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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律启蒙》四支原文及翻译 

  1、《声律启蒙》四支原文及翻译 

  四 支 

  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 

  落絮对游丝。四目颉，一足夔，鸲鹆对鹭鸶。 

  半池红菡萏，一架白荼蘼。几阵秋风能应候， 

  一犁春雨甚知时。智伯恩深，国士吞变形之炭; 

  羊公德大，邑人竖堕泪之碑。 

  [译文] 

  　　苍颉有四只眼睛，夔只有一只脚，八哥和白鹭相对。荷花染红

了半个池塘，荼的白花开满藤架。凉风阵阵，预示着秋天的到来，春

雨降落，梨花开放预示春天来临。晋国的智伯对豫让有知遇之恩，豫

让甘愿吞炭变哑去为智伯报仇;西晋的羊祜镇守荆州，深得百姓爱戴，

羊祜死后，百姓每次看到他的墓碑都会潸然泪下。 

  [解释] 

  　　1 赋：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通常是用铺陈的方式来写景叙事，

盛行于汉魏六朝。 

  　　2 落絮：飘落的杨柳花絮。游丝：在空中飘荡的蛛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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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目颉(音 jié)：颉指仓颉(亦作苍颉)，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人，

据说他“四目灵光”，创造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一足夔(音

kuí)：此典故有两种说法。其一出自《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夔为一

种怪兽，似牛，青色的毛，无角，只有一只脚。另一说见于《韩非子·外

储说左下))，夔为人名，是尧(一说舜)的乐正(管理朝廷音乐的官员)，

鲁哀公听说“夔一足”，以为夔只有一只脚，就去问孔子，孔子就说“夔

一而足，非一足也”(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以将音乐的事管理好了，

不是说他只有一只脚)。但传说既久，慢慢也就衍生出夔是只有一只

脚的音乐之神的说法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士的漆器上就绘制有一只

脚的夔的图形。从对仗的角度来看，此处理解为“一只脚的音乐之神”

较好。 

  　　4 鸲鹆(音 qǘyǜ)：鸟名，俗称八哥。 

  　　5 菡萏(音 hàndàn)：荷花。荼蘼(音 túmí)：也写作酴釄、酴醾，

又名木香，一种藤类植物，晚春开白花。 

  　　6 候：气象学名词，五天为一候，一年七十二候。这里是节气、

时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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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这是两个典故。上联出自《战国策·赵策一》。智伯是春秋末

战国初人，晋国的权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利的分争，被赵襄子联

合韩、魏诛杀。此前，他曾以国士的待遇对待一位侠士豫让，豫让为

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立意替智伯报仇。他将生漆涂在身上使皮肤

生疮，剃掉眉毛头发，吞下烧红的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使别人认不

出自己，多次谋刺赵襄子。下联出自《晋书·羊祜传》。羊公，对晋人

羊祜的尊称。羊祜主管荆州军务诸事，在任十年，勤政亲民，深得百

姓皮子下爱戴，死后襄阳百姓痛哭流沸，为之停止市场交易以悼念他。

后来，其部下在羊祜生前游玩休息的地方岘山立碑建庙纪念，每年祭

祀，见碑者无不堕泪。后人便称此碑为堕泪碑。 

  四支其二 

  行对止，速对迟，舞剑对围棋。花笺对草字， 

  竹简对毛锥。汾水鼎，岘山碑，虎豹对熊罴。 

  花开红锦绣，水漾碧琉璃。去妇因探邻舍枣， 

  出妻为种后园葵。笛韵和谐， 

  仙管恰从云里降;橹声咿轧，渔舟正向雪中移。 

  [译文] 

  　　行动和停止相对，迅速和迟缓相对，舞剑和下棋相对。信纸和

草字相对,竹简和毛笔相对。汾水中得到一个宝鼎，岘山里竖”堕泪

碑”，虎豹和棕熊相对。花开时万紫千红，水流时流光异彩。汉朝王

吉的妻子被休，是因为她摘了邻居家的枣，周时鲁人公仪林的妻子被

休，是因为她种菜纺织，和百姓争利。笛声悠扬，如天外之音从云中



Word

- 4 -

飘落，船桨做响，渔船正驶向如雪般白茫茫的水面。 

  [解释] 

  　　1 围棋：此处不是名词，而是动宾结构，所以能与“舞剑”构成

对仗。 

  　　2 竹简：古代用来写字的一种竹片(也有用木制的)，一般都是

编连成册使用。毛锥：毛笔，因为毛笔的笔头以毛制成，形状像锥子，

故得此名。此名称出自于《新五代史·史弘肇传》，史弘肇曾经说：安

定国家、平息动乱靠的是长剑大韩，像“毛锥子”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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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汾水鼎：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汉武帝在汾水得到了一

个古鼎，因此改换年号为“元鼎”。岘(音__àn)山碑：即堕泪碑，参考

前注。 

  　　4 罴(音 pí)：一种野兽，俗称人熊。 

  　　5 琉璃：天然形成的各种有光的宝石的统称。 

  　　6 这是两个典故。上联出自《汉书·王吉传》。王吉宁子阳，西

汉人，品行高洁。东邻的枣树越过院墙伸到了王吉家，其妻摘树上的

枣子给王吉吃。王吉知道枣子的来历后，认为妻子这是偷盗，便将其

妻赶出了家门。邻居知道原因后，就要砍掉这株枣树。后经邻里再三

劝阻，坚决请求，王吉才让妻子回来。去，离开，此处是“让……离

开”，即休弃的意思。下联出自《前汉纪》。公仪休，春秋时鲁国的相。

他很喜欢吃其妻在后园所栽种的葵菜。后来又看见妻子亲自织布，忽

然想到这是与靠种菜织布谋生的人争利，便拔掉自家菜园的葵菜，并

休弃了他的妻子。出，让……出去，即休弃的意思。葵，冬葵，一种

蔬菜，子可入药。 

  　　7 咿轧(音 yīyā)：摇槽的声音。 

  四支其三 

  戈对甲，鼓对旗，紫燕对黄鹂。 

  梅酸对李苦，青眼对白眉。三弄笛， 

  一围棋，雨打对风吹。海棠春睡早， 

  杨柳昼眠迟。张骏曾为槐树赋， 

  杜陵不作海棠诗。晋士特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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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比一斑之豹; 

  [译文] 

  　　兵器和铠甲相对，战鼓和旗帜相对，紫燕和黄鹂相对。酸的梅

子和苦的李子相对，阮籍的青眼和马良的白眉相对。吹三次笛子，下

一局围棋，雨打和风吹相对。海棠在春天的早晨醉眼迷离，还未睡醒，

杨柳在阳光下婀娜多姿，似乎人人在白天睡觉。 

  　　西晋张骏曾往凉州移植柳树，但都没能成活，只有酒泉宫生有

槐树，因此作《槐树赋》。在众多的杜甫诗中，唯独没有写海棠的诗

篇，是因为杜甫的母亲名海棠。晋人王献之小时候看人玩掷色子，便

知胜负，父亲王羲之称赞他为”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唐朝学者殷践猷

学识渊博·诗人贺知章称之为”五总之龟”。 

  　　△以上对句中，诗、儿、丝、夔、鸶、时、碑、迟、棋、锥、

罴、璃、葵、移、旗、眉、吹、奇、龟等字，均属四支韵。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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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苦：李子很苦。《世说新语·雅量》说，晋王戎小时候，曾

和一群小孩在大路边玩耍，看见道边一株李树上果实累累，但无人摘

取。小孩们都争着去摘，只有王戎不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李

树长在大路边，果实还没被路人摘去，这一定是苦李。小孩们摘下李

子一尝，果然苦涩不能入口。青眼：瞳孔是黑色的，正视对方时眼球

是黑色的，称青眼，表示重视对方;其旁为白色，斜视对方则白色出

现，表示轻视对方。《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书·阮籍传》说，晋人

阮籍不拘于世俗的礼法，看见才干普通的人，就翻着白眼对着他。只

有当时的名士嵇康去见他，阮籍才青眼相对。白眉：三国时蜀人马良

(字季常)有兄弟五人，都以“常”字排行，其中马良的才学在兄弟当中

最为突出。马良眉有白毛，当时有俗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见

于《三国志·蜀志》。)后世便称兄弟中才干最突出者为白眉。 

  　　2 三弄笛：这是一个典故，见于《世说新语·任诞》。晋人王徽

之(宇子献，王羲之之子)曾听说桓伊(宇叔夏，小字野王)善吹笛，但

互不相识。有一天，王徽之乘船出城，桓伊正驾车从岸上经过，别人

告诉王徽之：这个人就是桓伊。王徽之便叫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

笛，试为我一奏。”当时桓伊已经担任过淮南太守、豫州刺史等高官，

但久闻王徽之的名气，便下车替王徽之吹了三支曲子，吹完以后，未

交谈一句，使各奔东西了。弄，本为双手把玩宝玉的意思，此处引申

为双手持笛演奏，有一支古笛曲名便为《梅花三弄》。 

  　　3 这是两个典故。上联出自《太真外传》。唐明皇(玄宗李隆基)

在沉香亭召见杨贵妃，而杨贵妃宿醉未醒。明皇叫侍女将杨贵妃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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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亭，杨贵妃带醉补了一下妆，但不能下拜。唐明皇笑着说：“岂

醉?是海棠睡未足耳!”(怎么是醉了呢?是海棠花还没睡够呀!)后来宋朝

苏轼的《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用的就是这

个典故。下联出自《三辅故事》，据说汉朝宫苑中有株柳树，树形像

人，称之为人柳，“一日三眠三起”。清历鹗的《台城路·蚕》词中写养

蚕人“守定芦帘，三眠三起似人柳”，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4 张骏句：据《太平御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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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偏霸部·西梁》李暠所云，从前河右地区(今甘肃酒泉一带)无楸

树槐树，东晋后期割据于河右地区的前凉国张骏曾从陕西一带弄来一

些树种移栽，都死了。前凉于公元 376 年被前秦灭掉之后，李暠逐渐

占据河右，于公元 400 年建立西凉。有一天，忽然在酒泉宫西北角上

长出了一棵槐树，李暠认为是吉兆，便有感而作了《槐树赋》。原注

引自《凉录》说《槐树赋》为张骏所作，与原文所言相合。疑原文及

原注均误。杜陵：指唐代诗人杜甫。宋人王禹偁《诗话》说，杜甫的

母亲名海棠，杜甫为避讳而从不作吟咏海棠的诗。 

  　　5 晋士句：这句的意思是说，晋代的文士才具奇特，外人只能

观察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就如同从竹管中看金钱豹，只能看到它身

上的一块花纹一样。此语原出自《世说新语·方正》，说王子敬(即王献

之)小时候看人玩一种棋，能看出双方的胜负。游戏者看他年龄小，

轻视他，说：“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五总之龟：龟被古人视

为长寿的灵物，千年五聚，因而称博学多闻的人为五总龟。《新唐书·殷

践猷传》说，殷氏学问淹通，贺知章“尝号为五总龟”。五总，聚集了

五次，即经历了千年。 

  　　这里有必要对几个问题说明一下。 

  　　首先，四支这段典故很多，其中有一些典故是荒谬的，我们自

然可以判断出来，没有必要恪守。毕竟《声律启蒙》是古代人写的东

西。 

  　　第二，第二段的注 1 提到了所谓“动宾结构”，这是个什么概念，

大家以后就会学到。蓝田种玉老师已经开贴，相信不久大家就能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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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现代汉语语法的学习，进而掌握这些概念。 



Word

- 8 -

  　　最后，对第三段的注 4 疏通一下。从“据《太平御览》卷”到“便

有感而作了《槐树赋》”这是《声律启蒙与诗词格律详解》的考订，

认为《槐树赋》是李暠所作。后面“原注”是指《声律启蒙》的原注，

并且说那个注解和《声律启蒙》的说法一致，都认为《槐树赋》是张

骏所作。但是，从《太平御览》的记录看来，《声律启蒙》原文和原

注都错了。 

2、《月光启蒙》教学设计：在朗读中欣赏月光，在吟诵中感悟启蒙

                  设计说明： 

  读着孙友田的《月光启蒙》，总是被他童年那月色融融的美妙夏夜

所陶醉，更被他动人心弦的浓浓亲情所感染。其中的亲情，既突出地

表现在文面叙述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以美妙、神奇的童谣伴随

度过一个又一个月夜，在歌谣中蕴以人生道理，启迪的伟大母爱；也

明显地表现在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对其母亲的深挚依恋和怀念。而月色

与亲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形成了环境与心境内外互补、两相互动

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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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笔者觉得可以以"启蒙'为轴心，串起启蒙环境夏夜之美、启

蒙事件童谣之美这两个板块来展开教学；同时，由于"学生对语文材

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遵循新《课程标准》关于"重视语文的熏

陶感染作用'，"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的原则，教学过程

中主要采用了朗读体味与自主感悟两种方法，由夏夜启蒙环境之美入

手，经过母亲启蒙形象之美，到达启蒙童谣之美，最后还借助孙友田

原作之开头，将学生审美阅读与审美情感的发展过程引向高潮，从而

让学生受到一次亲情的震撼和心灵的洗礼。相信这样一次阅读教学留

给学生的回味是深远的。 

  教学过程： 

  第一教时 

  一、导入新课 

  1、导出课题： 

  唐代诗人孟郊，忘不了临行前母亲为他缝制衣服的一幕，于是写下

了不朽的诗篇《游子吟》；（幻灯映出该诗，示意学生吟诵） 

  现代作家孙友田，忘不了儿时母亲给她的文学启蒙，于是写下了感

人的回忆录（示意学生齐读课题）《月光启蒙》。 

  2、初步审题： 

  ⑴大家已经预习了课文，谁能说说什么叫"启蒙'？ 

  （学生根据预习回答，教者随机归纳：启蒙，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

的入门的知识。启，开导；蒙，蒙昧无知。） 

  ⑵那么，"月光启蒙'该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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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尝试讲述见解，教者随机归纳：月光启蒙：指在月光下，受

到的启蒙教育。） 

  ⑶打开课本，快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哪一段具体解释了"月光启

蒙'，点明了课题。 

  （学生速读，找出课文末节，幻灯出示末节） 

  对，这就是对"月光启蒙'的解释。我们来读一读（逐句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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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启蒙'就是（生齐）母亲用那一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了民间文

学的宝库，给我送来月夜浓郁的诗情。' 

  "月光启蒙'就是（生齐）让明月星光陪伴我的童年，用智慧才华启

迪我的想象。 

  "月光启蒙'就是（生齐）在月光下唱的那些明快、流畅、含蓄、风

趣的民歌民谣，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飞向诗歌的王国。 

  二、整体感知 

  1、提示自读要求 

  多么不可思议：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母亲都用了哪些

方式对我进行启蒙教育？让我们认真通读课文，根据有关内容归纳：

（学生自由读书，尝试概括） 

  2、交流主要内容： 

  ⑴学生发言，随机评点： 

  （板书：唱民谣 讲神话 唱童谣 说谜语） 

  ⑵提示其中的重点内容： 

  在这些启蒙方式中，重点回忆了什么内容呢？ 

  （学生迅速浏览课文，作出判断；教者确定并在"唱歌谣'、"唱童谣

'下加着重号） 

  三、读讲课文 

  1、借助插图激发总体感受 

  （幻灯映出彩图）同学们，请看屏幕：儿时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夏

夜，在这个篱笆小院聆听母亲唱民谣、唱童谣的！看了这个画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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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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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自由发表感受，教者随机认可、引导） 

  是啊！这是永远忘不了的童年生活的一幕！他感慨万分地告诉我

们（画面淡化为背景，推出两句话，领着学生饱含深情范读） 

  ①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 

  ②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 

  2、品读语句，体会夏夜之"美' 

  同学们，用你的目光去发现：童年的夏夜美妙在哪儿呢？让我们细

细品读课文，圈划有关词语或句子，好好体会。（学生自由读课文） 

  3、交流"碰撞'，读出夏夜之"美' 

  1）引导总体把握 

  （根据学生发言，随机评点归结：①夏夜月光之美；②母亲形象

之美；③母亲歌声之美；同时，跟随交流进程，随机抓住重点句品

评、想象、感悟朗读） 

  2）启发重点品读（根据文中出现顺序，随机点击课件，出示相应

语段，展开交流） 

  教学过程预设： 

  ⑴重点读悟之一： 

  出示：暑热散去了，星星出齐了，月亮升起来了，柔和的月色立即

洒满了我们的篱笆小院。 

  ①自由练读：这是夏夜的月光美。（板书：月光美）请你用最拿手

的方式，动情地读，用心体会夏夜的种种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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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指名朗读：好，谁能用你声情并茂的朗读传达这夏夜的美妙，

让大家有如身临其境？ 

  ③相互评读：（对听者）你们觉得他（她）的朗读让你看到了什么？

感受到怎样的美？你觉得他（她）的朗读很有什么不足？你也读读，

看能不能读出更多的美？ 

  （归纳：凉爽的美，明朗的美，宁静的美，朦胧的美；重点体会"

柔和'、"洒满'） 

  ④听读想象：闭上眼，静静地听老师读，看有什么新的发现，新

的感觉？（自由发挥） 

  ⑤全体齐读：清爽的空气，闪烁的星星，如纱如梦的月色，诗情

画意般的篱笆小院！让我们齐声动情地读一读，美美地享受一番。 

  ⑥回应结语：这样的夏夜，我怎能不心驰神往？所以说 

  （引读）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 

  ⑵重点读悟之二： 

  出示：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

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唱起动听的歌谣： 

  ①自由练读：这是月色中的母亲，大家很会读书，从母亲身上也

感受到了美。（板书：母亲美）那么，请你走近母亲，好好读一读母

亲，一定会发现母亲许许多多美。 

  ②指名朗读：谁愿意来读，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是怎样美的一位母

亲？ 

  ③相互评读：（对听读者）他读出母亲的美了吗？你能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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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忙'、"洗'、"换'：勤劳、朴素的美；"搂'、"唱'：慈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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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齐声朗读：这就是我的母亲：月光中的母亲，忙了一天的母亲，

穿着白布褂子的母亲，搂着我为我唱歌的母亲！让我们再读一读，感

受一下依偎在母亲怀里的美妙！ 

  ⑤回应结语：被母亲搂着的夏夜，被母亲爱着的童年，怎能不铭

心刻骨？因此，他说 

  （引读）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 

  ⑶重点读悟之三： 

  点击出示：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

风，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①自由练读：这是母亲的歌声美。（板书：歌声美）读一读，体会

体会，歌声美在哪儿？ 

  ②指名朗读：谁来读，大家听一听，他有没有传达出歌声的美？ 

  ③相互评读：（对听读者）你们听出美了吗？还有哪种美？ 

  （归纳：深情的美，柔和的美，耐人寻味的美；重点体会："甜甜

的'、"轻轻的'、"芳香的'；"像'、"像'，重点品评"芳香'） 

  ④齐声朗读：这就是母亲的歌声，它带着甜味，飘着香气，像春

风抚摸我的肌肤，像甘泉滋润我的心房！让我们再读一读，感受一下

母亲歌声的美妙！ 

  ⑤回应结语：同学们哪，母亲的歌声，声声都是爱，声声都是情，

声声都为我编织人生的梦。怎能忘记这美妙的歌声！所以，他说 

  （引读）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 

  ⑷重点读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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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提示：童年的篱笆小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美酒佳肴；然

而，"我'们却感到自己精神生活特别丰富。请看怎么说 

  点击出示：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黄河留给

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母亲天资聪颖，一听就会。再加上

我的外婆是唱民歌的能手，我的父亲是唱莲花落的民间艺人。母亲用

歌谣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①自读自悟：仔细读这段话，想想：为什么说我们的精神生活是

丰富的呢？ 

  ②交流碰撞：（教者在学生发言基础上随机归纳） 

  A 黄河故道"长歌谣'，是民歌的故乡（理解"长'）； 

  B"我的外婆是唱民歌的能手，我的父亲是唱莲花落的民间艺人'，

他们都是民间文学的传人（理解"莲花落'）； 

  C"母亲天资聪颖，一听就会'，让民歌得以流传，得以"母亲用歌谣

把故乡的爱，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理解

"聪颖'）。 

  ③激情齐读：因为生长在黄河故道，生长在喜爱民歌民谣的家庭，

生长在天资聪颖、不停地用民歌民谣启蒙着我的母亲身边，所以，的

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让我们齐声读这段话，跟一同感受这份丰富的精

神生活。 

  四、本课小结 

  1、谈话结课：就是在这样的夏夜，就是在这个篱笆小院，就是在

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受到了文化的熏陶，接受了母亲的文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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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布置作业：母亲给我唱了哪些民谣童谣呢？咱们下一课来欣赏。

课后，请大家先去读读这些民谣童谣，看看它们的内容美不美。 

  附板书设计： 

月光启蒙 唱民谣 讲故事 唱童谣 猜谜语 母爱

  第二课时 

  一、呼应前课，导入新课 

  1、谈话导入：同学们，通过上一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矿工诗人

孙友田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不识字，却是孙友田的

启蒙老师。她在月光下，用那一首又一首童谣给了孙友田永远难忘的

启蒙教育。让我们继续走进课文，好好欣赏这些童谣 

  2、学生读题：月光启蒙 

  二、熟读童谣，感知音韵 

  1、速读找出童谣：同学们，在诗人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唱给他听

的童谣一定不计其数；印象最深的有哪些呢？请大家马上到课文中找

出来（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划出童谣；稍顷，教者提问）都找到了吗？

好！ 

  2、自由吟诵童谣： 

  ⑴提示吟诵要求：下面咱们来吟诵这些童谣。同学们，还记得的母

亲当年唱童谣时给留下的感觉吗？（学生回顾课文第四自然段内容，

屏幕再次映出该段文字）对，咱们就要读出的母亲当年那种"甜甜的'、

"轻轻的'、"芳香的'、"像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一般的情调，的

韵味，能行吗？（生自信地：能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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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学生自由阅读：（教者巡视，随机了解，即时点拨；适当时候提

醒学生同桌互听） 

  3、交流吟诵效果： 

  （根据童谣出现顺序，逐一按以下四步过堂；要求读通、读顺、读

出节奏韵律） 

  ⑴屏幕出示童谣； ⑵指名自由选读；⑶随机相互评价；⑷全班学

生齐读。 

  三、品味童谣，理解启蒙 

  1、教者过渡谈话：正是母亲在"我'童年的夏夜吟唱的这些童谣，伴

着月光，浸透着她满腔的母爱，启蒙的"我'，让"我'一颗混沌的童心

豁然开朗。同学们，现在，你就是当年的孙友田，你听到了母亲吟唱

的这些童谣，你从这些童谣中受到了启蒙。那么，哪个童谣让你豁然

开朗明白了什么？请你重点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两首童谣，再一次低

低吟诵，体会体会你"豁然开朗'了什么？ 

  2、学生自主品味：（教者巡视，随机了解，即时点拨；适当时候提

醒学生同桌讨论） 

  3、班级交流感悟：（根据学生发言顺序，随机点击课件，出示相应

童谣，展开交流） 

  教学过程预设： 

  ⑴童谣之一： 

  点击出示：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

脆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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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名一生中心发言； 

  ②其余学生评议补充； 

  ③教者随机点拨提升：是啊，忙了白天忙夜晚，一丝不苟洗衣衫：

母亲的童谣让"我'看到了劳动人民勤劳的美德！这种美德是"我'人生

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再一次齐声吟诵这首童谣，铭记勤劳的美德

（学生齐诵） 

  ⑵童谣之二： 

  点击出示：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俩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

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

上，再盖南楼遮太阳。 

  （视学情，先告知学生：A 瓦屋和楼是云南的典型建筑；B"凤凰非

梧而不栖'是古语，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是现代俗语，意思都是

说家中有好运） 

  ①指名一生中心发言； 

  ②其余学生评议补充； 

  ③教者随机点拨提升：看这一对娘俩，即使在天涯海角，即使要

过千山万水，也要去追求心中的梦想，也要去创造美好生活：母亲的

童谣让"我'看到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人生的旅途，永远不

能没有理想。让我们再一次齐声吟诵这首童谣，让理想引领我们奔向

前方（学生齐诵） 

  ⑶童谣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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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出示：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

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 

  ①指名一生中心发言； 

  ②其余学生评议补充； 

  ③教者随机点拨提升：瞧，一个多么能干的"小红孩'，还有淘气的

小狗、小猫和小老鼠相伴：母亲的童谣让"我'懂得孩子要从小爱劳动，

从小爱生活，从小乐观开朗。让我们再一次齐声吟诵这首童谣，让快

乐永远藏在心里，留在身旁（学生齐诵） 

  ⑷童谣之四： 

  点击出示：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

个狸猫来哄你。 

  ①指名一生中心发言； 

  ②其余学生评议补充； 

  ③教者随机点拨提升：真是情趣无穷啊，在母亲的童谣中，连老

鼠都给生活带来快乐！让我们齐声吟诵一下，充分表现生活的情趣，

尽情抒发心中的快乐（学生齐诵） 

  ⑸童谣之五： 

  点击出示：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

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 

  ①指名一生中心发言； 

  ②其余学生评议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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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教者随机点拨提升：的确，这也是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一个

舍不得出嫁的毛娃，一个情真意挚的毛娃，连花狗都被感染了：母亲

的童谣让我体会到了人间真情。让我们齐声吟诵这首童谣，感受这份

真情实感（学生齐诵） 

  ⑸顺带谜语： 

  ①教者过渡提示："我'是个贪得无厌的孩子，童谣听了还要猜谜语。

咱们读读说谜语的情景吧。 

  ②学生自读课文。 

  ③指导分角朗读。 

  4、启发总体感悟： 

  ⑴教者谈话引导：同学们，每一首童谣，都是一部启蒙教材，童年

听过的许许多多童谣，给了"我'许许多多人生的启迪。不但这样，这

些童谣本身，是宝贵的民间文学财富，对孙友田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

了极大影响，使他成为了现代诗人。所以，孙友田觉得母亲（点击出

示课文结尾小节）⑵学生朗读结尾。 

  四、补充背景，升华情感 

  1、教者煽情谈话：同学们，就是这样一位给了孙友田血肉之躯的

母亲，这样一位给了孙友田人生和文学启蒙的母亲，后来患了老年痴

呆症那天，孙友田赶回老家去看她时，她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和蔼、

慈祥，但却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只是漠然地笑着，笑着，笑得孙友田

泪流满面。同学们，那一刻，孙友田望着母亲，会想些什么，说些什

么，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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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发表感受：（教者随机认同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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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议齐读结尾：说得真好！那么，现在再让你读一读结尾一节，

你一定有更深的感情，让我们怀着无比感恩和深切的怀念之情朗读这

一段。（学生齐读） 

  4、启发回应课题：好，课文就学到这里，咱们再来反复读读课题，

你还能有新的理解吗？（学生自由发挥） 

                                                3、《秋天的

怀念》原文及教案 

                  《秋天的怀念》原文及教案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

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

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

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

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

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

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

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

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

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

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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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

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

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

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

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

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

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

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

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

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

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

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

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

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

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教学预设： 

  1．在“秋天”的故事中，理解“母爱”的内涵。 

  2．在“怀念”的情意中，感受“爱母”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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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秋天的怀念”中，获得“好好活”的思考。 

  教学层次： 

  走进母亲怎样的好好儿活； 

  感受怎样的好好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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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我们要怎样好好儿活。 

  教学步骤：走进秋天——读出味道 

   走出怀念——读出思考 

  一、揭示课题 

  1、我在北京的清华附小工作，有一位曾经就读那里的校友叫史铁

生。现在已经 54 岁了。母亲离开他已经几十年了。这么多年，他一

直思念着自己的母亲。这是他写的一段话，请读一读，看你读出了怎

样的情感。（默读） 

  那时的我，作为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着想，我被

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

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

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

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

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

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而这样的母亲，注定是世

界上活得最苦的母亲。（课件） 

  2、谈体会：你感受到了怎样的情感？ 

  （1）我感受到了，对母亲的怀念、思念之情； 

  （2）对母亲的忏悔、懊悔、后悔、悔恨之情； 

  （3）对母亲的自责、内疚之情； 

  （4）自己的成长，完全理解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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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正如说“而这样的母亲，注定是世界上活得最苦的母亲”上

（板书：“苦”），其实，还有许多复杂的情感构成一股苦涩的滋味，

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怀念。（板书：怀念）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

念，写了什么季节的故事？（板书：秋天） 

  3、注意看，老师加上一个“的”齐读课题：“怀念的秋天”。你的眼

前会有一幅怎样的画儿？（景、事、人……）；老师把几个词的位置颠

倒一下：“秋天的怀念”，齐读课题。你的眼前会有怎样的不同？（……

变成一种情感……） 

  小结：看来，之所以有这秋天的怀念（课件），就是秋天的故事所

引发啊，怎么会有这份怀念？让我们一起跟随史铁生先走进秋天的故

事。（在“秋天”下面做标记） 

  4．为了更好理解这秋天的故事，我们先来检查一下自己读书的情

况。这里有个自测题，请同学们自测一下看到达哪个台阶：（课件显

示）——正确、流利、有感情。（让学生可以先自由读一读，然后让

学生读书，让其他学生评价该生读书属于怎样的层次，以学定教。可

以重点指导几个儿话音，比如“咱俩儿”，“好好儿活”） 

  5．根据学生朗读情况得出结论。比如，提出进一步要求：（同学们

说的有感情，到底怎么算是有感情？有时候我们说的时候很模糊。难

道是语调的高亢？或是技巧的高超？我们要在“正确、流利”的朗读中

咂摸他人的人生，要在“自己的理解”中读出自己的滋味，即“读出味

道”。（课件以阶梯状出现在“有感情”的基础上）。你怎么理解这个“味

道”？（结合生活实际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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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怎样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的“味道”？下面让我们一起走

进秋天的故事。 

  二、探讨母爱的内涵 

  （一）走进母亲自身的“好好儿活”。 

  1．请同学看课文第一段，母亲的一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

说说是哪一句话。（课件：“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

活……” ）（板书：“娘俩——好好儿活”） 

  2．顾名思义，这娘俩指的是—— 母亲和儿子两人在一块好好活。 

  3．这是母亲对儿子说的话，儿子是怎么不好好活了，母亲才会说

出这样的话？请用课文中的句子，朗读给大家听。比如： 

  （1）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

雁群，我回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

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2）“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3）“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

着有什么劲！” 

  4．是啊，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所以：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

树“唰唰啦啦”地飘落，我

——————————————————————。（课件：扩充句子训

练） 

  5、实话实说的讨论：你们多大？21 岁活蹦乱跳的年龄，可以四处

周游，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没有了双腿，他这样做，你们怎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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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面对这样天大的打击，他活着好“苦”啊！（回扣板书的“苦”） 



Word

- 25 -

  6．请注意：母亲的自身情况又是怎样？请也找课文相关句子读给

大家听。比如： 

  a．可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

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b．她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

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大口大口吐血…… 

  7．有没有知道得肝癌的病人的疼痛滋味的，请补充说明？ 

  8．这些痛苦儿子知道吗？除了外人不能知道的痛苦，还有一点，

就是病人清醒地知道她离死亡更近的痛苦啊。然而，即使面对死亡，

母亲有没有把玻璃砸碎？有没有把东西摔向墙壁？有没有喊着我活

着有什么劲（教师问一句，学生接一句）？史铁生的发怒我们都可以

理解，母亲的发怒我们更可以理解啊。可母亲为什么没有那样做，而

要这样做？！（估计回答落脚点就在“为了儿子着想”） 

  （二）、走进母亲的让儿子“好好活”。 

  1、请再细细读读课文，看看哪些地方说明母亲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1）比如——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

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学生说到这里，教

师就抓住这一“挡”，追问，挡住的究竟是什么？实际是母亲像一扇门

一样，挡住的不是窗外 “唰唰啦啦”地飘落的树叶，而是儿子郁闷烦

躁的思绪） 

  小结：母亲的爱好勇敢！带着这样的感受再读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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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再比如“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踩’和‘跑’一类的字眼，她比我还

敏感”……（母亲担心这样的话勾起儿子更大的痛苦……） 

  小结：母亲的爱好细心！带着这样的理解读这句话。 

  （3）“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 

  小结：母亲的爱多么急切。再读带着感受读。 

  （4）“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 

  小结：母亲的爱多么热烈，读出这句话的滋味。 

  （5）再看看这句话——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

娘俩儿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课件） 

  a 母亲“扑”（课件在下面加点）过来，扑住的究竟是什么？ 

  小结：母亲的爱好坚定！送到句子中再读这句话。（重点体会“在一

块儿”） 

  b 母亲抓住我的手，母亲“抓”（加点）住的究竟是什么？ 

  小结：母亲的爱多么执着！送到句子中再读这句话。（重点体会“好

好儿”） 

  c 母亲忍住哭声，母亲“忍”（加点）住的究竟是什么？ 

  小结：母亲的爱多么深沉！送到句子中再读。（重点体会“活”）（注

意：以上根据学生情况来随时调控和引导。） 

  2．学生发散谈后，重点探讨下面的句子：从几个“悄悄儿”中，再

细细品味母爱： 

   读下面的话，比较用上“悄悄”和去掉“悄悄”有什么不一样，选择

一处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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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母亲就悄悄儿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

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儿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

我。……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儿地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

有回来。”（课件） 

  b 调整后——“……母亲就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

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她

比我还敏感。她又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课件） 

  （2） 同一个“悄悄”表达母亲不同的情感。然而，这复杂的情感又

有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3、小结：母亲的爱是小心翼翼！读出这样的味道。 

  4、通过体会，此时的母亲已是万箭穿心啊，自己身体的毁灭性打

击让母亲“苦”；还要面对的是自己抚养了 21 年的儿子的瘫痪，可以

说，对母亲的打击可谓“苦上加苦”。可无论如何还要让儿子好好活！

母亲的爱——用心良苦！（再次回扣“苦”） 

  5、我们跟随史铁生一道去体会母亲，发现母亲。那么，在这秋天

的故事中，母亲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咱娘俩，要好好活，

好好活……”课件再次出示，学生说出什么体会就再读这句话） 

  总结：母亲的意义，蕴含于平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并不觉得。

可是，这种意义只有在秋天的场景中，才会凸现出来。由于母亲的疾

病，失去生命夺目的光华。可我们对母爱的意义有了特殊的发现——

正是她的要好好活，让我们懂得母爱不仅仅是爱和给予，还担起一份

责任——就是教给儿子如何面对有缺憾的生命。正是她的要好好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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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了儿子的后半生，让有缺憾的生命活得如此光亮。 



Word

- 28 -

  三、探讨爱母的怀念  

  1． 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引读课

文，“邻居们……” 

  2．原来的母爱儿子理解不了，一个秋天过去了，又一个秋天过去

了，直到后来儿子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懂得的是什么？ 

  a 出示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还未成年的女

儿……”（课件先出示这句话） 

  b 把“……你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加进母亲没有说完的话

中，变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儿，你们俩在一块儿

要好好活，好好儿活。”（课件补充完整上面这句话，然后让学生读

一读。） 

  3．所以，我和妹妹都懂，因此“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课件

出示该句） 

  4、那么，这“好好活”，究竟是怎么活？结合课文的这句话，小组

讨论，谈谈自己的理解——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淡雅、白色的花高

洁、紫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课件）

（学生说到什么理解就把不同感受送到“我俩好好活”的句子中朗

读……） 

  5，透过看菊花，母亲给儿子三究竟是什么，也正是史铁生在文章

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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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

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生前没给我

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

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

深刻。 

  6．升华：当儿子懂得母亲告诉儿女的“好好活”的含义，那和母亲

发生的秋天的故事啊，就深刻在心中，化作心中无比的怀念（回到课

题怀念！）。 

  7、过渡——越是怀念，就越是充满对往事的回忆，然而，母亲再

也不能和我一起吃豌豆黄了；母亲再也不能和我商量一起到北海公园

看菊花了；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为了我的回答而喜出望外高兴得一会坐

下，一会站起了；我再也听不到因为我发脾气母亲对我的说的安慰话

了。 

  8，越是怀念，越是深深的自责啊，越是自责就越要好好活啊。所

以，又一个秋天，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群，我——————；听着

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看着看着窗外的树叶

“唰唰啦啦”地飘落，我————————————。（课件，改造课文

的训练，让学生选择一处补充。） 

  9，越是懂得“好好活”的含义，就越是无比的怀念，就如飘落的树

叶片片飘到儿子的心里，融入了生命，化作了血液：（播放音乐，学

生静静默读下文，让后老师再读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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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

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

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

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合欢树》 

  （2）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

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

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

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

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有关庙的回忆》 

  （3）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

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

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

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

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

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我与地坛》（教师读这一段） 

  10、越是怀念，就越难过，我多么想让母亲推着我到北海的公园看

菊花啊，我是多么想再听听母亲对我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啊，

母亲，你让我怀念的“好苦”啊。所以，为了还母亲的心愿，为了这永

远的怀念，又是一个秋天——引读，“又是秋天……”（回到上面的句子

中，全体一起朗读，课件再次出现这句） 

  11．就是这怀念，一个又一个秋天过去了，从 21 岁开始坐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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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现在，从母亲去世到现在，这份对母亲的怀念已经整整 33 年。

这 33 年的怀念他对“好好活”又有怎样的理解呢？ 

  12，请读他在《病隙碎笔》中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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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的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刚坐

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

天昏地暗。等到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

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

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

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更”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

足……（课件） 

  13，因此，这 33 年的怀念里，也是他和疾病搏斗的 33 个年头。现

在，他完全超越了一般生存的“好好活”的生命层面，已经超越到了一

种漠视和超然的境界。这深深的怀念，让她懂得，好好活，不仅仅有

坚韧的意志，而是把打击当作别开生面的游历，当作一种人生的另一

种享受——他对好好活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那就是——活着就是一

种幸运，活着要懂得满足。 

  14，介绍史铁生的近况：由于尿毒症，造成肾衰竭，经常发高烧，

有好几次昏迷，但他依然平静淡然的看待这一切，现在一个星期都要

透析两次。但他依然在——好好儿地活着。他用笔代替他的双腿写出

自己怎样“好好活”的，所以我推荐几本他的书：《我与地坛》《病隙碎

笔》《务虚笔记》（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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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对于史铁生的“好好活”，我们是怜悯吗？感到他活得痛苦吗？

那究竟是什么？（对着黑板“苦”字说——是佩服，是敬重，也是敬仰

——他活出了境界。活出了生命的高贵。在报纸上看到史铁生和世界

长跑冠军刘易斯的合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

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

快。我想，如果说“好好活”是对母亲的回报，母亲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16、那么，这回面对“秋天的怀念”，在你心中，又会是一幅什么样

的情景？请同学展开想象的翅膀 

  读出思考 

  1、课文的学习已经结束。这个故事的确感动了我们。我们一起跟

着史铁生的情感世界走了一趟，经历他和他母亲别样的人生。一般情

况下，我们的读书，读到此程度，总会说，史铁生和他母亲真伟大，

活出了自己的性格和尊严。读书到此也完全可以。但我还要问你们，

他们的故事感人，跟我们自身有关系吗？（让学生畅所欲言） 

  2，史铁生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肯定不是让你知道，你看我多了不起，

他肯定不是让你们宣传他母亲是多么了不起，所以，当我们走进秋天

的故事——读出了书中的味道的时候，我们还要走出“怀念”——“读出

思考”（课件呈梯状把这俩层次递升）那么，这思考究竟是什么？ 

   关于活着：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不是有这样的缺憾就有那样

的痛苦。世界上有看得见的痛苦打击，也有看不见的痛苦人打击。身

体的局限我们这辈子也改变不了，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理局限——

史铁生在无法弥补的身体缺憾中找到另一种生命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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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因此，透过史铁生的和兄妹的“我俩要好好活”，经过我们的思

考，课文的“俩”应该改成“们”。这句话应该说是“我们在一起要好好

活……”（板书） 

  7，这里的“们”会指谁呢？是谁，你就说成你和谁，你想和谁，说

你就和谁说，比如：“我和家人要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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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就要离开课堂。如果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课题——你心中最终留

下的是什么？ 

  9，如果你对“好好活”体悟到了特别的味道，读出了属于你的思考，

到那时，你一定能想起窦老师和你讨论的这个话题，更希望你能想起

史铁生，想起他的这篇《秋天的怀念》。（课件） 

  10，人生的道路多么漫长，我们要好好活，有了这样的思考，更需

要用人生的脚步丈量，无论怎样，我们为什么要好好活，我们应该怎

样好好活，我们好好活出个什么样，这是应该是伴随我们一生思考和

体验的问题。 

  10．让我们怀着对生命的敬重再次朗读课题——秋天的怀念。（下

课） 

   秋天的怀念 

   （苦） 我俩 好好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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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一直以来，“母爱”和“生命”是两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在

这堂课，窦老师用“好好活！”将它们长成了一个树上的两个叉，它们

偎依互筑，彼此交融共生。“好好活！”就象是史铁生肉里的灵魂，在

千百里外的时空被不同的人磨着，借着灵魂的苦磨，他的文字洗涤了

更多的灵魂。生命的思考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这已是芸芸众

生共同关注的话题。这堂课上，学生们将一份感动深深根植在心底，

但窦老师试图让孩子们带走的，却不仅仅是读出的这份感动，更重要

的是读出自己的思考。因为有了对文本的深刻感悟，因为有了和文本

的亲密对话，因为有了和史铁生心灵的交融，孩子们此时的交流，显

得如此真实亲切，自然有味。 

                                                  4、《桥》教

学设计及课文原文 

                  孙欣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会前鼻韵母 an、en 

  2 个复韵母，读准字音，认清形，能在四线三格中正确书写。 

  2．学习声母与 an、en 组成的音节，准确拼读音节，读准三拼音节，

复习上两点省写规则。 

  3．学习整体认读音节 yuan。 

  教学重点： 

  1．学会韵母 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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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复韵母，读准音，认清形，能正确书写。 

  2．学会声母与 an、en 组成的音节和整体认读音节。 

  教学难点： 

  学会介母是的三拼音节，读准音节 juan、quan、xuan。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我们到目前为止学习了哪些复韵母？能按顺序说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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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ei、ui、ao、ou、iu、ie、e、er）。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 13

课，再认识几个韵母朋友，请同学们打开书看看。这课书的内容比较

多，有信心学好吗？下面我们先来学习前 2 个韵母及音节。 

  板书：13 

  an 

  en 

  二、看图学习韵母 an、en 

  1．学习韵母 an 

  （1）出示 an 图，问：图上画的是什么？ 

  （2）自己试着发 an（安） 

  （3）教师指导发音：把嘴张大，摆好 a 的口形，让气流从前鼻腔

里出来，也就是 n 的尾音。 

  （4）学生练习读，体会前鼻韵母的发音方法。 

  （5）同桌同学互读，纠正发音。 

  （6）指名读，开火车读。 

  2．学习韵母 en 

  （1）出示 en 图，问：你们看这个人在干什么？ 

  （2）借助"摁'的第四声交成第一声学生练习发 en 的音。 

  （3）en 是由哪两个字母组成的？（e 和 n）发音时，先发 e，嘴半

闭，舌尖抬起抵住上牙床快速读，鼻子出气，一口气读出 en 的音。 

  三、书写韵母 an 和 en 

  1．观察 an、en 



Word

- 36 -

  2 个韵母，说说占格位置。 

  2．教师范写，强调两个字母要写紧凑。学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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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生书写。教师巡视，个别辅导，同时纠正学生的写姿和执笔

方法。 

  4．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学生书写情况，进行评改。 

  四、学习声母与 an、en 组成的音节 

  1．学习 b 

  p 

  m 

  f 与 en 组成的音节 

  （1）出示 

  让学生自己练习拼读。 

  （2）同桌小伙伴互相读一读。 

  （3）指名读。 

  2．学习介母是的三拼音节。 

  （1）出示 

  自己试着拼一拼 

  （2）同桌小伙伴互相拼。 

  （3）指名拼，开火车拼。 

  五、学习整体认读音节 yuan 

  1．出示 yuan 图，图上都画了什么呀？什么形状的？ 

  2．把"圆'的第二声变成第一声，让学生试试。 

  3．指名读，教师示范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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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师讲：yuan 这个整体认读音节较长，可以用分解音节的方法帮

助记忆它的形。yuan 是由（yu）和（an）组成的。 

  5．采取多种形式读，巩固读音。 

  附：板书设计 

  教学目的： 

  1．学会前鼻韵母 in、un、n 

  3 个复韵母，读准音，认清形，能在四线三格中正确书写。 

  2．学会整体认读音节 yin、yun。 

  3．学习声母与 in、un、n 组成的音节，准确地拼读音节。巩固上

两点省略规则。 

  教学重点： 

  1．学会 3 个复韵母，读准音，认清形式，正确书写。 

  2．学会整体认读音节和声母与 in、un、n 组成的音节。 

  教学难点： 

  1．准确地区分 un、n。 

  2．yun 的右半部分是 un 还是 n 学生易混。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前鼻韵母 in、un、n。板书：in、un、n 

  二、看图学习 in 和 yin 

  1．学习韵母 in 

  （1）出示 in 图，图上画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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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借助树荫的"荫'学习 in 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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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 in 时，先发 i，然后舌尖上抬，顶住上牙床前发鼻音 n，快

速连读，读出 in 的音。 

  （4）教师范读，学生随读，指名读。 

  2．学习整体认读音节 yin。 

  （1）师讲：韵母 in 不能独立成音节，要想给汉字注音，怎么办？

（用大 y 来帮忙，就可以给汉字注音了。） 

  （2）出示 yin，请同学读一读。 

  （3）你能试着读读 yin 的四个声调吗？请同学找一找相应的汉字

音。如：阴天的"阴'，银行的"银'，饮料的"饮'，脚印的"印'。 

  三、看图学习 un 

  1．出示 un 图，这是什么呀？ 

  2．自己试着读读。 

  3．为了区别于 n 的写法，教师可以开一句玩笑："千万不要让蚊子

咬疱哇！'使学生在会意的笑声中明白了 un 头上没有点。 

  四、看图学习 n 和整体认读音节 yun 

  1．出示 n 图，这幅图画的是什么？ 

  2．借"云'的音平读第一声就是 n 的音。学生练习读。 

  3．发音时，摆好的口形，然后发 n 音，就是 n 的音。教师范读，

学生练读，指名读。 

  4．怎样区别 un 和 n 呢！为了区别于 un，我把 n 头上的点叫做小

雨点。可以编儿歌帮助记忆：反正门就是 un，加上两点就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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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习整体认读音节 yun，n 是韵母，不能给汉字注音，要想给汉

字注音，怎么办呢？ 

  （需要大 y 来帮忙，的两点要去掉） 

  6．为了让学生明白 yun 的右边是 n，教师可以创设下面的情境进

行教学：带着 n 头饰的小孩找不到妈妈了，急得大哭起来，这时走来

一位带着大 y 头饰的阿姨走过来说："小朋友怎么啦！为什么哭呀！'，

小朋友哭着说："我找不到妈妈了，'这时阿姨说："擦去你的眼泪，阿

姨带你找妈妈去。'通过表演使学生明白音节 yun 的右半部不是 un 而

是 n。 

  五、学习声母与 in、un、n 组成的音节 

  1．出示 3 组音节：让学生自己试着拼一拼。 

  2．同桌互拼，相互纠正。 

  3．教师提醒学生注意 j、q、x 与 n 相拼时两点省写规则。 

  六、书写 in、un、n 

  3 个字母 

  1．书写 3 个字母对学生来讲并不难，让学生自己练习书写。 

  2．教师巡视，个别辅导，注意纠正学生的写字姿势。 

  3．展示学生作业，进行评改。 

  附：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教学目的： 

  1．能准确地看图拼读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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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会读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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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能准确地拼读音节，读准 lin、qiān 等音节。 

  教学过程： 

  一、复习 

  照着板书的内容，复习巩固。 

  二、看图拼读音节 

  1．把书中 P37 页下面的图放在实物投影上，让学生边看图边拼读

音节。 

  2．指导学生读好 yuan、qian、lian、ju 等音节。 

  3．同桌同学相互读。 

  4．指名读。 

  三、读儿歌 

  1．把儿歌中出现红色的字母读一读，巩固本课学习的韵母。 

  2．借助汉语拼音自己试着读读小儿歌。 

  3．请同学读，其他同学听。 

  4．同桌互读。 

  5．指名读。 

  四、通读全文（教师再次指导读书顺序） 

  教师领读，学生随读，自由读，同桌读，指名读，采取多种形式读，

以达到巩固的目的。 

                                                5、高一语文

《声声慢》的教案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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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声声慢》是李清照的作品，脍炙人口数百

年，就其内容而言，简直是一篇悲秋赋。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推荐关

于《声声慢》的教案范文及原文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声声慢》的教案范文 

  【教学目的】 

  1.理解词上下阙的含义 

  2.理解李清照在词中的表达出的“愁” 

  【教学重点】李清照此词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 

  【教学难点】同上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方法】赏析、诵读法 

  【教学过程】 

  【背景导读】 

  《声声慢》是李清照的一首震动词坛的名作。靖康之难以后，词人

的丈夫已故，他们精心收集的金石书画，都已散失。词人飘泊江南，

由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人，一变而为流落无依、形影相吊的寡妇。国

破家亡，引起的国恨家愁，像铅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在这位女词人的

心里点燃了爱国思想的火花。这是女词人在一个秋天的黄昏里的生活

感受，一行行写的都是冷冷清清的秋景，一行行反映的都是孤独凄凉

的境况。全词所写，不外一个“愁”字，但与她南渡以前所写的“愁”相

比，有了全新的内容，感情更深沉也更博大。 

  【全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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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简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李清照自幼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其父亲李格

非是学者兼散文家，母亲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多

才多艺，能诗词，善书画，很早就受人注意。史__载说她：“自少年

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李清照十八岁嫁了太学生赵明诚，

赵爱好金石之学，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婚后，他们过着美满和谐的

生活，夫妇在一起常常诗词唱和，欣赏金石拓片。 

  但作为一个才华出众、情感丰富的女子难免对人生抱有更多的理想

主义的态度，所以尽管生活是满足的，李清照也常常会感到一种惆怅。

这种惆怅是来自社会对女子的压抑还是由于她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追

求不能实现，就不得而知。只是这种惆怅常常出现她前期的词中，与

温馨、喜悦相互交织。她的两首《如梦令》似乎正好反映出这种复杂

的情感：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争渡，惊起一滩欧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前一首表现了无忧无虑、开朗活泼的性格，后一首则流露了她对年

华变迁的怅惘，似乎青春也在这暮春的风雨中被摧残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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