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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

致力单篇教学，开启古典名著整本书阅读
——以五年级下册《草船借箭》为例

王继玉，李春梅

摘要：古典名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价值。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集中编排了四篇古典名著阅读课文，旨在引导

学生初步掌握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激发阅读兴趣。以《草船借箭》教学为例，教师在

单篇课文的教学设计中应渗透整体性阅读思路，搭建认知支架，让阅读更加顺畅；注重

方法渗透，让阅读更有成效；重视激发兴趣，让阅读更有趣味；避免拔高要求，让阅读

更有信心。教学由单篇课文自然延伸到整本书阅读，引导学生发现古典名著的魅力，激

发学生阅读古典名著的兴趣，培养高阶思维能力。

关键词：单篇；整本书阅读；古典名著；《草船借箭》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

珠，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学生研读古典名著不但

能深刻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素养，还能建立文化自信，激发阅读古

典名著的兴趣。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

书”）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以“走近中国古典名著”

为主题，集中编排了《草船借箭》《猴王出世》《景

阳冈》《红楼春趣》四篇课文，分别选自我国四大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

梦》。本单元旨在通过集中阅读，指导学生初步掌

握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降低学生对阅读古典名著

的畏难情绪，初步感受古典名著的魅力。统编教科

书的最大特点是建构了系统的语文要素体系，每个

单元语文要素的学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学生的阅

读能力也并非零起点。教师的教学应建立在学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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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运用已知的阅读方法开

展阅读实践，并习得新的阅读方法。［1］在教学中，

如何准确把握统编教科书的编排意图和年段特点，

为学生搭建由单篇到整本书阅读的桥梁，是本单元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草船借箭》一课为

例，谈谈关于古典名著单篇阅读的几点思考。

一、搭建认知支架，让阅读更加顺畅

站在儿童视角看四大名著，虽然这几部古典名

著家喻户晓，多数学生并不陌生，但对于小学五年

级学生来说，他们对古典名著的了解，更多来自影

视资料或者是改编版本的文字资料，而对原著的阅

读经验却很少。古典名著中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人

物关系，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有许多文言词句、生

僻字，都有可能成为学生阅读的障碍。为了降低学

生阅读古典名著的难度，本单元首篇课文《草船借

箭》以现代白话文形式呈现，这是编者选编教材的

用意。即便如此，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想要不借助任

何资料读懂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三国演

义》所讲述的历史故事时代久远，学生对东汉末年

的历史概况比较陌生。此外，《草船借箭》课文一

开头就写道“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如果学生

不了解“草船借箭”发生的背景，就不知道周瑜是

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诸葛亮有妒忌之心，更

不会明白鲁肃为何要帮助诸葛亮。因此，在本课教

学中，教师要立足学生视角，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

起点，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缩短学生与文本之间的

认知距离，让阅读更加顺畅。

（一）巧用歇后语，引入故事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影响深远，

许多学生熟知的成语、歇后语都是出自这部名

著。开课之前，教师以“玩转歇后语”的小游戏激

活学生的已有认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

说有关三国人物歇后语的上半句，学生来对下半

句。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周瑜打黄

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张飞穿针——粗中有细”“关公面前耍大

刀——不自量力”“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

等。在学生对接歇后语的同时，鼓励学生讲一讲自

己知道的人物特点或故事情节。在出示歇后语“曹

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时，教师提问：“为

什么曹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呢？”如果有学

生了解孙权、刘备联合抗曹，让曹操在赤壁之战中

惨败而回的相关故事内容，可以请学生来简要介绍。

然后，教师告诉学生《草船借箭》的故事就发生在

孙权、刘备联盟抗击曹操期间，顺势引入课文。

利用歇后语引入教学，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学习

起点有所了解，也为本课学习及整本书阅读作好 

铺垫。

（二）搭建图表支架，作好铺垫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在阅

读之前，教师引导学生借助相关资料，从整体上了

解相关历史背景，避免在阅读中出现“盲人摸象”

的片面认识。

在本课教学中，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观察《三国

演义》地图［2］，直观了解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

雄割据的历史概况；然后以动图演示曹操统一北方

后挥师南下时的兵力，以及当时刘备、孙权的兵

力，让学生明确孙刘联盟的必要性；紧接着引导学

生运用思维导图初步厘清诸葛亮、周瑜、鲁肃、曹

操等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设计关注了学生的认

知起点，为本课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注重方法渗透，让阅读更有成效

本单元以“走近中国古典名著”为主题，单

元语文要素是“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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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四篇课文共同承担落实语文要素的任务，但

各有侧重。同时，单元口语交际“怎么表演课本

剧”、习作“写读后感”、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

台”“词句段运用”以及“快乐读书吧”，都紧扣

单元主题来编排。从读改编版的故事到读节选的原

著故事，最后推荐阅读整本的中国古典名著，统编

教科书非常清晰地呈现出由易到难的编排顺序。

统观单元学习内容和语文要素，比照《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程标准”）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组织与呈现方

式［3］19-36，本单元学习内容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

达”学习任务群相契合。基于本单元的编排意图，

根据“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的定位和

要求，围绕“如何阅读古典名著”这一核心问题，

教师创设“古典名著阅读之旅”这一学习任务情

境，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活动一“读三国故事，品

人物特点”，活动二“识梁山好汉，评人物形象”，

活动三“理西游情节，讲精彩故事”，活动四“感

红楼春趣，谈人物印象”，活动五“展阅读收获，

理阅读方法”，活动六“读古典名著，品百味人

生”。六项活动围绕“如何阅读古典名著”这一核

心问题展开，既有各自的侧重点，又互相联系，体

现阅读指导的梯度和学生阅读能力的进阶。本文主

要探讨《草船借箭》的阅读教学方法。

（一）把握文体特点，指导梳理主要内容

的方法

古典小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是阅读中

的难点。在阅读古典名著的时候，学生首先需要厘

清关键人物，以便快速把握主要内容。在本课教学

之前，教师布置了预习任务，让学生画一画《草船

借箭》故事情节思维导图（见图1）。在学生自主

梳理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借助思维导图来讲清

故事的主要内容。本环节从整体入手，用思维导图

将故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关系以可视化的方式呈

现出来。借助思维导图梳理并讲述故事的起因、经

过、结果，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这一梳理主要内容的方法可以迁移到本单元

其他几篇课文的学习中，让学生了解阅读古典名

著首先需要厘清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把握主要 

内容。

图1  《草船借箭》预习单

（二）围绕关键语句，指导体会人物特点

的方法

古典名著中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往往能给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个经典的人

物，古典名著才历经数百年依然能触动读者的内

心，引发读者的思考。《草船借箭》一文的主要人

物有诸葛亮、鲁肃、周瑜、曹操，每个人物的特点

都十分鲜明。文章中对他们的语言描写十分传神，

特别是鲁肃的一惊“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

葛亮的一笑“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

我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曹操的一疑

“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必有埋伏，我们看

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拨水军弓弩手朝他们射

箭便是。”周瑜的一叹“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

不上他！”人物的语言生动地体现出每个人物的不

  画一画《草船借箭》故事情节思维导图。温馨提

示：可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进行梳理，也可

根据主要人物进行梳理。

借箭成功，周瑜叹服
晓天意（以雾为障）

经过

结果

识曹操（逼寨受箭）

识地理（顺水行船）

草船借箭

（神机妙算，才智过人）

周瑜妒忌

设计陷害诸葛亮

请鲁肃帮忙

起因

经过 准备识鲁肃



44 2025年第2期

第五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

同特点。在教学中，教师鼓励学生反复朗读这些语

句，以读促悟，去体会人物的特点。在此环节充分

渗透“抓住人物言行体会人物特点”的阅读方法。

三、重视激发兴趣，让阅读更有趣味

新课程标准指出，“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

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

整体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

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审美体验。［3］26《草船借箭》

一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充

分显示了罗贯中的艺术天才：“多妒逼出多智，多

智的冒险又遭遇多疑，形成一个情绪连锁性的错 

位。”［4］通过对本文的阅读，学生可以在品读故

事、感悟形象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提升对古典文学

作品的欣赏水平。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深入研读文中体现人物特点

的语句，从细节中捕捉信息、揣摩人物心理、分析

人物性格，从而深入感知古典名著中典型人物形象

的魅力，让古典名著的阅读更有趣味。

（一）品人物语言激趣

课文中对人物语言的描写能充分凸显人物特

点，教师可用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来激发学生阅

读探究的兴趣。例如，诸葛亮在回答鲁肃的疑问

时，用了一个“笑”字，这一个“笑”字包含很多

意味，既有诸葛亮对鲁肃的宽慰，又有对曹操不敢

出兵的笃定，还有他对借箭计划的胜券在握，等

等。为指导学生走入情境，与文中人物进行角色互

换，体会人物的心声，教师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诸

葛亮这一笑意味深长，由他这一笑，你想到谁？为

什么？在学生的回答中说到了鲁肃、周瑜、曹操等

时，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说出缘由。

然后，教师引读：“想到周瑜的设计陷害、步

步紧逼，诸葛亮笑着说——”

生：“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

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

师：“ 想 到 谨 慎 多 疑 的 曹 操， 诸 葛 亮 笑 着

说——”

生：“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

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

师：“想到船舱内不知缘由的鲁肃，诸葛亮笑

着说——”

生：“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

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

师：“想到即将得来的十万支箭，诸葛亮笑着

说——”

生：“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

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

此环节的设计意在抓住人物语言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课堂上也呈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联系

上下文，抓住人物语言对人物内心进行揣摩后，学

生能够用声情并茂的朗读来展现对不同人物的不同

态度：轻蔑的笑、嘲讽的笑、宽慰的笑、自信的

笑……不同的笑，不同的语气，充分说明他们已经

将自己带入了诸葛亮的角色，并轻松地理解了文中

每个人物各自的特点。这样的语言实践活动避免了

刻意的讲授、分析，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品人物行为激趣

诸葛亮是文章中的灵魂人物，文中除了对他进

行精妙传神的语言描写，还通过对他的行为描写表

现他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在借箭过程中诸葛亮“三

次下令”的相关语句，最能体现诸葛亮的运筹帷

幄、思维缜密。在教学中，教师抓住关键语句，精

心设计品读的不同层次，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

进一步了解人物形象。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找出有关“三次下令”的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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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

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

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

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

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返回。

第一次读，教师提问：“诸葛亮这样下令有什

么目的？这三次下令妙在哪里？你从中读出一个

怎样的诸葛亮？”学生抓住关键词，如“一字摆

开”“擂鼓呐喊”“把船掉过来”等，体会诸葛亮的

思维缜密、周密安排、运筹帷幄，以及他超于常人

的胆识和魄力。

第二次读，教师配以战鼓声，激情引读：

“五更时分，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

令——”

生：“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

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

师：“一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好

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

生：“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

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

师：“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

生：“返回。”

通过反复朗读描写人物言行的关键语句，学生

深入情境，被古典名著中的人物魅力深深吸引。

（三）览原著回目激趣

四大名著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

章回体。在回目之中有人物也有故事，看到回目就

能猜到这一回的大致内容。《三国演义》全书一共

有一百二十回，其中有很多精彩回目，只看回目就

足以引起学生阅读的期待。

新课程标准指出，整本书阅读教学，应以学生

自主阅读活动为主。引导学生了解阅读的多种策

略，运用浏览、略读、精读等不同阅读方法；通

读整本书，了解主要内容，关注整体与局部、局

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重视序言、目录等在整本

书阅读中的作用。［3］33教学最后环节，教师从“阅

读链接”所节选的第四十六回的回目入手，让学

生初步感知回目的特点。然后选取了一些精彩回

目，如“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

立功”“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

草庐”“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

纵火”“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

渡江”“第一百零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

造木牛流马”等，让学生读一读，说说自己还想读

哪一回。看到这些经典回目，学生争先恐后地讲述

自己的阅读期待，回目中隐藏的经典故事“桃园三

结义、三顾茅庐、借东风、空城计……”，经典人

物“刘备、关羽、张飞、吕子明、司马懿……”，

再一次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相信学生课后会迫不

及待地打开整本书去一睹为快。

四、避免拔高要求，让阅读更有信心

新课程标准指出，“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

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

方法阅读整本书……积累整本书阅读经验……提高

整体认知能力，丰富精神世界。［3］31-32统编教科书

节选的课文多是文学性和思想性兼备的经典文本。

向着整本书阅读推进，并非将统编教科书内的单篇

课文作为整本书阅读的推荐课，而是应当尊重教材

体系，关注学生语文素养的有序发展，在落实好基

础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适当融合整本书阅读的专用

知识技能。［5］学生在课内学到的阅读方法，需要

在课外更多的阅读实践中去巩固和运用，才能将知

识和方法转变成素养。

本单元最后编排的“快乐读书吧”“读古典名

著，品百味人生”意在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本单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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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阅读方法进行延伸阅读。“快乐读书吧”推荐

的四大名著，不仅都是鸿篇巨制，而且在语言上理

解难度都比较大，学生难免会产生畏难情绪。为引

导学生建立阅读信心，能坚持读下去，教师在教学

中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允许学生囫囵吞枣地读，尽

量保护学生的阅读兴趣。对课文中的一些难理解的

语句，教师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大致猜出意思即

可，不需要细究，也不要求学生理解所有的语句。

对古典名著的文学价值等，也不必作深入解读。

例如，在对《草船借箭》课后“阅读链接”的

处理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阅读“阅读链接”

中的原著片段，找到课文与之相对应的段落。学生

在对比阅读中，发现二者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通

过猜读、跳读，能够较为轻松地读懂原著片段，有

效降低了阅读原著的畏难情绪。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比阅读，发现“阅读链

接”与课文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之处，一个通俗易

懂，一个言简义丰。此时，教师告诉学生，在阅读

古典名著的过程中，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版本去

读，也可以先去阅读青少年版《三国演义》，在此

基础上再去阅读原著，这样可以降低阅读的难度，

让阅读更顺畅，从而消除学生心中的顾虑。

至于阅读原著片段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教师

则鼓励学生运用已有阅读方法自主解决，并提示学

生能大致读懂意思即可，不要逐词逐句地翻译或与

课文语句一一对应，帮助学生建立阅读的信心。

综上所述，四大名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

之作，是经久不衰的文学瑰宝。小学阶段教师要高

度重视古典名著单元教学。在古典名著单篇阅读教

学中，教师要努力为学生搭建认知支架，注重方法

渗透和兴趣激发，让学生在单篇课文的阅读中，产

生阅读整本书的愿望和兴趣，主动走进古典名著

阅读的殿堂，从而逐步积累阅读体验，建立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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