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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阿长与〈山海经〉》追忆了儿时

的保姆阿长，抒发了真挚的怀念之情；文章篇幅较长，

围绕阿长记叙了几件事。教学时准备先让学生自读，然

后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内容，理清写作思路。

提出问题“作者为什么把阿长和《山海经》连在一

起，两者有什么关联呢”，让学生快速阅读，提出疑难，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讨论、探究，教师启发、点拨，培养学

生质疑、解疑的能力。

由于课文较长，事先布置学生做了较长时间的预习。

教具准备了多媒体CAI课件、录音机及示范朗读

磁带、投影仪。

教学时数：一课时。

二、过程描述

师 :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鲁迅的《阿长与

〈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在我们学过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她给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

《山海经》则是一部我国古代的地理著作，书中记载了

许多流传广泛的神话传说，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

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等。作者为什么把阿长与

《山海经》连在一起，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

探寻究竟。( 板书文题、作者)

师 : 大家已经预习了课文，读了课文后，你们喜欢

阿长吗？

( 学生有的表示喜欢 , 有的表示不喜欢 , 各抒己

见。)

师: 我们请不喜欢阿长的同学来谈谈原因。

黄江宁: 长妈妈喜欢说人闲话，说话的时候还爱竖

起第二个手指头，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

己的鼻尖，样子很不雅观。

毛星煜: 爱告状。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

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学生笑)

祝溯兵: 自私。睡觉从来不考虑别人的空间。脸皮

厚，鲁迅妈妈劝她也不听。( 学生笑)

刘迅: 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矩，很迷信。元旦逼着

鲁迅吃福橘，还强迫鲁迅说吉利话。

朱俊琪 : 爱吹牛，说自己脱裤子放屁能吓走敌人。

( 学生笑)

郑恺: 长得又黄又胖又矮。

( 板书长妈妈的缺点)

师: 喜欢长妈妈的同学请发言。

周旸: 首先我觉得郑恺同学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他是以貌取人。( 学生笑)

师: 对，看一个人不能仅看外表，得看心灵。

徐航: 睡觉的问题我倒认为反映的是长妈妈的率

真；而且鲁迅妈妈劝她的话很委婉，她不一定听懂了。

( 很多同学点头以示赞同) 她可能蛮笨的。( 学生笑)

王志成: 告状也是为了鲁迅好。

陈烨川: 那个时代的人都很迷信，规矩很多。长妈

妈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迷信是正常的。( 学生齐点头)

刘爱霞: 我喜欢长妈妈，因为她对鲁迅很关心。说

“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是为鲁

迅好，教他不要从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钻过去也是因

为爱他。

张馨月: ( 补充) 还让他吃福橘，希望自己和孩子都

“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毛卉竼: 只有她把鲁迅放在心上。她给鲁迅买来

《山海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

功。”她又不识字，想象她跑来跑去为鲁迅打听，我就很

感动。

师: 那你们认为鲁迅喜欢长妈妈吗？

众: ( 齐声) 喜欢。

师: 怎么不喜欢长妈妈的人也这么说呢？

毛星煜: 因为在课文结尾作者说：“仁厚黑暗的地

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毛星煜: 小时候的鲁迅没有体会到长妈妈是为了

他好，但长大后体会到了。

朱毛颖: 鲁迅刚开始不喜欢她，后来喜欢了。

师: 谁来总体说一说鲁迅对阿长的感情经历了怎

样的变化？

柴琼颖: 鲁迅对阿长先是不大佩服，然后产生敬

意，然后又憎恶，后来买《山海经》又使他感激阿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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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怀念她。

师: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鲁迅在课文前面要写长妈

妈那么多缺点呢？

周易: 作者想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长妈妈，因为

人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

周朕 : 先写阿长不好的事情，再写她为鲁迅买《山

海经》这件让他感激的事情。这样可以让我们对阿长刮

目相看。

师: 说得很好。这种手法就叫“欲扬先抑”，很值得

我们借鉴。你们觉得鲁迅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

周国栋: 他写得很幽默。写阿长睡觉“满床摆着一

个‘大’字”，还有鲁迅说“‘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

为她一定最安全了”，( 学生笑)“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

孩子，也生得不好看”，不露声色地对阿长的丑陋作了

侧面描写。( 学生笑)

江祯伟: 描写不多，但是很生动。说长妈妈爱“切切

察察”、元旦那天的表现、给鲁迅买《山海经》回来的言

行，都很传神。

师: 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描写对象，这种手法叫白

描，正是鲁迅所擅长的。还有吗？

吴卿: 作者写了很多事，但只对阿长买《山海经》一

事作了详写，其他都是略写，重点突出。

师: 对，详略结合，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师: ( 总结) 由此我们知道要写好一个人物，可借鉴

的手法有：第一，详略结合。主要事件要详细描述，与中

心意思有些关系的次要材料要写得简略些，详略配合

得当，才能更好地突出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更好地表

达中心意思。第二，传神的描写。或者写最能表现人物

特点的外貌，或者写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动作，或者写

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语言。第三，先抑后扬。这种写法

可以使文章有层次，形成跌宕。使描写的人物形象给人

意外的惊喜。另外，如果能适时加入幽默的元素就更妙

了。( 板书总结要点)

师: 同学们对这篇文章还有疑问吗？

丁雪飞: 鲁迅既然这么敬爱长妈妈，为什么题目叫

“阿长与《山海经》”，而不是“长妈妈与《山海经》”？

师: 这个问题可难倒我了，谁能回答？

周旸: 鲁迅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中年了，叫长妈妈

有些不太合适。

周朕: 我觉得不是这样。文章前面讲的看似都是阿

长不好的方面，用“长妈妈”觉得怪怪的。

漆天奇: 老师刚才说文章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我

觉得题目也是。如果用“长妈妈”，我们一开始就知道鲁

迅对她是褒是贬了。这样可以让我们猜不到鲁迅的真

正意图，要看到后面才恍然大悟。

毛诗雨: ( 补充)“阿”字也有亲昵的味道。

师: 同学们讲得真好。看来我们又有一个可借鉴之

处。

( 最后师生共同总结。)

毛越 : 本文写了作者儿时的保姆，她无姓无名、青

年守寡，却给予儿时的作者深情的关爱。作者写了从厌

她、烦她、恨她到最后敬她的全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

姜茅涵: 尽管阿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鲁迅却写得

十分亲切自然，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很多缺点和优点。

她多事饶舌，有许多令人厌烦的规矩，但又淳朴直率，

真诚地关心孩子，尽自己的可能帮助孩子，她是一个虽

有缺点，但优点更多的人。

吴志帆: 本文诙谐又富有情趣，深沉又庄重。对长

妈妈的感念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我读得很开心，也很

感动。

师: 在这篇回忆性散文里，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

集中记叙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

写得栩栩如生。这是生活中真实的阿长，都是“从记忆

中抄出来的”事实。《山海经》是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

爱的宝书”，他将对长妈妈的感激变成永久的怀念，以

浓情的笔墨为长妈妈的在天之灵祝福。让我们再一次

深情地祝福阿长：( 学生齐读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

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好，今天这堂课就这样结束

了。如果大家对鲁迅和阿长还有兴趣，课外请阅读《朝

花夕拾》。同时，请大家写一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要求既能表现人物的整体情况，又能鲜明地突出人物

的性格特点，600字左右。除了注意详略之外，还应注意

传神的描写。

三、教学反思

笔者近年来在教学中一直坚持“非指示性”教育理

念。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学生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

的习惯，敢于在课堂上畅所欲言。鲁迅的文章，学生学

习时往往会遇到困难，或者难以理解，或者理解不深，

这时就需要教师引导。在“非指示性”理念中，教师不是

指示者，而是引导者；在放弃指示的同时，对学生积极

引导。

备课时，笔者打算把教学过程分为四大板块：概括

主要事件、概括阿长形象、体会作者对阿长的感情和写

法探究。教学时，灵机一动，提出了“喜欢阿长吗？”这样

的问题，通过学生的辩论，完成了对阿长其人其事的认

识，从而引出了鲁迅对阿长感情的转变历程。写法探究

是一个很容易上得枯燥的板块，尤其是“欲扬先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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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知识点，本想单刀直入地提问“本文有哪些好

的写法值得借鉴”，又怕提问过于抽象，引起冷场。好在

有了前面的铺垫，于是换了一种提法，问：“为什么鲁迅

在课文前面要写长妈妈那么多缺点呢？”结果自然引出

了“欲扬先抑”。接下来孩子们又补充了几种写法，水到

渠成地完成了这个板块。最后的质疑板块是机动的，有

时会把它放在课前，因为考虑到这堂课内容较多，放在

课前容易耽误时间，于是放在课后。通过将近45分钟的

学习，我以为很多疑问在不知不觉的讨论中解决了，但

丁雪飞同学的问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课前也未做这方

面的考虑，但学生却能侃侃而谈、妙语如珠。一方面是

因为这堂课触发了他们的智慧跳动点，另一方面自然

是长期熏陶的结果。我觉得欣慰，但同时也告诫自己：

今后备课一定要尽量全面、用心。

由于课堂时间不够，课后又让学生补记了学习收

获，许多学生的话仍让我感动欣喜。周朕同学这样写

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古有明训，但现今仍有很多

人因为相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长妈妈是不幸的，因为

她青年守寡；长妈妈又是幸运的，因为‘子’不嫌‘母’

丑。她全心呵护的迅哥儿终于明了了她的爱，写了这样

深情的文字来纪念她。她如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

周易同学则写道：“原来很多的爱都隐藏在平常不经意

的甚至是看似恶意的举动间，麻木的我们是不是忽略

了太多太多？”郑恺同学则感慨地说：“我现在发现很多

故事不是不好，而是我没有读懂，没有用心读。从前的

我很不喜欢鲁迅，觉得他为人太刻薄，小心眼，总挑别

人的刺，没想到他是一个这样情深义重的人。”

我发现，只要对学生循循善诱，引导他们说出自己

的见解，他们就能由浅入深地走进课文，走近作者。我

现在对这样的教学越来越有信心了，也一定会坚定地

走下去。

我也发现，这次教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课堂上教

师大多时候都把握得较有分寸，但有时发挥得过于显

性；一些学习要点概括得太现成，应该让学生主动概

括，主动整理才好，教师这时只需要充当补充者和评判

者。

一、背景介绍

2006年9月14日，笔者和学生一同学习苏教版高中

新课标教材必修一的专题“吟诵青春”后，组织了一场

诗歌朗诵会。这是一次活动体验课，先由课代表牵头，

分小组比赛，从每小组中推选出一名选手，其他要求参

加的同学自由报名，汇总后共选出十名选手参加班级

朗诵比赛。主持人、评委、计分员、电脑管理员都由学生

自主产生。其中评委十名，计分员两名，电脑管理员一

名。参赛诗歌由各选手自主确定，确定后送交电脑管理

员预先录入电脑，做成ppt，以便朗诵时同步呈现给全

班同学。

二、过程描述

1.主持人致辞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班举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诗歌朗诵比赛。朗诵能陶冶情操、展现自我，希

望通过这次朗诵比赛，大家能更喜爱诗歌，更喜爱朗

诵，用自己的感情去体验。接下来请十位选手依次上台

朗诵，大家掌声欢迎！

2.十位选手依次朗诵

十位选手按事先的抽签顺序依次上台朗诵，分别

是：一号王威朗诵莱蒙托夫的《浮云》，二号赖军训朗诵

舒婷的《致橡树》，三号林嘉成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

桥》，四号徐俊飞朗诵舒婷的《致橡树》，五号郎哲朗诵

海涅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六号杨馨朗诵戴望舒的《寻

梦者》，七号廖望朗诵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八号姜

鹏飞朗诵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九号席超朗诵

食指的《命运》，十号陈玲朗诵里尔克的《孤寂》。

选手朗诵时，电脑管理员将诗句同步呈现在教室

一堂诗歌朗诵会

浙江省衢州市第一中学 周晓天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