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 小说草房子的教学反思
(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一

篇

一、《草房子》小说读后感

草房子这本书讲的是油麻地小学小孩们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
故事里有好多让人不忘的角色，如：淘气而正义的桑桑；虽
然受同学冷落但演戏认真的陆鹤；非常孝顺母亲的细马；十
分英俊的杜小康，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映像。

其中我喜欢的还是细马了，因为在他非常的孝顺懂事，连我
都非常敬佩他。他在为他父亲挖柳树须子，但细马就要又白
又嫩的，这也让我非常的敬佩他。

我最喜欢草房子是应为他的景色描写非常的美，看看这一句：
墓前，是一大片艾，都是从艾地移来的，由于孩子们天天来
浇水，竟然没有一棵死去。他们笔直的站着，在从田野上吹
来的风中摇晃着叶子，终日散发着它们独有的的香气。这一
句让我知道了孩子们非常的敬佩秦大奶奶。

篇

二、《草房子》小说读后感



暑假里，老师推荐给我们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草房
子》。

故事描写了一名叫桑桑的男孩在六年小学生活中终身难忘的
事。故事一个个催人泪下，聪明的桑桑，秃顶的陆鹤，文静
的纸月，不幸的杜小康，以及善良的秦大奶奶。其中秦大奶
奶最令我感动。

她在油麻地生活了几十年，西北角上龟缩着她的小草房成了
学校的污点，学校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将她逐出校园，然而
没有成功。秦大奶奶总是在校园里搞破坏，她把她的“战
士”鸡鸭鹅赶到油麻地小学的“纵深地带”——办公室与教
室一带。她还经常扰乱课堂，闹的课也没法上。

人们认为这老太婆太可恶了！然而在一次春天，她冒险救了
落水的小女孩乔乔差点丧命，相亲们轮流照顾半个月以后，
她才能下床。从此，秦大奶奶发生了变化，帮学校看管校园
里的豆荚，半夜冒雨用拐杖关她够不着的学校窗户。

人们把她看成油麻地一员。最后她为了一只学校的南瓜沉入
水里，竟滑到了水中，与油麻地人们永远的分别了。是什么
让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闪耀人格光彩？是爱！让她对生
命深切而优美的领悟。

篇

三、《草房子》小说读后感

苦苦的艾叶，静静的大河，金色的草房子，一望无际的芦苇
荡。成长与这油麻地一般美丽。

——题记

今年寒假，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草房子》这部触动人心



的唯美小说，感动至深。

《草房子》这部小说是着名作家曹文轩所写。作品写了男孩
桑桑刻骨铭心的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或直接参
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
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
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
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深切而优美的领
悟……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
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并学会什么叫
做——成长。

主人公桑桑是一个调皮，聪明，善良，勇敢，细心而有正义
感的孩子。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太多了不是吗，他们在同龄
人中拥有好人缘；他们调皮捣蛋，令人气愤又哭笑不得；他
们勇敢，正义，无忧无虑。他们绝不完美，人生之路也有许
多坑洼，不如意。可成长不就是这样吗，酸，甜，苦，辣，
咸。应有尽有，最后总会从一个莽撞冲动的少年成长为一个
阅历丰富的成熟的人。

试想，如果我们便是这桑桑，会怎样？也许会哭闹，会绝望，
会茫然，会不知所措，会自暴自弃……但我相信也会有许多
人选择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不放弃希望，勇敢地活下去，幸
运的是，桑桑也的确做到了。

他的家人朋友们不放弃一丝希望，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鼓励他。
奇迹终于降临，他被一个隐退的老郎中治好。经此大劫，桑
桑长大成熟了不少。

再转回现实。我们这一代从小娇生惯养，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口里怕化了。能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被开水稍微
烫到便哭得惊天动地，自己走路摔了便喊着要爹抱要娘哄，
连普通生病感冒也要急送医院做个全身检查才放心，到头来
却是连个针线也不会穿，煤气不懂用，害怕独自在家，不知



独立为何物，永远只会依赖身边人。

当遇上不幸的事时，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说自己会坚强，顽强
地与命运斗争，当然，这情景也只是假设。所以当厄运真正
来临时，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退缩。

当我们以为已经失去一切的时候，瞧瞧自己身边，是否还有
不离不弃的朋友，始终鼓励着自己的亲人？是否在自己绝望
无助的时候，黯然回首，发现家的港湾一直在等着自己？拥
有这些，便应知足，莫等失去了方知后悔！

成长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为总要经历过一段疼痛的故事，
尝遍世间百味才算成长，可成长也不光是疼痛，它还会伴随
着感动。

我们会在看到父母两鬓白发时长大，在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亲
情时，悄然长大。点点的成长，点点的感动。

我们都曾经以为长大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却在真正面对它
时手足无措。成长也是一种责任。我们不再无忧无虑，肩上
要扛起从未有过的重担——责任。成长的理智与成熟，告别
曾经的年少懵懂。

成长是一种痛，但我们不愿让它留下伤痕。成长是一种蜕变，
经历了磨难才能破茧而出。

《草房子》的美，浸透全文。就像铺在房顶的茅草一样，经
久不朽。以淡淡的笔触，细腻的情感，讲述亲情，讲述友情，
讲述成长。

成长记录着痛苦，也镌刻下欢乐，沿着成长的足迹，一步步，
我们走向成熟，走向未来。

篇



四、《草房子》小说读后感

在和一位朋友交流时，我问她作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朋友
推荐我去看曹文轩的小说。

几天前，我捧起曹文轩的《草房子》，开始第一次阅读。这
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是儿童小说，而我已经是高
一的学生了。

果然，一位同学笑道：“小学里就看过了，你还看，真是个
小孩!”。我没有回答。

童年时代，我很喜欢看儿童文学。像祁智的《芝麻开门》，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这些文本几乎是我儿时文
学类阅读的全部。

我在书店购买《草房子》时，看到一位白发老者正捧着《安
徒生童话》，津津有味地读着。没有人笑话老人，旁边也围
满了正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人们，这当中有大人，也有小
孩。这使我大为震撼，我想，也唯有儿童文学作品才有如此
大的魅力，能同时让不同年龄的人获得些感悟。我想起以前
台湾一些报社联合举办的“好书大家读”评比中，有很多儿
童文学作品入围。

《草房子》真是一本好书。用肖复兴先生的话来说，《草房
子》是一首诗。

真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这样让我心动的儿童小说了。
放下书，抬头望见的不是窗外密集的楼房，而是油麻地的那
一群草房子，和房顶上飞翔着的白色花环似的鸽群，心里充
满了感动。

曹文轩《草房子》故事的发生地——油麻地，我以为是他儿
时生活过的地方。我在闲翻地理课本时，发现香港有个油麻



地(yaumatei)。之后又查了一些资料，知道曹文轩曾在那里小
居。他很喜欢，就纳入其小说之中。

这个精细而喜欢唯美的人，总不放过任何会使他思维碰撞出
火花的细节。于是，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边生活在油麻地
里。

首先是秃鹤，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孩子。我感觉到这个形象
是很真实的，或者就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印象中，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爱流鼻涕，或长得有什么毛病。他们的
处境通常会很糟，因为会有许多人取笑他们。

他们的心理是很脆弱的，但他们又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弱势群
体。但他们又的的确确就是弱势群体。我曾经看到过“校园
软暴力”这个概念。我们会常常不经意地从言语上伤害别人。
尽管我们并不是故意的，更不可能以“软暴力”这个视角去
审视我们的行为。

曹文轩老师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心灵成长的过程”。
秃鹤从报复到最后挺身而出，是一个美丽的过程，是一种人
性之美。

桑桑，油麻地小学校长的儿子。六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小学生活，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
人泪下的震撼人心的故事。这一切，清楚而有朦胧地展现在
少年桑桑的世界里。在这当中，他接受了人生的启蒙与洗礼。

桑桑认识纸月后，突然爱干净了，而且对纸月的养神充满幻
想。为救纸月，他与刘一水大斗。一位小网友告诉我，
这“朦朦胧胧地表现出羞涩少年释放出的淡淡荷尔蒙和对一
个文弱小女生的怜爱”。

我很喜欢桑桑这个“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古怪行为”的小
男孩。他很像我。我仿佛总能看见一股乱流的小溪律动般地



跳过。我们都很善良。

“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已死过一回了。”。这是小
说结尾中的一句话。我久久不能释怀。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讲，
苦难或者幸福，有如白天和黑夜一样，他和我们永远相伴，
谁也不例外。

我相信，《草房子》是永恒的，因为他代表着道义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美的力量。它永远能感动我们心
灵最软弱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是永恒的。

另外。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草房子》的阅读确实能提高我
们的写作水平。曹文轩的文字是美的，是干净的，就像诗一
样。

真的谢谢朋友推荐给我这样一本好书，一本如诗的书!

篇

五、《草房子》小说读后感

寒假期间，我读了由曹文轩所作的非常著名的小说——《草
房子》，这本书给了我非常大的感悟。

在这么多小说中，我觉得只有能打动人心的小说才是成功的
小说。

小说前半部分讲了桑桑作为桑乔校长的儿子，在油麻地小学
读六年书，遇到了秃鹤、细马人物。在曹文轩笔下，每个人
与物都是很鲜活。而后半部分写了根鸟可怕、让人心动的历
程。

秃鹤有着生理上的缺陷，这使他在别人眼中成了笑柄，然而，
为了加以报复，他让油麻地小学和桑乔校长失去了荣誉。这



种感觉我非常能理解，毕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长久以来的
欺凌的人非常少。

然而，让我难忘的是细马只是个孩子啊！可这么小就承担起
照顾妈妈和家庭的重任，他还不是妈妈的亲生孩子，更何况
这个妈妈以前还对他不满。

文章把一切人、物写的清楚、活灵活现，总让我忍不住想象
故事里发生的情景。让我觉得这一刻就发生在我眼前。

这本小说也给我写作上有了很大的帮助：作文一定要有美感，
否则会显得枯枝乏味。其次，要多用好词好句，多些细节描
写，如果像画画一样画整体，字数是远远不够的！写作，要
细心打造人物的内心。而难点是要让读者和你产生共鸣。

在这本小说中，我们可以看见每个人物的经历都让我们心痛、
纠结。可以说，他们让我明白我现在的生活真幸福。

所以这本小说让我深受喜爱，感想特别深。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二

崔凯

这节课我精心设计了三个环节:“画情节图”“课文概说”
和“手法欣赏”。“画情节，整体感悟”;“说课文,训练能
力”;“品手法,开阔眼界”。通过读写结合、读说结合的训
练,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本节课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一、以写促读,融知识、能力训练于一体

阅读活动一: 画情节图



上课开始,通过与同学一起回忆第一次读小说时最先把握小说
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教会学生将故事的主要人物，主要情
节先抓住，一下子将主要故事情节拎出来。让学生学会画情
节图，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如果把这看作是课前的一
个小小的热身活动的话,那么趣味盎然的学习活动则在以下两
个环节中充分展开:

阅读活动二:课文概说 阅读活动三:手法欣赏

两个环节,采用了让学生先写后说的方法,本打算用充分的时
间让学生安静地思考。先写后说,先写后议,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更加深刻,回答问题的语言组织更加完整。两个环节,几个
小话题,不仅引导学生理解、欣赏课文,以写促读,而且不露声
色地教给了学生知识点。在完成阅读“活动二”中的第三个
小问题时,可能因为学生对“人物”这一概念理解得不够好,
学生自选话题时,绕过了这一问题,课堂出现了冷场。我则让
学生从概括人物性格特点的角度加以把握,让他们把它当做修
饰成份，没有简单地灌输,而是巧妙地引导,使学生很快掌握
了从“人物性格”角度概说的方法。这让我想起了叶老先生
的一句话:课文无非就是个例子。以此印证叶老先生的这一观
点,真正实现以老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二、以情动情,集学文、做人培养于一身

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恰当地点评、补充。让学生在听到真诚、
中肯的点评时,得到更加深刻地启迪。如:学生从“内容”角
度概说之后,通过评价告诉他们，可以把环境点出来,把地点
点出来,把小说冲突的双方人物点出来,把故事的基本过程和
结果点出来,这就是概括。”通过点评,达到对概括方法的指
导。同时通过从主题角度的分析，也对学生思想认识给以提
升。

三、完美的设想，缺憾的课堂



本节最终希望通过三个环节的设计，让学生在立体的多角度
的概括能力上得到一点提升，并拓宽学生欣赏小说的视野，
丰富学生看问题的角度，虽然这是更高层面上的能力，是文
学欣赏的能力，但因为在阅读活动第一个环节中，同学们因
为听课老师在，在画情节图时过于谨慎浪费很多时间，所以
在接下来的环节就显得太仓促，而重要的品作者的艺术表现
手法，就没有再给同学们读与写的时间了，学生又不能快速
把握文本内容，所以手法训练不到位，当然内容概括时时间
也略显仓促，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够读后写，分别给三分钟时
间，我相信这会是一节很完美的结局。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三

小说阅读复习课 年级：高三 教学目标：进一步掌握小说阅
读的方法、步骤和答题模式 教学方式：自主、合作、探究
教学过程：先请同学回忆小说阅读的方法、步骤和注意点，
教师板书。然后下发两篇小小说， 把班级同学分成两大组四
小组，要求两个大组各自研究一篇小说，先通过自主、合作
的方式弄懂诗歌，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考纲要求各小组设
置45道题目，并附有答案及详细的评分标准。接着研究同一
首诗歌的两个小组进行竞答，甲小组提出问题，乙小组回答，
甲小组评判并打分；乙小组提出问题，甲小组回答，乙小组
评判并打分。这样进行两三个回合，评出最佳设题小组、最
佳答题小组、最佳答题能手、最佳出题能手。对最佳的进行
奖励，奖励可以是一句名言，一幅画，一个本子等；不理想
的要让他为大家做一件好事，可以是诵读一首诗，或者讲诉
一个带有哲理的故事，或者背一句名人名言等。最后教师总
结，对两篇小说作一简短的分析，对小说阅读的技巧及答题
策略再次强调，对这堂课同学们的表现作一点评。

二、分析 这堂课有下列几个特点： 学生真正成了课堂的主
人。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方式常常以教师讲解为中心，运行
的.是一种师对生的单向灌输，即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



学生答；老师给，学生收。教多少，学多少，不教则不学。
即使以学生为主体，也是以教师为主导下的主体。教师与学
生之间没有平等、没有民-主，只有权威和专制，只有传授和
被动接受。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消磨，
甚至被扼杀。而新课程语文课堂教学，强调的是师与生的和-
谐、民-主、平等的气氛，强调的是“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像这一课，教师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整个课堂由学生自主组
织，自主参与，自主评判，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很高。积
极性、主动性高了，学习的效率就会提高，获取知识的技能
就能得到加强，也就能很好地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所
以，教师一定要舍得放手，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
人。 2．集中体现了新课程的要求。 新课程改革积极提倡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自主”就是学生根据相关
知识和资料自主学习，自主研究；“合作”就是通过与其他
同学、老师交流，从而解决自主学习、研究中发现的问
题；“探究”就是对学习内容作深层次的挖掘与探讨。这一
课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念。这一点也是新课程语文课堂教学
和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明显不同的地方。传统的语文课堂教
学都是教师一讲到底，即使采用讨论式，也是教师想方设法
把学生的思维往自己的所谓标准答案上去引导，从而扼杀了
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新课程理论的这种“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可以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维，从而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的精神，这对学生的将来和国
家的未来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把竞争的模式引进课堂，激活
了课堂。 《心理学新论》一书告诉我们：“所谓竞争是个体
或群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争夺，促进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结
果实现的行为或意向。”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刺激，对个体产
生一系列的心理效应：激发动机，发挥潜力；增强自我意识；
肌肉产生紧张感，精力更加充沛。当我们 把竞争机制引进课
堂教学之时，学生为了弄清楚问题，必然要充分地挖掘自己
所蕴藏着的潜能，丢弃陈旧、落后又俗套的解答，追求新型、
独到的见解，由此，就得打破自己已有的思维定势，想前人
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的极富创造性的解答。这样既有利于
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更有利于培养具有



健康心理素质的跨时代人才。像这一堂课，两个小组的竞答，
最后的奖罚都能使学生处于一种紧张、兴奋的状态之中，积
极性、主动性都很高，可想而知，学生对这一堂课的内容一
定记得非常牢固。而相比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采
用“满堂灌” “一言堂”的教学模式，语文课就像一汪死水，
波澜不惊，学生的思维处 于一种停滞状态，这样就形成了一
种有趣的场景：教师在讲台上讲得满头是汗、青筋直暴， 而
学生在底下思接千里、神游天堂。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离开教师就不会学习，又何谈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呢？所以，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师要千方百计把课
堂搞活，这既是学生现在和将来发展的需要，也是新课程改
革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高中语文小说教学反思。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篇四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讲述
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小说草房
子的读后感，我们来看看。

小说草房子的读后感

《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他写过很多作品，有
《根鸟》、《红瓦》、《细米》等，《草房子》这本书写了
许多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事，如：将一轮与白雀之间毫无
瑕疵的事，不幸的桑桑与厄运相拼时的悲伤与优雅。这本书
主要写了主人公桑桑与父亲来到油麻地，桑桑认识了许多朋
友，因没有头发而被人称“秃鹤”的陆鹤，、心地善良的纸
月、美丽多姿的白雀，细条高个的细马，家境富裕的杜小康。
主人公桑桑是一个调皮、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为了引起别



人对他的注意，他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在烈日炎炎
的夏天，穿着爸爸的大棉袄，弄得满头大汗；把自己家里的
蚊帐拿下来剪成鱼网；把家里的碗柜改成鸽子的高级别
墅……虽然在前面他很调皮，但在最后一章，他面对困难的
坚强让我敬佩不已。

读完这本书，桑桑的调皮让我难忘，桑桑面对病魔不屈服的
精神更是让我铭记于心。

小说草房子的读后感

2一直以来，读的最多的就是各类童话、科幻小说。今天天气
不错，我坐在窗前，读了《草房子》这本书，第一次为书中
的人物感动地哭了。

它魔力般吸引着我----那充满欢声笑语的油麻地小学、那让
人感动至极的油麻地小学的故事。油麻地的老师，蒋一轮、
温幼菊、桑乔、白雀对孩子们好像是与朋友相处，无话不说，
几乎没有什么秘密藏在心中。油麻地的学生桑桑、纸月、细
马、杜小康，这些乡村孩子开朗、温柔、可爱、活泼，没有
人不被他们所感动。秦大奶奶、邱二爷、邱儿妈、他们农民
的朴实善良、震撼人心。

在去年的校园书市上，我买了一本《草房子》，刚开始回到
家就把它扔在了一旁，过了一段时间无意间翻到，才渐渐被
它所吸引。它像其他有趣的读物一样会随时引人大笑，又会
引人深思和启示。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桑桑，他在油麻地小学度过了快乐、难忘
而又发人深省的六年。在这六年里，他从一个天真、顽皮的
小孩渐渐长成一个成熟、懂事的少年，在这难忘的六年生活
里，他的朋友陆鹤、纸月、杜小康、阿恕、细马；老师蒋一
轮、温幼菊；以及自己的爸爸、妈妈、秦大奶奶、白雀姐姐
等，都让自己有了人生的认识。他们或许让他知道了爱，或



许让他知道了忍耐，或许让他知道了荣誉、快乐、痛苦、无
奈……这有些是我们城市人永远也学不到的，它给了我新的
视角、新的感受、新的人生观，所以这本书尤为珍贵。

第二遍看这本书，我从书里学到了陆鹤的雪中送炭，不记前
嫌；学到了纸月默默无闻地奉献，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学
到了杜小康能屈能伸，敢做敢当的高尚品德；学到了秦大奶
奶做一件事要钻进去的拼搏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
的眼前总会浮动着他们的身影。

童年不只是有欢乐，桑桑也曾体会过痛苦和绝望。他得过一
种怪病，叫鼠疮，脖子上有一个肿块，使人疼痛难忍。桑桑
和他爸爸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与诊所，吃遍了无数的苦药
与偏方。最终战胜了邪恶的病魔。在这灰暗的几个月里，桑
桑变得懂事了、坚强了，同时也不那么看重名利与得失。文
弱的温幼菊老师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于是他终于坚强地活
了下去。都说在生死边沿走过一遭的人，才会更珍惜生命中
的点滴，桑桑就是这样。

读了这本书，我发现了人生中很多闪光的地方，如果你自己
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那么就很难取得成就。同时要学会宽
容大度，欣赏别人，要学会为别人喝彩。

《草房子》是一本永远值得我珍藏的书！

小说草房子的读后感

3《草房子》这本书讲的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桑乔，校长的儿
子桑桑和他的一群同学的故事。

桑桑的爸爸桑乔在油麻地小学当校长，他非常看重荣誉，每
次检查都能给油麻地小学得到一个小红旗。直到桑桑生病，
桑乔才不再看重荣誉。



桑桑的班里有一个叫陆鹤的小男孩，由于是秃子便有一个外号
“秃鹤”。“秃鹤”和桑桑是非常好的一对朋友。

纸月是一个女陔，她的毛笔字是全班最好的。桑桑是一个胡
琴拉的特别好的小男孩。他的胡琴是温幼菊老师教的。当桑
桑见到纸月后，他从一个邋里邋遢、不爱干净的小孩，变成
了一个讲究卫生、爱干净的小孩。他和纸月经常用心灵说话。

桑桑还有一个朋友杜小康，杜小康家原本是油麻地最富有的
人家，但因为他爸爸经商失败，杜小康从原来的衣食无忧变
成了一贫如洗，要不是桑桑给了他用十只鸽子换来的钱，杜
小康就不能在学校门口做生意，当没人买他的东西时，桑桑
又是第一个去买他的东西，从此生意越来越好。这些杜小康
都没有忘记，桑桑生病的时候，杜小康将他家鸭子下的双黄
蛋送给了他。

桑桑的老师蒋一轮是桑桑最羡慕的一个人。桑桑经常在蒋一
轮老师和一个名叫白雀的姐姐之间传信，直到有一天白雀姐
姐的爸爸不再让他和蒋一轮老师来往。

《草房子》带给我的是永远的感动，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重要
性，所以我喜欢它！

窗教学设计余映潮篇五

《小说阅读之人物形象分析》磨课反思

王

强

一、学习目标

1、了解小说中人物描写的常见方法；



2、掌握从小说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中去分
析概括人物形象的方法；

3、运用所学方法概括小说中人物形象，规范答题。

二、教学流程

1、导入

以我们熟悉的小说人物（猪八戒，林冲，关羽，别里科夫，
林黛玉，小龙女）为导入人物，激发学生的兴趣。

2、高考题中小说类人物形象分析题展示，并小结常见题型和
设问方式。

3、课本探原（即从高中所学的小说形象中总结探究小说人物
形象的表现方式）

小结：人物描写角度: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包括肖
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可
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的
形象。侧面描写多结合正面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好的侧面描
写，更利于表现人物的性格，是对正面描写的有益补充。

4、小试牛刀

通过两个高考题中的小说人物题来分析小说人物特点。一个是
《喂自己影子吃饭的人》中分析主人公马里诺的特点，二是
分析《峡谷》中骑手的特点。

三、教后反思

本课力求课堂目标明确，解决问题有针对性。老师落实一个
考点，学生就要过关一个考点，不抢进度，做到一步一个脚
印，让学生吃透知识点。



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在考纲
中，对文学类文本阅读明确要求：“欣赏作品形象，领悟作
品的艺术魅力”。落实到小说阅读中，即要求我们准确把握
小说人物的形象特征，学会赏析刻画人物的技巧。因此小说
教学应围绕小说的特点而展开,指导学生学会描写塑造人物形
象的方法，形成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根据人物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细节分析人物性格，判
断人物的身份、地位的能力。根据人物语言、行动、神态变
化揣摩人物心理的能力。“形象”包括人物的性格特点、素
质能力、人生态度、人生观念、修养品质等。

本节课教学环节环环相扣，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但也有
些许问题，我通过反思，寻找其根源所在。

1、发挥学生主体性，不可过高估计学生能力。

平时的教学中，无论篇幅长短，课前预习，只是作一般阅览
要求，学生到底看了多少，思考了多少，课堂上虽然会反映
出来，但没有做过研究。课堂教学时，按照一般的模式套路
来，教师设计出一组问题，给学生很短的时间，要求他们结
合文本进行思考并回答，一个回答不出，再找一个，三四个
学生都回答不出，就由教师代劳，最终，皆大欢喜，所有问
题都解决了，学生原本不会的问题，也从教师那里得到了答
案，教学任务完满完成。

所有的文本基本上都是这样上，为什么换到学生起来评点时，
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呢？因为，在整个教学流程中，学生
的主体性始终没有真正地得到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不等同于起来回答教师设计好了的几个问题，
而是要求教师“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重视学生的技能形成、
能力发展和个性展示”。



课堂学习中学生忙于应付那几个问题，至于展开质疑和争鸣，
时间根本是不可能有的了。没有质疑和争鸣，学生缺乏主动
参与，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无从培养。

2、鼓励学生自主研究问题，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一部优
秀小说，“总是以个性鲜明而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给读
者审美的愉悦和启示，让读者认识社会、体验生活、感悟人
生”的。我们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人物形象，一般停留在个
性特征的分析上，比如，“找出文中描写人物的文字，思考
运用了什么方法，表现了人物什么性格特征”，对于基本的
描写方法早就已经掌握了的学生来说，这样的问题难度系数
不是很大，学生基本上都能完成。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个形象，这个形象的现实意义是什
么，对主题的表达有什么作用，形象的典型性是什么，基本
上很少去作深入的分析。

鉴于此，在今后的教学中，对于小说文本的教学，我想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改变旧的课堂教学，以期提高学生的鉴赏
能力。

第一、精心设计好预习习题。让学生结合学习资料、各种媒
体，对文本进行阅读、比较，筛选信息，形成自己对问题独
到的思考，然后带进课堂，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开展
争鸣，通过争鸣，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对形象的社会性、典
型性的理解。通过这样不断的训练，学生可以慢慢养成借助
资料、各种媒体来收集信息、筛选信息的习惯；培养他们比
较、鉴别阅读的能力；在争鸣中逐步培养出文学批评、鉴赏
的能力。

第二、在进行人物形象分析时，注重引导学生能结合自己的
生活经验，来比较文学形象。因为文学来自于生活，人物形
象极有可能就是身边某一个熟悉的或者曾经见过的人，让学
生结合他们对现实生活中所熟悉的、或认识的、或曾经见过



的人的情感体验，再回到文本中来解读，对形象的理解就比
较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