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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9年12月2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好课实录

□ 范彬华

教学背景

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特别开设了《民间故事》板块，目的是

让学生感受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以及

故事中充满浪漫传奇的色彩。本节

课，教师把教学思路放在了让学生了

解什么是民间故事，初步认识民间故

事的概念及民间故事的来源种类，在

此基础上让学生进行思维碰撞，进一

步了解“故事”，为以后编写故事做好

铺垫。

教学实录

•激趣导入，了解民间故事

师：同学们，如果有客人从外地

到我们深圳宝安游玩，你会推荐客人

去哪里走走？

生1：海上田园。

生2：红树林。

生3：羊台山。

师：是的，刚刚同学们推荐的地

方很有代表性，下面我们看看深圳八

景是指哪些？（欣赏图片）其中有一处

就是咱们宝安的风景，名叫“羊台

山”，你们知道羊台山的来历吗？

（学生摇头）。

师：让老师告诉你们吧！（教师讲

故事）同学们，你们知道老师是怎么

知道的吗？

生：别人告诉你的。

师：故事就是不断由上一辈的人

讲给下一辈的人听，通过大家的口耳

相传，就在老百姓中流传开了，这样

的故事我们称作民间故事。（板书：民

间故事）

【设计意图：通过身边的景和物，

让学生走进民间故事，了解民间故事

“口耳相传”“民间流传”的基本特点】

•民间故事赏析及分类

1. 地名的由来。

师：老师带来两个小故事，谁来读

一读？（出示简缩版《西湖》《日月潭》）

（学生读故事）

师：同学们，读完故事有什么

发现？

生1：有趣。

生2：好神奇！

生3：这两个故事都在讲地方名

字是怎么来的。

师（总结）：大家真会读故事！有

一些民间故事就是介绍各个地方的

由来，所以我们外出旅游时，眼睛要

看，耳朵要听，你就会发现处处留心

皆学问。（板书：地名由来）

2. 习俗的由来

师：还记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这首诗吗？

（学生背诵古诗）

师：你们知道重阳节有什么风

俗吗？

生1：喝菊花酒。

生2：插茱萸。

生3：登高。

师：是的，这些都是重阳节的习

俗，关于这些习俗还有一个有趣的故

事。（教师讲《重阳节习俗故事》）

师：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大

家说说看。

生4：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

生5：过年要守岁，给压岁钱。

生6：中秋吃月饼。

师：是的，许多民间故事跟我们的

习俗紧密相关，可以把这类故事归类

为——民俗传统。（板书：民俗传统）

3. 动植物的故事

师：在老师小时候，男孩子都有

一个魔法“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

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

上就开花”，女孩子喜欢嘴里边念着

“ 跳 皮 筋 ，我 第 一 ，马 兰 花 开 二 十

一”。跳着皮筋，同学们发现了什么？

生：都有“马兰花”。

师：是的，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

的故事，请同学们快速阅读《马兰花

的故事》。

（学生快速阅读）

师：这个故事最令你难忘的是

什么？

生1：魔法。

生2：马兰花。

师：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比

如《含羞草》《牵牛花》《布谷鸟》《红眼

睛的兔子》等，我们一起归归类。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板块式教

学，由浅入深，学生进一步了解了民

间故事，并通过教师讲解—故事比

较—学生猜测等方法，师生总结归

纳出民间故事种类，符合学生认知

特点】

•质疑、争辩

师：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故事，

你认为民间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1：是真的，里面有一些地方我

还去旅游过。

生2：我也觉得是真的，里边的人

物是有真实记载的。

生3：我觉得不是真的，故事是想

象的。

师（总结）：有些民间故事完全是

虚构的，有些民间故事的真假还无法考

证，有些民间故事有真实的人物、真实

的地方、真实的事件，是真实的，但真实

的事件也一定会有夸张、虚构的成分。

所以，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不要

对每个故事都信以为真。

师：古人造字是很讲究

的，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字？

（学生摇头）

师：大家看这个字，左边：上边是

绳子，下边是嘴巴。

生：古。

师：古时人类没有文字、没有电

脑，只能靠结绳和嘴巴来传递信息，

绳子加上嘴巴就成了“古”，表示旧

事、陈迹。

生：那古迹就是古代留存下来的

遗迹。

师：是的，真是小哲学家。同学

们再看看右边是一只手拿着木杖敲

打，这个字就是“攴”，表示：驱使、敲

打。“故”字反文旁就是从“攴”字演变

过来的，所以许多反文旁的字都跟驱

使、敲打、进攻动作有关。大家想想

有哪些反文旁的字。

生4：攻、政。

生5：收、敢。

生6：教。

师：“故”就是表示经过敲打后古

事、陈迹还能流传下来是有原因的。刚

刚同学们讨论，民间故事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无法考证真假的，那为什么民间

故事还能流传下来，大家都愿意听呢？

生7：故事让人开心。

生8：故事很有趣。

生9：故事教会我们许多道理。

师：是的。所以，老师送给大家

第二句话——被人重复的故事一定

是好故事。

师：有同学问老师，我们能自己

编故事吗？要编故事还要好好学习

这个“故”字。写好故事要做到两个

“故”：一要有缘故，编一个故事必须

先构思这个故事的缘由，大家想通过

故事表达什么。二要有变故，就是故

事有曲折，要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古人最喜欢一波三折，最终才

能成为好故事。

师：老师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

故事永远是旧的，也是新的。最后，希

望有更多的同学走进民间故事，甚至

能成为一个民间故事大家，老师对你

们有很高的期待。

【设计意图：通过平等的对话空

间，让学生思考、分析，辨别对与错、

是与否；通过问题的设计，激发学生

探索的欲望，培养学生对事物有自己

的看法和理解】

教学反思

教学中，我通过身边的景点羊台

山的故事展开，让学生对民间故事的

特点“口耳相传、民间流传”理解比较

到位；在认知故事来源类型时，学生

刚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比较难理解，

通过几个故事的归类，慢慢学会自己

总结归纳，能够看到故事的题目大致

猜到这个故事的来源或类型，激发学

习兴趣；围绕“民间故事是真是假”

“为什么民间故事能传下来，大家都

愿意听”“我们可以自己编故事吗，怎

么编”几个问题深入探讨，学生的思

维火花被点燃，观点在不断碰撞，对

民间故事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当然，这堂课也有一些不足。比

如教师讲得较多，许多内容必须在教

师引领下层层推进，而故事对于学生

来说是很有趣味性的，许多学生想把

自己觉得有趣的故事讲给老师和同

学听，但限于时间，只能满足有限的

几个学生。

教学中，讲的故事有缩编版的，

也有详细情节，详略穿插其中，就是

希望学生学习后根据不同的需要来

讲故事，可长可短，“按需分配”。但

教学后也在思考，当学生学了一些方

法后，如果能让他们动笔写一写，效

果也许会更好。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宝安区新安

湖小学）

一次偶然，我看了江苏省语文特

级教师高子阳老师的《敌人派》创意

教学后，立刻拿来一试，惊喜多多。

高子阳老师着重发掘了该绘本的“关

键人物”教学法，我在此基础上做了

一些小小的改动，先与孩子们聊“敌

人”和对付“敌人”的方法，然后再读

《敌人派》绘本，总结方法，最后孩子

们畅所欲言。

我先问孩子们：“你们的生活中有

敌人吗？”一听“敌人”这个词，他们几乎

异口同声：“没有！”我继续启发：“我说

的‘敌人’也许是某个你不喜欢的人，也

许是你身上的一个缺点，也许是有人命

令你做，但是你极其讨厌的事……”

学生们的思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有的孩子说：苍蝇是我的敌人，总是

把我没吃完的蛋糕、冰淇淋侵占；有

的孩子说，阿莫西林这种药物是我的

敌人，有一次害得我过敏了；有的孩

子说，姜是我的敌人，妈妈总是逼着

我吃姜；有的孩子说，粗心是我的敌

人，害我得不了高分……

我总结道：你们说得非常好！我发

现你们的敌人有这样几种类型——动

物中有危害我们健康的；坏习惯中有影

响我们学习、生活的；还有被迫吃自己

不爱吃的食物的，你们的敌人真是来自

四面八方。这时，一个孩子补充道：“书

是我的敌人。”我吃了一惊，因为这个孩

子很爱学习，并不讨厌看书。

于是，我问道：“你不爱看书？”她

回答：“以前是很不爱看，现在爱看

了。”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你要讲的

是一个欲扬先抑的故事，是一个与书

‘化敌为友’的故事，对吗？”接着，她

讲述了自己是怎样把书这个“敌人”

变成朋友的经过。原来，其中有一个

重要的人物——她的妈妈。妈妈为

了让她爱上看书，使出十八般计策：

最开始陪着她一起看，后来把她关在

书房里一个人看，看完要讲给妈妈

听。讲得好的话，有奖励——看一小

时电视；没有看进去的话，一周不许

看电视。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她爱上

了看书，爱上的第一本书是杨红樱的

校园小说《淘气包马小跳》，因为她在

马小跳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后

来又爱上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曹文

轩的系列书籍……

这个故事要是拿来写《我和书的故

事》一定很新颖。我赶紧赞扬她：“你的

故事和这个有趣的绘本有相同的地方，

都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让你消灭敌人！”

最精彩的要算小雨讲述的“敌

人”——有两个调皮的同学，总是不

守纪律，不服从班干部的管理，这让

小雨这个值日班长很头疼。不过，这

两个敌人都被她一一给“消灭”了，小

雨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个是调皮大王小周。小雨发

现小周很怕他的舞伴小玲，总是对她言

听计从。而小玲又和小雨一起学钢琴，

关系很好。于是，小雨使用“借力法”，请

小玲帮忙管住小周。这一招果然管用，

有了小玲这个帮手，小周再也不敢故意

捣乱，小雨的值日工作变得轻松了。

第二个调皮大王小丁又是怎么

“降服”的呢？小雨管不了这个故意惹

是生非的小丁，向老师诉苦时，老师告

诉他：你可以抓住他的优点，投其所好

呀！经过观察，小雨发现小丁爱看罗

尔德·达尔的系列书籍，正好她从书店

借来一本，主动先给小丁看，叮嘱道：

“这本书，我看你很喜欢，你先看吧！

看我对你多好，我值日时，不要再为难

我。”小丁也爽快答应了。

听完小雨的故事，我让孩子们思

考，这两个管理调皮同学的故事，有

没有相同之处？孩子们很快得出结

论：都有一个关键人物的帮助，小玲

和老师。我肯定了孩子们的发现，并

推出了绘本《敌人派》，与他们一起阅

读这本书。不用说，孩子们很快发现

了这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爸爸，没

有爸爸，也不可能顺利“消灭敌人”。

接下来，孩子们在作文中都注意描

写了这个“关键人物”，让故事更生动。

不过，再接下来，我想让孩子们百花齐

放写“斗敌计”。那时，也许他们不再需

要一个“关键人物”了，因为他们从这个

“关键人物”身上已学会很多。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麻城市第二

实验小学）

让民间故事“活”起来 绘本故事中的
关键人物

□ 胡 敏

课事

课 堂 需 要 建 设
一 种“ 点 赞 文 化 ”，
因为每一个学生都
需要被悦纳。

刘志永/绘

漫画课堂

11月 27日至 29日，清华附中、西

安高新一中和海南中学名师走进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学，与福田中学教

师一起展课研讨，碰撞思维导学课堂

教学的得失与经验。

在 3天的课堂研讨展示活动中，

来自清华附中、西安高新一中和海南

中学的 10位教师，在思维导学首席专

家、清华附中校长助理房超平的指导

下，进行了充分的思维导学研讨交流。

福田中学语文教师钟利华执教

《大铁椎传》，带领学生在“字里行间，

认识英雄”：魏禧是怎样塑造“大铁

椎”这一形象的，又为何要塑造？串

联起整篇课文，最后引申出侠客文

化，带领学生展开有关“侠义精神”的

大讨论。

入职一年半的化学教师赖誉明

执教《合成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的基

本方法》，她提出三层学习目标：基

础性目标、拓展性目标、挑战性目

标，并从塑胶跑道到宇航服引出高

分子化合物的重要性，继而让学生

根据概念“合成”塑料和橡胶。随后

学习缩合聚合反应，引导学生用苯

二甲酸与乙二醇缩聚制得涤纶，然

后再一起总结规律。

跨学科观课后，物理教师谢凌云

执教《几种常见的磁场》，课堂学习效

果一般，下课后她继续留在教室，观

赖誉明的化学课。谢凌云反思自己

对抽象概念课设计不够，对学生学情

掌握不清，导致课堂学习进程缓慢，

更不敢放手让学生去学，所以课堂生

硬，学生学的枯燥。房超平建议，可

以向赖誉明学习课堂设计，并且让抽

象概念课形象化——设计关于磁场

的动画等，让学生更直观地“看到”物

理现象，从而进入概念中深入思考。

同时，打通前后知识的链接，让学生

更立体地学习磁场。

福田中学地理组教师余海波执

教地理复习课《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通过航海日记、赤道地区的企鹅和阿

塔卡马沙漠的“捕鸟网”3 个典型案

例，引导学生应用地理知识解释社会

现象，并围绕洋流的分布和成因形成

知识图，引领学生整体认识地理知

识，了解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迁移与

应用。课后研课时，针对复习课的目

标设计，福田区兼职教研员刘导提出

建议，理解性、分析性、应用性问题设

计可以更多考虑分层。

接下来，是福田中学的公开课展

示，每节课前有集体备课和教学设计

研讨修改，课后有集中教研，展示思

维导学课堂魅力的同时，也通过研讨

进一步寻求改进提升的可能。跨校

交流的名师也进行了充分准备，带来

了精彩的示范课。

海南中学化学教师罗书昌带来复

习课《物质的量》，在设计这节课时，用

“一道题搞定物质的量”以点带面，系

统整合，将摩尔质量、气体摩尔体积等

化学概念的学习统合在一起，引导学

生学会构建有关物质的量的思维导

图，会推导相关公式，并在此基础上能

够设计活动或自编题目，提升自身能

力。课堂上，罗书昌“带”给大家一瓶

海南牌矿泉水，从而通过有限条件算

出水分子量，一下子将学生带入物质

的量的计算。课前检测了解到不少学

生忘记了溶液浓度计算公式，罗书昌

便带领大家用逆向思维推导公式。一

节课，通过“完成基础导学单”“构建有

关物质的量思维导图”和“完成拓展性

导学单”3项活动，培养学生主动创新、

不断探究的精神。

来自西安高新一中的教师高娜

带领学生赏析姜夔的《扬州慢》。课

上，高娜首先呈现了学生在课前绘制

的《扬州慢》文本结构思维导图，并从

中引导出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等艺术

手法。随后，学生的《扬州慢》课本剧

展演充分展现了词人姜夔在废都旧

墟里的落寞与怆然，高娜借此提出了

“缘景明情”的鉴赏方法，并引导学生

按照学案上的例句仿写解说词。

清华附中教师刘洪亮带来数学

课《直线与椭圆》，通过探究椭圆形成

的条件、研究椭圆与直线的数量关系

和位置关系，层层设置问题，引导学

生思考，激发学生思维。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从自身的

求学和教育经历出发，通过理念情

怀、真抓实干、敢担当创新、追求卓越

等 4个方面，分享自己心目中的好校

长所具备的品质，倡导好理念要通过

真抓实干落到实处。目前，清华附中

推进思维导学正是落实“课堂革命”

的一项探索。

福田中学校长王德久表示，这样

的教研活动，推动学校和教师进一步

确立了教学发展目标，确定了教研理

论方法。学校将进一步落实好理念，

在新的发展阶段办好学校。

跨校教研促进理念落实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学举办思维导学教研活动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