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课后反思(通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祝福课后反思篇一

说实在话，我是很喜欢《故乡》这篇小说的。浓郁的抒情，
生动的人物，精巧的结构，个性化的语言，近乎完美的结合
地一起。不过，在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主要
有：

鲁迅的作品，历来参考资料较多。教师教学用书上在“课文
研讨”部分对这篇小说的主题归结为三种看法：一是“故
乡”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二是表现中国社会愚昧、落后、
贫穷的轮回;三是渴望纯真的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除了第三
点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前两点分析学生接受起来有些困难。在
“有关资料”部分，则附录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王富仁的
《精神“故乡”的失落》、靖辉的《精神的故园在何方》、
沈振煜的《哀人间之隔膜，探人生之新路》。这些文章从不
同角度对《故乡》的主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不过在教学中
直接拿来使用显然不太合适。

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中学教材全解》上说得较为准确合
适，学生也易于理解：

《故乡》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描写了辛亥
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遭际与精神病苦，抒写了作者
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
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

为什么作品中还写了宏儿和水生的友谊，作者的用意何在?这



一点也是学生容易忽视的。我以为，作者这样写的用意至少
有两点：一是为了表现中国社会的一种轮回。水生未来的命
运也就是当年闰土的命运，宏儿和水生的交往也就是“我”
当年与闰土交往的再现。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贫穷，中国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会不断地上演。二是为了表现作者对
新生活的渴望。关于这一点，作者在文中说得很明白：“我
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
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这篇小说结尾部分的议论也是学生很容易感到困惑的。我觉
得要想理解这段话，最好结合全文，特别是小说的最后三节
来理解。倒数第三节作者表达了希望后辈能过上新生活的美
好愿望，紧接着下一节作者写了对自己希望能否实现的担忧，
而最后一节作者以清醒的认识表达了实现理想的决心，他决
心要为后人开辟出一条新生活的路来。

如何理解这篇小说中的“我”的形象，作品中的“我”就是
鲁迅本人吗?这个问题不少学生也有困惑。

此外，文中极具个性的人物语言，人物出场顺序的安排，标
点符号的使用等也都值得让学生研究。

祝福课后反思篇二

今天，结束了《雪》这篇课文，上完这节课后，我进行了如
下的反思：

一、对课文主旨的把握

《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最为明朗的一篇，然而对于
文章的主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钱理群说，鲁迅在博
大的、运动的“自然”中，发现与肯定了自己；张向东说，
《雪》不仅是一支不同凡响的雪之绝唱，更是一曲响彻云霄
的人的精神的赞歌。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讲，讲的太深，他们



不能够理解，倒不如简单理解为，作者通过笔下的两幅鲜明
对立的图景——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寄托鲁迅了对美好理
想的追求，并赞美了这样一种战斗精神——要用战斗来创造
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我想这样有助学生更深入、更真
切地认识鲁迅。

二、对教学环节的设计

在《雪》这片文章里，作者对南方雪景的描写是那么色彩丰
富：血红的山茶花，白中隐青的梅花，深黄的蜡梅，冷绿的
杂草，还有那幻想中的蝴蝶和蜜蜂，其实作者不仅仅是要说
明这孕育生命的隆冬，更是要阐述在这种昏暗的时代，不要
迷失对待希望的追求。其实，作者的写作意境很高，如何去
让学生领悟，我觉得教师的引导很重要，创设情境教学很值
得提倡。

祝福课后反思篇三

这篇文章很长，一般需要三课时才能解决。但考虑初三教学
时间较紧，我计划用两课时完成。

我反复阅读文章，虽然这样的文章自己也已经上了多次，但
是每次总是有新的感受和触动。本教学设计从理念和文章处
理上希望有以下几个突破。

1、努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学习。到了初三发现很多学生已经
不再参与我们的课堂，哪怕是很简单的内容也不愿意，因此
想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师引导，逼迫这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来，这一点我觉得效果没有我想象的好。

2、努力想让学生思考，尽可能让教师的教授放到第二位，让
学生自主去感受、体会和表达，那样虽然可能不成熟、不完
整，但比教师虽然精彩的分析，实际上效果更好。不过在本
节课中，这方面的目标没有达成，学生的思维容量不够，语



言表达和书面表达训练不到位。

课文解读方面：

1、努力想不破坏文章的整体性，以“悲哀”为情感基调，分
析悲哀的具体原因，然后过渡到环境描写和人物分析来。

2、人物分析想通过学法指导，引导学生再度深入文本，自主
比较分析闰土的前后变化，从而归结人物命运的原因，直至
挖掘文章主题。

不过设想虽好，但是操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导致教学
流程不够流畅，学生表现不够理想，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教学切入不够明确，对文章的感情基调的把握，由于学生
未能深入文本，读出自己的感受，仅仅两段文章的朗读，未
能引导学生进入文本，导致时间浪费，教学流程堵塞。

2、学生情感基调的把握，环境描写的作用分析等都没有设想
的那样顺畅，无法进入良好的教学情境。

今天的课对人物分析进行的深入探究，表格形式还是非常有
效，精读描写中年闰土的语言，学生的反应良好，说明细读
文本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深入
思考，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说出对文本的独到见解，把
语文学习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我想，这将是我今后语文教学
努力的方向。

祝福课后反思篇四

鲁迅的作品向来令学生头痛，为了公开课不至于太难看，我
也算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思考。对《风筝》这篇课文的
研读，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对于教学设计，我则思索了更
长时间。一直思索怎样教可以使学生读鲁迅的作品不累不吃



力，但是苦于不得要领。等到快开课的前两天，我才突然间
顿悟了，理清了思路，找到了突破口。但是，教学完成以后，
现自己反思如下：

1、作为“作品”处理，而非阅读技能处理

我的教学目的是试着让学生去挖掘鲁迅作品里的深层次内涵，
试着让学生去体悟鲁迅人格的深邃与魅力。教学目标不是针
对阅读技能而言的，所以，这堂课上完了，学生想习得阅读
技能或是阅读方法的训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教学定
位本不在此。

2、没有“导课”、“作者介绍”这些教学环节

作为公开课，老师学生心里都很清楚，上什么课谁都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根本用不着“导课”这一环节。如果这样，
我觉得那你就是在表演，表演给在场的听课老师看，是你老
师自己在表演，而不是你在给学生上课。除非，你的“导
课”环节确实很精彩，且体现了你的教学设计里头的某种核
心的思想，且与下一个教学环节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
否则，我想大可不必用“导课”这一环节。我自己很明显，
我一直到临上课前，我还没找到这样准确且必不可少的“导
课”设计，所以，我就没用这一环节。

“作者介绍”这一环节的设置省略，那是因为在上课前，本
课的预习工作，我已经领着学生做了很多事情了。从网上下
了一个介绍鲁迅的视频，播放给他们看；给他们简单的介绍
了一些鲁迅其他作品；由于大一就通读过《鲁迅传》，写过
小论文，所以对鲁迅我了解的也应该说比较多，我曾花时间
讲过有关鲁迅的一些重要事迹。所以，通过预习工作，事实
上，学生对鲁迅这个人已经有大体上的了解了。照这样来看，
还有必要在课上花几分钟来介绍一下鲁迅吗？根本没有必要。

3、离“家常课”距离很远很远



一直以来，总坚信：越好的课越普通。家常课的味道是很重
要的，给学生以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但是，我这堂课是
不行的。因为这前的预习工作就做了很多事，为上的课做了
很多的铺垫，所以我的这堂课设计是不能随手拿来给其它的
学生上的。要上也得有个前提，一学生对课文要读得比较熟，
二学生之前预习工作要充分，对鲁迅这个人有比较整体的了
解。

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样的教学设计，学生是接受不了的，
肯定会晕头的。

4、教学问题设计既是缺陷也是困惑

这堂课的设计主要是以问题呈现的，在这堂课的设计好以后，
我自己也感觉问题较多，自己想整合成几个主问题，这样可
以一条线贯穿下来。但是一直苦思冥想都一无所获。本来想
请教虞老师的，后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的，又没问。本来以
为自己能想出来，但是事实证明，我是自不量力！我还是没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一直想着把某几个问题删掉，精减
成几个问题，但是，自己又比较“小气”，总感觉这几个问
题都是挺重要的，不忍割舍任何一个。所以到最终开公开课
的时候，主问题的设计与流程依然很糟糕，不尽如人意。

5、教学预设大于教学生成

整堂课的教学，最失败之处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顺着我设计
的环节一步一步往下走，而教学的动态生成可能并不是特别
理想。就算学生有动态的生成，那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的，
说的答案也是我所期望的答案。

教师理解是不是就一定要传授给学生？鲁迅作品《风筝》确
实有很多隐喻意义，但是，这种深层的解读，是不是老师自
己懂了，就一定要把它全教给学生呢？学生能接受的了吗？
备学生远远比备教材重要。深知这一点的我，可是，或许是



自己太自以为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总想把自己知道的都
能传授给学生，所以，整堂课的控制上，问题的探究上，知
识的呈现上，主要还是以我原先的预设为主，我设好了圈套，
等着学生来钻。

不过，这堂课生成的部分还是有的。比如：最后，一问“通
过以上的讨论，你觉得这篇课文还仅仅是在讲风筝吗？如果
不是，那这篇课文还在传达什么呢？”，对于这一问的设计，
是和我整堂课的教学定位相统一的，我预设的主要落点是倾
向于鲁迅个人的深度自省与顽强抗争的命运意识与民族意识。
我也知道，初一的学生很难理解到这一层，所以在这一步，
我主要让学生各抒己见便可，读出自己的心得，并不要求理
解到这个高度。学生的回答，有说亲情的.，有说孩子教育的
等等，这些都是我预设以外的，整堂课没有一个环节的设计
和这种解读有密切关联，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读出来的见解，
都是他们自己的心得。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教师的理解并
不等于学生的理解。况且，这种理解，学生也能自圆其说，
讲得合情合理。我觉得这样挺好。

尽管这堂课总体以预设为主，但是，我自己的头脑是清醒的。
在备课阶段，本来也想把教学定位在从“亲情”、“教育”
这些角度来解读文本，但自己总是不愿意，因为我个人总觉
得，这样解读离鲁迅作品的高度相差太远，这样解读太肤浅。
一直思索着能够深入浅出的教学本文，因为鲁迅作品的隐喻
意义探讨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难点。所以在
课堂上，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灌输”，如果学生有的
有难度，那就算了，大不了不解读，感觉感觉就可以了，否
则，学生真的会晕头的。正如我所料，当我提出“为什么小
兄弟会全然忘却？”这一问题时，学生感到很大的困难。为
了思索的快些，我提醒学生：为什么小兄弟连自己当年的最爱
“风筝”会忘记？你会忘了你的最爱吗？为什么小兄弟连自
己最重要的精神都被虐杀了，还会忘记呢？怎样的人会连自
己的精神被虐杀了，还会忘记？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让学生讨论探究。为了不造成盲目讨论的假象，我要求学



生先自己静心沉思后，再和同学交流看法。讨论结束后，学
生的回答，应该说是出色的，他们确实是在思考。但是，学
生理解问题的深度与我的预设肯定有距离。这是我上课前，
自己也早就料到的。我直接把答案灌输给学生吗？我没有！
我没有发表过多自己的看法，我也没有否定学生的看法，而
是一直在提示他们，一直暗示他们，是不是可以思考得更深
刻一些？当我确定学生实在只能回答成这样了，我笑了笑，
我反问他们：你们对自己的答案满意吗？有好多同学叫到：
满意！我便说，好！你们自己满意就好！在这里，我没有强
行灌输，哪怕学生的解读不是很深刻，比较粗糙，但是，学
生自己都很满意了，就没有必要去多说什么了。

6、“先入为主”思想的危害

在本文的教学中，贴近文字的研读或是说朗读，是不太多的。
一考虑到整堂课内容比较多，快时间来不及，二考虑到整堂
课定位是通过本文学习解读鲁迅人格，而不是定位在阅读方
法与阅读技能上，所以对课文贴近文字的朗读，这一工作，
我是课外让学生在预习这一环节自己去完成的。而上课，就
是谈论交流看法。好比《风筝》这篇作品，只是了解鲁迅人
格的一个“用件”而已，并不是作为“例文”或是“定篇”
或是“样本”处理。所以课堂上，贴近文字研读，是做得很
不够的。

由于课前做了很多工作，加上作为鲁迅作品来深度挖掘鲁迅
人格，会不会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
鲁迅写的文章，思想一定是很深刻的，只要是鲁迅的作品，
里头一定包含着深度的社会反思与国民批判，一定包含着对
民族命运的悲悯与思考，一定包含着对自我或国民的解剖，
一定是一个反抗绝望抗争到底的勇士形象呢？学生以后，如
果一拿到鲁迅的作品，头脑里就有这样一种框框，就有这样
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我想这对阅读文本本身来说，是非常
可怕的。语文教学怎样去掉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色彩，
怎样去引导学生从文本中读出意思，读出深度，这也是一个



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祝福课后反思篇五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一篇精读课文。作者通过回忆伯父鲁
迅先生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告诉我们伯父是一个
爱憎分明、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人。表达了对伯
父深切的敬爱之情。

在教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为了营造强烈的文化氛围，
追求震撼人心的效果，我始终坚持从情感体验去把握教材，
按照“三阶六步”的教学模式设计和实施教学。在上课之前，
我对教材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解读。先引导学生根据“鲁迅
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找出文中的中心句，然后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能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
二是从文中所写的几个事例看出鲁迅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文中的.事例要求学生用小标题的形式写出来）再引导学生
去感受和体会鲁迅先生“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
博大的胸怀。综观整堂课，具体体现在，用“悼念”把文本
内和文本外的内容联系起来，把文本和扩展内容结合起
来。“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永远见不到
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
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这句话是小周晔失去伯父时的所
想所感，也是文章的情感主线，文章以此为情感轴心，回顾
了伯父鲁迅先生生前的几件小事。教学时，每讲学一个小故
事，再返回到该句的诵读上，以形成一咏三叹的效果。其间，
我还引入了巴金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的诵读。用这样
的设计，把文本的主旨提升到鲁迅的博大上来。相互照应，
让课文更显精致。

在课堂占课的过程中，对课堂节奏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
的。“救助车夫”这一个小故事浓墨重彩，从鲁迅的那几个
动作入手，通过对“半跪”的分析，让学生说出了哪个动作
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然后再让同学们想象，通过想象让



画面动起来。最后让学生们去找鲁迅跪了多长时间，让学生
有了一种震撼。然后通过设计情境，让学生体会鲁迅先生对
穷苦人民的同情。最后反复诵读两个“清清楚楚”的句子，
体会鲁迅先生当时忧国忧民的神情和给周晔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共由几个大部分组成，我不是按照传统
的教学程式，由课文开头向末尾讲，而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
学内容先探究几个小故事，再回到第一部分“伯父为什么得
到那么多人的尊敬、爱戴？”这样由“因”推出“果”，很
巧妙地将部分和整体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教学过程重点突
出，安排紧凑，气氛活跃，效果显著。教学流程上，紧紧扣住
“为什么伯父会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呢？这个问题来展开。
这样，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伯父为什
么得到各色各样的人的爱戴？“这一问题越来越明白，答案
会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完整，最终得出：因为伯父关心青少
年、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同情和关心劳苦大众，所以得到
广大青少年、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的爱戴。

祝福课后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
课文，进行探究性学习。

2、过程与方法：创设情景朗读体悟；圈点评注品味语言；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悟亲情的含义；了解科学的儿童教
育思想；学习鲁迅的自省精神；理解作品的批判性。

教学重难点：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课文。



2、细致品味文章语言，领会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富
意蕴。

教学准备：

学生：反复朗读，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词并画出不理解的地
方。查阅鲁迅的相关资料。

教师：钻研教材。制作简易多媒体课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同学们上中学了，学习任务更重了，你们平时有没有抽空想
过学习和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现在老师就给你们一会儿
时间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二、整体感知课文

默读全文，思考：

1、课文回忆了“我”毁掉了弟弟的，后来“我”知道自己
（），准备向弟弟道歉，而弟弟却（），“我”的心只得
（）。

2、文章有几个“我”？

3、“我”分别怎么回答我们刚才探讨的问题的？

三、研读与赏析

1、“精神的虐杀”具体指哪一幕？为什么说这是“精神的虐
杀”？变换人称带上感情朗读体会。



2、“我”改过的方法？结果怎么样？朗读品味探究“我”的
心理。。

5、“我”是怎样意识到“我”的错误的？为什么说“我”
也“不幸”？“我”也是受害者吗？受谁的害？学生合作探
究，老师相机点拨。

6、老师范读最后一自然段体会作者深深的“悲哀”之情。

四、体验反思，拓展延伸

1、大师鲁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从他那学到了什么？

2、设计课文副标题并阐述理由。

3、文中弟弟的童年被无知的哥哥以及愚昧的时代虐杀了，你
们呢？你们的童年在哪？

五、课堂结语

一只折断了翅骨的风筝，一段悲哀凄凉的忏悔。然而，一切
的忏悔又有何意义呢？精神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而背负着
愧疚的心灵同样是不堪重负的。同学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这
个沉重而悲哀的教训吧。可能这样的悲剧在今天仍然在上演，
是啊，我们也很无奈，刚才同学都说了，做作业是没办法的
事，因为这个社会不拼命就会被淘汰。

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的童年被家庭、学校、社会虐杀
了，我们不能像“我”的弟弟一样麻木，以为这样是对的，
就把这个“恨”给忘记了，只有记得这个“恨”，我们长大
才会努力的去改变这个虐杀儿童的社会。鲁迅又何尝不是有
着这样的期待呢？他在遗嘱中说：忘掉我。我们又怎能忘记
这位有良知的民族脊梁呢？怎能忘记这位关爱儿童和青年的
慈爱老人呢？就让我们也怀着一颗民主、善良、宽容的心待



人吧，惟其如此，那晴朗的天空中才会永远飘扬着我们快乐
的风筝！

六、作业（二选一）

1、假如你是文中的弟弟，你一定会有些新的感受想对哥哥说，
请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与同学交流。

2、假如请你向父母推荐阅读《风筝》，你会说些什么？

七、板书设计

风筝

——一段往事，一个时代

“我”少年：折断风筝——精神虐杀

中年：未能悔过——永恒悲哀

祝福课后反思篇七

《莫泊桑拜师》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从小酷爱写作的莫泊桑为
了能够写出好作品，拜福楼拜为师，得到悉心指导的事，表
现了莫泊桑对所酷爱的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福楼拜热心提
携后辈，关心文学青年的名师风范。

为了上好这一课，我从认真钻研教材，确定教学目标，再到
研究学生，确定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不断的思考和修改，力求
让学生主动参与，构建高效课堂，下面谈谈我印象最深的几
点：

一、深层挖掘突破重难点。



二、转换角色，以读促悟。

三、引导、点拨学生对文字的品析。

但是还有以下几方面有待努力：

1、学习的主动权应交给学生，不能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2、课堂的调控能力还需再加强。

鲁迅风筝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祝福课后反思篇八

师：风筝是写实的，写一对兄弟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产生
矛盾呢？从第三自然段看起，看看两兄弟的矛盾是怎么产生
的。

生：文章中“我”非常讨厌风筝，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而
小弟却非常喜欢风筝。



师：文中用的是“讨厌”吗？

生：是“嫌恶”。

师：这两个词的意思有区别吗？文中用“嫌恶”说明了什么
呢？

生：“嫌恶”比“讨厌”程度严重多了。说明“‘我’不是
一般的讨厌风筝，而是极其讨厌”。

师：但小弟弟可不是这样的，有两个词语很能看出，哪两个？

生：当看见风筝落下来时，小弟弟“惊呼”；当风筝的缠绕
解开时，小弟弟“跳跃”。

师：文章围绕风筝写了三件事，我们先看第一件好不好？

生：第一件事是“我”发现了小弟弟偷偷做风筝，就生气地
把他的风筝撕毁了。

师：这里有一个成语，写了小兄弟花了多少功夫做这个风筝，
是哪一个成语？（引导学生找出）对了，就是“苦心孤诣”。

（先生边说边板书。由于黑板安得比较高，要踏上一个小木
凳才能够得上。先生一步一步地踏上小木凳，一笔一画工工
整整地写下这4个字。）

（《桃花源记》学生大概还没有学过，但先生这种词语解读
方法当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学生站起来：“煞费苦心达到了别人所达不到的境界。”

先生有点不满意：请重说一遍，完整地说。

生：“苦心孤诣”的意思就是煞费苦心达到了别人所达不到



的境界。

师：当“我”发现小弟弟“苦心孤诣”做出风筝时，“我”
怎么样了？

生：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
了。

（生解词，做组词练习。然后）

师：请大家拿出纸来，写一句话，把小兄弟“绝望地站在小
屋里”的心情写出来。

（先生关注地走进学生中，片刻，有学生站起来……）

生1：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沮丧地低下头，泪还是不听话地
流下来。

生2：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原先水灵灵的大眼睛变得暗淡无
光，他使劲地想，绝不屈服，绝不流泪。

坐在前面的一位学生举起了手（原先他已经回答过问题的
了）。先生微微笑了笑：“还有吗？后面的，我能随便叫个
同学吧？”

坐在后面的一位同学起来回答：“说明当时中国扼杀童真童
趣是很平常的，这很残酷。”

师：为什么是“不幸”呢？懂得这个道理吗？鲁迅先生当时
的心情怎么样？

生：沉重。

生：“心”变成沉重的铅块，所以可以用“堕”。



师：再请大家注意“精神的虐杀”这5个字：“虐杀”
的“虐”用手指在桌面上写一下，下面和雪花的“雪”刚好
相反。这个“虐”在《向沙漠进军》里出现过，“肆虐”。

请这位同学把第二段读一遍。（生读）

生：因为小兄弟已经对这事习惯了，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师：我最欣赏你的“习惯了”，可能小兄弟也是这样对待自
己的子女的，这使我们看到民族中一些人的不良习惯。大家
不妨看看文章的开头，文章写于1925年1月冬天。我们看看开
头的两段，可以轻声读，也可以默读。请大家注意其中“惊
异”“悲哀”这些渲染气氛的词语。

先听老师范读。（先生自己很有感情地把这个句子读了一遍，
自己边读边解释。）

“我现在在那里呢？”怎么不知“我”在哪里呢？写出一种
惆怅和焦虑。“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
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
了。”

师：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

（师生一同深情朗读）

师：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明显的“首尾呼应”，“我倒不如躲
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
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句话中的破折号值得品味。我给
大家示范一遍。大家下课后好好体会一下。

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