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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故事课文教学路径探索
——以《邓小平爷爷植树》教学为例

小学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
伟人故事的课文占有一定比例。
比如《吃水不忘挖井人》写的是毛
主席的故事，《朱德的扁担》写的
是朱德的故事，《难忘的泼水节》
写的是周总理的故事，《邓小平爷
爷植树》写的是邓小平的故事。这
类课文往往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
性，因此，如何把握好伟人故事课
文的特点、确定价值取向、探索合
理的教学策略，有助于提高语文
教学实效。

在平时的伟人故事课文教学
过程中，教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情况，教师受人文教学思想
的影响，对于伟人故事课文中体
现出的极强感召力的精神境界过
于强调，把课堂上成了思想品德
课或者历史课；另一种情况，教师
受语用教学思想影响，将目光仅
仅投注于文章的语言表达特点
上。这两种厚此薄彼的情况都有
失妥当。所以，让伟人故事课文教
学既体现语用教学的特质，又实
现人文教学的育人功能的探索显
得尤为重要。

下面，笔者以二年级下册的
《邓小平爷爷植树》为例，浅谈第
一学段伟人故事的教学实践和思
考。

一、教学定位
要践行文道统一

伟人故事的教学定位要建立
在紧扣单元语文要素的前提下，
将语文实践活动和立德树人教育
相融合，在文和道的统一中推动
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正确把握教学价值
2022年版本的课标要求学生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整体感
知和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
文学形象的独特魅力。”《邓小平
爷爷植树》这篇课文通过讲邓爷
爷在天坛公园和小朋友一起植树
的真实故事，让学生走近伟人，感
受邓爷爷植树时的一丝不苟。

在教学中对于邓爷爷形象和
品质的感悟，可以把语言文字实
践和感受人物的形象和美好品德
融为一体，通过“字、词、句、篇”
四个层次的学习场域的语言实践
活动感悟邓爷爷的精神风貌的结
合来实现双线并轨。

（二）实施文道双线并轨
《邓小平爷爷植树》这篇课

文，语文要素是说说邓爷爷植树
的情景，而立德方面是学习邓爷
爷做事一丝不苟的品质。我们可
以通过“两个抓手，两条路径”来
实施双线并轨。

1.以关键词句和习题为抓手
伟人故事课文中的关键词语

和句子往往是文道结合的生发
点。《邓小平爷爷植树》一文第一
组关键词是“握、挖、挥、移、扶”这
组动词。在教学中，除了落实这些
词语的音、形、义，还需要让学生
通过朗读、想象、表演、朗读的形
式走进文本所描绘的植树情境，
感悟邓爷爷热爱劳动，爱绿护绿
的形象。

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敏感把握、学习提示、课后习题这
些资源实现双线并轨。

《邓小平爷爷植树》的课后有
一道习题，要求学生默读第3小
节，借助课文插图说一说邓爷爷
植树的情景。首先，这个练习明确
了输入内容，突出了练习的重点，
就是让学生研读课文中最具体也
最直接的描写邓爷爷植树的段
落。其次，为我们明确了输入方
式，就是借助朗读、观察插图、并
试着表达这样的方法来学习重点
段。第三，为我们明确了语言输入
的目标，让学生通过朗读课文，理
解之后在运用。使得学生可以在
具体的语言实践中达到学习、积
累、规范语言的目的，讲书面语言
转换成为有声的语言。鉴于此，教
学中要充分给足时间，帮助学生
切实说好邓爷爷植树的情景，这
样同时也感悟了邓爷爷护绿爱绿
的形象和品质实现文道双线并
轨。

2.以读引路
伟人故事的教学很容易陷入

说教的泥潭。但其实，落实“双线
并轨”最朴实、最有效的语文学习
方式恰恰是“读”。尤其是伟人故
事课文距离学生较远，更应该花
时间来读文章。在《邓小平爷爷植
树》一文教学中可以安排以下环
节“读”课文。

（1）把生字和新词读正确。再
出示天坛公园和铁锹的图片，齐
读相关句子。

（2）教学完第三小节后，安排
演一演环节，也是请大家先读一
读第三自然段，想一想，要怎么演?

（3）请一生读第 3 自然段，一
生上台演。

（4）请其他的小朋友们做导
演，对照着课文，认真观察他演得
对不对，进行评价和指导。

（5）再次引导：演绎种树情景
之前还是先读好课文。再一次齐
读第三段。

（6）请同学再次演绎，同学们
从精心、小心、仔细这三个关键角
度出发，再次点评。

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反复

读“言”、读“意”、读“情”，从字里
行间体会到邓爷爷种树时的一丝
不苟，实现文道统一。

3.以讲为径
2022 年版课标在三个学段

中都提出了讲述革命故事、伟人
故事的要求，并将“复述叙事性
作品的大意”作为阅读教学目标。
对于小学生来说，讲好伟人故事，
是感悟伟人精神、传承正能量的
好途径。

《邓小平爷爷植树》课后也要
求课文内容和插图，说说邓爷爷
的植树情景。所以在教学第三小
节时，可以让学生读一读课文第
三小节，根据板贴“挑选树苗”“移
入树坑”“挥锹填土”“扶正树苗”
的提示，先概括地说一说邓爷爷
植树的经过。接着聚焦关于“扶正
树苗”这个细节，引导学生想象并
讨论如果邓爷爷发现树苗不是很
正时，会怎么说，怎么做。把这一
步讲清楚，说具体。再让学生仔细
观察课文插图，想象画面，用自己
的话说说邓爷爷给树浇水的细
节。这个内容课文中并没有写道，
但恰恰可以提供学生想象，使故
事讲得更节生动。最后，组织学生
按照“挑选树苗——移入树坑
——挥锹填土——扶正树苗——
提桶浇水——载好树苗”的顺序，
充分练习，尽量达到全班同学都
会讲。对于表达较弱的学生，引导
他们可以借助原文中的语言，实
现内化和积累；对于表达较强的
学生，引导他们借助插图，发挥想
象，丰富表达形式，并发展语言能
力。在这个过程中既提高学生对
于课文大意的把握，实现语言内
化，还能大大激发学生对邓爷爷
这一人物形象的感悟，从而增强
学生对于邓爷爷的热爱和崇敬之
情。以此来完成对于伟人故事的
口口相传和对伟人精神的代代传
承，实现文道双线并轨。

二、教学联结
须缩短认知距离

新课程理念要求教师能在语
文教学中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
在课堂教学、课外生活、课外阅读
以及科普知识中能实现整合与融
通，让学生成为阅读的主人。

（一）适度补充资料
在伟人故事的教学时，适当时

补充资料，能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
的距离，加深理解。在《邓小平爷爷
植树》开课伊始，通过补充资料，让
学生知晓3月12日是植树节，每年
春季是植树的最佳季节。还通过补
充个人简介，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
故事主人公邓小平爷爷。教学生字
时，通过图片展示让学生直观认识
铁锹这个农具。这样以补充的资料
来联结，拉进文本和学生之间的认
知距离。

（二）联结现实生活

在伟人故事课文中，许多人
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能够找到
对应群体的。对此，教师在执教时
可以联结现实生活，找到与现实
生活中的共同点。在《邓小平爷爷
植树》一文教学中，学完第三小节
时，可以先指名让一位学生演一
演邓小平爷爷植树的过程。再请
其他同学当小导演，结合自己生
活经验，点评：“精心挑选”这一个
动作有没有到位。同学们在通过
联系生活实际，会联想到，挑选最
茁壮的就是最绿的最大的，要左
看看，右选选，经过反复比较的动
作，才能演绎出邓爷爷的“精心挑
选”；种下以后还要跑到几步以外
瞄一瞄；摇摇头再进一步扶正，从
而是学生真正切实地体会到邓爷
爷做事情时的“精心”和“仔细”。
这些具有综合性、情境性的学习
任务将文本与现实的生活联结，
能拉近学生的认知距离。

三、教学过程
应遵循阅读规律

伟人故事课文教学特别要遵
循学生的阅读规律，寻找符合学
生的真正有效教学路径，开展真
实的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伟人故
事教学的实效。

（一）把握学情起点
伟人故事的内容和时代都与

学生距离很远。教学时应充分了
解学生已知和未知的情况，从学
生的学情出发。如《邓小平爷爷植
树》教学中，因为学生从没听说过
铁锹，不会读“锹”这个字的读音，
也就没有见过铁锹，更不清楚手
握铁锹应该怎样做。于是“铁锹”
一词就成了难点，老师一一耐心
地纠正读音，展示图片，再让学生
模仿手握铁锹的动作，根据学生
的起点教。

（二）遵循阅读规律
多数老师教学伟人故事时，

常常会在一开始围绕“他是一个
怎样的人”这样的问题直奔主题，
展开教学。这样教学往往会忽视
了学生的真实阅读感受，违背学
生常态的阅读规律。在教学《邓小
平爷爷植树》一文时，可以让学生
在学完课文后，由同学演一演邓
爷爷动作后，请其他学生担任小
导演评一评。当点评的同学提到

“精心、小心、仔细”没有演到位
时，老师请大家讨论如何演好？请
刚才的小演员再一次根据导演要
求，做到“精心挑选”、“仔细看”、

“小心扶正”，再采访这位同学的
体会。学生就顺理成章地体会总
结出邓爷爷很辛苦，种树一丝不
苟。这样更遵循学生的阅读规律，
使得学生在对于课文的理解就有
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于邓小
平爷爷这个人物的感受也是逐渐
清晰的。

综上所述，伟人故事的教学课堂中应当把握好伟人故事课文的特点、确定价值取向，探索合理的教学策略，践行文道统一，缩短学生认知距离，遵循阅
读规律，展开真实的学习过程。我们唯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伟人故事的教学路径，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