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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资源　弘扬革命文化
——以统编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一个粗瓷大碗》为例

郭甜弟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广东 佛山  528315）

摘要：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编排多篇革命文化的课文，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由于该类课文的创作年代

距今有一定时间，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因此通过借助图片，增强可视感；创设情境，提升参与感；链接资料，塑造立体感；依托视频，

呈现画面感；拓展评价，增强使命感，多种方式链接资源，能有效地让学生走进课文，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文化，落实“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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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明确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统编版

小学语文教材中编排了多篇革命文化的作品，是落实“立德树人”

的有效途径。据粗略统计，小学语文教材中体现革命文化的课文、

“阅读链接”有 40 余篇，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该类课文在一至四年级中以单篇呈现，到五六年级则以主题单元

进行编排，呈现梯度螺旋上升的趋势。

由于革命文化的课文创作年代距今有一定时间，学生受个人

认知水平与生活阅历的局限，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难免产生畏难

情绪。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理解该类课文的内容，受到爱国主

义的熏陶，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效果，教师需要站在更高的

视角，跳出课文的有限内容，以单元语文要素作为导向，对该类

作品的文化内涵和革命历程进行前后勾连，形成革命文化体系。

教师在备课时需搜集与课文有关的资源，同时依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认知水平，适当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走进课文，了解中

国革命的历史，让革命文化在语文课堂中得到弘扬。

《一个粗瓷大碗》是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的略读课文，学习

提示第二点是“你还可以查查资料，了解有关赵一曼的事迹”，

这是教材中该类课文首次出现“查资料”的学习要求。因此，研

究这一课如何进行链接资源，对于该类课文的教学有重要意义。

本课资源链接的教学实践应该遵循了以下原则：

首先，是精选资源内容。为了提高课堂效率，让学生较快地

走进课文，教师要精选资源的内容。围绕本课所涉及的资源是非

常丰富的，有时代背景、写作背景、人物生平、英雄事迹、人物

评价、人物传记、小说等等。如果全部呈现，显得繁杂，无法落

实教学目标。因此链接的资源要符合三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要

有利于落实教学目标、单元要素和学习提示，让学生感受革命文化。

然后，要注意链接资源的时机。为了精准到位地呈现资源，

达到课堂最佳效果，而不是资源的简单堆砌，缺乏语文味，教师

要注意链接资源的时机。通过课前查阅，课中教师呈现，学生交

流汇报，课后拓展，多维度培养学生持续默读、查阅资料、提取

信息的学习习惯。

最后，资源的呈现方式要多样。为了让学生动用多种感官去

理解课文内容，资源的呈现方式要多样化，可以是文字、图片、视频、

文学作品等，如果整节课用单一的方式链接资源，对于三年级学

生来说会感觉枯燥乏味，影响学习效果。

下面，笔者结合三上第八单元《一个粗瓷大碗》一课，来说

说链接资源的教学实践。

一、借助图片，增强可视感

本文以“粗瓷大碗”以线索，通过收碗、倒饭、盛粥、“丢”

碗等重要情节，讲述赵一曼的感人故事，在细节中凸显了赵一曼

的人物品质。而这个粗瓷大碗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因此，教师在导入环节，出示文物图片，直

观呈现，一下子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教学片段 1：

师：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篇略读课文，板书课题。

生齐读课题：一个粗瓷大碗。

（师出示粗瓷大碗的革命文物图片）

师：这就是粗瓷大碗，请同学仔细观察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呢？

生：这个粗瓷大碗很粗糙，一点都不光滑。

生：粗瓷大碗还有一条长长的裂缝。

生：粗瓷大碗比我平时吃饭的碗要大。

师：同学们观察真仔细，这是一个又大又粗糙，而且有裂缝

的碗。但是在战争时代，这个碗却显得如此珍贵啊！

师：那么这个碗是谁的呢？

生：这个碗是赵一曼的。

（师板书：赵一曼。生齐读。）

师：通过预习，你知道粗瓷大碗还有什么来历吗？

生：通过预习，我知道这个粗瓷大碗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

军中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过的，它现在就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里，这个碗她只用过一次。

师：为什么只用一次呢？它背后藏着一段怎样感人的故事呢？

导入环节，教师紧紧围绕“一个粗瓷大碗”展开教学。在板书、

齐读课后相机出示粗瓷大碗的文物图片，直观形象，增强可视感。

符合三年级学生处于形象思维的心理特点。80 多年前抗日战争时

代用过的碗，现在陈列在博物馆里，对于学生来说真实可见，一

下子拉近了距离。教师借助革命文物图片，设置悬念“为什么只

用一次呢？它背后藏着一段怎样感人的故事呢？”大大激发了学

生走进课文的学习热情。

二、创设情境，提升参与感

学生初步了解粗瓷大碗和赵一曼，然后整体感知课文的主要

内容。在学生明确了主要内容后，教师出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的图片，邀请学生一起参观博物馆，以创设情境、任务驱动

的方式，顺势让学生当小小讲解员，调动学生主动性，提升参与感。

讲解前，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带着问题“赵一曼有哪些美好

的品质”进行默读。自学后，再进行小组交流互学。这一环节的

设计有效地落实人文主题是“美好的品质”，单元语文要素“学

习带着问题默读，理解课文的意思”和本课学习提示“默读课文，

说说这个粗瓷大碗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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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片段 2：

师：同学们，我们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了，现在请

你们当小小讲解员们，来讲述赵一曼的感人故事吧。不过当讲解

员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哦。

默读课文，思考赵一曼有哪些美好的品质呢？

（1）划一划。划出赵一曼说的话、做的动作、心里是怎么想

的句子。

（2）读一读。找出句子后默读两遍。

（学生自学 5 分钟。）

师：结合句子，小组内说一说赵一曼有哪些让你感动的品质。

学习单呈现表达路径：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    ）。请大家跟随我看到第（      

）自然段，我找到的句子是（           ），从 （    ）这个词，我感

受到赵一曼（          ）的品质。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

（教师巡视点拨，听学生说。）

师：现在请按照星级评价表推选出你们组的星级讲解员。等

会由小组推荐的星级讲解员上台和同学们分享吧！

小小讲解员星级评价表

找一找 评一评

能找出描写赵一曼的词语或句子 ☆☆

能大胆自信地读出描写赵一曼的词语或句子 ☆☆☆

能大胆自信交流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

（星级讲解员上台讲解。）

（学生互相点评。）

师小结：各位小小讲解员，通过品读赵一曼说的话，赵一曼

的行动，以及她的内心想法，让我们感受到了赵一曼关心战士、

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同甘共苦、乐观向上的高尚品质。你们的

解说清晰明了，大胆自信，为各位小小讲解员点赞。  

创设博物馆小小讲解员情境，搭建学生展示的平台，是本节

课的亮点。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需要迁移运用前文所习得的方法，

带着问题默读课文，揣摩人物内心，理解人物品质。本环节教师

创设博物馆情境，依托小小讲解员的身份代入，以任务为驱动，

大大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学生围绕主问题默读课文，自主默读课

文，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小组推荐星级讲解员，在讲解展

示中走进课文，深入探究赵一曼的高尚品质。在此教学环节中，

学生站在课堂中央，成为主角，充分自学、交流，大胆自信表达，

教师适时点拨提升。学生作为小小讲解员展示自己的学习所得，

宣扬革命英雄的高尚品质，弘扬革命文化精神，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为课后争当“革命文化宣讲员”做好铺垫。

三、链接资料，塑造立体感

结合本文的学习提示“你还可以查查资料，了解有关赵一曼

的事迹”，教师课前布置学生查找资料，让学生突破自我认知局限，

对赵一曼英雄人物有更深入、多维度的了解。

教学片段 3：

师：下面，请同学们把课前查找的赵一曼的事迹资料，拿出

来先自己读一读，再和同桌交流交流。

（学生读资料，并与同桌交流。）

师：同学们查找的资料非常丰富，交流也很热烈，下面请同

学来和我们分享赵一曼的英雄事迹。

生：赵一曼，四川宜宾人，21 岁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又

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接受了进步思想，走上争取人民解放

的道路。

师：你让我们了解到了赵一曼为什么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

道路。还有补充的吗？

生：我知道赵一曼是一位抗日女英雄，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个柔弱的女子主动要求

前往游击区，红装白马驰骋于黑土地上，令日寇闻风丧胆，被称

为“密林中的女王”。她经常率领部队打击日伪军。

师：是啊，她多次率领部队抵抗日本侵略，是一位抗日女英雄。

学生通过自主查找资料——读资料——交流资料——汇报资

料，对赵一曼的了解进一步深入，通过学生你一言，我一语，使

赵一曼的英雄人物形象更有立体感了。更重要的是学生掌握了学

习此类作品的好方法——查找资料。

四、依托视频，呈现画面感

由于三年级的学生初步接触查找资料这一学习方式，因此需

要教师扶一扶，在学生交流汇报自己查找的资料后，教师要进行

资源的有效补充，拓宽资源链接的宽度，增加文本的厚度。

教学片段 4：

师：赵一曼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 1935 年 11 月被捕，1936 年

8 月就义，年仅 31 岁。老师找了赵一曼英勇就义的视频资源，请

同学带着问题观看，听她说了什么话，看她有哪些行动？你又感

受到赵一曼有什么品质？

（播放赵一曼英勇就义的视频资源）

师：你是否被赵一曼英勇就义的画面深深打动了？谁来说说？

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的那句话：这是中国人的土地。我

被她深深的爱国之情所感动。

师：她的爱国之情也感动了老师。（用红色粉笔板书：爱国之情）

生：面对敌人，她视死如归，英勇就义，我很敬佩她。

师：你从赵一曼的行动感受她视死如归的品质。

教师补充赵一曼英勇就义的视频资源，是本节课的又一亮点。

此环节不但丰富了查找资料的方式，还对本单元的知识进行了综

合运用，观看视频前教师提问“请同学带着问题观看，听她说了

什么话，看她有哪些行动？你又感受到赵一曼有什么品质？”这

一问题的提出落实本单元的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学习提示，是

对本单元、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再一次回顾和巩固。

视频的直观呈现，极具画面感，穿越时空，把学生带到抗日

战争血雨腥风的现场，打动人心，对学生触动很大。学生明白了

赵一曼之所以做到关心战士、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乐观向上，是因为她有一颗爱国之心。她的形象显得如此高大，

她的一举一动感人至深。

本课通过学生查找相关资料，教师链接资源，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课文内容。教师在课堂上借助图片，增强可视感；创设情

境，提升参与感；链接资料，塑造立体感；依托视频，呈现画面感；

拓展评价，增强使命感，有效地让学生走进课文，了解中国革命

历史，弘扬革命传统文化，为革命文化类课文教学研究做了有意

义的教学实践，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做了有意义

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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