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 雪儿教学设
计(模板8篇)

文明礼仪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表达方式，它能够增强人与人之
间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如何在旅游观光中尊重当地风俗，体
现文明礼仪的形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文明礼仪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学习课文，展开想象，指导朗读，体会我对雪儿的感情。

二、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1、复习第一自然段。

2、过渡：我一个人在家是多么孤单，我多么向往外面那明媚
的春光！这时，爸爸 给我带回来一只鸽子。

3、看图。

可是在爸爸刚带回家的时候它没这么可爱，也没这么漂亮。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读读第二自然段。

（二）精读课文

1、学习第二自然段。

(1) 学生带着疑问读课文，交流。



爸爸带回来一只怎么样的鸽子呀？（看图）

这只鸽子是怎么受伤了？

(2) 如果你看到这只受了伤的鸽子，心里会怎么想？（生答）

“我”和爸爸也是这么想的，那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只可怜
的鸽子的呢？（请大家再读课文，用直线划出我和爸爸怎么
对待鸽子的语句）（相机板书：同情 洗澡 敷药 取名）

(3) 想象：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结合实际生活，展开想
象，练习说话。

(4) 经过我和爸爸的精心治疗，这只鸽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再看图）

它变得雪白雪白的，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 （引
说）。

想象：看到这么美的雪儿，你想说什么？

我也越发喜爱它了，所以我疼爱地对它说－－（出示“我”
说的话，生读）

指导用疼爱的语气读好“我”的话。

(5) 师生接读：从此，我天天和雪儿一起（到阳台上去看蓝
天），去看（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你们能给“飘飘
悠悠”换个词语吗？（自由自在）

想象：看着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我”和雪儿会想些
什么？

指导朗读：我们不仅要读出对雪儿的怜爱，还要读出我和雪
儿对大自然的向往，还希望自己的伤势快点好起来！



(6) 齐读第二自然段。

2、学习第三自然段。

过渡：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和雪儿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
厚。我还从爸爸那儿知道了关于雪儿的其它事情。我到底了
解到了什么，请同学们自由读读下面一个自然段。

(1) 学生自读。

(2) 学生讨论。

雪儿是一只信鸽，它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能飞越千山万水，
忠诚地为人们传递信息，是“蓝天信使”，是人类忠实的朋
友，我们应该真诚地保护它们，真诚地帮助它们。

（出示图片，并相机板书：盼望、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

(3) 指导朗读。

3、指导学习第四、五自然段。

(2) 文中的“我”的心情和我们一样，课文第四自然段哪一
句话写出来了，请找出来。（板书：欢呼）

(3) （出示句子）指导朗读，及时评议。（谁能将高兴的心
情读出来？）

(4) 师范读第3句，学生边听边闭上眼睛想像雪儿在空中是怎
样飞翔的。

雪儿在空中是如何飞的？谁能表演给大家看看？

大家想和雪儿一起飞吗？全班一起边读边表演第四自然段。



(5) 雪儿终于又能飞翔了，它此时的心情怎么样？

雪儿虽然能飞翔了，可它也十分舍不得离开。第五自然段中
哪句话反映了此时雪儿的这种心情？请大家读读第五自然段。
（第一句话）

“雪儿咕咕直叫”，它想对照顾它的小姑娘说些什么呢？

学生练习说话。

指导朗读，小结。

4、学习第六自然段。

引读，并出示句子，理解“快慰”一词。

指导朗读。

（三）总结，并指导背诵

1、学了这篇课文，你觉得文中的小姑娘是个怎样的孩子？

2、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觉得哪一段最感人，你能把它记下来
吗？（学生自由练背, 指名试背。）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二

学习课文，展开想象，指导朗读，体会我对雪儿的感情。

一、谈话导入新课

1、复习第一自然段。

2、过渡：我一个人在家是多么孤单，我多么向往外面那明媚
的春光！这时，爸爸 给我带回来一只鸽子。



3、看图。

可是在爸爸刚带回家的时候它没这么可爱，也没这么漂亮。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读读第二自然段。

二、精读课文

1、学习第二自然段。

(1) 学生带着疑问读课文，交流。

爸爸带回来一只怎么样的鸽子呀？（看图）

这只鸽子是怎么受伤了？

(2) 如果你看到这只受了伤的鸽子，心里会怎么想？（生答）

“我”和爸爸也是这么想的，那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只可怜
的鸽子的呢？（请大家再读课文，用直线划出我和爸爸怎么
对待鸽子的语句）（相机板书：同情 洗澡 敷药 取名）

(3) 想象：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结合实际生活，展开想
象，练习说话。

(4) 经过我和爸爸的精心治疗，这只鸽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再看图）

它变得雪白雪白的，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 （引
说）。

想象：看到这么美的雪儿，你想说什么？

我也越发喜爱它了，所以我疼爱地对它说－－（出示“我”
说的话，生读）



指导用疼爱的语气读好“我”的话。

(5) 师生接读：从此，我天天和雪儿一起（到阳台上去看蓝
天），去看（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你们能给“飘飘
悠悠”换个词语吗？（自由自在）

想象：看着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我”和雪儿会想些
什么？

指导朗读：我们不仅要读出对雪儿的怜爱，还要读出我和雪
儿对大自然的向往，还希望自己的伤势快点好起来！

(6) 齐读第二自然段。

2、学习第三自然段。

过渡：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和雪儿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
厚。我还从爸爸那儿知道了关于雪儿的其它事情。我到底了
解到了什么，请同学们自由读读下面一个自然段。

(1) 学生自读。

(2) 学生讨论。

雪儿是一只信鸽，它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能飞越千山万水，
忠诚地为人们传递信息，是“蓝天信使”，是人类忠实的朋
友，我们应该真诚地保护它们，真诚地帮助它们。

（出示图片，并相机板书：盼望、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

(3) 指导朗读。

3、指导学习第四、五自然段。

(2) 文中的“我”的心情和我们一样，课文第四自然段哪一



句话写出来了，请找出来。（板书：欢呼）

(3) （出示句子）指导朗读，及时评议。（谁能将高兴的心
情读出来？）

(4) 师范读第3句，学生边听边闭上眼睛想像雪儿在空中是怎
样飞翔的。

雪儿在空中是如何飞的？谁能表演给大家看看？

大家想和雪儿一起飞吗？全班一起边读边表演第四自然段。

(5) 雪儿终于又能飞翔了，它此时的心情怎么样？

雪儿虽然能飞翔了，可它也十分舍不得离开。第五自然段中
哪句话反映了此时雪儿的这种心情？请大家读读第五自然段。
（第一句话）

“雪儿咕咕直叫”，它想对照顾它的小姑娘说些什么呢？

学生练习说话。

(6) 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雪儿就要走了，“我”的心里会
怎样想？“我”会怎样说？

指导朗读，小结。

4、学习第六自然段。

引读，并出示句子，理解“快慰”一词。

指导朗读。

三、总结，并指导背诵



1、学了这篇课文，你觉得文中的小姑娘是个怎样的孩子？

2、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觉得哪一段最感人，你能把它记下来
吗？（学生自由练背。 指名试背。）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三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两条绿线内的4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
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对课文的朗读感悟，理解“我”对雪儿的感情，体
会“我”的美好心灵和可爱形象。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课文段与段之间的联系，指导学生背诵课文，教具准备：

投影，录音，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趣

1、板书课题

2、读了课题，你想提什么问题？

3、过渡：“我”和雪儿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二、初读指导

1、自学课文



要求：（1）把课文读正确，不会点火油泵的字可查字典解决；
（2）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遇有不理解的词句可联系上下
文理解；（3）初步懂得文章写的是什么事。

2、教师检查纠正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帮助自学。

3、检查自学效果。（1）出示词语，指名认读。（2）理解词
语

明媚：（春光）鲜明可爱。

信使：奉派传达消息或担任使命的人。快慰：痛快而心里感
到安慰。（3）指导书写生字。

重点指导学生写好“剩”“鸽”“捡”“盼”“线”这几个
左右结构的字，以及“哀”字。

三、理清脉络

默读课文，按“盼望——渴望——快慰”把课文分成三个部
分，并想想每部分讲了什么。学生自学后讨论。

四、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一读

2、自由读一读，想一想，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会想
些什么？

3、指导读“冬天过去了，我多么向往外面那明媚的春光
啊！”

五、学习生字

1、自由读一读



2、用你自己的方法记住字形

3、交流

六、作业

1、继续朗读课文。

2、抄写生字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四

5、雪儿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理解“我”对雪儿的感情，体会“我”的美好心灵和可爱
形象。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段与段之间的'联系，指导学生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通过对课文重点词句的理解和对课文空白处的想象，理
解“我”和雪儿之间的深厚感情，体会“我”的美好心灵。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激趣

1、同学们，你们喜欢鸽子吗吗？（是怎么喜欢的）

鸽子了。课文的题目是：雪儿。

3、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的字音。长句子要多读几
遍。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指名读，要求声音响亮，读音正确。其他同
学仔细听，读对了掌声送给他，有错误举手纠正。

读。）

（3）交流读书收获：通过初读课文，你已经知道了什么？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自由练读课文，不但要注意声音，还要表情。

2、采用多种形式分节朗读课文。

3、默读课文，按“盼望--渴望--快慰”把课文分成三个部分，
并想想每部分讲了什么。

4、学生讨论交流。



四、出示生字，指导书写

1、范写，明确注意点。重点指导“剩、慰”

2、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五

教材解读：

本文用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以作者与小白鸽相伴到相
离为线索，讲述了一个我为受伤的雪儿治疗并悉心照料它，
直到它飞向蓝天后的故事。

整篇课文充满感情，生动的语言为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供
了很好的凭借。利于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朗读和内容的表演，
理解关键词语的意思，达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目标预设：

1、理解我对雪儿的感情，体会我的美好心灵和可爱形象。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课时安排：三课时

教学过程：第二课时

一、导入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儿》。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知
道了：我的腿跌伤了，爸爸妈妈（引读第一小节）。

二、学习第二小节



2、学生回答，出示二三句，指导朗读。

（学生读，老师评：老师还没有感觉到雪儿受伤了。学生练
读，再指名读，我们学着她的样一起来读一读。）

3、假如你是小作者，看到这只眼睛里充满哀伤的鸽子，你会
想到些什么呢？

a、想到它很可怜，（是啊，小作者和这鸽子真是同病相怜。）

b、我要治好它。（你真善良啊，老师看到你那纯真的心了）

4、文中的小作者跟你一样善良，他和爸爸给这鸽子洗了澡，
敷了药，它变得雪白雪白的了，瞧！（看图）这就是这只可
爱的鸽子，喊喊它的名字，再深情的呼唤一次。（老师听得
出来，你们很喜欢这只鸽子，小作者也是这样。）

5、过了几天，我和雪儿熟了，我对雪儿说（出示句子）

a、指名读

b、把你的同桌当成雪儿，对着他读一读。

c、闭上眼睛体会体会。（评：老师听出来了，你和雪儿一样
充满着对蓝天、自由的'向往。）

三、学习第三节

1、经过一断时间的相处，我和雪儿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厚，
我从爸爸那知道了关于雪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蓝天信
使，为什么？自由读第三自然段，学生回答。

2、正因为这样，我更盼望雪儿的伤快点好起来。



四、学习第四节

1、在我的细心照料下，我的盼望实现了（出示句子），终于
有一天，雪儿展开双翅飞起来了。

2、看到雪儿的伤好了，你的心情怎样？

3、文中的小作者的心情和我们一样。谁能用高兴的心情读好
这一段？请大家练读。（指名读）

4、听了你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了雪儿在蓝天中飞翔，老师
也想读一读，可以吗？听老师朗读第3句，你们边听边想象，
雪儿在空中是怎么飞翔的？你觉得它飞得怎么样？（托，划，
美丽弧线体会动作有力，姿态优美）

5、雪儿不但能飞，而且飞得矫健有力、姿态优美，你们想和
雪儿一起飞吗？让我们配上音乐一起朗读第4小节，边读边和
雪儿一起飞吧。

五、学习第5小节

2、假如你是雪儿，你又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出示：雪
儿又飞到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好似在说：---------。
望着我，似乎在向我祝福，祝我------------------。）

六、总结

2、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善待生命、珍爱生
命的人，才会热爱生活，他的生活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价值，
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六

（一）初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安排以下环节落实



要求：

1、自由朗读课文，遇到生字和生词做上记号，借助生字表和
字典以及联系上下文的办法自主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保存
疑问，事后提出来。

2、和同位或者学习小组的同学一起朗读课文，简单交流一下
情况。

3、安排指名朗读课文，安排其他学生听和说，要求主要设定
在字音正确与否和通顺与否上。

4、给还有愿望朗读课文的同学以机会。

5、安排全班同学齐读课文。

设计说明：通过以上几个教学环节的安排，花上十几分钟，
每个学生基本上可以把课文朗读5遍以上，为后面的学习打下
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部分，有几个传
统做法有待商榷。一是老师的示范朗读或者是播放课文朗读
录音，二是审题提问，三是学习之前的激发兴趣，这些做法
都还可以用，只是要慎重，要符合课文的特点，要有实在的
效果。而实效最大的，就是放手让学生读书。值得推荐的做
法是，安排小组读书和给有读书愿望的学生以机会，前者宣
扬的是学习的合作，后者保护的是学习的热情。

（二）安排学生汇报初读课文后的收获，从中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发现问题，为精读课文确定方向。学生汇报的内容
可以是多方面的，内容的，形式的，思想的，凡是课文里有
的，都可以汇报。不光可以汇报弄懂了的，不懂的也可以汇
报。老师要对学生的汇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创造宽松的学
习氛围，以利于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师还要组织好
汇报，要求其他学生认真听取别人的汇报，并且准许学生之
间展开交流。在学生汇报充分的情况下，教师要引导学生做



好总结，疏通已知的，整理未知的。结合本课内容，以下话
题学生应该会涉及到：

1、关于那只信鸽的内容：雪儿是一只鸽子的名字，因为羽毛
洁白，所以我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它是一只被爸爸捡回来的
受伤的信鸽，在我和爸爸的照顾下，伤愈飞走了。临走之前，
雪儿望着我，似乎向我祝福。

3、关于我的爸爸的内容：爸爸捡回一只受伤的信鸽，和我一
起帮它洗澡，敷药，还向我介绍信鸽的品质。

这些内容里面，明显地隐藏着一些值得探讨的有趣的话题：

1、与那只信鸽有关的内容：信鸽似乎向我祝福什么？

2、与我有关的内容：我面临着伤痛和孤独，为什么我对救助
一只信鸽那么热心？

除此之外，这三个人物形象之间，还存在某种象征（巧合或
者暗合）：我和信鸽都是伤病员，我帮信鸽治疗伤痛，爸爸
帮我治疗心病，信鸽伤愈飞走了，那么，我的伤病呢？课文
没有写。

能否从这些有趣的话题里面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交给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呢？

设计说明：

初读课文之后，安排学生汇报学习结果，是自主学习的体现，
它比老师提问让学生回答要好得多。后者是“挤牙膏”，无
论怎么挤，总嫌不够；前者是“竹筒里倒豆子”，轻轻松松，
爽爽利利！这是从学习方式的角度谈这样设计的意义。从本
组教材的训练重点——利用叙事性作品的复述，练习抓住文
章的主要内容来看，这个环节的设计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学



生汇报的学习结果，整理一下，往往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只是这样的设计，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难以把
握。但是，对于以追求教学相长为最高目标的老师来说，这
又何乐而不为呢！

（三）从学生汇报的初读结果中选择和提炼话题，供学生精
读时使用，切实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提供研究课题供学生选择。

a、课文里有三个人物形象：爸爸、我、信鸽，说说他们三者
之间的关系。

c、你认为文中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这样的爸爸
吗？

2、安排小组合作学习，教师巡视、指导。

3、安排全班交流，实现教师、文本和学生三者的对话。

设计说明：切实改变学习方式，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是这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我们都
要深入学习，切实改变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确，这样做
有点难，对我们教师是一种考验。

（四）安排感情朗读，完成读美的要求，教师相机指导背诵。
[

（五）安排识字写字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七

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通常会被要求编写教学设计，
借助教学设计可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那么你有了解过教学设计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雪儿》第
一课时教学设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两条绿线内的4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
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对课文的朗读感悟，理解“我”对雪儿的感情，体
会“我”的'美好心灵和可爱形象。

理解课文段与段之间的联系，指导学生背诵课文，

投影，录音，生字卡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趣

1、板书课题

2、读了课题，你想提什么问题?

3、过渡：“我”和雪儿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二、初读指导

1、自学课文

要求：(1)把课文读正确，不会的字可查字典解决;

(2)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遇有不理解的词句可联系上下文
理解;



(3)初步懂得文章写的是什么事。

2、教师检查纠正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帮助自学。

3、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语，指名认读。

(2)理解词语

明媚：(春光)鲜明可爱。

信使：奉派传达消息或担任使命的人。

快慰：痛快而心里感到安慰。

(3)指导书写生字。

重点指导学生写好“剩”“鸽”“捡”“盼”“线”这几个
左右结构的字，以及“哀”字。

三、理清脉络

默读课文，按“盼望--渴望--快慰”把课文分成三个部分，
并想想每部分讲了什么。

学生自学后讨论。

四、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一读

2、自由读一读，想一想，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会想
些什么?



3、指导读“冬天过去了，我多么向往外面那明媚的春光
啊!”

五、学习生字

1、自由读一读

2、用你自己的方法记住字形

3、交流

六、作业

1、继续朗读课文。

2、抄写生字

雪儿的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八

师：老师听着你们富有感情的朗读（朗读的是课文第三自然
段），心中也不由得产生急切之情，盼着雪儿的伤快点儿好
起来，早日飞回蓝天！

“终于有一天，雪儿展开双翅飞起来了……在蓝天中划出一
道美丽的弧线……”

（教师朗诵课文第四自然段。）

学生听着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专注
的眼神充满了期待，期待着自己也来读一读，背一背，也来
欢呼欢呼。

师：想来读一读吗？

“想！”学生迫不及待地喊道，随即打开了课本。



师：好的。在读之前，老师有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可以边
读边配上动作。

（学生连声叫好，开始津津有味地朗读起来，边读边演，很
是投入。读了一会儿，学生纷纷举手，争着站起来读给大家
听。）

师：看着你们自信的笑脸，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读得不错。
（随后指名学生朗读。）

读后学生举手，争着发表意见：

生1：“啊，我为雪儿欢呼！”读得很好，读出了“我”的喜
悦之情，还配上了拍手的动作，很好。

生2：我觉得“你看它那双翅膀被春风高高地托起”中的“高
高”读得很好，让人感到雪儿飞得很高很高。

“能！”学生小手林立，抢着朗读这句话。

师：（指名朗读后）同学们，当你们读到这儿时，脑海中有
什么问题吗？

生1：有！我不知道雪儿的翅膀怎么会划出弧线？

生2：我想，这弧线不是真的线，而是说雪儿在兜着圈子一圈
一圈地飞。

师：大家同意他说的吗？

生：同意！

师：我们请他来当雪儿，展开双翅绕着圈子飞翔飞翔，好不
好？



生：好！

（那位同学上台表演飞翔。）

师：看，雪儿飞得多轻快，多自在啊！这真是--

生：美丽的弧线！

生3：老师，“弧线”后面怎么是省略号呢？省略了什么呢？

师：你真厉害！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答案就在这段话中，请
大家再好好读读这段话，想一想。

（学生又一次投入地读起来，有的轻轻地读着，边读边想；
有的放开嗓子，配上动作，大声朗读着。过了一会儿，有人
举手了。）

生1：我想，省略的是这样的内容：雪儿是多么高兴啊！

生2：我想，省略的是：我越看越开心！

生3：我想，省略的是：雪儿，飞吧，飞得越高越好！

师：我想到的是：我的心儿也展开了双翅，和雪儿一同翱翔
在蓝天下！

生4：我想，省略的是：洁白的雪儿，在蓝天下多么美丽啊！

师：大家说得多好啊！你们愿意带着这份浓浓的喜悦之情来
为雪儿欢呼吗？

（指名学生诵读，背诵第四自然段。）

师：读得好，背得也有感情！课文的第五、第六两个自然段
也能读得这么好吗？



生：能！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先独自朗读，再一个个轻读、评议，然
后独自练读。

师：（指名朗读第五、第六两段后）同学们，刚才你们用朗
读的形式表达着“我”和雪儿之间的深厚感情，现在能不能
用心中的话语来表达一番呢？这儿有三句话，随你们挑选哪
一句来说说，两句也行，三句更好。

出示小黑板：

（1）雪儿又飞到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好似在
说：________。

（2）雪儿望望我，似乎在向我祝福，祝我________。

（3）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雪儿，心里十分快慰，默默地说
着________。

学生稍作准备、讨论后，举手发言：

生1：雪儿又飞回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好似在说：“谢
谢你的精心照顾，使我重回蓝天。”

生2：雪儿又飞回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好似在说：“我
又能飞了，我好高兴啊！”

生3：雪儿望望我，似乎在向我祝福，祝我早日康复，天天快
乐！

生4：雪儿望望我，似乎在向我祝福，祝我早日回到校园，和
小朋友们一起玩！

生5：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雪儿，心里十分快慰，默默地说



着：“雪儿，飞吧，为人们传递信息去吧！”

生6：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雪儿，心里十分快慰，默默地说
着：“多好啊，在我的照顾下，雪儿又飞起来了！”

生7：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雪儿，心里十分快慰，默默地说
着：“雪儿，谢谢你给我带来了快乐！”

生8：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雪儿，心里十分快慰，默默地说
着：“雪儿，我想我不久也会回到校园中去的！”

生：能！

（然后学生纷纷开始诵读，师指名背诵。）

评析

反思传统的阅读教学，我们会发现，在文道结合方面和语言
文字训练方面，都不免有失偏颇，有的把阅读课当作“思想
品德课”，所有的设计都指向于阅读材料的中心思想，以为
把教材的中心思想提炼出来，学生就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熏
陶；有的把语言文字的训练看作纯技能性的东西，只顾训练
本身而不顾训练的对象，使学生在形成所谓的语文能力的同
时，把自己--人给失落了。这样的教学，这样的教育有何意
义可言呢？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根本
特征。《语文课程标准》就语文教学中素质教育的落实，提
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
程目标。那么，如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达成这三维目标，实
施素质教育呢？洛社镇中心小学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生
活的课堂。本案例所展现的就是该校一种生命对话式的阅读
教学课堂。

对话，是对话各方交互作用、共创意义的过程。在我们的生
命对话式的课堂中，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是对话的关



系，三者相互影响，相互理解，共同生存。在对话过程中，
学生的教师、教师的学生不复存在，文本的意义和生命的存
在不再分割。

在本案例中，随处可见教师用生命、用尊重和呵护点燃学生
学习的热情，让学生自主地去学习、去探究，并在学习中、
探究中，提升着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例如：案例开始时教
师的诵读就是师生之间的一次对话，一次生命的对话。教师
用声情并茂的朗诵，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展现自己的生
命存在，此时的教师不再是学生的教师，而是与学生平等存
在于课堂之中的生命体，是学生式的教师；学生在倾听中，
打开自己的心扉，接纳、呼应着教师的生命存在，此时的学
生不再是教师的学生，而是与教师平等存在于课堂之中的生
命体，是教师式的学生。在这种互动中，教师用自己的生命
呼唤着学生的生命，用自己的热情激发着学生的学习动力，
诱导学生的学习情感，把教学要求转变为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有利于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课堂，在学习中全方位地提升
自己。

语言文字是人的思想认识、道德情感、价值观、人生观等生
命意义的一种载体，因此可以说，文本并非仅是一种物化的
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生命体。文本的这种极具隐
蔽性的生命意义，只有用感性的方式才能显现出来，而且也
只有当阅读主体对文本的这种生命意义有所觉悟、有所触动
时，文本的生命意义才会真正生存。在我们的阅读课堂中，
就是采用感性的方式让学生和文本进行生命的对话，用文本
的意义提升学生的生命。例如：案例中读悟课文第四自然段
的教学。这段话写的是“我”为雪儿伤愈后重新飞回蓝天而
欢呼。教学由学生听教师朗诵开始，接着让学生在跃跃欲试
中配上动作自由诵读，这就使学生带着阅读期待，以个性化
的方式走进文本，还原语言的形象，感受语言的情感。然后
引导学生在读中质疑，缘疑再读，最后补白省略，使学生
在“读”这一感性的学习方式中，在表达阅读感受中，在主
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理解教材、感悟教材。不仅深



切体验到“我”的喜悦之情，而且从中觉悟到善待生命的感
觉竟是如此的美妙！从而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提升自己的生
命意义和生命价值。此时，文本的生命意义和学生的生命存
在不再分割。这样的教学，这样的教育才具有了意义。

在这种生命对话式的阅读教学课堂中，学生始终以具有独立
人格的自由主体与教师平等相处，与文本进行自由的对话，
在语文学习中感知自己，发现自己，提升自己。这，就是素
质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落实。

[阅读，生命的对话--《雪儿》片段赏析(西师版三年级上册
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