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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鹿 鸣

金奖课例

［教学目标］

1.自主诵读，逐步建构学生的言语品

析能力。
2.引导解析，探寻怀古诗阅读的思维

方法。
3.诵读欣赏，辅助学生品鉴诗歌，提

升审美能力。
［教学重难点］

品读诗歌的情感，站在作者的角度

思考本词的创作。
［课堂实录］

一、课前预习

利用上课前一天与学生见面的 10
分钟，了解学生情况，发放任务单。要求

学生自读课文，读准字音；阅读注释，初

步理解；思考任务单上的问题。任务单的

问题以二维码的方式分享，学生可以自

主扫码评价自己的理解。
二、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

下。我来自兰州———唯一一座黄河穿城

而 过 的 省 会 城 市。非 常 有 幸 来 到 南

通———这个傍依着长江的城市，与同学

们一起阅读、一起感受。大江大河总是裹

挟历史的记忆在我们身边长流不息，浩

浩汤汤的流水总能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无

限遐思和感慨。这是我们依水而居的人

共有的感受吧！

来到南通另一件让我欣喜的事情

是，作为甘肃省博物馆志愿团队的一员，

能够有机会拜会第一座由中国人独立创

办 的 已 经 有 111 年 历 史 的 公 共 博 物

馆———“南通博物苑”，有机会追慕民国

四大实业家之一的张謇先生。这种欣喜

就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共鸣。所以

你看，追怀往昔也是件很个人的事，与你

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关

系。
（投影：千古江山）

怀古，即追怀古昔，因我们身边的大

江大河而生怀。当我们因景生情，念及古

人古事，总是能够抒发饱含个人气质的

慨叹。我们今天一起来阅读这首在长江

边上写就的怀古之作。
板书：

三、诵读感悟，合作探究

（一）初读（一般读者视角）：识作品

风格

师：昨天初次见面，了解到同学们已

经学习过苏轼的《赤壁赋》。让我们一起

来诵读这首与《赤壁赋》写于同一时期的

诗歌。检查一下同学们昨天的预习情况。
（生齐读。）
师：同学们读音和断句都很准确。可

以说一说你对这首词的第一印象吗？

生 1：这首词非常豪放。写的都是大

江大浪、英雄人物。
生 2：豪放，是豪放词的代表作。
师：你一定是阅读了相关的资料。这

首词的确堪称豪放词的代表作，以至于

后人甚至用“大江东去”来代替“念奴娇”
的词牌名。那么这首词写了些什么呢？

生 3：写了赤壁的景色，从景色写到

历史上的事件。
师：写了赤壁的什么景色？提示：找

什么词性的词？

生 3：名词。江，浪，故垒……
师：什么是“故垒”？
生 3：旧时的营垒。还有乱石、惊涛、

千堆雪……
师：前几个都很准确。“千堆雪”是眼

前的景色吗？

生 4：不是，是比喻的修辞手法，形容

浪花的。
师：分析得很好，你来继续说说这首

词写了些什么吧！

生 4：上阕写赤壁之景，下阕写周瑜

赤壁之战，最后抒发了个人感慨。
师：抒发了怎样的个人感慨？哪些句

子是苏轼的抒情？

生 4：从最后的“早生华发。人生如

梦”来看，似乎是……呃……不太开心

……

《念奴娇·赤壁怀古》课例赏鉴

筅执教：于沛文 1 观察：朱武兰 2

摘 要：本课以逐步深入的“三读”为主线，有层次地推进学生的文本赏鉴过程；用“代入角

色”的方式，引导学生站在作者的角度去阅读、思考诗词的内容；借重基于本课特定师生结构的特

点，首尾照应，探寻怀古诗阅读的思维方法。执教者认为，文化的继承是以文本为内容、以思想为

核心、以情感为共鸣点的。对文本“所以兴怀，其志一也”的感受体悟，应是传承传统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三读 代入角色 怀古诗

本课荣获 2016 年第五届“中语杯”中青年教师

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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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兰州市第二十七中学，甘肃 兰州 730030； 2.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46）执 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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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5：“多情应笑我”之后开始抒情

的。在与周瑜对比之后就有了个人感慨。
师：前面提到过这首词与《赤壁赋》

写于同一时期，当时苏轼际遇如何？

生（齐）：被贬谪。
生 5：乌台诗案之后，诗人被贬谪到

这里做了闲职。
师：对，被贬谪到黄州做了团练副

使，其实是个闲职。这一时期，苏轼在赤

壁四次为文，写作了前后《赤壁赋》《赤壁

怀古》《东坡志林·赤壁洞穴》。这首词苏

轼由游览赤壁，观赏江景，从江水和故垒

生发开去，联想到当年决定历史走向的

赤壁之战，想象到吴军主帅周瑜的风姿

功业，再与自己相比，抒发个人感慨。
板书：

景物

人事

慨叹

师：刚才同学们说了自己阅读的第

一印象，是阅读的感性认识。这种阅读体

验很珍贵。随着阅读经验的积累，我们的

阅读触觉会越来越敏锐。但是我们要研

读文字，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字的感

觉上。想要真实地体验作者的情志趣味，

不妨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看看为什么这样

写作，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不写别的。
（二）再读（作者视角）———问“东坡

先生”
师：让我们沿长江而上，来到距离南

通 750 公里长江中游的黄州赤壁。时间

上也穿越到距今 900 多年前的宋神宗元

丰五年。
你便是苏轼，一个不乏少年狂气的

壮年人。在乌台诗案中，你遭到严酷的迫

害，从两千石沦为阶下囚。你不但受到政

治的打击，而且受到精神的摧残，你“自

期必死”，曾与妻子诀别，安排后事。在牢

狱中，死亡的恐惧又折磨了你好几个月。
（投影：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

置后事，自期必死。———《杭州召还乞郡

状》）而亲朋远避，更使你感到世态炎凉。
被贬到黄州以后，物质生活向来优裕的

你，遭遇贫困，有时竟弄到饿肚子的程

度。你在城东开辟田地，躬耕田野，自号

东坡。（投影：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

野人行。———苏轼《东坡》）在这样的生

存状态下，你学贯佛儒道，青睐随缘自得

的哲学。秋天，你在赤壁之下作了《赤壁

赋》，总觉意犹未尽，便将不尽语裁成《大

江东去》一词。（投影：“苏文忠《赤壁赋》
不尽语，裁成《大江东去》词。”———张侃

《拙轩词话》）。词成，你一遍遍诵读。
学习任务：请自由诵读“你”的这首

词作，词中哪些语句让“你”颇为自得？哪

些语句抒发了“你”的个人慨叹？

（生自由诵读课文。）

师：东坡先生，词中哪些语句让“你”
颇为自得？

生 6：一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就写得很有气势。
师：不错。请你看看“浪淘尽”的主语

和宾语分别是什么。
生 6：“浪”是主语，“风流人物”是宾

语。
师：大江的浪花如何能淘尽人物呢？

大江可否替换成长江？

生 6：不能替换。感觉不太一样。
生 7：长江是指具体的长江。风流人

物是抽象的。
师：是的。这一句化抽象为具体，链

接了现实与历史。从广阔空间向无限的

时间延伸。“长江”一词太实，而“大江”则
介于虚实之间，所以是不能替换的。还有

么，东坡先生？

生 8：写“江山如画”的赤壁之景写得

特别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

雪。”
师：好在哪里？

生 8：用到了修辞手法，比喻。
生 9：把浪花比喻成千堆雪，写出了

浪花的颜色、形态。
生 10：还有动词，穿、拍、卷。非常有

力度。
师：说得都很好。这景色写得非常生

动形象，但是，这是不是赤壁的实景呢？

回忆一下《赤壁赋》里是怎么写的？

生（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

露横江，水光接天。
师：《赤壁赋》是记游性质的描写，接

近于写实。跟这首词里写的一样吗？不单

我们这样怀疑，范成大也这样认为。（投

影：范成大游赤壁未见所谓“乱石穿空”
的景观，认为是“东坡词赋微夸焉”。
———《吴船录》卷下）。因此，这里的景色

描写并非“即景写实”，而是豪迈之人心

中所创的壮阔之景。其实前文中早已言

明，对赤壁的记叙与描写是介于虚实之

间的，真实性是待考察的……
生 11：人道是！

师：对。就是传言，东坡先生并不关

注于赤壁之真假，上阕的景色描写也是

虚虚实实，是虚拟性的想象。你在这样壮

阔豪迈的赤壁自然而然想到了———
生 12：周瑜。
生 13：豪杰。
师：没错。“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

杰！”这是上半片的结语。这“画”，不仅仅

是长江的自然景观，而且是“千古风流”
的人文景观。上阕的大江东去、故垒西边

等等的豪迈景色是为了突出风流人物与

多少豪杰，而这批三国群英中，作者又把

特写镜头对准了周瑜。你看，在诗词这场

闪电战中，景物的描写很可能不完全是

现实场景的重现，而是作者主观情感的

投射。
板书：

景物

人事

慨叹

师：还有么，东坡先生？你笔下的周

瑜是怎样的？

生 14：“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在谈笑间，击败敌人，指挥若定，

有大将风度。
师：非常好，用敌人的“灰飞烟灭”来

衬托周瑜。这是侧面描写。不过，“羽扇纶

巾”是你印象中周瑜的样子吗？

生 14：不是……这写的比较像诸葛

亮……
生 15：是诸葛亮，拿着鹅毛扇子。
生 14：是周瑜，注释上写了周瑜。
师：很好，你注意到了注释。而且从

上阕可以看到文脉的趋向……
生 16：上阕明确说了“周郎赤壁”，不

应该突然写诸葛亮吧！

师：你找得很准确。但是这个“周瑜”

阅 读鹿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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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周瑜，他不是一

个武官的形象。还有“小乔初嫁了”一句，

是在写小乔吗？跟周瑜有什么关系？

生 17：美女衬英雄。
师：是的，也是侧面衬托。但实际上，

赤壁之战的时候，小乔不是“初嫁了”而
是嫁给周瑜已经十年了。这几处加起来，

我们发现，下阕中描写的周瑜也并不是

历史上周瑜的真实形象，而是被东坡先

生“改造”过的周瑜，是一位少年得志、儒
将风度、意气风发的人物。因此当东坡先

生说“故国神游”之时，我们不仅要问，这

究竟是谁的故国啊！何谓“故国”？
生 18：家乡。
师：赤壁是东坡先生的故国吗？

生 19：东坡是眉州人。
生 20：是周瑜的故国。周瑜在赤壁作

战。
师：没错。我们代入了东坡先生的身

份去感受诗歌，而苏轼正是代入周瑜身

份去感受英雄的豪情。当东坡先生神游

周瑜的故国之后，回到现实，当自己的际

遇与周瑜形成对比，便不由地感叹。自己

是早生华发，怀才不遇，感叹着人生如

梦。诗歌中那个被理想化的周瑜与苏轼

形成了巨大反差，个人的感喟就自然生

成了。“多情应笑我”，东坡先生，这“笑”
是什么意思啊？

生 21：是自嘲啊。
师：是的，是因“神游”与现实的巨大

反差而自嘲。元好问也这样说（投影：“东

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你看，

在诗词这场闪电战中，人物的塑造不完

全是历史人物本来的模样，也是作者主

观情感的投射。
板书：

景物

人事

慨叹

师：那么，东坡先生，最后两句“人间

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要怎么理解呢？咱

们苏教版是“人间如梦”，人教版课本上

是“人生如梦”。你觉得哪个好？

生 22：“人间如梦”顺一点。
师：回忆一下前面“大江”和“长江”

咱们是怎么区别的？

生 23：人生就是说现实的人生，人间

跟天上相对比，人间比人生范围大。
师：对。人间范围更广。而且人间是

现实，梦是虚构的。“人间如梦”将现实与

虚构联系起来，颇有几分庄周梦蝶的意

味。梦，不一定是美好的，有可能是噩梦。
人世间的得失恐怕像梦一样无法把握。
苏轼是在遭遇乌台诗案这一场噩梦之

后，写作了一系列的“赤壁文章”，是佛家

和道家的思想拯救了这位儒家仕途已经

无路可走的大才子。而这位才子也用自

己的智慧对佛儒道思想进行了研习与推

进。回到这首词的开端，当年的赤壁之

战，不也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吗？还有

“一尊还酹江月”，“酹”是什么意思？

生 24：注释上写道：“古人祭奠时把

酒洒在地上祭神。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

自己的感情。”
师：很好，苏教版这个注释写得特别

好。“酹”并非以酒洒地，而是洒给江上明

月。从这首词的结构上来说，“一尊还酹

江月”，酾酒奠古，和词的题目“赤壁怀

古”是呼应的。但是为何要“洒酒酬江月”
呢？寄托了东坡先生怎样的感情？我们一

起回忆一下《赤壁赋》里的“江月”———
生（齐）：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

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臧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师：是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时空永恒的

象征物。在与理想中的周瑜对比之后，顿

生“早生华发，人间如梦”悲慨之情的苏

轼，不因人生的局限而沉陷于悲痛，而是

以一杯浊酒酬祭江月，酬祭永恒的时空。
率性直面人生的悲慨而不躲闪，超脱旷

达敬畏自然永恒而不绝望，风流潇洒抒

写命运的曲折而不屈就。你看，一个伟大

的灵魂，就是在人间如梦的阴影下，也还

是可以潇洒风流起来的。
叶嘉莹先生曾说过，读苏轼，要读出

豪迈，但不能只读豪迈，悲慨与豪迈的结

合才是苏轼。让我们从东坡先生的视角

来看待世间景与事，以东坡先生的脾性

来体味乐与悲，读出东坡先生的悲慨与

豪迈！

（师生诵读诗词。）
（三）三读（研读者视角）———悟诗歌

之情

（在学生分析概括的基础上，形成如

下板书。）

理想化的周瑜形象

虚实参半赤壁之景

苏轼的人生哲理

师（总结）：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

我们总会生成一些个人体悟。正如这堂

课开始时所说，在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

面前，我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同的感

喟。而因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气质的

影响，我们的感喟又是因人而异的。但

是，那些伟大的灵魂总能生产出让我们

仰慕赞叹的精神产品。在无限的时空面

前，个人是渺小的。但苏轼旷达豪迈超尘

脱俗的人生哲理，却在浩淼的时空世界

中支撑起了精神领域的一片天空。在这

浩大的三维空间里，你总能在某个点上

与苏轼在精神上正面相对，也许正因为

如此，东坡此作才能赢得那么多的共鸣。
执教感言

语文课教什么

苏轼的词还没有学习，学生就已经

可以用“豪放”来概括此词的特色，可以

说出上下阕的内容概括，那么这篇课文

还有没有“教”的必要性？

语文教学的迷思之一，也许就是如

何界定“懂了”的标准。学生在课堂教学

之前的个人积累或预习作业中很可能已

经“掌握”了文本的主题或风格，可以说

出被教师确定为教学目标的某些终结性

结论。如果课堂教学仅仅关注文本内容

的解读，看似娓娓道来的课堂教学最终

完成的任务很可能不过是回到了同一平

面上最初的原点，热热闹闹的语文课后

学生的感觉却是“不带走一片云彩”。
语文课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不

仅要让学生理解所学文本讲的“是什

么”，还要从这一篇篇经典的例文中学习

这些语言大家是“怎么样”纯熟地运用语

言的；不仅要条分缕析“怎么样”运用语

言的规律和技巧，还要从逻辑与情感的

角度赏鉴文本“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

阅 读 鹿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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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仅要感受和体会作者“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感，还要能够在言语过程

中将内化的能力以“说”和“写”的方式呈

现出来。因此，在语文课程“言语过程”
“思维方法”“情感行为”的立体目标系统

结构中，学生的语文能力在课堂教学中

应该呈现的是螺旋上升的态势。
因此，说出“豪放”这个词绝不是教

学的终点，能够借助逻辑思维识记、领
会、评论“豪放”的词风，能够从情感上感

受、体悟“豪放”的内旨，最终能够在言语

实践中读、写出“豪放”，才是真正的“懂了”。
基于这样的教学理想，本课试图用

三个层次的“读”来推进语文能力的螺旋

上升。一读，从学生自由诵读的一般读者

视角切入，不加提示与点拨，触摸学生自

主阅读所能达到的理解高度。实际上，一

部分阅读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在分享的过

程中起到了示范甚至教学的作用，可以

尽量减小学生个体间理解上的差异。二

读，就是在全体学生基本理解文本大意

的基础上，带领他们从写作者的视角去

咀嚼言词的运用与篇章的排布；“问东坡

先生”的环节将“读者”“文本”“作者”的
三方观照压缩为“作者”与“文本”的二维

视角，迫使学生去直面文本。三读，则是

在对文本的条分缕析之后让学生从感性

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再次整体研读文本；

再次弹回到“作者”“文本”“读者”的三边

视角，以读者的身份获得“所以兴怀，其

志一也”的感受体悟。本课的文本解读，

深受孙绍振教授《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

和智者风流之梦———〈念奴娇·赤壁怀

古〉解读》一文的影响，在实际教学中，基

于中学生所能达到的理解水平，对教学

目标作了调整。一篇充满个人感喟的文

字，在历史长河中成功获得不同时代读

者的激赏与赞叹，是否也能在一节语文

课上让学生真正有所触动？面对语文课

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永远在路上。
名师观察

关注思维训练，使语文学习思想化

朱武兰

思维训练是语文教学的主线，其重

点是思考逻辑的建立。具体而言，就是学

生和教师面对问题展开思考的逻辑推断

规则。这个“规则”，确实需要学生悟出

来，但更需要教师加以点拨和指导。思考

逻辑的建立，能将这样的思考习惯化，成

为学生自我建立的阅读课文的理性态度

和认知习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节

课，在学生思考逻辑的点拨和指导上，执

教者是很有思考的。
一、占有丰富的资料，是面对问题展

开思考的基础

古今之间的阻隔感，造成了教学中

解读古诗词的种种困难。借助前人的资

料，贯通古今，带着学生去阅读、思考、深
味，是本节课突出的特点。《念奴娇·赤壁

怀古》是带着词人特有的情志特点的经

典词作之一，词中写赤壁之景雄伟、壮
丽，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这是学生一

望而知的。但因为之前学生有学习《赤壁

赋》的储存，所以，同为赤壁之景，缘何

《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同于《赤壁赋》的

宁静、清静，却是学生可能不知或疑惑

的。于学生不知处或浅知处巧引资料，往

往能很好地更新学生的体验和思考，生

成鲜活的问题与思想。执教者正是发现

了这其中的教学价值，巧妙地援引范成

大游赤壁后的感受“东坡词赋微夸焉”
（《吴船录》）这一资料，来更新学生的体

验和思考。这种凭借“思想材料”对词中

“景”的“再认识”，避免了生搬专家鉴赏

结论，能将学生的认知引向理性。执教者

首先将范成大游赤壁未见所谓“乱石穿

空”的景观后的所论与学生的应疑而未

疑处和盘托出，然后与学生展开讨论，在

师生的对话中，悟出此景乃是豪迈之人

心中所创的壮阔之景。两相对照，很容易

将学生感性的认知引入理性的思考———
同样的景，因词人所要表达的情感不同，

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再加上词体

相比赋体更具超越写实的、想象的自由，

更易于表现词人的心灵图景，这样词中

的写景就完全成了心境的感性境界。
不仅如此，为了这种“再认识”，执教

者还尽可能地还原作家创作的心境与文

化逻辑，借助丰富的资料，包括苏轼的

《杭州召还乞郡状》《东坡》，张侃的《拙轩

词话》，让学生在相关文本的遇合、交融、
对比、映衬中获取关于苏轼的丰富印象，

使得学生在认识作品、发表见解的过程

中，用丰富的资料作为推断的依据。因为

思考背景材料越丰富，思考本身才越有

活力，逻辑推断才更有力量。
二、对接体验中的辨析，是面对问题

深入思考的条件

诗歌最本质特征抒情性的情感体验

与升华，常常是教学中的难点。通过对接

体验，让学生从作者的视角，去读词人的

感慨，是执教者突破难点的方式，也是本

节课的亮点。对接体验，其实质是将学生

平时的情感体验做样本，与诗歌中的情

感进行感受、理解、比较，产生共鸣，使诗

作中的感情体验变为自己的情感内存。
为此，执教者通过“东坡先生，词中哪些

语句让‘你’颇为自得”这一学习情境的

创设，以“辨析”为支架，通过“大江”与
“长江”能否互换，词作中周瑜“羽扇纶

巾”与现实中武官的形象的不一致该如

何理解，“人生如梦”与“人间如梦”哪一

个更贴近作者的情感，苏教版和人教版

对“一尊还酹江月”中“酹”的注解之别等

问题的思考，带领学生进行思考逻辑的

真实体验。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

注重立据与推断，才能清晰地传达所要

表达的内容。这样，学生在对词人情感的

辨别、比较、质疑中，既有对词人情感的

理解，又有基于学生原有认知经验为出

发点的分析，还有基于现代社会和人生

理解的“我的”判断甚至是反思。这其实

是一种情感的思辨，是从文字中抽绎出

思想路线，把感性的情感与理性的思辨

统一起来，进行思想的逻辑化建构。
但是，如果从语文思想的逻辑化建

构是为了生成语文基本能力这一意义上

来说，如何让学生关注“这一”文本的特

征尚未完全进入执教者的视域。经典文

本的内容与形式总是紧密相连的，语文

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读出这样的味道：

只有“这样的”结章、造句、用词，才能表

达“这样的”内容；“这样的”的内容，必须

用“这样的”结章、造句、用词才能表达。
阅读说到底是一种文体思维，帮助学生

构建关于怀古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

式，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是非常有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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