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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灯光》一课作为略读课文原本被编排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的第三组中。但是在今年新推行使用的六年级统编版教材中,

这篇课文却被提升到了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中,与《七律·长征》、《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这样几篇课文共同构成革命岁月主题下的

单元组文。这样的编排已经赋予了《灯光》这一“老课文”新的功能价值。究竟熟悉的“老课文”有哪些新味道？需要怎样全新理念的教学

设计？统编版的略读课文又有哪些教学策略？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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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 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

语文学科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大多数学

校使用的是人教版的教材。而从2017年起,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出现,

从根本上克服了原来“一纲多本”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通过对比统

编版教材与人教版教材的目录,我们发现原来的很多篇经典课文仍然被保

留了下来,只是在顺序上做出了变化和调整。之所以这些课文能被保留下

来,一定是与统编教材语文素养的训练点相契合。这就需要我们反复琢磨

研究这些课文的新价值、新定位。本文以《灯光》这样一篇“老课文”的

教学为例,谈谈笔者的思考。 

1 “老课文”新味道之一—新的课文定位 

人教版《灯光》是第三组的第二篇略读课文。从单元导读中可以知道,

本组课文展现的均是难忘的历史画面。需要从这些课文中体会作者表达的

真情实感,缅怀革命先辈,继承光荣传统。但是《灯光》被选入统编版教材,

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篇红色经典篇目。因为新教材采用了“双线组元”结构,

即按照“内容主题”组织单元,课文大致都能体现相关的主题；同时又有

另一条线索,即将“语文素养”的各种基本“因素”,包括基本的语文知识,

必需的语文能力,适当的学习策略和学习习惯,以及写作、口语训练等知识

或能力训练的“点”,由浅入深、从易到难,螺旋分布并体现在各个单元的

课文导引之中。统编版《灯光》是革命岁月主题下的 后一篇略读课文。

本组课文还有《七律·长征》、《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出这一组文章的语文素养线索是学习怎样点面结合写场面。通过

比较两种版本教材,《灯光》一课的位置,不难发现教学中的落脚点要放在

场面描写上,体会并习得习作方法。这样的训练点更明确,比单纯的体会作

者表达的真情实感更落实落细。 

2 “老课文”新味道之二—新的目标训练点 

一篇篇课文无非就是承载着不同语文素养训练点的“例子”,关键在

于正确把握“例什么。《灯光》这篇课文中,课文导语发生了明显变化,就

是因为文章的“例什么”发生了变化。 

表1  《灯光》导语对比图 

人教版课文导语 阅读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怎样的事。“多好啊！”这句话

分别是谁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到了什

么,会想到些什么？

统编版课文导语 快速默读课文,和同学讨论：课文中,天安门前璀璨的灯光、

郝副营长书上插图中的灯光和战场上微弱的火光,三者之间有什

么联系？它们与课文题目又有什么联系？
 

从上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灯光》这一课的教学重点是：把教学内

容的关注点放在阅读方法上,放在文体结构的分析上；而把“多好啊！”这

条贯穿文章的明线更换为“灯光”这样一条线索。因此,课文的重难点就

变成了领悟“灯光和火光”的描写有什么关联。 

3 “老课文”新味道之三—新的文本价值 

统编教材的单元组文采用双线组合的形式,这就意味着语文要素的落

实贯穿在整个单元的课文中。因此,单篇课文在这个单元语文要素落实中

起到什么作用,必须认真研磨。《灯光》这一课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红色

革命故事的理解,而是成为了“点面结合场面描写”这一习作策略学习的

重要范例。这一课在保留原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基础上,更承担了新的教学

价值,需要学生了解文章是怎样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感受整体与局部的有

机结合。课文的场面描写中既有宏大的场面,也写了群体与个人的表现,

为迁移习作方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4 “老课文”新味道之四—新的教学策略 

这样的“老课文”应该怎么教？怎么学？我想结合下面的教学流程设

计,谈谈教学策略。 

《灯光》简单的教学流程设计如下： 

环节一：通读课文,你脑海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画面。 

(1)简单概括：两次天安门广场的画面、点火的场面、读插图的场面。 

(2)设计意图：把概括文章内容的要求转化为概括印象深刻的画面,

不仅降低了难度,更符合本单元语文要素的落实。通过回顾内容,直接找到

场面描写。 

环节二：尝试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 

(1)学生多人尝试概括,结果发现不容易概括。(发现难点)。 

(2)顺学而导：既然不好概括,这三个场面中能不能删除一个？ 

  

(3)小组合作,充分讨论。 

(4)设计意图：依据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难点,顺势导向对三个场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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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小组合作中争论的问题虽然是能否删除一个场面,实际上是在探

究三个场面之间的关联性。巧妙的转换问题,给学生更大的空间。 

环节三：讨论：结合阅读链接,对比说说场面描写有哪些共同点？ 

(1)通过已经掌握的阅读方法,进行自主阅读,找到突出的场景描写,

并思考、归纳、提炼场面描写的特点,点面结合的方法,再次回溯落实到单

元素养中。 

(2)设计意图：充分利用好略读课文后阅读链接提供的资源,专题阅

读的方法可以在把握内容和感受人物的基础上,深入夯实单元工具性训

练点。 

回顾《灯光》的教学设计,教学策略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明晰课文的定位。教学时应该突出略读课文的教学特点,略读课文

一定要有区别于精读课文的教法。既然是略读,就要放手让学生充分地读

课文,边读边思考。通过学生自主学习中的难点,激发起学生探究解难的兴

趣,带着探究任务进入小组合作中。这类略读课文在对课前导语的关注上,

不要简化为把导语视为一个问题来解决,而是要当成教学目标来处理。围

绕导语目标的达成,设计一两个引发学生思考的大问题即可,教师切忌过

多讲解和分析。 

(2)逆向思维抛出问题。本课的教学目标是要了解课文中“灯光”与

“火光”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课题之间的联系。这既是目标,更是教学

难点。学生很难体会完整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所以亟需采用转换问题的方

式来突破难点。我们的目的是要探寻出关系,不妨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

先删掉它们中的一种灯光。经过充分的辩论,学生们会发现删掉哪一个灯

光都不合适,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插图上的灯光是郝副营长和

千千万万战士的革命理想,而天安门广场的灯光把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理想到现实之间,是战场上那微弱的火光搭建了桥梁。学生不仅通过辩

论顺利发掘了“灯光”与“火光”之间的关系,更在辩论中感悟到了革命

战士的美好愿景和献身精神。 

(3)充分利用阅读链接。本课的每篇阅读链接里都有场面描写,在学生

自读的基础上,体会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中蕴含的情感,深化对单元双线

主题的理解。 

如《毛主席在花山》中,“1948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转移到了花山村。

在临时借用的农家房舍里,他夜以继日地为解放全中国的事业操劳着。一

天早晨,毛主席正在看地图,忽然抬起头,问警卫员：“昨天这个时候,门口

花椒树下的碾子有碾米声,现在怎么没动静了呢？”警卫员说：“报告主席,

为了不影响您工作,我和村长商量后,他请乡亲们到别处碾去了。”毛主席

皱了皱眉,严肃地说：“这会影响群众吃饭的,不能因为我们在这里工作影

响群众的生活。这样吧,交给你一个任务,尽快把乡亲们请到这里来碾米。”

“是！”警卫员拔腿就走。“注意,和群众说话态度要诚恳。”主席说。警卫

员回头一笑：“知道了,请主席放心。”他走出小院不久,花椒树下的碾子又

吱吱扭扭地转了起来。警卫员回到院里,毛主席又叫住他,说“任务完成得

不错。还有一件事等着你办。把这筒茶叶交给炊事员,让他每天这个时候

泡一桶茶水,你负责给碾米的乡亲们。”可以交流三个场景：关心群众碾米、

给群众送茶水、帮助群众推碾子。并在这三个场景中,找出细节描写的句

子,体会人物形象”。 

又如狱中联欢的选段,“几个戴着脚镣的同志,在往常放风的地坝中间

扭起秧歌。沉重的铁镣,撞击得叮当作响,成了节奏强烈的伴奏。欢乐的歌

舞里,充满了对黑暗势力的轻蔑。看啊,还有什么节目比得上这种顽强而鲜

明的高歌曼舞！狂热的掌声,送走了一间牢房的节目,又迎来另一间牢房的

表演。人潮卷来卷去,地坝变成了绝妙的露天舞台。楼下四室的报幕员宣

布：“我们的节目是歌舞表演。表演开始！”只见铁门哗啦一开,一连串的

人影,打着空心筋斗,翻了出来,博得同志们齐声喝彩。接着,几个人聚拢来,

站成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们肩上,又有人再爬上去......

一层、两层、三层......他们在叠罗汉。 上边站着一个人,满脸兴奋的

微笑,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电网更高,手里拿着一面红纸做的鲜艳的红旗,

遥望着远处的云山。”可以这样引导学生思考：文章中的郝副营长没有见

到新中国的成立,他是一位壮士,牺牲在乐在战场上。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成

立,还有许许多多的献身者。他们虽然不在战场上,但是他们和郝副营长一

样,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幸福、安定的生活。郝副营长的人

物形象只是一个点,是万千革命先烈的缩影。对比文章与链接材料,再次让

学生品味出点面结合的味道。 

总之,保留在统编教材里的“老课文”,已经被时代发展赋予了新的味

道。这些文章在关注人文主题的同时要兼顾语文要素的落实任务。文以载

道,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文字训练中,才是这些“老课文”在教学中不容忽视

的味道。教学前,要反复研磨,在前后联系中把握课文位置,不同课型采用

不同策略,以实现自主生态课堂为目标设计教学,一定能使学生的语文能

力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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