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学生立场上教阅读


肖培东 《祝福》课例品读

＇

全国鲁迅作品教学研讨《祝福》 ，
且有不错的教学思路 ，但他轼曰 ：

“

吾文如万斛泉源 ，不择地而

会上 ， 肖 培东老师执教不满足于此 ，而想另辟蹊径 ，
创造更出

，
在平地滔滔汩汩 ，虽

一

日 千里无

的 《祝福〉＞

－

课好评多多。 的确 ，这节多的精彩 。 他将文本反复研读 ，他难 。 及其与山石曲折 ，随物赋形而

课无论从教学设计 、课堂推进还是的 目光在字里行间穿梭停留 ，甚至不可知也 。 所可知者 ，
常行于所当

现场生成而言 ，均可圈可点 ，有很多连
一

个标点也不肯轻易放过 。 培东 、 行 ，常止于不可不止 ，如此而已矣 。

”

值得学习揣摩的地方 。 你可 以将这 老师研读文本简直就是
“

敲骨吸髓
”

，（《文说》 ）培东的课堂也是如此 ，教师

节课作为长文短教的经典课例来研他从不照搬他人的解读成果 ， 总是如水 ，学生如平地或山石 ，水总是贴

读 ，可 以思考小说教学内容的确定自 己细细品咂 ，
非读出 自 己的感受着平地 、

山石匍匍前行。

与选择 ，可 以鉴赏课堂教学切人的与发现不可 。 培东老师写过不少描上课后 ，
培东老师先问学生一

艺术 ，还可以美美地欣赏 肖 培东老述他备课过程的文章 ，包括《祝福 〉＞

－ 个问题 ：

“

《祝福〉迪篇小说近万字 ，你

师的课堂情味与美感…… 总之 ，这文的备课经历 。 读这些文章 ，你会都读出了什么 ？

”

看似轻轻
一

问 ，实则

节课无疑会成为一节经典课例 。 我发现 ，他备课总要经历激烈的挣扎大有学问 。 这是投石问路 、 以石探

在现场观摩后 ，又将这节课的实录与毁灭 ，他不甘沿袭既往 ，甚至想极水 ，让学生交流初读体会 ，是为了更

翻读多遍 ，

一个鲜明的感受是 ：这节力逃避 自 己 。 在
一

番痛苦而迷人的好地了解学生的阅读基础和学习起

课的最大魅力在于 ，老师始终站在粹炼后 ，总会
“

洞天石扉 ，旬然中开
”

， 点 。 这个班的学生很厉害 ，他们的

学生的立场上教阅读 。灵感如天赐般降临 ，

一节好课的模回答往往一针见血 ，直奔主题 ，但培

样在他心中逐渐变得清晰。东老师也清醒地认识到 ，
强于思辨

一

、从学习起点出发但再巧妙独到 的教学设计 ，如说理 ，
也有可能失之阅读浮躁 ，对小

从大的方面来说 ，

一节好课离果不能灵活实施 ，或者教师心中只说情节和细微处关注不够 。 于是 ，

不开两个方面 ：

一

是教学设计 ，

二是 有设计而没有学生 ，课堂就会僵死 ， 培东老师在课堂上就引导学生更多

教学实施 。 精彩独到的教学设计
一 不能

“

活
”

起来 。 培东老师的课堂总地往小说细处去读 。

定离不开教师对文本的潜心阅读与能
“

活
”

起来 ， 因为他心中有
“

法
”

， 目这节课最让人难忘的是 ，在交

独特发现 。 培东老师此前曾执教过中有
“

人
”

，
他总能贴着学生去教。 苏流了初读体会后 ，培东老师让学生

＃丈走及２ ０１ ６ ． １ ０

DOI :10. 16412/j .cnki .1001 -8476.2016. 28. 010



安安静静地将这篇近万字的小说再历 ，这是检查学生 自读的情况 ，也是 教学的精髓所在。Ｉ

读
一

ｉｉ 〇 这一环节花了将近 １５颁为了让学生对小说主要人物有一个｜

时间 。 这是
一

个很大胆也很智慧的整体感知 。 很多老师上课常常会跳三 、不断调适学习状态｜

安排 ，公开课上 １５分钟的默读会使 过这一环节 ， 因为觉得不会出彩 ，但学生的学习状态 ，是影响教学Ｉ

气氛变得沉闷 ，
且压缩老师发挥的 如果没有对文本的整体感知 ，接下 效果的重要因素 。 个体间的学习状

ｉ

时间
，但这 １５分钟后的学生发言让来的局部赏析就会变得零碎松散 。 态也会相互影响 ，或促进学习或抑｜

我们懂得 ，
没有深潜就没有爆发 ，

离 在整体感知了祥林嫂的经历后 ，培 制学习 。 良好的课堂学习状态 ，有
ｉ

开学生的 自读体验就没有真正的语东老师引导学生关注祥林嫂的眼利于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 ，调动个 ！

文学习 。 回到学生的学习起点 ，培睛
，
让学生按顺序从文中找到描写体的学习情绪 。 课堂是无法精准预 ｜

东老师用 自己的课堂将这
一常识演 祥林嫂眼睛的有关词句 ，进而思考 设的 ，精彩的课堂尤其充满了种种

ｉ

绎得如此生动。通过这些描写 ，读出 了什么 ？ 这一 可能性 。 优秀的教师上课前 ，对课 ！

环节展开得比较充分 ，这里的
“

扶
”

正堂的展开与生成往往是
“

大体须有 ，
；

二 、依据阅读规律而教 是为后面的
“

放
”

做准备。 赏析了眼具体则无
”

，

一切顺着学生的学习状 Ｉ

站在学生立场上教阅读 ，
意味睛描写之后 ，培东老师引用契诃夫态进行 。 培东老师说 ，他上课时喜

：

着要按学生的阅读特点 、阅读规律的一句话 ：

“

在小说里不要有多余的 欢看着学生的眼睛。 这正是他上课Ｉ

来教 。 钱梦龙老师说 ：

“

我在备课的东西 。 这就如同在战舰甲板上
一

的高明之处 ，始终关注学生的情绪 、 Ｉ

时候 ，首先考虑的不是 自 己怎样讲样 ：那儿多余的东西是一样也没有状态和反应 。 顺着学生的学习状态Ｉ

文章 ，

……有时候 自 己在阅读中遇的 。

”

反复写眼睛 ，
显然不是多余的 ， 并不等于消极顺从 ，而是要不着痕ｇ

到难点
，
估计学生也会在这些地方那么小说中还有哪些不是多余的东迹地加以调适。

发生困难就设计几个问题 ，
让学生西呢 ？

一石激起千层浪 ，学生的回冷处热之 ，热处冷之 ，培东老师

多想想 。

”

他还说 ：

“

在我的心 目 中
，

语答精彩纷呈 。深谱状态调适的中庸之道 。 当学生

文课就；Ｉ教读课。

‘

教读
’

，就是教学 阅读就是要读出关键词句的言安安静静地读了近 １５分钟后 ，他说 ：

生读书＿之达到
‘

不需要教
’

的最下之意 。 阅读能力的差异其实就是
“

我建议大家把最后
一

段
一

起来读

终目的 。

”

作为钱老的得意弟子 ，培东语感的差异 ，善读者往往能读出词 一读
，把情绪调一调 。

”

继而他领读起

老师对此肯定熟谙于心。 他在课堂句下面的丰富意蕴 。 语文教师教阅来 ，沉寂的课堂上顿时书声琅琅 ，如

上由扶到放
，

“

有预谋地摆脱学生
”

，
读

，
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敏锐的语原本寂静的树林上空霎时腾起

一

只

逐步提升学生阅读小说的能力 。感 。 孙绍振先生说 ：

“

语文老师一定只鸟雀 。 当他问
“

除了眼睛以外 ，还

阅读 由浅入深、由整体感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 ，或能从小说里找出哪些不是多余的东

知到局部赏析的过程。 培东老师《祝者以为是一望而知其实是一无所知西
”

，有学生迅速举起了手 ，但他并不

福》的教学同他其他课的教学
一

样 ，的东西来。

”

在培东老师的课堂上 ，丰急于让这位学生回答 ，
而是说

“

慢慢

环节清简 ，脖生德而上 。 主要环 富的语义不是由老师讲出 ，更多的 来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地方 ，

节有三个 ：说说祥林嫂的经历
一

赏析是引导学生发现 、表达出来 。 第二也等更多的同学举手
”

。 因为他知

Ｘｔ祥林嫂眼睛的描写
一

寻找《祝福 》环节
“

赏读眼睛
”

、第三环节
“

寻找其道 ，
迅速举手的同学固然思维活跃 ，

ＳＥ多的不多余的
“

眼睛
”

。 他不多余的
‘

眼睛 就是在培养学但可能找得还不全面 ，要让他再静

用简要的语言说说祥林嫂的经生的语言品味能力 ， 而这正是阅读静地去文中寻找 ，并且等更多的学

？



Ｉ＾ＢＴｊ ｉａｏ ｘｕｅ
］

生有所发现 。清浅中有很深的意蕴 ，缓慢中有不生
： 书上用的是

“

死
”

这个字 。

培东老师还善于挑起
“

矛盾
”

， 绝的劲道 ？ 为何他的课堂 ， 总能师 ： 是啊 ， 书 上 写 的 是
“

穷死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 在让学生寻
“

粘
”

住学生和听课者 ？ 他说过这样了
”

， 那你 为 什 么 用
“

去 世
”

这 个

找更多的不多余的
“

眼睛
”

时 ，女生可
一

句话 ，给我带来一些启示 ：

“

教给词呢 ？

能有些拘谨 ，
站起来发言的都是男 答案

，只是满足于获得知识 ；掌握方生
：我用

“

去世
”

，
是因 为对祥林

生 ，他说 ：

“

现在都是男生在发言哦 。 法 ，才会让我们的阅读成为我们的嫂的反抗带着
一种敬意 ，

而
“

死
”

只

女同学要站起来 ，祥林嫂是女性 ，你智慧 。 教学 ，永远不是一个赶时间是客观冷峻的陈述 。

们用女孩子的眼光来看看那个世的推进 ，
因为我们是为学生的学而师 ： 同 学们 ，你们看 ，

这才是把

界 。

”

在他的
“

赵酿
”

下 ，有女生开始发来的 。

”

文章读到 自 己的心里去了 。

言了
，
他不失时机地鼓励道 ：

“

回答得其实没有秘密
， 或者说 ，

秘密学生发言中 的
“

去世
”
一

词很

非常好。 你们看 ，女同学要么不说 ， 很简单
——

“

我们是为学生的学而容易被教者忽略 ，但培东老师的语

一说就都是男同学找不到的地方 。

”

来的
”

。言敏感使得这
一

词语成为很好的

当场引来笑声 ，女同学逐渐放开 ，发
“

为学生的学
”

与
“

为 老师的教学资源 ，使学生对小说人物与主

言越来越精彩 。 他又
“

煽风点火
”

： 教
”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 。 前者题的理解在这斜枝横生的追问 中

“

现在该男同学着急 了 。

”
… …不知会 自觉地将学生的需要放在首位 ， 得以加深 。

不觉中 ，连我们听课老师都被带进是真正为学生的发展而教 ；而后者培东老师的课是有高潮的 ，尽

了课堂深处 ，

“

沉醉不知归路
”

。会陷人以教师为中心的泥淖中 ，为管他从不刻意追求现场效果 ，但在

培东老师上课 ，是以审美的态教而教 ，最终失去教学的意义与价他的课上 ，学生在他的点拨引导下 ，

度来欣赏学生 。

“

非常好 ！

” “

你怎么这值 。 区别这两者的标志 ，就是看在常常会有不少精彩的发言 。 在第三

么聪明 ！

”

他的赞赏是真诚的 ， Ｂ卩便学这节课上学生有没有获得实实在在环节
“

找其他不多余的
‘

眼睛
’”

时
，

生
一时没有回答出来 ，

他也会耐心的提升。学生的发言相当精彩 。 有的说三处

地等待 。 他的欣赏与宽容并不是无我注意到 ，培东老师倾听学生
“

我真傻 ，
真的

”

并不多余 ，有的说三

原则的 ，相反 ，他对学生发言的品质回答时 ，总是身子略微倾向这位学处
“

祥林嫂 ，你放着吧
”

并不多余 ，有

有着较高的期待 。

一

个学生发言时生 ，脸侧仰 ，
专注的耳朵如敏锐的的说把小说放在祝福的背景里并不

说
“
……并且死了

”

， 培东老师立刻雷达一样捕捉着言语信息 。 他会多余 ，
有的说描写四叔书房里的摆

指出 ：

“ ‘

并且死了
’

，有这么说话的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或追问或点设并不多余……真正的读书就是不

吗？ 说话表达 ，

一定要像鲁迅先生拨或总结 ，帮助学生获得更深的认断发现 ，这些发现都是学生现场阅

写文章一样注意严谨。

”

他似乎有着识 。 我们来看在交流初读体会时的读的 自我发现 ，虽然在有限的课堂

一种语言
“

洁癖＇并以 自 己干净的 、

一段对话
一里不可能将这些有意味的

“

不多余
”

优美的语言感染着学生 ，提升了学生
：
我读 出 了 在这个封建社会全部找出来 ，但学生已经掌握了读

生的语言品质。中 ， 祥林嫂 虽 然有反抗 ，但最终屈书的方法
，
他们读书的

“

眼睛
”

已经

服。 她在屈服的过程 中 ， 受到精神打开 。

四 、ｉｉ学？ 上的打击
，最后就去世 了 。毫无疑问 ， 给学生带来实实在

我一直在琢磨 ，培东老师的课师 ：
你说祥林嫂

“

去世
”

了 ， 书上在的提升 ，这是
一

节好课最重要的

堂看似清清浅浅 、慢慢吞吞 ，但为何用 的是
“

去世
”

这个词吗？品质 。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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