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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钥匙 帮助学生打开经典的大门
宋　扬

（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中国古典名著年代久远，小学生阅读起来理解困难，要攻克这个难关，培养阅读兴趣是关键。要达到此目的，需要分为以下

四步：一是结合影视资源，拉近名著与学生距离；二是边读边猜，大致了解故事情节；三是分析描写，体会人物鲜明特点；四是对比拓展，

激发阅读名著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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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内容博大精深，带领学生走近传统经典，

是小学语文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古典名著距离现在年代久远，语

句理解起来难度较大，对于小学生来说，能读下去实属不易。如

何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保护学生的阅读兴趣，是需要我们深

入研究的问题。

部编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就是以“走近中国

古典名著”为主题来编排内容的，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

下四方面来入手，进行有效教学。用这四把钥匙，帮助小学生打

开经典的大门。

一、结合影视资源，拉近名著与学生距离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

楼梦》均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些影视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原著，

成功地延续了原著小说的精髓。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

把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带到学生面前，能更好地补充学生对作

品中人物形象的认识。不仅如此，影视资源可以将书中内容更加

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们面前，对于加强学生理解以及激发学生

阅读兴趣有着很好地帮助。但是小学教师在将四大名著的影视资

源展现在学生们面前时，应该根据内容来进行提问，让学生们可

以将影视资源和课本内容相结合，进一步拉近名著与学生之间的

距离，强化学生阅读理解。

第一课《草船借箭》是根据《三国演义》的相关情节改写

的，讲述了诸葛亮巧施妙计，向曹操“借箭”的故事。在教学前，

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电视剧片段，设问：片断中有哪些人物？每

一个人物给你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象？课文又是怎样叙述这个故事

的？

第二课《景阳冈》记叙了武松打虎的故事；课前可以设问：

你看过《水浒传》吗？你能讲讲武松的故事吗？武松给你留下了

什么样的印象？今天，让我们走进课文《景阳冈》，看看课文是

怎样讲述这个精彩故事的。

第三课《猴王出世》节选自《西游记》，这是一个妇孺皆知

的神话故事，课前，直接设问：《西游记》中，你最喜欢看哪一

个故事？能给我们讲讲吗？

感官刺激对个体生存和开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 所有感官刺

激中，视觉刺激是机体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占所有感觉传

入信息的 80% 以上（1）。这样的课前谈话，直接把学生热爱的

影视作品和文本教学结合起来，学生在阅读之前，就通过影视作

品的表演，对名著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样，难懂的文言文和好看

的电视剧一结合，就变得没那么可怕了。

二、边读边猜，大致了解故事情节

在进行教学时，要针对小学生年龄特点，避免拔高要求，要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允许学生囫囵吞枣地读，能读下去是关键，

要尽量保护学生的阅读兴趣，对于一些难理解的词句，要鼓励学

生大胆地猜测，能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积累，大致猜出意思即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编者在编教材时，也是别有用心的。四

篇课文中，第一篇是根据原著中相关内容改编的现代文，在课后

的“阅读链接”中编排了《三国演义》原著第四十六回的片段，

内容与课文第 8、9 自然段相对应。在学生已经了解课文内容的基

础上，再来读原著，这样就搭建起从现代文到原著的桥梁，降低

了学生读文言文的难度，学生读了该片断后，引导总结读原著的

方法：猜读大意，抓住关键词句即可大致理解原著意思。

第二到四篇课文，消除了学生读文言文的畏难情绪后，编排

了原著的节选片段。

教学《景阳冈》时，学生初读课文，了解了课文按事情的发

展顺序，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喝酒，上冈，打虎，下冈。第三

部分“打虎”是全文的重点，详细描写了武松打虎的经过。表演

是小学生最喜欢的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分别找出武松和老虎的动

作，分小组进行表演比赛。为了表演精彩，学生一边认真读书，

一边猜测词句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撺将”“轮”“劈将”“迸

出”“半歇儿”等词语的意思，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还可以结合文章的插图来猜课文内容，让学生猜画的是课文

哪个场景？你认为插图画得好不好，可以怎么改进？比如在学生

猜《景阳冈》第二幅插图时，就谈到两个问题：一是老虎画得不

够凶猛，体型太小。二是空中应该有树叶在飘飞，因为武松力气大，

树枝和哨棒都打断了，树叶怎么没有掉一张呢？学生在提出这些

问题的时候，已经对课文内容了解得比较透彻了。

还可以引领学生读了前文后，大胆猜测后文的情节发展，如《红

楼春趣》，开头众人谈笑间捡到一个从天而降的风筝，接下来大

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宝玉叫小丫头去取大鱼风筝，小丫头取回

来了吗？为什么？大家开始放风筝了，谁的风筝放得最好，谁的

放得最不好？

猜想是在观察、操作或根据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对问题

的发展趋势或本质规律进行归纳、判断的思维过程。（2）学生先

猜后问，再通过阅读来检验猜测是否正确，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

的观察、归纳、分析和直觉思维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降低

了阅读的难度，年代久远的故事，也因为预测而变得趣味盎然了。

三、分析描写语句，体会人物鲜明特点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

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四大名著也不例外。所以，我

们在引导学生读名著时，一定要把握“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这

个关键，弄清楚故事塑造了哪个人物？这个人物有什么特点？是

从哪些语句中体会到的？但是小学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描写



098 Vol. 4 No. 22 2022教育前沿

语句时，要考虑到学生们的认识特点，进行适当的提醒引导，但

是不能够主导学生思维，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帮助学生体会人物鲜

明特点，发挥出名著阅读的效用。

《草船借箭》一课，引导学生找到文中人物描写的句子，并

体会该人物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比如十天造十万支箭，

明明根本不可能做到，周瑜为什么要向诸葛亮提出这样的要求？

学生联系上下文，就会发现周瑜表面上是和诸葛亮商议军事，实

际上是设下陷阱害人。从而进一步体会到周瑜的用心险恶，学生

再通过朗读来进一步体会周瑜对诸葛亮既妒忌又忌惮的心理。在

明白周瑜的用意后，让学生揣摩诸葛亮的想法：这么难的任务，

为什么诸葛亮要直接答应？结合最后借箭成功的事实，学生就会

明白诸葛亮对借箭是胸有成竹的，而不拆穿周瑜，只是将计就计，

顾全大局。

在教学《猴王出世》时，可以这样设问：你认为这只石猴子

担得起猴“王”这个称号吗？为什么？请从课文中找出依据。学

生经过认真阅读后，勾画出相关描写的语句，讨论总结出：从“每

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可见他来

历非凡，是一只饱受日月精华的石猴，非一般猴子能比；从“与

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可感知他能与其

他猴子打成一片，具有亲民的特点；“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

径跳入瀑布泉口”，学生领悟到他有其他猴子没有的勇气，勇闯

瀑布；他在找到水帘洞时，懂得与众猴分享；他在所有人狂欢之时，

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讲话有理有据，有很强的演讲能力。所以，

这只石猴担得起这份王者荣耀。

教学《景阳冈》，为了进一步体会武松这个人物的特点，我

们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场辩论赛，正方观点：武松真勇敢，“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反方观点：武松很要面子，有些鲁莽，

不听别人善意的劝告。请分别从文中找出相关语句来证明你的观

点。为了取得辩论赛的胜利，学生便再次研究课文，仔细从文中

寻找到蛛丝马迹，来证明乙方观点。在辩论的过程中，人物的形

象更加清晰了。

《红楼春趣》中，有些语句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可引导学

生回顾前面几篇课文学到的读懂课文内容的方法，在自主默读，

想想文中讲了什么趣事，大致把握课文内容后，再帮助学生理清

文中人物关系。这时候再让学生找出描写宝玉的相关内容，结合

具体内容，交流对宝玉的印象。比如他的大鱼风筝自己还没放一

回，就被丫头晴雯放走了，螃蟹风筝又给了三爷了，他也不气恼，

可以看出他没有贵族公子的架子，对下人很好。看到“美人风筝

做得十分精致”，就把大鱼风筝和螃蟹风筝的事情忘记了，“心

中欢喜”，可以看出宝玉的纯真。但美人风筝放了半天也放不起来，

又“把风筝摔在地上，指着风筝说道：‘要不明个美人儿，我一

顿脚跺个稀烂！’”这着的动作和语言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

了一个善良率真的宝玉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语言是塑造人物形

象的最重要的表现手段。教学文学作品，需要通过语言的把握去

分析人物的形象。（3）当教师引导学生细细地品味出人物语言在

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作用时，阅读起名著来，就不会那么枯燥无味，

而变得兴趣盎然了。

四、对比拓展，激发阅读名著的兴趣

让学生理解这几篇课文内容，体会课文中生动的人物形象，

并不是终点，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带领学生

走进古典名著，品读精彩故事。所以，拓展阅读的环节，必不可少。

教完《草船借箭》，我们可以设问：读课文前，你对课文中

的人物有什么了解？读课文后，你对哪些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学生谈到，读之前认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是与生俱来的，读了课

文才知道，所谓的神机妙算，其实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拥有了丰

富的知识，考虑问题比常人更细致周全的结果。读之前对鲁肃几

乎没有什么了解，读了课文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忠厚老实，诚实

守信的将军。

再进一步设问，你还想了解《三国演义》中的哪些故事？谁

能为我们大致讲一讲内容？学生通过交流，才发现，原来，桃园

结义，单刀赴会、火烧赤壁、过五关斩六将等等故事，也同样精彩。

学了《景阳冈》，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武松这样一个英雄，

为什么后来会被逼上梁山？《水浒传》中，像武松这样的英雄好汉，

有 108 人，你还知道哪些？他们有什么想的有趣绰号？这些绰号

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精彩的故事？

《西游记》学完，就是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美猴王，后来大

闹天宫，跟着唐僧一起踏上了漫漫取经路，一路上有妖魔鬼怪，

有刀山火海，“三打白骨精、大战红孩儿、女儿国遇险”这些故

事我们都在电视剧和动画片中看过无数次了，翻开原著读读吧，

看看原著和影视作品，哪一个更精彩？读完你又有了什么新的发

现？

《红楼春趣》可以这样总结：《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作品，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人们对

这本书的研究，横跨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中医药学等多

个学科，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叫“红学”，

百度“红学”，你会发现有关研究红楼梦的书籍有近三十本。一

本古典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争相来研究？想不想一探究竟？

那就让我们来好好读读这本书吧，你一定会有许多全新的发现和

独到的见解。

比较的策略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同时也是一种高级的教

学活动。（4）与日常生活经验比较，与预设结果比较，与课文相

关情节比较，与别人的阅读评价感悟比较等，教学中，引导学生

通过比较，了解到名著相关的情节的评价原来还有这么多，从而

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探究整本书的兴趣。

此外，我们来可以开展演课本剧、知识竞赛、办小报等多种

方式的读书交流活动，来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当下，手机、短视频成为了人们打发时间的常态，人们接收

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不能静下心来读书，语文教学更要

担负起引领学生静下心来读书的责任。除了结合影视，二是边读

边猜，分析描写，对比拓展这四把钥匙，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运用。

只要我们用心钻研教材，走进儿童心灵，就能找到更多让学生爱

上阅读名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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