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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荷塘月色》教学的同课异构
——以计算机专业 21 软件（1）班为例

颜　芬

（东莞理工学校，广东 东莞 523470）

摘要：同课异构，是在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推进教学改革的要求上发展而来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于同样一份教材文本，

教师要使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打开思路，彰显个性，从而做到继承与批判的统一，提升教学资源利用率，让教学活动优势互补。传统教

学模式为知识灌输型，不利于文学鉴赏类、阅读体验类教学活动的开展，应优化课堂结构，变革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

活动，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应用能力。

关键词：中职；计算机；同课异构

一、精准学情分析

本文学习主体为中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学生，由于我们的学

生认识问题能力有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的阅读还停

留在泛读和初读上，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尚在培养形成之

中。本文是作者在特定年代、特殊时期表达自己独特心情的一篇

佳作，由于年代久远，学生可读出景色，但难以走进作者的心灵。

为了了解学生散文阅读的现实情况，我通过“问卷星”的电子问

卷调查中职学生散文阅读情况，该班总人数 47 人，问卷全部收回。

本问卷从学生对散文喜好态度、阅读量、阅读类型、理解程度、

鉴赏能力这五大方面进行调查。在了解学生阅读散文的能力基础

上，通过“学习通”的学情统计图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

平台学情数据统计，了解学生学习视频学习进度和完成情况，以

及学生学习过程提出问题、学生互动回答等课堂活动情况。为了

更好地进行《荷塘月色》的教学，针对上述学情，本课开展同课

异构教学，进而结合本人日常教学情况，分析成因、提出策略，

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精准课程教学

（一）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了解作者朱自清的生平、代表作、创作成就。理

解生字生词。

技能目标：欣赏本文展示的优美景致以及背后的意境，提高

对情景交融类散文的理解与鉴赏能力。学习运用朗读、比较、联

想等方法品味语言的精美与写作技巧的高超。

情感目标：理清散文中的感情脉络，分析主人公情感变化，

体会情感变化背后的复杂心态。学习朱自清先生的爱国情怀与民

族气节。

（二）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程教学重点在于，教师引导学生掌握文章写景的手法，

并熟练运用摹景状物的技巧；通过美读探究，感受其语言魅力。

教学难点在于，学生如何通过阅读感受荷塘月色的意境美，提高

审美能力。

（三）教学方法的选择与使用

采用“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主要采用提问法、点拨法、

启发式归纳法，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由鉴赏课文，方法力求符合

学生学情，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进来，与文本交流、与作者交流。

（四）教学环节

环节一：课程导入。

教师播放多媒体课件中关于荷花的图片，展示关于荷花的诗

词。古往今来赞美荷花的文章、诗歌非常多，例如“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等，他们描写了耀眼阳光照耀下的荷花，月色朦胧中的荷花该是

什么样的情致呢？让我们从图片和诗歌，转向散文《荷塘月色》，

细细品味。

在该环节，通过阅读，检查学生预习和基础生字生词认知情况。

环节二：通读课文，理清情感变化脉络。

阅读，再听录音，思考一下问题，教师提问后学生可自由回答。

本文描写了朱自清什么样的经历？月下散步，来到荷塘。

本文的线索是什么？朱自清的散步路径。家→小路→荷塘→

家。作者出门经过小径到荷塘最后又回到家，依照空间次序进行

了一次夏夜荷塘之游。

本文描写了作者一次月下漫步经历，作者为何夜里去散步呢？

因为“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人静却静不下心，很多事情

纷纷扰扰，决定去荷塘散步，排遣内心的烦闷。

作者去月下散步的目的是？寻求内心的平静。

那么经过一夜散步，他找到内心的平静了吗？这个问题为开

放性问题。学生要回答“找到”“未找到”，给出原因。教师引

领学生共同感受作者情绪的变化。从内心独白开始，点名朗读。

教师指导朗读要点，注意在“也爱独处”“便是个自由的人”等

词句重读，表达作者试图摆脱烦恼的期待以及摆脱之后的喜悦。

这段独白表露了作者怎样的心情？学生自行明确作者在这样

幽静的环境中，在朦胧的月色下，独自游览，才感受到自己成了

自由的人，摆脱了尘世间的烦恼。受用无边荷香月色，流露出他

通过赏荷获得片刻自由的喜悦之情，但是这种喜悦是淡然的。

课文第四段、第五段最能表现作者的写作风格，作者的喜悦

之情与朦胧的月色、柔和的荷香彼此交融，形成素雅、幽静的意

境。那么，作者这种独处之乐能否长久呢？美梦是否会被打破？

引导学生从第六段找出答案，说一说作者的心境变化。这部分由

学生自由阅读后回答。学生认为宁静的环境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暂时排解了内心苦闷，但是被脱不了缠绵愁绪。该部分指导学生

自由朗读，再点名朗读，要求学生倾注感情进行朗诵。

作者的愁绪“剪不断、理还乱”，想借助美景来排解最终失

败，他又尝试了什么方法来超脱现实的苦恼呢？这种方法是否有

效呢？作者通过江南采莲的习俗，想象采莲中的热闹情景，联想

到采莲的美好纯洁，借此解脱。但是现实问题没有解决，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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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梦里。当作者“推门进去”，又

回到了现实之中，种种无奈、苦闷仍然围绕着他。

以上所有问题均由教师引领学生自由回答，贯穿自由朗读，

点名朗读。

环节三：细致研读，感受写作手法。

指名学生朗读，听录音，说一说作者写到了哪些景物，顺序

安排，题目荷塘月色，作者见到荷塘后，偏重荷塘还是月色？该

段落依次描写了荷叶、荷花、荷香、波浪、流水。作者定点观察，

由远及近，从上到下，先静态后动态，层次清晰明确。该段描写

了月下荷塘，间接描写月色，荷花在月色笼罩下呈现了这样的姿态。

文学的精彩之处在于描写的手法。从修辞手法角度分析作者

如何描写荷塘精致的，说说这些手法突出了事物的哪些特点，你

认为词语运用比较准确精妙之处在哪？

学生分成小组，讨论这些问题。每组出一名到两名代表阐述

小组探讨结果。

经过学生的讨论，最终总结归纳了以下比喻。教师一边听学

生总结一边将比喻的喻体写在板书上。

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叶是修长婀娜、灵动飘逸的，舒展、

挺拔、高圆、风姿绰约。田田这一叠词，体现荷叶的量，状态是

茂密连绵的。

荷花：用多个喻体从不同角度反复对本体进行比喻，用博喻

手法写出月色下荷花的多种姿态。如明珠，写出月色辉映下荷花

上的水珠晶莹剔透的亮光；星星，绿叶衬托下荷花忽闪忽闪的亮光；

美人，用刚出浴的美人形容露珠点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突出荷花清新、质朴、淡雅、

高贵的气质；袅娜，本意形容女子体态轻快柔软，这里用来比喻

荷花妩媚的姿态，修饰荷花盛开的状态；羞涩，展现了荷花“千

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媚姿态，表现了含苞待放

的荷花的状态。让学生将羞涩、袅娜等词汇互换位置，再阅读品

味一番，看一看含义是否有变化。

荷花香，清香是嗅觉感觉，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是听觉感觉，

两种感觉互相交融，产生通感。嗅觉嗅到的气息转换成听觉，让

作者对香味形成立体的形象，变换欣赏的角度，非常新奇有趣。

歌声轻柔飘忽，捉摸不定，而荷香也是渺茫婉转的，这种感觉有

相似之处，运用通感来描写，呈现突出的艺术魅力。

环节四：归纳总结。

教师带领学生在该环节进行归纳总结，主要由学生归纳本堂

课内容，表述一下自己小组得到了哪些收获，讨论出哪些成果。

教师进行点评。

三、精准评价方式

本次课程的评价活动引入了多元评价和动态评价模式。

评价主要由教师来进行，同时运用了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

方式。因本次课程采用了自由问答模式以及小组讨论模式。在教

学完成后，教师首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鼓励表扬，对于不足

的地方给出明确的建议。学生自评部分，由小组中之前未发言的

同学说一下对同组同学的看法，包括思维活跃度、问答活跃度、

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多个维度。学生互评部分，进行组间互评，

说一下其他小组哪些观点非常新颖，自己从其他小组学到了什么，

大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班级同学一起评价本次课程自由

问答环节表现最好的同学，给出理由，评价标准包括回答积极程度，

回答准确程度，回答新颖程度，语言组织能力等维度。

本次课程采用了同课异构教学模式，需要进行动态评价。每

个环节完成后，教师都要将评价结果告知学生，及时鼓励学生，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析后续环节是否应进行调整，力求让每个环

节的内容、难度、形式都能够对应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求。

四、精准课后反思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散文名作，历

来为人所喜爱。在中职语文教学中，也是重点篇目。曾经学习过

很多其他教师的教授过程，将重点放在三段经典段落上。各位教

师的教学方法各异，有的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但是经典段落仍

然有讲“滥”了的意味。这篇名作被忽略的内容很多，除了经典

段落，其他部分也有可以细细品读之处，值得深入挖掘。譬如“我

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这样的关于生活感悟的

经典语句就出在文章开篇不久的位置，引领一种闲适自由之风，

奠定了文章的基调。通过同课异构教学模式，引领学生从全篇文

章中感知美，找出与自己生活经验、个人体验相关的优美词句、

哲理经典，加深并拓展对文章的理解。

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引领学生美文美读。《荷塘月色》中的

词句如此美好，反观上课过程中，阅读与欣赏的环节设计较少，

没有朗读和泛读。另外，讲授过程如果能搭配更多的图片、视频、

音乐，营造的氛围会更加和谐美妙。在带领学生阅读的过程中，

也要注重语言美，带着感情，富有激情地进行诵读，让学生感受

到教师的高昂情绪，被带动起来，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开展同课异构教学，也要注重学生的能力层次。虽然大家都

是中职学生，但是也有语文学习基础的差别，有的学生很容易就

进入到美文氛围之中，能够与教师共同鉴赏，挖掘词句之美，而

有的学生对语文学习兴趣不足，心态毛躁，很难静下心来欣赏文章。

在教学中应有所侧重，增加让学生尝试写作同类型语句的环节，

程度较好的学生挑战一下美文写作，程度一般的学生感受一下写

作的基础技巧，分别带着不同的感受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总而言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通过同课异构教学，

对学生因材施教，补足教学短板，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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