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950 

文体艺术 

引导学生发现，在生成中收获—《穷人》教学反思 
◆张玲玲 

（新疆哈密第十三师红星学校  839000） 

 
《穷人》是列夫•托尔斯泰根据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首诗叙

事诗《可怜的人们》改编的。每次教这一课我都被穷人宁愿自己
受苦也要帮助他人的高尚心灵和善良的品质所深深感动；被作者
精炼的语言文字及精彩的细节描写所吸引。 

按新课标算，教《穷人》这也是第三次了。作为组内公开课
这倒是第一次上。对我和学生着实是个挑战。第一、小说的主人
公生活的时代距离现在太遥远，学生相关的知识有限，有些内容
学生很不好理解。第二|、课文篇幅虽不长，但是可供挖掘的点
很多，要是展开讲，两节课根本就讲不完。 

备课前，我结合单元导读和本课内容，确定了本课教学目标：
1、读准“嗯”“ 熬”等多音字，会写“虑”等 12 个生字；联系
上下文，理解“忐忑不安”、“汹涌澎湃”、“熬”等词语的意思。
2、初步感受作者通过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将叙事诗
改写成小说的高超写作技巧；创生语境，迁移习作，初步尝试运
用心理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写作方法。3、主动钻研文本，多元
解读，从字里行间读懂穷人的“穷”与“不穷”，充分感受穷人
的美好品质。 

备课时，我把课文内容分成三大块：第一课时完成前两块内
容：第一块：追溯“穷”，整体感知。了解时代背景，介绍作者，
梳理小说主要内容和行文脉络。第二块：紧扣“穷”， 探究作者
从哪些方面写出了穷人的“穷”？ 第二课时完成第三块内容：
品味“穷” ，以写促悟。（公开课是第二课时） 

教学第一课时，在了解作者及作品后，我引导学生用这五个
词语概括课文主要内容：桑娜、渔夫、五个孩子、西蒙、两个孩
子。在检查完生字词语的预习以后，我让孩子细读课文，从字里
行间去捕捉“穷人”的“穷”。因为课文全文找不到一个“穷”
字，同学们在默读课文后，从穷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室内陈
设、寡妇睡的稻草铺，以及环境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活动描写
（特别是五处省略号）中充分感受到“穷人真穷”。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我认为在孩子们在第一课时这方面有了较好的表现。因此，
第二课时，我决定更多的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他们自主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读自悟，品味其中的思想情感，并且
在读中生疑，教师再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发现、生成、感悟。 

一上课首先我由一道数学题激趣导入：“从数学的角度来说，
5+2=7，它只有一种含义。但从从语文的角度来说，5+2=7，又
有什么含义呢？”同学们回忆《穷人》第一课时所学的内容说出：
渔夫和妻子桑娜一家有 5 个小孩，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辛，但是他
们却不顾自家的贫穷，收养了邻居西蒙的两个孤儿，所以现在他
们要抚养 7 个孩子。我紧接着孩子的话说：“上节课我们从课文
字里行间充分感受了穷人的“穷”。但是，如果这篇文章只让你
读出了一个“穷”字，那就是托尔斯泰改写的失败，穷人身上不
只有穷啊！那还有什么？”课件出示： 穷人虽然很穷很穷，但
他们拥有（          ）。我让请孩子们边读边做批注。我一边
巡视一边提示孩子们：“也许是一番对话，也许是一个动作，也
许是一处细节，也许是一个标点，也许是环境描写，也许是内心
独白，都能读到穷人身上很多很多的东西。” 

汇报时，孩子们从“桑娜用头巾裹住睡着的孩子，把他们抱
回家。她把这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同自己的孩子睡
在一起，又连忙把帐子拉好了”这句话不经意的动作描写中、从
“直觉”一词中感受桑娜的善良。我特别引导孩子们从五处省略
号走进桑娜内心世界，细细品味桑娜的挣扎、纠结、自责、担忧、
害怕、恐惧、欣慰。从这些品读中，孩子们更加感受到穷人的善
良和高尚。我接着用课件出示一组词语，并用红黑两种颜色标出。

孩子们在我的引导下体会到：海上波涛轰鸣、汹涌澎湃，环境恶
劣，屋外那么冷、那么黑；小屋里却是地扫得干干净净，食具在
搁板上闪闪发亮，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孩子们在海风呼啸声中
安静地睡着，让人感觉那么温馨，是那么温暖。屋里屋外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从而感受到桑娜的勤劳、能干。这也是让我体会到
托尔斯泰写文章的高明之处。我引导孩子们读这句话：渔夫皱起
眉，脸变得严肃，忧虑。“嗯，是个问题！”他掻掻后脑勺说，“嗯，
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抱来，同死人呆在一起怎么行！哦，我们，
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别等他们醒来。”孩子们从渔夫的语
言、神态、动作中体会渔夫思考时的愁苦，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敢于担当的勇敢和责任，以及选择善良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将更加
艰辛。孩子们边读边悟，积极踊跃地表达着自己的真实想法。 

孩子们的出色表现让我深深体会到，语文教学必须从语言文
字入手，引领他们对语文作品反复朗读、大量阅读、细细品读、
深情诵读，从中反复涵咏体味。给学生创造充分阅读的时间，让
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的心灵直接对话，
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人物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 

这次教学设计和以往一个最大不同点，我引导让孩子们把目
光投注到西蒙死去后的场景描写——课文的第七自然段，让孩子
们画出哪些细节深深地触动了你的心灵？这在以往教学中我是
没有关注过的。我是想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
多层面，甚至是有创意地去理解、欣赏作品。 

很快孩子们又一次发现了西蒙家更“穷”，连被子都没有。 母
亲临死前的一个动作：显然母亲在临时的时候，拿自己的衣服盖
在他们身上，还用旧头巾包住他们的小脚，孩子们的呼吸均匀而
平静，他们睡得正香正甜。孩子们从这句话中感悟出母亲很爱她
的孩子的，这里看出了伟大的母爱。我引导孩子们看一个细节—
—“冰冷发青的脸上显出死的宁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像要抓住
什么似的”，展开想象说一说这个母亲想要抓住的是什么？最后
我说：同学们，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西蒙在临死前，一定愁肠
百结、百感交集。请大家用一段内心独白，描述西蒙临死前可能
的心理活动。写的时候适当运用省略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了
不起的母亲的内心世界。出示课件：西蒙脸色苍白，神情黯然，
望望身边躺着的两个孩子，内心充满着不舍、担忧与矛盾。她沉
思着：“                   。”通过同学们一说一写，我的内
心都受到强烈的撞击——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母亲啊！可在我以
往教《穷人》时，都忽略掉了。我对同学们说：“其实，西蒙她
是多么爱孩子，也非常爱邻居——她多么希望邻居能收养她的孩
子，但她不愿意把负担转嫁给邻居。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穷人，同
样非常了不起！她身上同样拥有——善良，勤劳，伟大的母爱。”
到此这，孩子们深深感悟到“穷人不穷”。 

这堂课，我欣喜地看到学生确实有了对课文较深层次的感
悟，在语言习作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训练。通过老师的引导、学
生在文本中发现、感悟、生成、收获。但是我认为有两点不足：
第一、我对时代背景介绍地的少了，孩子们当时的社会制度不理
解。比如陈泽北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穷人每天早出晚归，那么
辛苦，可为什么还那么穷？第二、最后结束时虽然作了总结，但
应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从语文的角度解答 5+2=？这样使
孩子们的认识更明确，课堂结构更完整。这是我在教学设计时考
虑不周全的结果，也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 

想一想我们语文教师的任务，主要任务不应该是控制学生，
而是通过文本向学生提供一个更活跃、更开阔的语文实践平台。
在课堂上，语文教师应该自起至终、自觉自愿地成为学生实践的
组织者、服务者和帮助者。激发学生的阅读愿望和激情；洞察学
生在语文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诱发学生作为一名
读者的发展和创见；带领学生经由语文课走向一片新的语文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