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

——教《长江三峡》的一点体会

付 成 角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是和让学生听懂课文相比较着说的。它的意思是:在语文教学中,

读跟讲一样,也是懂得课文的一个途径和方法。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给听讲作准备、打

基础,也不仅仅是为了把听来的知识消化、巩固。读和讲是可以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说,有
些地方,主要得由老师讲,有些地方,则可主要由学生读。在这些地方,读已不再围着听打

圈子,不再是为听讲垫底铺路,它 已经跳过听讲这一步,直接的去把课文弄懂。在这些地方,

教师的事情,主要的不是讲,而是启发、诱导、指点,学生的事情,主要的也不是听、记、

抄,而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去弄清课文中必须弄清的问题。我们认为i这样作,不但能使他们

运用原有的知识去领会新的知识,而且对培养他们阋读钻研的习惯,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都有好处。                        ‘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最近在教 《长江三峡》一课时,根据课文的特点,就照这种主要由

学生读的办法搞了。其中 “
过瞿塘峡”

一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难点,是文章最精彩的部

分。这段我们至少让学生读了五遍,搞得比较细致。下面我们就以这段作为例子9来探讨这

方面的-些问题。                          ·ˉ

整个教学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读第一遍前,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这段写了什么?搞清文章记述的基本事实。学

生读后对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切,不具体的,如笼统的说个 “写了瞿塘峡的雄伟壮丽”之类。

这时教师再讲清题目的要求,并让学生注意 “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一句在结构上的作用。

学生再看一遍之后就明确了:这句前写的是 (瞿塘冫峡内,这句后写的是 (瞿塘)峡外,峡
内写的水势,峡外写了云雾山川。

接蓿,引导学生读第二遍,要求从峡内峡外两部分中,分别找出一个字来概括它们各自

的特点。读后,学生多数能从 “最险处”、 “险过百牢关
”、 “美极了”、 “仿佛进入神话

境界
”等词语中,找出了

“险”
来说明峡内的水势,“美”来说明峡外的风光。“

险
”
和“

美”

是这段最核心的词,牵-发而动全身,下面就启发学生紧紧扣住这两个字来深入钻研课文。

读第三遍,目 的是要学生弄清课文怎样写出了峡内的 “险”,要求用自己的话简明扼要

的把它概括出来。通过多次提问,反复引导,学生正确的把 “怎样写出险的”
概括为这样两

句话:1。 引用古代诗歌;2。 作生动具体的描绘。接着,教师就和学生一起,抠住一些关键词

语,分别把这两点搞透。

关于引用的杜甫的诗,抠住 “瞿塘险过百牢关
”

中的
“险过”

一词,结合课文后边 “百

牢关
”的注释以及李白对于 “蜀难之难”的描写,让学生想象关比道险,峡比关更险这种其

险无比的情状,关于引用的古代民谣,则抠住 “·⋯⋯不可下⋯¨不可游⋯¨不可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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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几个 “不可”,让学生体会出被滟漩堆堵住蛱曰的瞿塘蛱”就是这样⋯ 个 商 旅 不

行、飞鸟难渡、鱼鳖绝迹的险地。这样,学生对峡内的
“险”就有了-个强烈的印象,从中

也就理解了课文引用这两段诗歌的作用。

但是,这些引用尽管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却又只是一个粗略的不甚分明的印象,要让读

者知道瞿塘峡究竟怎样个
“险”法,还必须把这里的样子如实的、逼真的、生动具体的写出

’
来,这就需要描绘。教师在作了如上的引述之后,就让学生考虑作者究竞是怎样 进 行 描 绘

的。这一部分,先让学生朗读一遍%要求读出感情,读出气势,边读边想,把险恶之状在自

己的头脑中再现出来。读后,学生只能复述内容,概括不拢,说不出个究竞来。这时 ,∴ 教师

启发学生注意词语,并提出了 “万水奔腾”、 “离弦之箭
”、 “雷霆万钧”、 “涛声如雷”

几个词,让学生在每个词下边批上两个字,看写了水势的哪些方面。这样,学生就很快地批

上了 “万水奔腾”写 “势态 (之猛)” 、 “离弦之箭”写 “速度 (之快)” 、 “雷霆万钧”

写 “威力 (之强)〃 、 “涛声如雷”写 “声响 (之大)” ·⋯ 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联系 “无

数旋涡”、 “撞个粉碎”等词语,稍加点染、描述,瞿塘峡那令人意夺神骇、魄动心惊的险

恶形势,在学生面前就栩栩如生、可触可感了,对本文开头一段中的 “
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

威力所吸摄”
一句的理解,也就深切乳J实 了。

接下去是分析峡外风光的 “美
”。这一层,教师叫学生边读边考虑课文是突 出 了 哪一

点来写出峡外云雾山川这些白然景物的 “美”的。学生读后没能回答出来。这时 教 师 提 出

“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
一句中的 “也”字让学生考虑,学生也就逐渐 明 确 这 ∵

部分主要是突出地写了颜色、光彩,而 “
龟彩缤纷”

一词则概括出了峡外风光之 “美
”的具

体特征。∶接着,要求学生找出一些词语来说明这个词包含的具体内容,即 课文究竟写了哪些

颜色,以及怎样把这些颜色写得光艳夺目,美妙异常,造成了∵个 阝色彩缤纷〃的景象的。

这时学生发言踊跃,举出了红黄黑白青蓝紫等上十种颜色,其 中,天 是 “蓝”的;太∷阳 是

“金黄色″的,云,有 “金色”的,有 “象白银片发亮”
的,雾 ,是 “红”的,而且象 “

红

宝石的闪光″t,山 峰,是 “绛紫色”,山峦,是 “
碧绿如翡翠”,而且 “倒影如墨”,水、

江流,则是 “象一道闪光的道路,荡着细微的波光”◆⋯⋯这里确实是浓墨重彩,细针密线,

有贴切的形容,有精当的比喻,有动有静,有实有虚,真是五光十色,千姿百态!作者开头

说他过三峡这一天, “象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在这里具体化了。看到这些,

学生对峡外风光的 “美”的理解和感受,也就十分真切。不仅如此,他们这时还自然地联想

到 “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这样一些辉煌灿烂的诗句,从而体会到洚者

对祖国壮丽河山倾注的满腔热情,并 由此激发起了自己对祖国的更加热爱。

末了,还让学生再读一遍,引导他们注意 “顶上” “
前方

” “
前面” “上面” “两面”

“右面”等表示方位的词语,弄清这层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远到近,明确写景状物要注意

方位这∵要求。另外,还叫他们考虑了为什么山有红有绿,云有黄有白?为什么要突出地写

那团红雾?以懂得怎样抓住时间环境的特点。 (前一点是因为巫山山高峡帘,太阳初升·后

一点是因为巫山的云雾举世闻名,我们举了 “除却巫山不是云”等作证。)

最后,教师和学生-起 ,共同总结出这一大段的总的特点是:通过绘声绘形 绘 色 的 描

绘,写出了翟塘峡内外的险状和美景。          ′

让学生避彻的理解课文,当 然不能只窝¨种掼武,以上的例子更不应该嶷⋯种框框。忸

蹙我们认为,这个倒子所提出的-些问题,却是可以谐-步加以考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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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 对有些课文,主要不用老师讲,而是曲老师引导学生读,学生能不能理解和掌握?搴
实说明:能够。通过以~⒈的办法,学生对要掌握的知识确是掌握得比较扎 实 的。教 完 后,

我们做了一个课堂作业: “分析
‘
过瞿塘峡

’
一段”,一般学生对主要的都能抓住,摸不到横

头,不 哓得怎样下手的没有。而且,在讲另外的新课文时,有毕抛方教师没作多的引寻,只
叫他们自己分析,有的也能理解个大致不差。这情况也并不奇怪,它的根据就是语文课和其

它课并不完全相同。语文的一篇新课,数理化的一个新的章节,说起来都是学生 没 有 学 过

的,但学生对它们的熟悉程度却大不-样。ˉ篇语文课的字词句段章,它所涉及 到 的 其 它

知识,学生并不是全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由此我们感到,有些课文的有些部分简直就象

数理化的一道习题,教师的主要精力不必放在如何想法去把学生讲懂,而应该是考虑怎样引

导他们运用已有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去读懂。∵这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

必要。已经懂了的,不必讲就能够懂的,何必再讲!事实上,不让学生自己去读,去体会、

钻研,不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归纳、阐述,光叫他们听老师讲,光叫他们去千篇一律的死记

一些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的。现在有些中专生,读了

七、八年书,听老师讲了上百篇课文,但翻开一篇文章,却又总是迷迷糊糊,似懂非懂,说
不出个道道来,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

(二)让学生读,如何启发他们的积极性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光 叫他们

一个劲地读,不要说读上七遍八泞,就是读上个两遍三遍,怕瞌睡也就来了。这里我们想起

了一个与题无关的例子。我们单位原有一个同志喜欢看电影,好看的要看好几遍,问他哪来

那么大的劲,是怎么看的?他说,一遍看故事,二遍看表演,三遍看布景、看服装,因此屡

看不厌,兴趣始终不减。读课文不是看电影,但这件事也可以给我们-些启发,那就是一遍

要有一遍的要求,雨且这要求要旱体潭当,要率步深

^ρ

这烊,学牛钻砑谬义醉镎i象剥笋一

样,一层一层往里剥,一直剥到笋心才止;就会象爬山-样。ˉ步一步往上攀,一直攀到顶

峰方罢,而且由于不是别入代劳,而是他自已去体味 “剥”的甘苦,自 已去发现
“沿途”的

美妙,那他就能始终情绪饱满,兴趣盎然,甚至经常生出一种 “山重水 复,柳 暗 花 明”之

感,尝着 “豁然开朗”的愉快。

(三 冫引导学生读懂,要提出一些要求,提出一些问题9这些问题不能漫无 边 际, 遍
地开花,而应该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我们体会,最主要的应该抓住这样几点:①写的什么?

②怎么写的?③为什么这样写?前面所举例子中所提的居,考题尽管各式各样,但最终都没有

离开这个范围。有意识的让学生掌握运用这几点是大有益处的,这不但能使他们逐步学会怎

样搞清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上好在哪些地方,而且对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有苴接的帮

助。但是,在一篇课文中,怎样才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不能靠架空的分析,而必须是紧

紧抠住课文中一些关键的词语。语言是文章的工具,不管要搞清课文中的哪一个问题,最终

都得落在词句的理解上头。比如 “过瞿塘峡”一段,抓不住 “进入瞿塘峡了”、 “过了八公

里的瞿塘峡”等语句,就理不出这一段文字的头绪来,不把表示颜色的词句找出来,那巫峡

的五光十色、千姿万态就无从谈起。当然,紧抠词语不能离开课文,任河词语J、 得在一个适

当的语言环境里才能显出耀眼夺目的光泽。因此,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从词语的钴研中去弄

清课文的各个方面,从课文总的结构中去发据词语的意义 和 作 用。 这样,知 识也就落到了

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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