遐想和疑问，本文到底什么可“笑”呢？又为何而“笑”

呢？一个“笑”字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呢？下面，我们就跟随康拉德•劳伦兹走进《动物笑谈》，

去文中寻找答案。 

二、明确任务（PPT展示） 

1.了解作者与动物相处的趣事。 

2.品味生动幽默的语言。 

3.理解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三、学习过程 

活动一：默读，述“趣事趣物” 

（一）师：作为一位科学家，劳伦兹在本文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请同学们大声齐读， 

（生齐读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这句话中哪些词语能和本文的题目照应起来呢？ 

预设：生答“趣事”或“逗笑” 

师：那么本文都写了哪些“逗笑”的“趣事”呢？请同学们快速默读课文，找出相关内容，看

哪些同学找得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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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出示问题：本文写了哪些和动物有关的“逗笑”的“趣事”？快速默读课文，提取关键信

息，简述“趣事”。 

（默读要求：不出声、不动唇、不指读、不回读，一气呵成读完全文。） 

（二）全班交流：学生举手，简述逗笑事件的内容。  

（三）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PPT总结展示： 

 1.“我”做有关小水鸭的实验，时刻不停又蹲又爬又叫扮母凫带小凫。 

 2.“我”在公众场合为唤回可可（黄冠大鹦鹉），模仿鹦鹉鸣叫，发出杀猪时的嚎叫来。 

3.可可恶作剧把咬下“我”父亲衣服的扣子。 

4.可可把“我”母亲的毛线缠到树上。 

（四）师小结过渡: 刚才同学们叙述的这些事确实好笑，但是，我们再回到第一句话上来，在这句

话里有个关联词语“不是……而是……”，这就表明作者不是讲动物的“趣事”，而是把逗笑的主

角锁定在了“观察者自己”，也就是作者本人。那么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继续探究。 

活动二：跳读，议“趣人趣行” 

（一）说说你所了解的资料里的康拉德•劳伦兹。 

学生交流课前查阅的有关劳伦兹的资料。 

（二）师：劳伦兹与他所饲养的动物之间，常常超出观察与被观察、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而成为

朋友甚至“父子”“母子”关系。对于这样的劳伦兹，外行人是如何评价的呢？请用文中词语回答： 

预设：生答“怪诞不经”、“疯子”。 

师：外行人为什么会给身为科学家的劳伦兹这样的评价呢？你能从文中找到依据吗？ 

（三）PPT出示：跳读课文，用“     ”标出文中体现“我”行为怪诞的语句，结合文中旁批 2、3、

4、5、6、8、9等问题提示做批注，可以是对语句的理解，也可以是疑问，以备交流。 

班内交流，重点（3）、（4） 



         共建共享，达己成人，做有灵魂、有温度、有诗意的语文人! 

 16 / 48 
 

预设: 

(1)等我一旦站起来试着带它们走，它们就不动了；它们的小眼睛焦急的向四周探索，却不会朝

上方看，没有多久，就像被弃的小鸭子一般，发出细细的尖叫，哭起来来了。因此，为了要它们跟

着我，我不得不蹲着走，这自然颇不舒服。 

批注：作者为了“探求真理”，不惜放下人类“高贵身段”，与动物们打成一片。 

（2）那个星期天，当我带着那群小鸭子在我们园里青青的草上又蹲又爬又叫地走着，而心中正

为它们的服从而暗自得意的时候，猛一抬头，却看见园子的栏杆边排着一排人，他们全都脸色煞白。 

批注：“我”的怪诞行为和暗自得意的心理与游人不解的神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读来令人忍俊

不禁。这略带夸张的描写观光客被吓呆的表现，也从侧面衬托了作者研究方法的怪诞和实验时忘我

的精神。 

(3)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有着一大把胡子的大男人，屈着膝，弯着腰，低着头在草地上爬着，一

边不时回头偷看，一边大声地学着鸭子的叫声──至于那些小鸭子，那些叫人一看就明白原委的小

鸭子，却完全不露痕迹地藏在深深的草里，你叫那些观光客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批注：“屈”、“弯”、“低”、“爬”等动词，写出了作者一系列艰辛的动作，表现了作者

对动物宽厚而仁慈的爱。 

引导点拨：让学生圈出动词并齐读本句，然后师出示去掉动词的语句，让学生对比表达效果的

不同，体会作者进行科学实验的艰辛 

（PPT）改句：“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有着一大把胡子的大男人，在草地上爬着，不时回头看……” 

（4）不过我到底还是叫了。我四周的人一个个都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 

批注：通过周围人吃惊的表现侧面写出了我当时的叫声奇特无比。 

引导点拨：此处让学生揣摩我和周围人的心理，并以周围人的口吻说几句话。 

例 1：“啊！这个人怎么啦！他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天哪！愿上帝保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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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上帝啊，这个人疯了吗？还是离他远点吧！” 

（四）在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PPT出示 

师：作者的行为在外行人眼里确实是可笑怪诞，难以理解，那你怎么看待呢？ 

预设：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动物的行为，他放下人类高贵的身段，不顾尊严与动物打成一片，把

动物当成亲人，与动物行为一致，才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这里的“逗笑”、“怪诞”是为了专注于

科学研究，这里的“疯”是作者对科学的热爱，是忘我的献身精神。 

（五）小结：作者专注于动物行为研究，为了“探求真理”，不惜放下人类的“高贵身段”，他的

行为令常人所不能理解，反而视为怪诞或发疯。由此看来，科学工作者不但要承受科学研究的艰苦

劳动，还要能忍受人们的误解，而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除了才华和梦想，还有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与

忘我的献身精神。 

活动三：赏读，品“趣言趣语” 

（一）PPT出示:细读文中描写小鸭子和黄冠大鹦鹉“可可”的语段，标出你认为最精彩的细节，小

组内交流赏析 

自读指导：1.组内分工要明确，要求朗读者 1位，赏析者 2位，分别从两个不同角度赏析，评

价者 1位。  

2.赏析者可从描写方法、用词、修辞、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等角度赏析。  

四人小组交流赏析，师巡回了解指导小组学习情况。 

以小组为单位班内交流，按组内分工各自交流自己的任务。（重点引导 2、6） 

预设： 

（1）果然，这一次这些小鸭子一点也不怕我，它们信任地望着我，挤成一堆，听任我用叫声把

它们带走。 

批注 1：（修辞角度）运用拟人的修辞，赋予小鸭子以人的灵性，写出了它们可爱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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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2：（用词角度）“信任地望着”、“听任”两个词写出了小鸭子对我的信任，表现我和

小鸭子之间关系的亲密。 

(2)要是这时我不继续叫唤，它们就要尖声地哭了。好像只要我不出声，它们就以为我死了，

或者以为我不再爱它们了。这真实值得大哭特哭的理由呢！ 

批注 1：（修辞角度）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来写小凫，以人的心理来揣测小凫的行为，充满了人

情味，在调侃的话语中表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特点。 

批注 2：（心理描写的角度）除赏析外，让学生用小鸭子的口吻表达当时的心理活动。 

（3）它总是一口咬住露在外面的活线头，很快地飞到空中，把一整团线都打开来，就像一个纸

风筝拖着一条极长的尾巴。 

批注 1：（修辞角度）该句运用了比喻的修辞，作者把“可可”咬住线头飞到空中的样子比作

“纸风筝拖着一条极长的尾巴”，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可可”把一整团线都打开后的情景，写出了

调皮的可可动作轻盈敏捷。 

批注 2：细节描写的角度。 

（4）我跑到犯罪现场一看，果然，可可不但把这位老教授身上的扣子全咬下来了，而且还整整

齐齐地排在地上：袖子上的扣子做一堆，背心上的做一堆；另外，一丝不错地，裤子上的扣子也排

做一堆。 

批注 1：（用词的角度）“咬”、“整整齐齐”、“排”、“一丝不错”从侧面写出了“可可”

的调皮、淘气和聪明。 

批注 2：细节描写的角度赏析。 

(5)可可伸开了翅膀迟疑一会儿，然后敛翼俯冲而下，只一下就停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 

批注：“伸开”、“敛翼俯冲”、“只一下”、“停”等词写出了可可看到“我”以后的义无

反顾，表现了可可对我的依赖依恋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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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蹒跚地走过来，两手紧紧地围在腰际。 

从侧面描写的角度赏析，然后让学生模仿父亲的动作和语言，体会幽默的效果。 

（二） 师：本文是科学小品，描写细致生动，语言诙谐有趣。 

PPT 出示： 

科学小品文也称知识小品文或文艺性说明文。它用小品文的笔调，即借助某些文学写作手法，

将科学内容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经常运用一些说明方法，比如列数字，下定义，打比方，举例

子，作比较等方法。科学小品文一般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语言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很受广

大读者的喜爱。 

师：我们知道劳伦兹是奥地利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科普作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获得者。英国

著名的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在评价他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PPT展示）可见他的语言魅力是与

他卓越的科学成就相提并论的。 

“他不仅像法布尔那样，用别具一格、魅力十足的语言提供了大量新事实和新发现，而且还

在动物思维与行为的基础原则和理论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朱利安.赫胥黎 

活动四：悟读，谈“趣思趣理” 

（一）PPT出示：本文读来让人忍俊不禁，透过这些“笑”的背后，你能想到什么呢？ 

自读指导 1：可以结合课文的两处旁批，联想作者的生活情境，合作研讨。 

旁批 7：可可被“我”收养后有什么变化呢？你从这些变化中读出了什么？  

旁批 10：写鹦鹉的调皮，仿佛是在写一个孩子，分明带有感情。 

自读指导 2：结合文本内容，联系实际生活，从多角度表达阅读的感受。 

预设： 

1.“笑”的背后是作者对动物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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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笑”的背后是对动物的尊重，把它们视为平等的朋友。（结合旁批 7：可可开始时不敢随

意行动，坐在树枝上想飞却又不敢飞；后来变得活泼而神采奕奕起来，并且对我恋恋不舍。这是因

为“我”对动物的尊重与爱，把它们视为平等的朋友，使它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笑”的背后告诉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儿女，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在地球上安

定生活的权利，敬畏自然是人类正确的生存态度，与动物友好相处是地球宜居环境存在的保证。 

    3.“笑”的背后告诉我们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方式：亲近动物，才能取得动物的信任；了解动物

的习性，才能和动物和谐相处；用充满童趣的眼光去看待动物，才会发现动物的可爱。 

    4.“笑”的背后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的义务。 

5.“笑”的背后是为了“探求真理”，专注的科学态度和忘我的科研精神。 

6.“笑”的背后启示我们要养成善于观察的习惯，只有仔细观察，积极思考，才能认识我们周

围的世界，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头脑。 

（二）教师小结：PPT出示劳伦兹的一段话： 

“你必须和活生生的动物建立亲密关系……如果你对动物没有爱心，不能把动物视为人类的

近亲，就别想与动物建立互信的关系，就别想在研究方面有什么重大收获。” 

师：本文选自《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是劳伦兹的第一部通俗科学著作，脍炙人口，风行全球

已经近半个世纪。传说很久以前所罗门王拥有一个神奇的戒指，只要他一戴上这个戒指，就能够听

懂世间鸟兽虫鱼的语言。但是劳伦兹凭着对自然生灵的敬意和同情，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他

和周围的动物们像人与人一样生活在一起，真正融入他们的种群，甚至不惜为他的野生动物朋友作

出巨大的牺牲，所以才能完全无需借助所罗门王的魔戒，便能与动物心灵相通，倾听它们诉说“至

美至真的故事”。 

四、拓展延伸 

师：万物皆有灵，世界因爱而和谐。我们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就怎样回报我们。（PPT播放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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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生活中，你和小动物之间有哪些有趣的事呢？请分享给大家。 

班级交流。 

五、课堂总结 

这篇课文用幽默风趣的文字，讲述了有关动物的趣事、笑话，表现了作者对动物的热爱以及崇

高的科学精神。在环境破坏，物种面临灭绝的今天，劳伦兹用行动告诉我们善待生命，就是善待人

类自己。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动物笑谈之趣，不妨去读一读劳伦兹的《所罗门王的指环》。（PPT

出示书的图片） 

 

 

 

 

 

附：板书设计       

17.动物笑谈 

                

 

尊重 信任 敬畏 

                  人——————自然 

和谐 平衡 共处 

善待生命   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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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罗志平名师三人行工作室与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2021 年 11 月 23 日） 

 
《孤独之旅》教学设计 

泸县一中  杨琴 

 

一、情境导入，走进孤独 

孤独是什么？孤独是生了一大堆儿女，到老了却没有一个留在身边；爸爸妈妈不在

身边的时候，即使有再多好吃的东西，我都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天堂”虽好，是城

里人的，而不是我们的。城市没有我的家，我是孤独的“外地人”。今天，让我们走进

《孤独之旅》，和杜小康一起感受他的孤独。 

我们先检测一下同学们的课前预习情况。 

 

二、初读课文，触碰孤独 

请同学们翻开书 83 页，谁告诉我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生齐读第一段） 

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随父亲放鸭。 

注意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杜小康的打击之大，以及杜小

康的无助与无奈。而在这之前，杜小康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有没有同学来补充一下？ 

（补充介绍杜小康的情况） 

 

三、跳读课文，感受孤独 

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曹文轩 

 

带着无助与无奈，杜小康与父亲走上了放鸭之路。在放鸭的过程中，杜小康经历了

怎样的思想变化呢？请同学们结合旁批，浏览课文，圈出体现杜小康心理活动的词句。

（结合旁批③④⑥⑧⑩○11加以体会） 

课件出示： 

（1）行程最初：拒绝去放鸭 

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 

（2）途中：茫然 

现在，占据他心灵的全部是前方：还要走多远？前方是什么样子？前方是未知的。

（旁批④） 

（3）到达放鸭地点：恐惧、胆怯 

他害怕了……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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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鸭初期：寂寞、孤独、想家 

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孤独。（旁批⑥） 

杜小康开始想家，并且日甚一日地变得迫切，直到夜里做梦看到母亲，哇哇大哭起

来…… 

（5）放鸭中期：仍然寂寞，逐渐习惯 

后来，父子俩都在心里清楚了这一点：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避孤独了……，就不会

再忽然地恐慌起来。 

（6）经历暴风雨：坚定、勇敢 

杜小康摇摇头：“还是分头去找吧。”说完，就又走了。（旁批） 

他哭了起来，但并不是悲哀。（旁批） 

望着异乡的天空……但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突然地长大了，坚强了。（旁批） 

（7）八月的一天早晨 

他惊喜地跑过去捡起，然后朝窝棚大叫：“蛋！爸！鸭蛋！鸭下蛋了！”（旁批） 

2.概括心路历程 

试结合旁批的梳理，概括杜小康的心路成长之旅。 

 

逃避→茫然恐惧→害怕胆怯→孤独、单调→不再忽然地恐慌→坦然面对→长大、坚强→

惊喜 

你认为杜小康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尝试品味下面几个句子。 

1.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 

2.我要回家…… 

3.还是分头去找吧。（还是分头去找？还是分头去找！） 

4.蛋！爸！鸭蛋！鸭下蛋了！       

  用“从            （哪句话）中，我看到了一个            的杜小康”这样

的句式来说说你眼中的杜小康。 

赏析人物语言要注意： 

1.联系相关内容，如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样的状况下说这些话的； 

2.言为心声，注意体会说话人的心情、心理，也就是不能孤零零地只看这句话，一

定要关注说话的背景。 

他是一个不怕困难，在困境中成长，越来越坚强的孩子。 

他是一个能理解父母苦衷，能为家庭分忧的孩子。 

他是一个念念不忘求学上进，热爱生活的孩子。 

 

四、美读课文，渲染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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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风景，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释的。要告诉孩子，风景描写是写作

的基本训练。——曹文轩 

杜小康的成长，离不开一些事物，你们能找出来吗？文中的自然环境描写极具诗意，

为人物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这些环境描写对表现杜小康的成长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请结合旁批⑤⑥⑨加以体会。 

 

（1）旁批⑤：这里的描写体现出怎样的情味？ 

课件出示： 

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它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

者了。它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恐自己与这条唯一能使它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

开。它们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它们会将头从翅膀

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放回翅膀里。 

预设：鸭子们“乖巧”“无家的漂游者”“团团围住”“插在翅膀里”“绝不让主

人操心”等，运用亲昵的口吻，拟人的手法，将鸭子与人之间那种情感互通的亲密关系

表达出来。一切景语皆情语，人物的“心语”会自然而然呈现。鸭子的恐惧衬托了主人

公的恐慌；鸭子们“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更是主人公心理的写照。 

（2）旁批⑥：想象一下这幅画面，体会杜小康此时的心情。 

课件出示： 

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

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他望着父亲，

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 

预设：无边无际的芦荡如“浪潮”“万重大山”，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

把作者对客观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表达出来，语言委婉流畅，充满诗意和美妙的感

受。同时渲染了沉重压抑的氛围，烘托出主人公内心的恐惧和害怕。 

（3）旁批⑨：这里的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 

课件出示： 

一大早，天就阴沉下来。天黑，河水也黑，芦苇荡成了一片黑海。杜小康甚至觉得

风也是黑的。临近中午时，雷声已如万辆战车从天边滚过来，不一会儿，暴风雨就歇斯

底里地开始了，顿时，天昏地暗，仿佛世界已到了末日。四下里，一片呼呼的风声和千

万枝芦苇被风折断的咔嚓声。 

预设：这些句子整齐中见变化，语言急促中有舒缓，整散结合，使文章语势激荡而

又意味绵长，富有节奏感。可怕的暴风雨让本来孤独恐惧的主人公更加陷入恐慌之中，

但也正是有了这暴风雨，让杜小康真正成长起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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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结：小说的自然环境描写诗意流淌，突出“孤独”的意境，为人物成长提供

一个广阔的背景。鸭群、芦荡、暴风雨展现了杜小康的成长环境，也见证了杜小康的成

长。通过反复美读、赏悟，让学生体味景物的诗意化描写，营造一种诗意葱茏、生动新

鲜的自然境界和情绪氛围的自然和谐之美。 

 

“鸭群”：是杜小康成长的借助。 

“芦荡”：见证了人物心理变化的过程。 

“暴风雨”：给了他一个成长的机会和舞台。 

 

课文详写了孤独之旅中的那场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对“我”有什么影响？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因为这场风雨中杜小康战胜了孤独，战胜了恐惧，战胜

了恶劣的环境表现了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力量、意志和责任感，长大了，坚强了。 

 

悟读课文，走出孤独 

有些孤独，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

与这些孤独结伴而行。——曹文轩 

思考：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杜小康走出孤独，走向成熟了呢？ 

旁批：暖色的结尾，充满希望。 

课件出示： 

他惊喜地跑过去捡起，然后朝窝棚大叫：“蛋！爸！鸭蛋！鸭下蛋了！” 

杜雍和从儿子手中接过还有点儿温热的蛋，嘴里不住地说：“下蛋了，下蛋了……” 

预设：风雨过后是彩虹，孤独痛苦是成长的催化剂。暗示主人公走向成熟。这叫喊

声里满是成长的自豪和骄傲。 

 

于是，这个昔日油麻地小学的骄子，能坦然地，甚至不带一丝卑微地在自己曾经辉

煌过的油麻地小学门口摆起了地摊，让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感慨道：“日后，油麻地最有

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 

结束语：曹文轩说：“少年时，就有一种对待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有可能是一个

强者。”同学们，我们不仅要直面孤独，还要感谢孤独，它让我们变得理性、成熟。让

我们在歌声中结束这节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后，送给大家几句话，我们

齐读一遍。） 

五、延伸阅读，感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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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子》是中国当代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它以九章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以一座建在“草房子”里

的小学为背景，描绘了桑桑、杜小康、秃鹤、纸月、细马等几个少男少女读书、生活、成长的历程，既弥漫着艰辛

与苦痛，又闪烁着奇妙迷人的人性光芒。课外请继续阅读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其他章节。 

 

 

主题：本文通过讲述一个名叫杜小康的孩子在陌生芦荡里孤独地放鸭而逐渐成长起

来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在孤独中磨练自己，在逆境中锻炼自己，才会长大、成熟、

坚强。 

老师想送给同学们几句话：教师寄语： 

成功的路上注定孤独，倘若不孤独，成功也就没有意义了。 

跑得越靠前，同行的便越稀少。所以，成功者往往是孤独的，不是他们不需要同伴，

而是因为我们掉队了，他们却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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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罗志平名师三人行工作室与梅艳名师才思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2021 年 11 月 23 日） 

《初中语文自读课文的解析》讲稿 

石桥镇马溪中学  潘成贵 

 

根据进修校要求，罗志平名师三人行工作室需要进行有关自读课文教学的课题研究。为此，我

们工作室开启了《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现状与推进策略研究》的课题研究。下面，我将结合进修

校教材培训有关内容，《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现状与推进策略研究》开题报告，以及有关渠道和

个人思考，从统编本的不同课型、自读课教学现状、“导”与“学” 、助读系统、流程设计、与群

文阅读结合六方面，与大家交流。 

一、关于统编本的 “不同课型”  

1.新版部编教材包括单元课文、名著导读、课外古诗词诵读三大部分。其中单元课文包括教读

课文、自读课文。构建了一个从“教读课文”到“自读课文”再到“课外阅读”的“三位一体”的

阅读体系 ，并在这方面凸显特色，以更好地贯彻课程标准提出的“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

本的书”的倡议。 

2. “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设计，目的在于改变以下三种状况：  

（1）读的主体：强调由教师引导到由学生自主阅读的转变，改变现在普遍存在的精读、略读不

分，几乎全都讲成精读课的状况；  

（2）读的方式：强调由单篇文章阅读到更多同类文章或整部作品阅读的拓展，改变过于强调单

篇阅读的状况，更好地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倡导“1+X”阅读；  

（3）读的数量：强调由课内向课外的延伸，改变现在普遍读书太少的状况。 

3.教材编写正如钱梦龙之“三主四式” ： 

  三主：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  

  四式：教读式、自读式、训练（练习）式、复读式。 

二、自读课的教学现状  

  自读课文尤其是现当代自读课文的教学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将自读等同于教读，细致讲解；

二是将自读等同于学生自己阅读或课外阅读，放任自流，缺少教师的引导。王礼平认为自读课文的

教学现状一是把自读课文与教读课文等同，二是认为自读完全是学生自己的阅读，教师对自读课文

没有指导。洪雄在这两种教学倾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三种倾向：将自读等同于略读。 

 

 
三、自读课的“导”与“学”  

1、自读课文仍然要体现教师的“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合理引导学生用好单元说明、批注、阅读提示等助读系统，把握学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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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意识引导学生选择合理的阅读方法和策略，引导学生构建自主阅读基本方法。  

（3）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自读课文仍然要体现学生的“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自读课以学生的自我阅读和感悟为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动者，他们需要在阅读中主动去

探求阅读知识，同时，通过不断的自我阅读，去检验已有的阅读知识，积累阅读经验。 

（2）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必要条件就是独立阅读的时间和空间。要敢于放手，充分放手，

把课堂真正交给学生。 

3、现代文自读课文评价也要从教师的“导”和学生的“学”进行评价。 

 

四、自读课的助读系统  

增加了“旁批”和“阅读提示”，不再设置课后练习。 

体现了课标要求的独立阅读、自主阅读理念，并将教读课文中学到的阅读方法应用于自主阅读

实践。 

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指导方式。 

五、自读课的流程设计  

1、确定学习内容： 结合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文内容（自读提示、旁批）确定。  

2、确立学习问题：要让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探讨，不能越俎代庖。 

3、交流学习成果： 学生交流体会，教师适时点拨。 

以《土地的誓言》为例，参考自读课文流程设计。（详见讲座课件） 

1.以主问题推动学生的自主阅读（《土地的誓言》） 

问题设置：（1）作者发出了什么誓言？（2）作者为什么发出这样的誓言。 

学法要求：（1）圈点、勾画、批注精彩句子 。（2）说读土地：这是        土地。 

2.深入文本言语内容或形式的内核，将阅读问题进行结构化梳理，推动学的自读。 

文章中反复多次出现的关键词“回去”（“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召唤我回去”——“使我不得

不回去”——“我应该回去”——“我必须回去”——“我要回到她的身边”）暗含了怎样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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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密码”，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宣泄脉络？ 

3.有意识地引导选择恰当的阅读方法和策略。 

引导分男女角色朗读描写土地的的句子。 

4.如何利用旁批实现真正的学生自读？  

弄清功用，辅助自读。 自读课文旁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内容、点拨结构、品味语言等。 

 ——内容理解：“‘那对眼睛’所展现的情感世界是如此丰富。”“好好琢磨一下这句‘心里

话’”  

 ——结构点拨： “开篇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引导读者聚焦于这副脸庞。”“写来访者的

心理落差，其实是在为后文蓄势。”  

 ——语言品析：“为何用‘低矮的陋屋’来比喻外貌？文中还有一些新奇的比喻，阅读时注意

体会其特别的效果。” 

六、自读课与群文阅读结合  

教读课文、自读课文、课外阅读三者构成了“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如果结合群文阅读教学，

就可以打通课内外阅读。用课内阅读知识、方法指导课外自读，用课外自读强化阅读方法与知识。

这样，就能够教会学生正确阅读方法，同时又能扩大阅读面。 

比如：九年级上册语文第六代单元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单元组，教师就可以在教读《范进中举》，

对小说阅读人物塑造方法指导教学基础上，引导学生群文阅读九年级上册“1+X”群文阅读读本《借

东风》、《宋江执着受招安》、《严监生疾终正寝》、《明湖居听书》。在文本使用上，主要采用

比较阅读的方式，再对文本内容加以梳理整合，引导学生勾画出几位人物的经典个性符号，了解衬

托手法的妙处。更重要的是 “求同寻异”，引导学生比较不同文章在人物个性展现上所用的不同方式。

（教学实例详见讲座课件）。 

 

 

                                                       

                                                         202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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