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 凡卡教学
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一

教学《凡卡》(第十二册)一文，如果通篇串讲，不但使文章
特色荡然无存，学生感到索然无味，其效果也会事倍功半。
因为文章篇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它交织着写信、回忆、
侧面烘托三条线索，多层次、多角度地突出文章的中心。如
此错综复杂的事件关系，便构成了本文的教学难点。为了实
现长文短教、化难为易，我在教学中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从整体入手，直奔中心，扣住学生的情感世界。待学
生完成自习预习，了解课文大意后，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初读课文，你对本文有什么总的感受？目的是让学生悟出文
中的'情感，使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一氛围中，以缩小教学因时
间、空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困难。同时明确文章之所以感人，
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手法，来突出同一
个中心：沙俄时代穷孩子的悲惨命运。这样抓住关键，直奔
要害，能给学生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发散学生思维，培养想像力，进一步感染学生的情绪。如果
你就是小凡卡，你会怎样诉说？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这一
段，提高朗读能力。凡卡苦苦地哀求爷爷带他回去，这一内
容信中多处出现，请大家有感情地朗读，体会凡卡痛苦的心
情。这样一来，原来一封长信，就浓缩在一个重点段上，再
放手让学生朗读，从中悟情明理。既节省了时间，又发展了
学生的品评鉴赏能力！到此，教学的第一板块结束。



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理解课文，了解沙皇统治下穷苦孩子的悲惨命运，激
发学生痛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思想感
情。

2.学习通过凡卡写信的内容以及他的神态、动作、联想，来
了解他的内心。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理解凡卡的信的内容，了解凡卡的苦难生活。

2.理解写信过程中凡卡的联想和文章结尾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简介背景。

师：今天，林老师要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
的优秀作品《凡卡》，《凡卡》这篇文章写于1886年，正是
沙皇俄国最黑暗的统治时期，当时，无数农民破产，被迫离
开农村，流入城市谋生，深受剥削之苦，连儿童都不能幸免，
就像课文中的凡卡。

二、检查预习，理清脉络。

1、通过预习，你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是按什么顺
序写的?课文除了凡卡信的内容外，还写了什么?分别在那些
段落。



2、质疑问难。

三、细读课文，体会悲惨。

1、自读课文，自主学习。

师：只要认真学习了凡卡的信以及回忆的内容，同学们的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研读一下凡卡的
信，现在请同学们把凡卡的信连进来读一读，看看凡卡的生
活是怎样的?从哪里感受到的?画出相关的语句，也可以把自
己的感受写在旁边，并完成《学习指导丛书》第四题。

2、读了凡卡的信，你觉得凡卡在莫斯科当学徒的生活是怎样
的?

师：课文里有一句概括了凡卡的生活，是哪一句?

生：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

师：哪个段落最能体现凡卡连狗都不如的生活?你从哪些方面
感悟到凡卡生活的悲惨?

师：那么，哪个句子的描写让你的感受最深刻?

(1)挨打。描写老板毒打凡卡时用了哪些动词?哪个动词让你
读出了凡卡的悲惨?(揪、拖、拿、揍)

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

生：齐读。

师：挨打仅仅这一次吗?

师：这句话中的哪个词也在诉说着凡卡的悲惨?(直戳)不管凡
卡会不会痛，不管凡卡会不会流血!看来，老板娘和老板一样，



也是不把凡卡当人看，想打就打。

师：是啊，看来凡卡不但经常挨打，而且老板他们想用什么
打就用什么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生活真是太悲惨了。

师：除了挨打，还有什么地方也让你感受到凡卡的生活非常
悲惨?

(2)挨饿。你怎么知道凡卡天天都在挨饿?对，还有一个词也
形象地写出了凡卡天天都在挨饿。

(3)挨冻。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的?除了这个句子，课文其他段落还有
吗?

3、小结：作者在描写凡卡悲惨的学徒生活时，把凡卡为什么
挨打，用什么打，怎样打，以及吃什么，穿什么写得十分真
切、细致，让我们读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
就是细节描写，我们在写作时，可以运用这种方法，从而达
到从小处见真章的效果。

4、指导朗读。

5、感情朗读，体会痛苦。

师：如果你就是凡卡，你会怎样乞求爷爷呢?谁来读?全班齐
读。

师：正因为凡卡在莫斯科受尽种种非人的虐待，生活太痛苦、
太悲惨，甚至连狗都不如，所以凡卡才会一次次地哀求，乞
求爷爷带他回到乡下去。

6、学习回忆部分，体会乡下生活的快乐。



师：凡卡在乡下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哪里感受到的?凡卡
为什么会那么快乐?

师：虽然在乡下的生活也很苦，但是跟城里相比，却还是有
快乐的，由此可见，凡卡在城里的生活是多么悲惨，这就是
反衬。

五、讨论结局。

凡卡的信，爷爷能收到吗?即使能收到，会接他回乡下吗?

因此，回到乡下去，只能是凡卡的梦，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
现的梦。睡醒后，依然要过着挨打、挨饿、挨冻的悲惨生活。

六、作业：个性创作。

师：看看凡卡，想想自己，你们一定感慨万千。现在请同学
们提起笔，可以跟凡卡比一比童年，也可以展开想象，描写
一个有关凡卡的细节描写，或者写写自己学完课文后的感受。

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三

《凡卡》一文，作者契诃夫写于１８８６年，当时正是沙皇
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作者所写的时代和学生有一定的距离，
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开课时通过学生之间和师生
之间关于作者和写作背景的交流，奠定了学习课文的基础，
进行交流之后，就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距离，降
低了学习难度。

课文结构复杂，为了实现长文短教，化难为易，教学中采用
扣主线、弃枝叶，确定教学的重点。抓住信的内容、凡卡爷
爷的呼救、凡卡的回忆和凡卡的梦等重点内容，体会凡卡学
徒生活的悲惨。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让学生体会，让学生讨
论凡卡受尽哪些折磨？进而体会凡卡的非人生活。教学中我



还注意启发学生想象。如：凡卡还受了哪些折磨？为什么？
请同学们展开想象，替凡卡说下去。另外，凡卡向爷爷呼救
的内容，我借助反复的朗读，多种形式的朗读，引导学生进
入语言描绘的感情氛围，体验作者的内心世界，达到情感的
贯通，把教学推向高潮，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教学设
计能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增强了悲剧感人的力量。

教学凡卡回忆和爷爷一起在乡下生活的情景时，引导学生思
考：

１、你觉得凡卡乡下的生活怎么样？

２、乡下的生活既然很苦，为什么在凡卡的回忆中却是那么
美好呢？

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很容易就能把乡下生活和莫斯科生活
进行对比，进而弄懂作者写乡下生活乐是为了衬托学徒生活
的苦。

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四

《凡卡》是一篇精读文章。它是一篇小说，作者是俄国作家
契科夫，文章主要通过主人公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件事，反映
了沙皇统治下俄国孩子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黑暗。本文篇幅长，如果逐段地讲解，平均使用力量，势必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教学的环节冗长、拖沓，造成“高
投入低产出”的局面。于是，在教学中，我尝试着对教材进
行合理剪裁，重新组合，找准文章的切入点，从一个“苦”
字着手，感受凡卡的悲惨遭遇，层层推进，步步展开，以达到
“长文短教”的效果。

“初读课文，在你眼中凡卡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凡卡的生活
悲惨在哪儿？凡卡的生活为什么这样悲惨？”然后引导学生
就以这两个大问题为统帅，进行探究、讨论和交流。让学生



悟出文中的情感，使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一氛围中，以缩小教
学因时间、空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困难。

文章篇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它交织着写信、回忆、侧面
烘托三条线索，多层次、多角度地突出文章的中心。而“凡
卡的生活悲惨在哪儿”一问的设计，能让学生快速找出凡卡
给爷爷写信的内容，抓住文章的主线。紧接着，我让学生通
过抓住文章中描写凡卡心情、神态的句子反复诵读，以及借
助书本插图，合理的想象“凡卡的叙述使你的眼前展现了一
幕幕怎样的画面？”使学生的心始终与凡卡的心紧紧地贴在
一起，“在凡卡的身后，是一个高大的鞋架，架子上摆满了
各种楦头和皮靴，可是他却赤着双脚。”“是呀，凡卡在鞋
铺里，经常无缘无故地挨老板、老板娘的打，伙计们也经常
捉弄他，怎么可能送他鞋穿呢？”通过学生自我的发现，激
发学生对凡卡的同情，明白学徒生活是苦不堪言的。

“文章中仅仅写了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吗？还写了什么？
他在乡下生活的快乐吗？”问题的抛出旨在让学生通过讨论，
通过对课文的深入理解，体会凡卡在乡下的生活很苦，可是
当学徒的生活更苦，凡卡宁愿回家和爷爷过这样的苦日子，
也不愿呆在城里受罪了，以及感受到凡卡失去亲人疼爱的孤
独。从而领会作者的构思之妙，穿插凡卡回忆乡下生活
的“快乐”，目的是衬托出凡卡学徒生活的“悲惨”。

一篇好文章，常常会使人觉得言虽尽而意不尽。有的写人记
事的课文不写结局，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去思考，更富有
感人的艺术魅力。教学中，我紧扣文章结尾只写凡卡在邮筒
里投送他写给爷爷的信，回来后睡觉时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
留下了一串省略号这一载体，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小凡卡
满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的美好愿望能实现吗？他的命
运能改变吗？”通过学生回顾信封上的书写，探知凡卡的爷
爷肯定收不到信；根据凡卡爷爷的境况判定爷爷即使收到信
也不能接他回家；根据时代背景推知凡卡的美梦注定不能实
现，等待他的是更悲惨的命运，以此更深入地明白作者的写



作意图，激发学生对小凡卡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课堂上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凡卡是一个九岁的穷孩子，没
有上过学，怎么可能给爷爷写信呢？虽然当时，我与学生就
此问题展开了讨论，进行了猜测，“可能是爷爷教他识字的
结果”：“可能是他死去的妈妈教他的”：“可能是……”，
我也含糊地解释为这毕竟是小说，可以虚构，但我明白此说
不妥当。直至下课以后，翻阅了杂志，查找了资料，才明白
课本中的《凡卡》是根据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同名小说节选缩
写的。凡卡的母亲佩拉盖雅在世时曾在席瓦列维夫老爷家里
当女佣，老爷的女儿很喜欢聪明的小凡卡，教他念书，写字，
数数，还教他跳四组舞。由此可见，小凡卡能给爷爷写信是
合情合理的，可信的。可惜，由于我对原著的不熟悉，只能
给予猜测，甚至给出了差强人意的解释。

假如课前，我多花一点时间去读读原著，多花一点时间去熟
悉教材，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凡卡教学设计板书设计篇五

文章很长，课时却有限，这样的时候，倘若贪求面面俱到，
教学将又冗长又乏味，同学收益甚少。

１、初读课文伊始，就抛出问题：“用一个词语表达你初读
本文的最大感触。”同学很快纷纷表达：震惊、伤感、同情、
悲哀……由此，迅速导向同学集中关注文本的情感，并将自
身的情感世界融入其中。

２、然后，就“从什么地方感受到‘震惊、伤感、同情、悲
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一问题请同学们自
读课文，以点带面找出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并反复研读
相关的语句，既紧扣情感，又明晰文章主线；既读懂内容，
又感染情绪。



３、接着，再让同学就自身最有“震惊、伤感、同情、悲
哀……”感触的语句通过朗读表示自身的情感体验，同学自
然地喷发感情。

回顾这一课的教学，倘若面面俱到，或逐段讲析，自然枯燥
乏味，毫无特色，弱化文本自身的感染力，以上处置，则较
好地突破文章篇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时间、空间关系复
杂的难点，实现了长文短教、化难为易。因而，教师深入涵
咏文本，正确地处置、掌握教材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