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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荷花淀》教学的同课异构
——以财经专业 21 会计（2）班为例

廖小能

（东莞理工学校，广东 东莞 523470）

摘要：中职语文科目教学——小说《荷花淀》，应立足中职学生学情，遵循教学规律，渗透新课程改革精神，突出语文学科特色，

并结合同课异构教学模式进行课程设计，切实提高教学效能，为提升中职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打造新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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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学情分析

本次教学活动面向会计专业 21 会计（2）班学生。该班学生

有 55 人，男生 18 人，女生 37 人。学生的阅读量普遍不足，阅读

能力一般。该班入学分数较高，班级学生素养两极分化。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有近 16 位同学较少有效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教师在教学的组织能力方面要下功夫。

“课前导学”设置的项目分别有：字音解词、了解作者、简

述本文故事情节、女生嫂人物分析、延伸拓展等方面。

从完成情况来看，大多数同学能够互助协作，积极利用网络

媒体查找资料，基础知识能够掌握。普遍反映对作家孙犁印象不深，

很多同学都认为本文不像是一篇小说，故事情节较为淡化，认识

不到女生嫂是本文的主要人物。延伸拓展题错误较多。

针对上述学情，本课开展的同课异构教学，选择自主学习法、

诵读感悟法、和项目教学等教学方法，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方法符合学生学情，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进来，

有所收获。

二、精准课程教学

（一）教材分析

《荷花淀》选自中职语文课程，单元学习重点为欣赏小说的

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通过本课程学习，带领学生了解作家孙犁

的风格，欣赏小说艺术，体会“白洋淀派”小说的鲜明特色，提

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这篇

课文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材处理方面，《荷花淀》内容信息量较大，涉及知识点较多，

其中包含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等，同时要鉴赏艺术风

格。在课程教学方面，带领学生从生活化的、日常化的内容出发，

抛砖引玉，将侧重点放在刻画人物性格与情感，带领学生感受小

说主人公的细腻表达，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感知孙犁的作品特色。

本次课程不仅带领学生欣赏小说艺术，还要学生掌握刻画人物的

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了解

人物性格与情感。

能力目标：理解充满诗意的景物描写，描绘生动的细节与传

神的对话，刻画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让人物性格更加饱满，并推

动故事情节发展。学生应认识小说的常规写作手法。培养学生运

用想象、联想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情感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增强

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三）同课异构教学模式设计

设计意图：立足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教学目标，采用

同课异构教学模式。采用任务驱动法，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多个任务，

以任务驱动学生完成目标，开展自主探索活动，锻炼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与沟通协作能力。采用多媒体展示法，利用多媒体课件进

行课程导入，让学生对荷花淀的景色、生活环境有所了解，从视

觉上直观认识荷花淀的风土人情。在品味对话环节，播放视频，

让学生感受对话的细腻传神，以及通过对话打造人物性格的写作

方法。

学习过程极为重要，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帮

助学生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采用以下几种学习方法：自主学习

法，结合任务推动学生自主阅读、感知、鉴赏课文，理清情节，

学习写作手法；诵读感悟法，学生自由阅读，分角色朗读，通过

对话感受人物性格；项目教学法，为学生分组，通过组内分工合作，

展开人物性格分析，组内、组建互补完善。

（四）同课异构教学过程

1. 课程导入

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创设生活情境，展现白洋淀景色风光，

将学生带入幽雅、闲适、宁静的美妙环境中，让学生对课程产生

兴趣。

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通过图片让

学生感受到视觉冲击，注意力更加集中；通过情境导入，让营造

积极的课堂氛围，用问题拉动教学，为后续教学做好铺垫，为重

点内容的出现做出提示。

2. 新课讲述

带动学生整体感知学习内容，理清故事情节。根据新课程标

准强调的“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本文的情节

简单明了，并不是以复杂曲折情节取胜的作品。因此在课堂教学

中提出归纳总结任务，让学生尽量简单扼要概括情节，理清文本

思路，理解作品主旨。

教师介绍孙犁的生平及代表作，让学生在了解作家生平的同

时了解课文的写作背景，掌握社会背景资料，初步感知作品特色

以及作家的写作特色，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要求学生简要归纳情节，为重点情节设计小标题：夫妻话别

→探夫遇敌→助夫杀敌→成立队伍。情节分别为故事的开端、发展、

高潮、结局。

3. 讨论探究

该环节设置三个任务，层层推进，让学生通过任务自主探究，

深入理解课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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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品读景物描写，体会诗情画意的语言，该部分也是

课程推进的难点。

《荷花淀》是“诗体小说”的代表，独具艺术魅力。通过分

析文中的景物描写，把握小说特点。让学生找出文中的景物描写，

思考景物描写的作用。文中的第一幅画面是白洋淀夜景，第二幅

画面是正午时光的白洋淀，第三幅画面就是妇女们急中生智，摇

船进入荷花淀，此时对荷花淀的风光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进行学生分组，每组 5 人，讨论这几幅画面如何体现了白洋

淀景物的美，其中有哪些展现语言美的句子，有哪些展现意境美

的元素。教师引导并启发学生，学生可通过去掉修饰性词语和更

换景物的喻体加深对句子和段落的理解。学生小组共同阅读品味

几幅景物描写，每组分配一名学生归纳景物描写的作用。

任务二：通过细微动作，领会人物心理活动，该部分内容为

学习重点。

学生小组继续阅读，体会传神生动的细微动作描写。例如，

水生说明天要去大部队，“女人的手指振动了一下”“划破了手”“把

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等细节描写。学生阅读后，每组进

行现场表演，学生观看并评价表演是否传神。学生共同讨论，梳

理这些细节所展现的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设计讨论、表演、自由回答等活动环节，让课程开展更加活

泼有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代入情境，更加准确地体

会人物心理活动。在自由讨论部分，学生也可以简单描述自己遇

到同类问题时，会做出哪种反应。

任务三：品味对话，分析人物形象，该部分为教学重点。

首先，分角色朗读“夫妻话别”这段内容，要求朗读表演应

投入感情，把握人物情绪变化，切合人物身份。师生共同进行鉴

赏和讨论。教师引领学生运用想象与联想能力，结合上下文语境，

分析水生嫂的形象。

其次，分角色朗读“商量探夫”时五位妇女的对话，感受妇

女们隐含的感情。通过语言分析五位妇女不同的性格。师生共同

鉴赏讨论，明确此处写出了五种性格特点：爽朗、委婉、文中、

冒失、害羞。短短几句话，含蓄而隽永，耐人寻味，让人物有血

有肉，复杂而鲜明的个性跃然纸上，她们或者扭捏羞涩，或者缠

绵悱恻，呈现了当时中国女性的含蓄美。

4. 课堂小结

每组出 1-2 位之前没有公开发言的学生，总结本次课程的学

习内容、感受、收获。教师帮助学生梳理、总结课程内容，并回

顾任务完成情况，对每个小组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通过该环节，

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检测本堂课教学效果。

5. 作业巩固

作业：学生模仿文中的对话描写，写一段对话，要求通过这

段对话说清楚一个简单的情节，并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

三、精准评价方式

本次课程运用了以下评价方式。

诊断性评价：课程开始时以及导入时，进行准备性的评价。

摸清中职学生的阅读状况，阅读能力，学习能力。以此为基础，

开展后续教学，根据学生条件调整任务难度，合理组织教学进度，

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形成性评价：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实时动态对学生学习任务

推进情况进行持续性的评价，及时了解学生学习动态，把握真实

学情，及时、迅速调整活动和内容。在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通

过跟踪学生讨论内容进行适时的引导，避免出现闲聊、跑题、冷场、

钻牛角尖等问题，带领学生快速完成任务。在学生总结小组讨论

结果时，可以根据总结内容分析该组学生的讨论情况和学习情况。

总结性评价：课程全部完成后，针对几次任务中的学生表现

进行评价，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对于那些认真讨论，积极表达自

己意见的学生给予表扬，明确说出表扬的原因，激励全班同学都

能在明确的进步道路上努力。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后续的教

学活动提供支持。

此次课程中，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评价中来。学生可以评价自

己组的表现，也可以评价其他组的表述内容，可以向教师提建议。

学生参与评价，教师也能够了解学生的真实看法。

四、精准课后反思

同课异构是一种新型教研模式，创设了开放的教学环境，调

动了中职学生的参与性，引发师生之间智慧的碰撞。在《荷花淀》

教学过程中，教师博采众长，引入了多种教学方式方法，调动课

堂氛围，实现教学效能的提升。相同的教学内容，展现了不同的

教学风格，课堂教学方式丰富多彩。对于中职学生来讲，同课异

构有助于将课堂变得更丰富、更实际，有助于帮助学生积累知识，

锻炼语言能力。教师根据学生学情，设计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式，争取做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效果，打开教师思路，

彰显教学个性，高效利用资源。运用同课异构教学模式，教师可

以去看、去听、去引导、去感悟，也能够随时调整教学节奏、内容、

方式，反思教学活动，置身于课堂中，与学生共同领略小说艺术

的魅力，感受对课堂的把握。对于学生来讲，课堂教学方式得到

优化，能够在小组合作中充分展现自我，与同学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也打开了眼界，发现各种不同的看法，并沟通、整合，形成小组

讨论成果。这样复杂、有趣、节奏明快的课堂，让学生与教师互

相推动，互相包容。

在教学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评课、说课能力还有所欠缺；

三维目标中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略显不足，不够深刻；在

反馈、评价环节，给予学生的评价标准不够明确，导致学生自评

部分比较随意，标准不一。为了激励学生自主探究，并推动小组

合作学习，必须进行及时反馈。在教学各个阶段的评价内容，不

能藏在教师心里，而是应该通过激励表扬、直观指导的方式让学

生了解自己的表现，与教师共同在正确的道路上进发，让所有学

习小组，都能充分阐述观点，展示成果，并倾听其他小组的讨论

成果，吸纳众人之长，及时修订补充，进一步内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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