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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策

情境化学习，让语文学习更入情
教学背景

《烛之武退秦师》一文选自高中语

文统编教材必修下第一单元，是先秦

诸子散文内容学习。学习本单元，一

是体会议事说理的技巧，二是深刻体

悟前人的智慧，增强文化自信。

当下语文学习中，“情境化”是近

年来高考寻求改革的突破点，也是当下

课堂教学中的热词。“创设真实情境，让

学习真正发生”“创设真实情境，成就精

彩课堂”“创设真实情境，触动生命体

验”成为教师教学设计孜孜以求的目

标。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巧妙负载课

堂学习目标，对学生具有较好的激发与

唤醒效果，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意识，从而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达成学习目标。

基于以上学习背景，在教授本课

时，我尝试进行整体化的情境设计，

并将问题巧妙融入情境的不同环节，

激发学生学习探讨问题的兴趣，完成

课堂教学。

课堂实录

师：同学们，仁智班同学在预习完

《烛之武退秦师》之后，对这则历史故事

非常感兴趣，“穿越春秋”学创小组同学

也在课外时间展开了热烈讨论。下面

是他们讨论的文字稿，不妨也让我们参

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吧！

投影展示讨论一：

小组成员1：晋、秦两国联起手来

搞事情，欺负一个小小的郑国，就像两

只狮子欺负一只小绵羊，不讲武德。

小组成员2：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

的恨吧？晋国打郑国，也是有理由的。

教师提出问题一：根据课文内

容，大家认为文中所说理由充足吗？

要点点拨：此处教师可以适当补

充背景，在春秋争霸的时代背景下，

出兵攻打他国的真实目的。

投影展示讨论二：

小组成员 3：这就是借口！晋国

就是想灭了郑国，通过蚕食小国不断

扩大自己的疆土。

小组成员4：看地图，我不明白的

是，秦国距离郑国很遥远，中间还隔

着晋国，为什么要出兵打郑国呢？再

说，晋国自己打不了郑国吗？干吗还

要拉上秦国？

教师提出问题二：大家能帮他解

答这个疑惑吗？

要点点拨：晋国拉上秦国，有占领

道德高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考

虑，现代社会中某些霸权国家的做法

与之相似；秦国愿意出兵帮助晋国，既

有“秦晋之好”的姻亲关系，也有秦穆

公向中原诸侯炫耀实力的私心。

投影展示讨论三：

小组成员5：真是人帅话不多，我

觉得推荐烛之武的佚之狐很不简单，

很有远见。

小组成员 6：我不同意。佚之狐

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国家有难他不

敢承担，却让烛之武去，大大地狡猾。

小组成员 7：烛之武、佚之狐，他

们的名字很奇怪啊！

问题设计三：文中佚之狐话语并

不多，大家如何评价佚之狐？

要点点拨：教师引导学生细品佚

之狐的话，从“使烛之武见秦君”“师

必退”两处细节，可以品出佚之狐对

烛之武非常了解、信任，同时也非常

有远见，他洞察到秦穆公与晋文公之

间是可以离间的。此处还可以补充

古人名字特点，增添学习乐趣。

投影展示讨论四：

小组成员8：烛之武一出场就满腹

牢骚，我觉得他很不情愿。于是郑文公

就以“好自为之”的态度威胁他。“许之”

是不是烛之武害怕郑文公才去的？

小组成员 9：烛之武虚度人生不

是他的错，有点牢骚很正常。但他还

是非常识大体的，放弃私怨护卫国

家，我不认为他是害怕才去的。

小组成员10：他夜缒而出独自一

人见秦伯，淡定冷静从容勇敢，我给

他点个赞！

小组成员 11：我也给他点个赞！

我想写一首诗赞美他。

问题设计四：课后作业——学完

本课后，请根据你对烛之武的认识，

为他写一首现代诗，诗行不拘长短，

表达对他的赞颂之情。

投影展示讨论五：

小组成员 12：一场迫在眉睫、血

雨腥风的灭国团战，队形都摆好了，

烛之武却凭一己之力在云淡风轻中

消于无形，我真是深刻领悟到古人

“烛之武一言，贤于十万师”的评价

了。他是所有外交家学习的楷模！

小组成员13：哈哈，你将来不是想

考外交学院吗？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烛

之武的说辩艺术，看看他为什么能成

功。然后请你来点评一下，如何？

问题设计五：烛之武游说秦穆公

是本文的核心，他的游说里蕴含着怎样

的智慧，体现了怎样的语言艺术？请大

家各抒己见，参与到讨论中来。

要点点拨：这是本课的核心问

题，教师需要给学生充分分析与讨论

的时间。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小

结。此处需要在主问题基础上设置

支问题，逐层深入地探究文本。

（1）这段说辞，整体上应该用怎

样的语气读？

（2）请给这段文字划分层次，然

后分析其说辩语言的智慧。

①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

②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

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

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君亦无所害。// ③且君尝为晋君赐

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

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

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

之？//④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第一层：坦率示弱——置身事

外，博得好感。

第二层：揭示利害——亡郑厚

晋，存郑利秦。

第三层：以史离间——晋君无

信，无厌阙秦。

第四层：晓之以理——正视现

实，正确抉择。

投影展示讨论六：

小组成员14：我觉得大家说得很

好，对我启发很大。“春秋无义战”，但

他们又忌讳“师出无名”，总得找个借

口，所以武力征伐也无非围绕一个

“利”字，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小组成员15：未来的外交家果然

见解深刻。那我可不可以说，烛之武

就是深刻洞察到了秦晋之好背后也有

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巧妙利用了

这种矛盾，达到了保全郑国的目的？

小组成员16：不过兴师动众来了

一趟，却被秦国放了鸽子，我觉得晋

文公心里肯定很窝火。为了不空手

而回，不丢面子，打一仗也没什么不

可以的。

问题设计六：大家同意宇航的观

点吗？晋文公进行了怎样的选择？

你们觉得晋文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要点点拨：秦晋联盟围郑，秦不

仅撤兵还留下将领保护郑国。联盟

瓦解，再攻打郑国，既失了道义，又得

罪秦国，还大大降低了灭郑的可能

性。晋文公在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无

可奈何又冠冕堂皇地撤兵。

课堂小结：

师：大家的讨论结束了。《左传》

以其高超的辞令艺术，塑造了烛之武

这样一位集_______士、_______士、

_______士于一身的外交家、老人家

的形象。

要点点拨：志士（深明大义）、勇

士（夜入秦营）、辩士（机智善辩）

而同样的历史事件，司马迁的

《史记》里只有寥寥48字，并且连烛之

武的名字都没有出现。

“三十年，穆公助晋文公围郑。

郑使人言穆公曰：‘亡郑厚晋，于晋而

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

也。’穆公乃罢兵归。晋亦归。”

（《史记》）

或许那个时代，在司马迁看来，

这样的事真是再平常不过，烛之武也

就是个跑龙套的。但烛之武真的是

太优秀了，即使跑龙套也跑出了大腕

水准，一战封神——雄辩之神，让我

们永远记住这位机智勇敢的老人。

下课。

课后反思

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实践中常

常重“言”轻“文”，忽视了“文”的深层

挖掘和体悟，也降低了学生学习此类

文章的兴趣。

为了整体创设情境，我努力在

头脑中模拟上课情境，模拟学生自

主学习本课的情境，尽量使情境语

言贴近生活实际和学生实际，让语

言更加活泼、生动，然后将课堂学习

目标合理融入情境设计。在随后的

具体教学实施中，我把小组成员变

成所教仁班、智班两个班级的学生

名字，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情境代入

感。同时，我力求课堂详略相宜，突

出主问题的学习，保证学生有充足

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时间，在思

维碰撞中迸发灵感。

从实际教学效果看，课堂氛围活

跃，熟悉的名字、活泼的语言使学生

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问题的设计也

较好激发了他们的思维，整体情境化

教学设计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 于 坤

好课实录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如何培

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活动情境的

创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苏教

版数学四年级上册《射线、直线和角

的认识》为例，教师通过创设活动情

境，引导学生分析、评价、创造，达到

深度教学，培养高阶思维所必备的能

力，提升学生数学学科的素养。

活动重点：线段、射线、直线三者

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角的定义。

活动难点：射线、角的空间观念

的建立。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复习线段

师：同学们，《西游记》大家看过

吗？孙悟空你们喜欢吗？你们看，他

来了！（课件展示：孙悟空手持金箍棒）

师：谁能说一说金箍棒神奇在

哪里？

生：想变多长就变多长，太神奇了。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从金箍

棒的神奇变化开始。这是一根没有

变长的金箍棒。（课件展示：金箍棒竖

直放草地，不要太长）它在没有变长

之前有2个端点，是直直的线，我们可

以把它看作一条线段。关于线段，你

知道些什么？

生：我们能量出它的长度。（教师

板书：2个有限）

【设计意图：以学生充满神奇的

金箍棒作为情境导入，以信息技术为

支撑，适时将金箍棒转化成直直的

线，水到渠成地引入到已学的“线

段”，做到了趣导、趣引】

二、认识射线和直线

1.身临情境，感知射线。

（1）识一识

师：现在孙悟空喊口令了（声音

配合）长-长-长。（课件演示：金箍棒

一端不动，向另一端延长）这时金箍

棒有几个端点，是一条什么线？

师：要想让金箍棒一直长下去，

怎么办？在数学里，我们可以用无限

长来表述。

师：咱们将刚才金箍棒的变化用

图形表示出来，好吗？（课件：这是表示

金箍棒的一个端点，然后向另一端画，

顿下来，再画，能画完吗？怎么办）我

们就用这么长表示无限长。我们要不

要在这儿画上端点呢？为什么？

师：像这样，只有一个端点，向另

一端无限延长的线，就是我们今天要

认识的新朋友——射线。射线和线段

比起来，有什么不同？（板书：1个无限）

师：当然，射线还可以这么画。（只

要它是一个端点，向另一端无限延长，

就可以了）你也想画一条射线吗？

【设计意图：从金箍棒的一端无限

延长，导入无限长，用图形将变化过程

画下来，让学生在一变一画中真切感

知到射线的特征：一个端点，无限长】

（2）画一画

① 自己画一条射线。

② 同桌互相检查画得对不对。

③ 说说射线有什么特点。

（3）辨一辨

提到画射线，有 2 个小朋友争起

来了，你们听（课件出示卡通，配声

音）你们能说出理由吗？

（小结：射线无限长，不可以比较

长短)

（4）看一看

在生活中看看镭射灯、手电筒

等，它们发出的光线可以看作射线。

2. 结合情境，感知直线。

（1）认一认

师：其实金箍棒还可以这样延

长。（课件：金箍棒横着向两端延长）让

学生闭上眼睛想一想金箍棒向右延长

的样子以及金箍棒向左延长的样子。

师：我们一起来画出金箍棒刚才

变化的图形，好吗？（课件：直线向两

端延长）

这边要不要点上端点？

师：这是我们认识的新朋友——

直线。直线有什么特点呢？同桌交流。

（板书：0个无限）

【设计意图：利用金箍棒向两端

无限延长，同时让学生充分想象其变

化过程，再用图形将变化过程画下

来，让学生在一变一画中真切感知直

线的特征：没有端点，无限长】

（2）说一说

这是一条直线，中间点上一点，我

们看到了两条射线，你能指出端点在

哪吗？我们把其中一条射线移下来。

再点上一点，我们看到了线段，

我们把线段移下来。

射 线 、线 段 和 直 线 有 什 么 关

系呢？

【设计意图：动态演示从一条直

线上移下一条射线、一条线段，学生

明晰记住了三者之间关系：线段、射

线是直线的一部分】

三、认识角

师：刚才我们认识了三种线，从

一点可以画多少条射线？现在，老师

从一点画两条射线，组成了一个新的

图形叫角。对于角，咱们二年级就学

过，你们想自己来研究它吗？

活动要求：

（1）关于角，你已经知道了什么？

（2）阅读下面文字：从一点引出

的两条射线可以组成角。角的各部

分组成。角的符号是∠。

关于角，你还知道了什么？

（3）画角。

想一想：将所画的角的两条边延

长，角的大小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

（课件演示：角的两条边是射线，

可以无限延长）

【设计意图：角是学生已经认知

的图形，在设计时以学生自主探究

为主，角与射线巧妙融合。学生画

角，自知角的大小与两条边长短没

有关系】

四、生活里的射线和直线

月全食、日全食现象中的太阳光。

【设计意图：用所学知识来加深对

月全食、日全食的了解，数学即生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实

验小学）

数学高阶思维的支点数学高阶思维的支点

教学设计

如今，人工智能带来新的阅读革

命，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全球共享，使布

满围墙的阅读教学超越时空，同频共

振，同心共鸣。我与学生漫步云端，一

起感受唐诗宋词的丰腴清婉，品味诸子

百家的飘逸深邃，领略经典名著的源远

流长。通过实践探究，我精准定位三维

阅读的内涵，科学改进三维阅读的路

径，合理建构三维阅读的模式，让师生

在阅读的浸润中增强文化自信。

依托课标，精准定位三维阅读内

涵。三维阅读依托《课程标准》的三维

目标，精准定位文本价值，科学细化教

学目标，合理选择教学方法，从“教书”

向“育人”转变，从“语文教学”走向“语

文教育”。它以语文课程为载体，以课

堂教学为主渠道，以培养语文核心素养

为终极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

展。三维阅读，既指基于《语文课程标

准》三维目标下的阅读，又指以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家长为参与者三位一体

的阅读；既指线上指导与线下实践互相

融合的阅读，又指从“单一个体”走向

“学习共同体”的阅读。它遵循初中生

的阅读需求及身心发展特点，细化教学

目标，整合教育资源，改进阅读路径，形

成阅读序列，由课内向课外延伸，由单

篇向群文转型，由输入到输出转变，由

统一讲解式学习走向人工智能时代的

个性化学习，多维度、立体化提升学生

阅读的品质和效能。

多重对话，科学改进三维阅读路

径。语文教育的本质特点是建构知能

并重的核心内容体系，不断创新语文

教育的评价方式和路径，全面提高学

生的核心素养。三维阅读追求教师、

学生、教材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

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

程。三维阅读兼顾多重角色在阅读过

程中共存并行、交融互进，实现学生言

语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同步成长。例如

阅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我先运用多媒体短视频介绍鲁迅

其人和其文，进行线上阅读指导，然后

借助学生阅读《朝花夕拾》的体验，引

导学生与文本、作者和编者对话，进行

思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实际上是

从______到______的过程？学生通过

多重对话，大多有自己独特的阅读心

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实际上是从

乐园到学园、从独乐到众乐、从天真烂

漫到他人约束、从玩中学到学中玩、从

乐境到苦境、从自然世界到书本世界、

从率真到成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

启发学生：这种地点的变化，实际上是

成长的变化，是知识的吸引，也是人生

的必然。学生通过多重对话和创造性

解读，实现了从课内向课外的发展，从

输入到输出的转变。

深度阅读，合理构建三维阅读模

式。三维阅读打破固定课时、跨越学

科界限、重建课程体系，打破碎片化教

学方式，站在“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

调控阅读的视角和策略。它将主题导

读、单篇精读、群文阅读等多种形态紧

密关联，构成同一主题的不同层次的

阅读。我根据学生的生活体验和阅读

需求，运用资料助读、类文比较、主题

阅读和群文分享等方法，引导学生以

文本为依托习得方法，以类文为载体

理解运用，以主题阅读和群文阅读为

助力进行拓展，构建师生共生共长的

阅读模式。例如学习八年级上册第二

单元人物传记《美丽的颜色》，我先通

过微课教学线上引导学生了解传记内

容真实、事件典型、注重细节描写等特

点；然后线下指导学生阅读玛丽·居里

的《我的信念》《居里夫人自传》等作

品，感受作者的作品风格和人格魅力，

品味生动多样的语言；接着倡导亲子

共读，共同完成阅读记录单；最后全班

分享交流，深度碰撞。

三维阅读构建了“教师引读——学

生自读——家长促读——全班评读”的

阅读模式，学生在“教师荐读——个体阅

读——亲子悦读——分享越读”中，不仅

了解了传记的特点，而且掌握了阅读传

记的方法，对居里夫人有了客观立体的

认识，提升了阅读的深度和思辨性。

在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阅读范式

中，我们期待三维阅读能够在内容上

三维齐全可识，环节上泾渭分明可辨，

对话上主题深度可亲，共同建构一种

自然美好的阅读生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汉江

初级中学）

□ 陈 兵

三维阅读的实践探究
□ 丁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