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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教学目的：
1、独立阅读课文，能讲这个故事。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牛郎

织女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家族统治
的揭露和鞭挞。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每当夜幕低垂，群星闪烁时，我们仰

望天空， 隐约中不难发现一条银色的天
河，瞪大眼睛仔细看看，发现天河两边有
两颗最亮的星星， 这两颗星星就是 "牛
郎星 "和 "织女星 "。民间早就有关于牛
郎和织女的传说。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牛
郎和织女的故事。

二、了解作者资料
1、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呢。
叶圣陶， 又名叶绍钧， 江苏省苏州

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童话集
《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在我国现
代儿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咱们学过他的作品吗。 (《陶罐和
铁罐》《爬山虎的脚》)
�������三、理清文章脉络，理解文意

1、 请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读全文， 试着给课文分
段。

2、学生汇报。
课文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到 "那该多好呢 ")：牛郎的身世，他精

心养牛，和牛建立了亲密关系。
第二部分（“一年一年过去 "到 "这就算安了个家”）：

讲哥嫂只给了牛郎老牛破车便把他赶出家门。
第三部分（“一天晚上‘到’牛郎高兴地回答”）：老牛说

了话，告诉牛郎将有仙女成为他的妻子。
第四部分（“第二天黄昏时候‘到结束）：牛郎巧遇仙女，

二人结为夫妻。
3、再读课文，提出想想解决的问题。
学生甲：牛郎是怎样的孩子
学生乙：牛郎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学生丙：长大后他又是怎样生活的
学生丁：他是怎样和织女走到一起生活的
四、请同学们围绕着自己不理解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

自学
(一)小组内交流。
（二）全班汇报。
1、牛郎是个怎样的孩子，他的童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学生甲：牛郎从小无父无母，与哥嫂一起生活，哥嫂对

他不好，吃的是剩饭，穿的是破衣，住的是牛棚……他生活
条件差，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学生乙：他的童年没有乐趣，哥哥嫂子变本加厉地让
小牛郎天天干活，放牛。这个年龄应该无忧无虑地上学，而
他却天天放牛，他的哥哥嫂子太狠心了。

学生丙：我认为牛郎的生活还是有乐趣的，他的乐趣
就是和牛在一起。但通过 "两个一比较 "，他也乐得跟牛一
块儿出去，一块儿睡。 说明哥嫂待他不好。

学生丁：牛郎的童年是与牛在一起的。 通过他对牛照
看得那样周到，简直就是把它当作人来看待的，说明牛郎
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对牛很好，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天
都让牛吃好的，住好的，过舒服，他不停地干活，说明他是
勤劳的孩子。

2、长大后，他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学生甲：长大后，他在哥嫂家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但

是干活却更多，更重，更累了。
学生乙：哥嫂怕他分遗产，于是不给他分文，把他赶出

了家。 牛郎勇敢地离开了家，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学生丙：牛郎自己的新生活是靠每天辛勤的劳动得来

的，从无到有，我想他一定吃了不少苦。
老师追问：他会受哪些苦呢 (引导学生结合课文进行

想象。 )
�������学生丁：牛郎的生活中仍缺少不了这头牛，是他们共
同的努力劳动，才有了一间茅屋，一块地，才会安了家。

老师追问：从中你懂得了什么 (幸福美好的生活是靠
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
�������3、他是怎样和织女走到一起的？

学生甲：老牛向他透露了织女下凡的消息，引导牛郎
找到了织女。

学生乙：牛郎的高尚品格感动了织女，也是使他们走
到一起的原因。 文中写道“姑娘听他说，听得出了神，又同
情地，又爱惜地，就把自己的情形完全告诉他了。 ”织女听
出了神，同情牛郎悲惨的遭遇，是牛郎勇敢离开家追求新
生活和用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品质打动了织女的心，
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

学生丙： 织女是王母娘娘身边织锦最好的外孙女，王
母娘娘只让她们干活，织女厌倦了这种生活，她勇敢地摆
脱了受压迫的生活，和牛郎走到了一起。

五、你喜欢他们吗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读一读。
六、谈谈学文后的感受。

︽
牛
郎
织
女
︾
教
学
设
计

耒
阳
市
南
阳
中
学
陈
国
平

B1

在高中历史的课堂上，只有老师的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
会变成“满堂灌”。新课程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主导，
开展教学活动”，课堂教学中，师生的互动不能没有“问”这一
环节。 老师通过问来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思维；学生通过
问来反映疑难杂症，得到释疑解答。 但是，问什么，怎么问，如
何对待答的结果，却需要老师仔细揣摩。

一、更新教学观念，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 所以着眼于

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
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 要以学生为本， 改革授课的方
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
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
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
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
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
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 而是结论与形成结
论的过程并重。 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
空间。例如“洋务运动”这一节，新教材有意识地留下了对洋务
运动的评价不写，却通过课后“结合史实，谈谈你对洋务运动
的评价”的练习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第二， 改革师生互动方式， 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
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
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
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
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二、目前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历史情结是重点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

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 这实际上缩短了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
学习的时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

当然，对历史理论的学习，更是必须重视的，其目的正在
于帮助学生“会”学。 不过在基本历史理论的教学中有一点要
注意，那就是要控制好“度”。 高一学生毕竟不是高三学生，他
们的认知水平有限，如果要求过高，理解不了，对学习历史就
怀有畏难情绪，就会“厌”、“怕”。因此，教师要深入细致地分析
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接受能力限度，不能加
重学生学习负担，更不能使他们不堪重负而丧失学习信心、兴
趣。

三、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渗透世界近现代史教学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只作为选修，必会削弱本身

的地位， 因此如何在两难局面上照顾学生对历史在古今中外内
容的学习，是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 虽然，初中阶段这些内容高
一学生都已学过，但对初高中的要求深度、广度不同，中国古代
史学生相对还熟悉点，但世界史内容他们是在初三学的，由于初
三升学压力，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好世界史的内容。 所
以，若在高中阶段学生不接受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就会出现严
重脱节。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利于教育
“三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的要求；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利于学生
系统掌握历史知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
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
分内容又是出题的“热门”内容。 所以，高中生掌握世界史，特别
是世界近现代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高中历史的教学所要求的知识面更广、 问题分析更深刻、
看问题所站的角度更高。考虑高中学生的思维特点，提高高中
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必须创设问题情境。 有些学生爱好历史，
课外书读得多，知识积累丰富，一步就跨到终点。 这些情况都
需要我们综合考虑，面对大多数，因材施教。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探析

科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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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 ”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常常看到这种现象，新授之后教师
问学生：对刚刚讲的知识还有什么问题吗？学生通常都没什么问
题，这里的“问”纯粹是走过场，没任何意义。 我们的课堂提问是
师生互问、生与生互问，让学生在质疑、交流、争辩的过程中主动
获取知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问的勇气、问的方法、
问的能力，以达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

一、缺少氛围，只因学生少了点问的勇气
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有问题才有思考。 陶行知的“六大解

放”告诉我们在教学中，要解放学生的大脑，让他们敢想，解放学
生的嘴巴，让他们敢问。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质疑的兴趣，以
趣生疑。 由疑引发好奇心，由好奇引发需要，因需要而进行积极
思考，进而促使学生不断发现问题。 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努力创
设宽松、愉悦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敢想、敢问，敢于表达自己的真
情实感。 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情感传递给学生亲切、信
任、平等的信息，使学生感到教师是与我们平等相处，一起探索、
研究。 课堂上，教师允许学生有比较自由的坐姿，不强行要求学
生个个正襟危坐，当有疑问或不同见解时，允许学生不必举手就
可站起来发言、插话。因为，情不自禁发表出来的意见，往往是学
生智慧火花的闪现。若因未得到老师的许可而失去发言的机会，
这火花随即熄灭。 当学生回答不出教师提问时，允许他自己请另
外的同学帮他回答。 若学生提出的问题与教学内容相差甚远或
问题提不到要害处，这时教师要先给予积极鼓励，赞扬他敢于提
问的勇气，而后再给予点拨和启发，让他们带着成就感体面地坐
下。

二、缺失情境，学生找不到问的方法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培养学生善于质疑

问难的能力。任何发明创造都是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始
的。对创新学习而言，问题的提出更重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
善于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去探索、猜想、发现，让学生在问题
解决中学习，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本身构成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教师要设计一些探索性和开放性问题，为学生积极思
维创设丰富的问题情境，让每个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得到发展。如
在教学“时、分的认识”时，我在课堂上问：“小朋友们，你们想一
想古时候人们是如何计算时间的？ ”、“如果没有钟表你还会看时
间吗？ ”学生对此问题都争先恐后地互相讨论、提问、质疑。 有的
学生说，可以看太阳知道时间，立刻就有学生反驳说没有太阳时
怎么办？有的学生说可以看滴水，立刻就有学生说如果走路没法
带着。 学生以提的问题越多越好，越与众不同越好，在努力寻找
答案的同时，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
也随之逐步提高。

三、缺乏探索，学生失去问的能力
要使学生善于提问，教师就要为学生做如何提问的示范，

并启发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寻找问题的方法， 特别是在自己

思考后还不明白、 不理解的地方寻找问题， 多问几个“为什
么？ ”课堂上，要给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留给学生充分
思索的时间， 尊重学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答问题。 经常
给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机会， 让学生互相质疑或向教师提
问， 准许学生有疑就问， 就是在教师讲授过程中也允许学生
插话、提问，不怕打乱原来的教学程序。 特别是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具有创新个性的要给予积极的评价， 使学生体验到成功
的快感。

在呼唤创新人才的今天，培养学生问的勇气、问的方法、问
的能力，才能唤起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新欲望，激活学生
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从而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人
才，完成新时代赋予数学课堂教学的使命。

由“问”而想到
邵阳市大祥区城南学校 刘 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