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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使用中的“不和谐”
• “穿新鞋，走老路”

（课文不分“教读”“自读”）

（单元不分“阅读”“活动·探究”）

• 目光短视，格局浅小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按“构建‘教读—课内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学习体系”进

行）

（看不到主要矛盾，抓“牛鼻子——读书为本，读书为要”不够）

（“少读书、不读书就是当下‘语文病’的主要症状，同时又是语文教学效果始终低下的病根。”——温儒

敏）

• 读书单薄，视野狭窄

（即使重视了读书，但品种单一、缺乏厚度、涉及面狭窄……）

• 对教材缺乏整体把握



《浴血荣光》序   （金一南）

• 一个民族，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一个民族，没有胜利，就没

有激情、没有尊严。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挫折、

太多的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而为中华民族带来胜利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它创造了胜利的奇迹，就是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

• 在此之前，任人欺凌、割地赔款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只有屈辱，没有奇迹。就

是为了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那些最坚决、最勇敢、最奋斗、最富有牺牲精

神的中国人出发了。



• 李大钊就义时还不到 38 岁。毛泽东 34 岁上井冈山。周恩来 29 岁主持南昌

暴动。朱德 31 岁参加护法战争。博古 24 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聂耳不到 23 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寻淮洲 21 岁担任红军军团长。邹

容 18 岁写《革命军》……

•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

• 他们不惟官、不为钱、不畏苦、不惧死。他们年纪轻轻就干大事，不少人年

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 他们只为主义，只为信仰。

• 他们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命运，完成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洗礼。民族崛起，从那个时刻已经真正开始了。



•形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看：

（ 1 ）没有真正理解好教材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没有读懂教材）

（ 2 ）不会充分利用教材（没有用对教材）

（ 3 ）不能最恰当的使用教材（没有用好教材）



一、读懂统编初中语文教材育人目标的旨向

            显性：人文主题   人文性 

•双线组元  

                      隐性：语文素养      工具性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力和文化力的培养       立德树人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 ”（叶圣陶）一个教师要教给学生的东

西很多，但其中没有比教给学生自主学习更重要的。

    语言自主学习力和文化力的养成是综合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注重思想

而忽略语言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朱自清）；而脱离语言自主学习力培养的

文化力养成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①要读懂阅读专题设置对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旨向

        主要从横向看：

    教材的整体编排中，既注重“三位一体”阅读教学体系构建，又注重加强

单元间内在联系。

    ·“三位一体”阅读教学体系        从“教读课文”到“自读课文”再

到“课外阅读”，以更好地贯彻课程标准提出的“多读书，好读书，读整本的

书”。     

    ·根据心理学原理，程序性知识的掌握须在一定时间内，接触不同的复杂

性问题后方能逐步达到熟练水平。为此，课文单元设计有意进行了安排，譬如从

八（上）——九（下）每个现代文单元都是教读课 2 篇，自读课 2 篇，每个文言

文单元是教读课 3 篇，自读课 1 篇。



七
年
级

（具有普遍意义的）阅读策略和方法
（一般领域程序性知识）

朗读
（七·上
一二单
元）

1.学习重音、停连，通过朗读体会诗文思想
感情；
2.把握全文感情基调，注意语气、节奏变化
。

默读
（七·上
三四五单
元）

1.以一定速度读完全文，学会抓标题、开头
、结尾和关键语句，了解文章大意； 2.圈
点勾画，厘清作者思路； 3.做摘录，概括
文章中心。

快速
阅读

（七·上
六单元）

通过寻找关键词语等方法提高阅读速度，调
动自己体验，深入理解课文。

精读
（七·下
一二三单
元）

1.品味关键语句或段落含义及表达妙处，透
过细节描写把握人物特征，理解人物思想感
情； 2.把握作品抒情方式，感受作者情怀
，学做批注，记下体会； 3.注重熟读精思
，发现关键语句，把握文章重点和意蕴。

略读
（七·下
四单元）

1.略读同类文章，根据目的确定阅读重点；
2.学习托物言志手法，建议比较阅读。

浏览
（七·下
六单元）

提取主要信息，思考和质疑。

八
年
级

（不同文体的）阅读策略和方法
（特殊领域程序性知识）

 新闻 读新闻方法、新闻采访和写作

回忆性散
文、传记

了解文体特点，学习刻画人物方法，品味语
言

散文 品味语言，理解作者感受思考，了解不同散文特点

说明性
文章

说明对象特征、说明方法、说明语言

演讲稿 把握演讲词特点，撰写演讲稿，参加演讲比赛

游记 了解游记特点，把握作者游踪、写景角度和方法，
品味语言，积累精妙语句

九
年
级

现代
诗歌

欣赏、朗诵、创作诗歌；
把握意象，体会情感哲理。

议论性
文章

把握观点，理清论证思路，掌握论证方法；分析论
证材料，理解材料和观点之间联系；了解观点，学
习思辨方法；学会发现问题，独立思考，提出自己
见解。学习并运用文艺欣赏方法。

小说 梳理情节，分析人物形象，理解主题和社会意义；
欣赏语言，了解多样风格。

戏剧

剧本阅读策略（情节和冲突、人物、台词、舞台说
明、主题），排练和评议。



②要读懂“活动·探究”使语文学习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走向动态的旨向

    八、九年级的教材中共设置四个“活动·探究”单元，每册安排一个，分别是：

    (八·上 )新闻————任务一：新闻阅读

                        任务二：新闻采访

                        任务三：新闻写作

    (八·下 )演讲————任务一：学习演讲词

                        任务二：撰写演讲稿

                        任务三：举行演讲比赛

    (九·上 )现代诗———任务一：自主欣赏

                        任务二：自由朗诵

                        任务三：尝试写作

    (九·下 )戏剧————任务一：阅读与思考

                        任务二：准备与排练

                        任务三：演出与评议



• “活动·探究”单元给教学提供了更大空间，提出了更新要求，需高度关注。

• 要改变阅读单元过于偏重阅读、理解、赏析的语文学习 (特别是课文学习 )方式，让

学生在综合、多维、连续的语文活动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用规律”。

• “活动·探究”单元的学习主要让学生主动参与，亲身实践，或经历文本的形成

过程 ( 新闻 ) ，或体验文本的应用与二度创作 (演讲、戏剧 ) ，或以多种方式体会文

本的艺术魅力 (现代诗 )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建构个体的、有

机的知识结构，获取直接知识，形成相应的语文能力。

• “活动·探究”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将有较多的机会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
选择活动，并与同学一起自行组织学习活动，进行自主评价。将有助于学生形成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并迁移到其他内容的学习中去。

• “活动·探究”单元必须改变以教师授课、学生听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突破
原有学科教学在时空、内容、手段等方面的封闭状态，将学习自主权真正还给学生
，变当堂教授为全程指导，变掌控课堂为帮助自学，变关注成果为关注过程。



• “活动·探究”单元的学习“活动性”较强：

      新闻作品的背后，是复杂的选题、采编活动 ;

      演讲旨在交流、宣传或鼓动，具有很强的交互性 ;

      戏剧是由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组成的综合艺术 ;

      诗歌虽属“纯文学”，但它与诵读关系密切，朗诵和创作能让学生更好
地领会诗作的精微之处。

    （仍采用一般的单元组织形式，容易导致教师忽视学习内容的“活动性”
，只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对相关文本做静态的理解、赏析，都很难真正教到
位）

• “活动·探究”单元的部分文本并不适宜当作一般“文章”来教学，必须
“以新闻的方式学习新闻”“以演讲的方式学习演讲”。

• 可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如校园新闻采编、办班报班刊、课本剧排演、
诗歌朗诵会、演讲比赛等，使“活动·探究”单元教学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③要读懂写作专题设置对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旨向
    

    主要从纵向看：

    七（上）从培养学生写作兴趣、良好写作习惯开始：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热爱生活，
热爱写作 学会记事

写人要抓住
特点 思路要清晰 如何突出中心 发挥联想

和想象



    七（下）—九（上）逐步培养学生记叙性文章、说明性文章、议论性文

章，游记、演讲稿、传记等实用类文本的写作能力：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七（下） 写出人物的精神 学习抒情 抓住细节 怎么选材 文从字顺 语言简明

八（上） （新闻写作） 学写传记 学习描写景物 语言要连贯
说明事物要
抓住特征

表达要得体

八（下） 学习仿写 说明的顺序 学写读后感
（撰写
演讲稿） 学写游记 学写故事

九（上） （诗歌创作） 观点要明确
议论要言之

有据 学习缩写 论证要合理 学习改写



    九（下）侧重于“审题立意、布局谋篇、修改润色、有创意地表达”这

些作文程式的学习：

• （除改编式写作的“扩写”、剧本和戏剧表演评论写作之外，九（下）写作

专题围绕“作文程式学习”设置。）

• 整个写作专题设置，基本遵循“一般—具体—一般”的学习规律。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学习扩写 审题立意 布局谋篇 修改润色
谈自己对剧本和
戏剧表演的认识

。
有创意表达



       各单元写作专题设置尽量与本单元阅读学习重点相配合，注重搭
建台阶，突出支撑性和指导性。如八（下）第一单元的写作设置为“学
习仿写”

（写作指导）

一、找好范文，对好文章模仿、借鉴。

二、模仿范文的篇章结构，模仿范文的写作手法（表现手法、修辞手法等）。

三、根据内容和表达的需要，选择和确定具体的仿写点，细心揣摩，有所变通和创新

四、特别注意文章内容的一致和连贯。

单   
 元

阅        读
写   作

主  题 阅读策略 课  文

一
民俗
风情

根据需要综合运
用多种表达方式
；感受作者寄寓
的情思，品味富
于表现力的语言

1.社戏 /鲁迅
2.回延安 /贺敬之
3*.安塞腰鼓 /刘成章
4*.灯笼 /吴伯箫

学习仿写



④要读懂自主学习的助学系统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从内容到形式，均注重构建有利于学生自学的助学

系统，如单元提示、预习、注释、练习、阅读提示、知识补白、阅读链接等

，力求使教材既是“教本”，更是“学本”。

       如八（上）第五单元（《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蝉》《梦回繁华》）的设置

的教学重点“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了解恰当的说明方法的使用，体会说明语言的严谨、准

确，增强思维的条理性和严密性”。

       而八（下）第二单元（《大自然的语言》“阿西莫夫短文两篇”《大雁归来》《时

间的脚印》）的设置的教学重点“理清说明顺序，筛选主要信息，读懂阐述事理，分析推理

方法，发现、思考、质疑问题，激发探究兴趣”。



八（上）
第五单元目标 课  文 助学系统

把握说明对象

的特征，

了解恰当的说

明方法的使用

，体会说明语

言的严谨、准

确，增强思维

的条理性和严

密性

17. 中国石拱桥
预习：◎你可能见过各种各样的桥，这些桥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快速阅读
课文，看看能否把握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思考探究：看看本文中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找出实例并说说它们的作用。
积累拓展：结合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严谨。

18.苏州园林

预习：◎你了解它的建筑特点吗？◎快速阅读，抓住文中各段的关键语句，
把握课文大意。
思考探究：◎课文中哪一句话最能说明苏州园林的整体特征？◎课文多数段
的首句是对本段内容的概括，说说这种写法的好处。
积累拓展：借鉴本文先总说再分别说明的写法，写一段文字……

19*.蝉 批注：蝉的窠与其他掘地昆虫的窠有什么不同？
阅读提示：要学习其说明事物的独特方法。

20*.梦回繁华 阅读提示：注意作者的遣词造句。大量的四字短语，不仅概括力强，而且使
文章的语言典雅而富有韵味。



八（下）
第二单元目标 课  文 助学系统

理清说明顺序

，筛选主要信

息，读懂阐述

事理，分析推

理方法，发现

、思考、质疑

问题，

激发探究兴趣

5. 大自然的
语言

预习：◎你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语言”？◎作者介绍这门学科时，结合
实例，娓娓道来，条理清晰，语言准确。
思考探究：◎体会课文说明事理的严密性，回答下列问题。◎说明事理有
许多方法，试从课文中各找出一个例子，说说其作用。
积累拓展：比较下面两段文字不同特点，体会说明语言的生动性和准确性
。

6.阿西莫夫
短文两篇

预习：◎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地域恐龙化石的发现意味着什
么？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课文。
思考探究：◎这两篇短文都谈到了恐龙灭绝，但选用的材料不同，所说明
的主要问题也不同。试结合课文做具体分析。
积累拓展：恐龙灭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有多种相关的假说。

7*. 大雁归来 批注：观察、推测与分析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阅读提示：阅读时要注意其中对雁群生活习性的观察和说明，欣赏作者的
抒情笔法，感受作者的浪漫情怀。

8*. 时间的
脚步

阅读提示：本文为我们解析了岩石记录时间的“奇异功能……在文中，始
终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



• 譬如九（下）小说单元助学系统的设置。在九（上）小说单元已设置“梳理

小说情节，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结合生活体验，理解主题”单元目标

之后，九（下）的小说单元目标等助学系统设置又有变化和进一步指导。

单元目标 课文 助学系统

（之一）小说文
体特征，人物形
象塑造的重要性
。

（之二）①梳理
情节，分析人物
形象；②对小说
内容、主题有自
己的看法，理解
小说社会意义；
③欣赏语言，了
解小说多样化风
格。

5.孔乙己

预习：“孔乙己”称呼的由来，带着问题读课文。孔乙己给你的印象。
思考探究： 1.结合具体描写，联系人物所处社会环境，谈谈你对孔乙己是
个怎样的人的理解； 2.贯穿孔乙己故事的笑； 3.欣赏语言
积累拓展： 4.换叙事视角讲述故事； 5.结合小说内容，阐述谁是小说主人
公。

6.变色龙

预习：《变色龙》会写怎样的人？小说讽刺意味的体会。
思考探究： 1.梳理情节，复述课文； 2.奥楚蔑洛夫“变色”原因？人物形
象具有的社会意义。 3. 课文讽刺效果的达成。
积累拓展： 4.演小品，谈对奥楚蔑洛夫、叶尔德林、赫留金等人物的衣着
、表情、语言、动作的设计。

7*.溜索 批注   阅读提示：小说内容；马帮汉子群像；叙事角度；语言。

8.*蒲柳人
家（节
选）

阅读提示：课文节选在整部小说中的位置；人物塑造（三个主要人物：何
满子、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富有特色的语言。



⑤要读懂选文所蕴含的文化理解和传承之道
• 文化的重要性。一方面，人心统一的基石就是文化认同的统一。另一方面，“全球
化”正让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文化作为
历史文明的积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不再仅仅是发展手段和支撑，而更是能解
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内力。发达国家正依托其生产、管理方式以
及各种产品进行强势文化的全球扩张渗透，尤其是通过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把其
携带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通过外在时髦形态对各国青少年产生直接影响。青少年的
文化力成为事关国运兴衰、社会文化安全、个人精神发展的“持久动力”。

• 语文“文化立人”的途径 —阅读中的潜移默化。 中学生理解、吸收选文所蕴含的
先进文化精神内涵，内化于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之心，外化于中国文化自强之
行。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文化立人”的方式多样，如文道统一、文以载道、以文明志等。必须加强对学生
思想认识的引导，如课文《富贵不能淫》“思考探究”第一题：孟子为什么认为公
孙衍、张仪不配称为大丈夫？在孟子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应
有格物致知精神》“ 批注”：从现代观念看，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什么？ 



 
二、遵循用对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基本要求

1.具备单元整体教学观念

      ◎将单元要训练的能力点分散到各课，分步骤、有计划进行训练

（纵）    

      ◎各课学习重点应前后勾连，反复强化巩固，稳步推进（横）

2.运用“ 1+X”X””教学，实现“三位一体”阅读教学体系的育人目标

      要促进学生拥有良好的阅读策略和自我阅读能力，必须让学生有机会

在不同阅读情境中接触不同的书面文字材料来试用自己的阅读策略。这样，

学生才能领会随着文章特点的变化，自己的理解策略也相应有所调整。



•关于“ 1+X”x””教学

        “1” 即单篇教读课文，“ x”” 即自读课文、课外阅读文本，

“ +” 即迁移运用、举一反三。

       在单元能力目标统帅下，首先通过教读课文引导学生初步

掌握某一种阅读策略、方法，形成对专业阅读行为或某类文体阅读

的良好认知结构和阅读策略，再让学生在自读课文有指导的自学中

迁移、初步运用这一阅读策略和方法，最后在课外阅读的多次阅读

体验中反复运用、巩固，并内化为自身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 3.授人以渔，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

   ◎一课一得

   ◎重在教给学生文学类文本的阅读方法和写作方法

• 4.区分不同的课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教读课的功能：教师举例子、给方法

   自读课的功能：学生课内落实用法，通过自己的读，把教读课学到的方法    

      

                 尝试运用到阅读实践中

   课外阅读的功能：在不断的自我阅读中积累经验，培养并形成自主学习力    

 ◎不同文体的教学要有所区分，文体教学意识要强（见下表）



诗歌 散文 小说

时空关系 不追求时间空间
的变化

反映一定生活过程
中的某些时空片段

展现一段相对完整
的生活时空

表现方式 主观表现 主客观融合 客观再现

表现材料及重点 谋词 谋句 谋篇

特点 以点状之象抒情 以片段之景、事
表意

以完整故事
观照社会

核心概念 意象 意境 人物、情节

代表作品 《沁园春·雪》
《再别康桥》

《背影》
《白杨礼赞》

《变色龙》
《孤独之旅》



3.古诗文独立阅读能力培养

       “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

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欣赏品味。”

                                              ——《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 2011年版）

       ◎建立语感

       ◎加强记诵

       ◎熟悉现象

       ◎理清文脉



三、不懈追求，用好统编

初中语文教材

①把握教学起点和教学高度

（高度决定思维，角度改变观念

，格局提升认识）

②注意融会贯通，前后比对

③学习思辨方法，灵活运用



●《肖申克的救赎》

●101-102=1

●《再别康桥》

●教学就是用木柴烧（煮）开水



•关于文本教学

（ 1）理解文本的三条路径

  ◎文章思路：从作者层面出发，理解文章

  ◎编者思路：从单元角度出发，把握课文

  ◎教学思路：从课标和学情层面出发，选择教学要点

（ 2）问题化阅读（教学）

      以学生问题为基层，以学科问题为中心，以教师问题为引导



（八年级·上·第四单元）

文体 语言特色 阅读课型 教学重点

13.背影
（朱自清）

叙事性散文
（写人记事）

【预习】语言平实
，饱含情感，看似
平淡，其实极具表

现力。

教读
感受父子深情
咀嚼语言特色
把握文章线索

14.白杨礼赞
（茅盾）

抒情性散文
（托物言志）

【预习】（充满）
激情与豪情。表达
了自己的赞美之情

。

教读
礼赞白杨意图
独特情感体验
梳理感情脉络

15*.散文二篇
永久的生命（严文井）
为什么而活着（罗素）

哲理性散文
（阐发哲理）

【阅读提示】字里
行间传达着真诚与
睿智。语言凝练，

文采斐然。

自读
体会人生感悟
理解文中睿智
把握深刻意蕴

16*.昆明的雨
（汪曾祺）

随笔散文
（写景抒情）

【阅读提示】信笔所
至，无拘无束。娓娓
道来，如话家常，平
淡自然，却饶有趣味

自读
把握文章特点
感受独特韵味
分析语言趣味



昆明的雨   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

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

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的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

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

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

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

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

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

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

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

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

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

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

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

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的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
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
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
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
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
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
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
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
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
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
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
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 ,雨下大了。
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
香花 ,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
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
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竹枝词（其一）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有中外亲献玉盏一只 云耕者入坏冢而得

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 特设一桌 致玉盏其上

且将用之酌酒，遍劝坐客 俄为吏将误触台倒 玉盏俱碎

坐客皆愕然 吏将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动 笑谓坐客曰

“物破亦自有时。” 谓吏将曰 “非故也，何罪之有？”

（问题化阅
读）

韩魏公知北都



再别康桥      徐志摩

•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思辨方法

良好思辨习惯的养成需要练习慎思和明辨。

一、慎思：审慎地确立观点

       思辨的前提：概念界定。概念约定，在定义领域内阐明自己观点。

       观点的确立需多种条件。除普遍常识之外，作者须针对观点确立所

需的理由和条件不断地拷问自己：自己想证明什么？我的结论是什么？理由

是什么？



二、明辨：清楚、明白而有条理
       面对任何事情都会有逻辑、有条理地去解析。
       分类讨论。如“一个人在哪些场合下会哭”，请
列举尽可能多的不互相重复的答案。（思维的敏捷性和
全面性）
       提纲、树形图、思维导图（工具）。



1.紧扣教材，及时培训，覆盖面大，应对性强

2. 建立网络，组微信群，积极交流，平台互动

3.实地调研，知微求惑，共同探究，析难解困

4.结合省教研室的活动，开展大规模市区级活

动

5.搞好课题引导，积极申报立项，提升教科研

软实力

围绕“用好”，我们在行
动



几点感悟

• 最好的培训是教学相长，再好的专家讲座不如学生的提问。

• 最佳的进修方式是读书，最靓的教学方法是引导学生读书。

• 最物美价廉的东西是书，门槛最低的成长途径是读书。

• 教材既是读书的连接点，更是研究的生长点。

• 要做有“后光”的教师，必先破除执念和积习。



谢谢

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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