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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怎样才能上好一堂合格的语文课 
◆姜  晶 

（四川南充市高坪区老君小学） 

 
小学语文课很多老师都能上，但是要把语文课上好，那不是

每个老师都能做到的。面对一篇课文，读者读完后，要知道这篇
课文告诉了人们什么道理。语文老师自己虽然理解了，可是学生
不理解，你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理解这篇课文的内容。 

理解课文仅仅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方面，基础知识教学、听说
读写的训练等等，都需要语文老师在一篇课文中去落实。 

我在教学五年级下册《将相和》这篇课文时，我认为：这篇
课文是一片历史故事，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蔺相如的
活动为线索，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
故事的记叙文，写出了将相之间由和到不和又到和好的发生、发
展和结果。 

那么在指导学生理解这篇课文的时候，就要要求从蔺相如为
了国家利益，对敌人不畏强权、机智勇敢核对友胸 宽广、忍辱
退让的好品质中受到启示和教育。 

同时，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要
求学生学会本课生字新词。复述“负荆请罪”。有感情的朗读课
文。 

我把这篇课文的重点确定为：理解三个故事的原因和结果。
了解三个故事之间的联系。教学难点：了解三个故事之间的联系。
教学构想：先检查预习，简介背景，然后理解每个故事的前因、
后果是什么，从中体会出蔺相如何廉颇是怎样的人，这三个故事
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复述课问。 

上课前我还准备了：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在学习过程中，
我通过启发谈话，导入新课，设计了四个问题：①谈谈“草船借
箭”的前因后果②“战国时候”是什么时候？（公元前 475 年—
—公元前 221 年，离现在两千多年了）③秦国是当时“七雄”中

强的一个，总有吞掉其他国家的野心，赵国的东面是比较强的
七国，西面时强大的秦国。赵过处在两大强国之间，、因而在军
事和外交方面的措施，就是有关系国家兴旺的重大意义。④今天
我们学习的《将相和》就是发生在秦、赵两国之间的故事。 

在检查学生预习课文的过程中，我用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
音，指名读课文，课后纠正字音；然后让学生说说课文讲了哪几
件事？课题中的“将”“相”分别指的是谁？“和”在这里是什
么意思？ 

在课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我让学生思考、讨论了下列问题：
①蔺相如是怎样的一个人？（勇敢、深谋远虑、有智慧、不畏强
暴）②“完璧归赵”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前因：不能
集中更过的兵力对付赵国，用威胁的手段占赵国的便宜。后果：
蔺相如完璧归赵，由是秦国没有借口进攻赵国，立了功，赵王封
他为上大夫。③蔺相如的勇敢表现在哪些方面？（带玉到秦国；
理直气壮的一番话）机智表现在哪些方面？（想出了宝玉有瑕的
办法要回玉，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对策；想出举行授玉典礼的注
意……）④给这一部分加个小标题。（完璧归赵） 

在指导学生学习课文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又提出了四个问题
让学生讨论：①“渑池相会”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从“渑池相
会”可以看出蔺相如是个怎样的人？②交流：前因：秦王约赵王
在渑席会见，想占赵王便宜。后果：秦王没有占到便宜，只好放
赵王回去。③按事情的顺序给课文分层，看看每层讲了什么？会
前商议，蔺相如、赵王的 度如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蔺相如
是个怎样的人？廉颇是如何准备的？会上争斗：秦王为什么赵亡
鼓瑟，还要让人记录下来？蔺相如是怎样做的？他的这种做法表
现了蔺相如怎样的品质？斗争结果：斗争的结果怎样？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此时蔺相如获得了怎样的荣誉，这与后
面故事有什么关系？④你认为蔺相如是个怎样的人？⑤指导朗
读，注意读好人物说话的语气。 

在指导学生学习课文第三部分的时候，我通过课件提出了以
下问题和学生讨论：①默读第三部分：思考：这一部分讲了什么？
与前两部分有什么关系？②讨论：这一部分写了什么？为什么会
有负荆请罪这一故事？蔺相如对廉颇的傲慢无理是怎样对待

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中可以看出蔺相如是怎样的一个
人？廉颇为什么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从中可以看出廉颇是个怎
样的人？ 

后在复习总结的时候，我就让学生讨论三个故事之间有什
么联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与下面的三个故事有什么联系？只有
学生就把全篇课文，理解得清清楚楚了。 

通过这样教学，我课后进行入了深刻的反思：《将相和》一
文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组成。
从故事中我们可知，两个人物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个性品质：
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临危不惧、顾全大局等，廉颇的知错就改等；
共性品质：他们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爱国。个性的品质学生容易
把握，共性品质学生把握还是有一定难度。为此，教学中我让学
生充分去读、悟、演，写领悟人物的个性品质和共性品质。这一
过程充分体现语文学习的趣味性、主体参与性和创造性原则。 

蔺相如和廉颇在文中同是熠熠生辉的人物。蔺相如因“完璧
归赵”和“渑池之会”一升再升，官位居于廉颇之上，这是将相
不和的表面原因，实质上缘于廉颇的错误认识“我廉颇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
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言辞无礼，充满不满情绪。理解廉颇这
段话，是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在这课的教学中，用这句话统领教
学，全课教学的思路清晰：“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
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
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碰见他，得给他个下不了
台!’”。先让学生理解这句话，之后练读这句话，注意让学生读
出不服气的语气来。学生体会到了廉颇的想法后，问学生：廉颇
说蔺相如就靠一张嘴，当上了上卿，你们觉得他说的对么？那么
我们就来看看蔺相如的这张嘴说出了哪些话，请同学们在文中画
出蔺相如的语言来。于是学生们动手在文中找出蔺相如的语言，
自由汇报，体会、理解人物的品质， 后回归到廉颇也认识到自
己错了，从而负荆请罪。这样设计，脱离了繁琐的分析，给了学
生自己动手，动脑，动口的机会，让学生做了学习的主人。 

我以廉颇的身份来引导学生思维。让学生讨论：蔺相如究竟
是不是“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让学生从文中找
到说服我的理由，学生的积极性很高，采取勾画、读中感悟、交
流汇报等形式来说明蔺相如的才智过人、做事果断、不畏强暴、
为维护国家尊严不顾个人安危等品质。为了推出两个人共性的品
质，我说“如果没有我在边界上做好抵御秦兵的准备，秦王能放
你们回国吗？”带动全班同学通过辩论明白：只有二人齐心协力
才能取得胜利！学生通过读蔺相如的话，体会到了蔺相如是位以
国家利益为重、识大体的高尚品质，而通过廉颇 后的行为也体
会到了他和蔺相如一样，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勇于承认
错误的人！ 

通过精心设计课文，把新的教学理念贯穿课堂，让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自学自悟，这样的语文课才算是合格的语文课，有利
于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