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讲稿 教师事业部

1

《中国石拱桥》试讲稿

杨眉

师：前面我们布置大家观察了桥（教师板书，加点词为板书内容，下同），下面请同学

们说说你见过哪些类型的桥。

生：独木桥、水泥预制桥、钢梁桥、石拱桥、铁索桥等等……

生：江河大桥、立交桥、过街天桥……

点评：把学生的生活体验引进课堂，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说明对象。

师：大家见过的桥确实不少，那么你们能否用一句最简洁的话说说桥的特征。

生：架在河面上，用水泥钢筋作材料的建筑物，如枝城长江大桥。

生：不对，有的桥也用木材作材料，如独木桥。

生：还有，有的桥不是架在河面上，而是架在空中的，如立交桥。

点评：引导学生把直觉形式转换成言语形式，为训练张本，对于学习中的分歧不是简单

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让学生争论，在争论中澄清是非。

师：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看来要把握事物的特征，还必须找到同类事物的共同点。下面

大家想想，哪些才是形形色色的桥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可以查词典，看看词典是怎样说的。

生：（查词典）架在河面上连接两岸的建筑物。

师：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大家想想这样概括桥的特点是否准确？

生：不够准确。前面已经说过，立交桥就不是架在河面上的。

师：看来时代在发展，词的含义也在发展，大家修改修改。

生：架在水面或空中，用来连接两端的建筑物。

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抓事物特征的方法。事实上桥用什么材料做，千差万

别，不是共有的特点；桥的作用——架在水面上或者空中连通两地供通行才是共同具有的。

抓特征就是要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点。

引导学生从直接经验中总结出一般的规律，是“课内外衔接教学实验”的重要特点，能

力训练即从此开始。

师：下面我们把桥的范围缩小，局限于石拱桥。按照上述抓特征的方法找找石拱桥的特

征，看看石拱桥有什么共同点。

生：桥洞呈弧形就像虹。



试讲稿 教师事业部

2

生：桥身全由石料构成。

点评：引导学生从简单的训练开始，把一般的方法变成学生的经验。

师：说得较好，不过同学们所看到的还只是桥的外部特点，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事物特征

时，并不像这样显而易见，还需要我们仔细研究。下面我们把桥的范围再缩小来研究中国石

拱桥有什么特征，可能难度就会增大。请同学们翻开课文《中国石拱桥》，先看课文写到石

拱桥的哪些特点。

（学生浏览课文，找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师：现在请同学说说《中国石拱桥》有哪些共同点。

生：形式优美。

师：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最好用书上的原话回答。

生：石拱桥的桥洞呈弧形，就像虹。

生：这些桥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

生：作者在写赵州桥的时候这样写：“全桥结构匀称，和四周的景色配合得十分和谐；

就连桥上的石栏石板也雕刻得古朴美观。”

生：卢沟桥也是一样，“卢沟晓月”很早就成为北京的胜景之一。

点评：训练由浅入深，让学生的技能水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师：说得不错，中国石拱桥除了形式优美以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特点？

生：有，那就是结构坚固。

师：（板书结构坚固）何以见得？

生：书中说这种桥“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雄跨在江河之上，发挥交通作用”。

生：书中还说永定河发水时来势很猛，以前两岸河堤常被冲毁，但是卢沟桥从没出过事，

足见它的坚固。

师：回答得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课文中看到中国石拱桥具有什么特点吗？

生：历史悠久。

师：（板书历史悠久）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石拱桥的共同特点：（1）形式

优美；（2）结构坚固；（3）历史悠久。

那么怎样说明才能把这些特点说清楚呢？通常的做法是精选例子。下面我们看看课文是

如何选择例子来说明事物的特征的。请同学们再仔细看看课文重点写了哪两个例子。

点评：通过总结巧妙地过渡，从一个训练重点转移到另一个训练重点，保持训练过程的

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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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赵州桥和卢沟桥两个例子。

师：为什么选择赵州桥和卢沟桥作例子，用这两个例子能说清中国石拱桥的特点吗？

生：因为赵州桥和卢沟桥都历史悠久，前者修建于公元 605 年左右，后者修建于 1189

－1192 年间。这两座桥都形式优美，赵州桥前人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的盛赞；卢沟

桥有“卢沟晓月”的美誉。更重要的是这两座桥结构坚固，修建以后沿用至今，完好无损。

中国石拱桥的三个特点，在它们那里都非常突出，所以选择这两座桥作例子，就能说明中国

石拱桥的特点。

点评：引导学生深刻地感知说明文选例子的方法，为后面总结规律做铺垫。

师：既然这样，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只选一个例子，那样文章不是更简洁吗？

生：简洁是简洁了，但是那样就不够全面。

师：此话怎讲？

生：赵州桥是单拱，卢沟桥是联拱，既选单拱的例子，又选联拱的例子，就能较全面地

反映中国石拱桥的概貌。

点评：欲擒故纵，让学生在深入体验的基础上道出秘诀。

师：看来选例子除了典型以外，还要全面，既要有代表性，又要保证主要方面有代表。

选例子很重要，选准了例子把例子写好，通过它准确地说明事物的特征更重要。下面我们看

课文是如何写例子的。请大家浏览课文，找出文中写赵州桥和卢沟桥的段落。

生：第 4、5 段写赵州桥，第 6～8 段写卢沟桥。

师：下面请同学们朗读课文第 4、5 段，读后思考作者是怎样围绕赵州桥来说明中国石

拱桥的特点的。

（学生朗读课文，思考问题）

生：先总写桥的外形和使用情况，给人以总体印象，再详细地写这座桥的四个方面的特

点，给人以具体的形象。

点评：训练的层次仍在递进，紧扣课文引导学生体会。

师：我仔细阅读了课文，作者写赵州桥用了这样一些字眼：“横跨在河上”“还保持着原

来的雄姿”“非常雄伟”。（示图）就书上的插图来看，赵州桥只不过跟我们的白水桥差不多，

但比起枝城长江大桥来只不过是“小鸟”中的“小鸟”，作者说它“雄伟”准确吗？

生（笑）：赵州桥是不及枝城长江大桥高大，但我们说一个建筑物雄伟主要不只看它的

体积如何大。

师：那还要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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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要看它的气魄和声势。比如我们说雄伟的天安门，并不是说天安门就有几十层上

百层楼那样高，我们从电视上见过天安门，还没有我们的教学楼高，但是它造型很有气势，

见过天安门的人没有一个怀疑“雄伟的天安门”，“雄伟”一词用得不准确吗？（众生笑）说

赵州桥“非常雄伟”也是如此。

师：看来作者在说明事物特征的时候用词是非常讲究的。

点评：引导学生深入体验说明文语言的特点，体验其在教学中的直接运用。

下面我们再看卢沟桥的情况。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第 6～8 段，其余同学思考作者写卢

沟桥与写赵州桥有什么不同。

（学生朗读）

生：相同点是也说明了它的修建年代、坚固等情况，不同点是侧重说明它的艺术价值和

纪念意义，笔法上多采用生动说明，如柱头上的石狮作者说它们“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头

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千态万状，惟妙惟肖”。

师：请稍等，你能不能说说这里采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

生：当然是描写。

师（笑问）：你是否意识到这种描写与一般记叙文中描写的作用有所不同。（生默然）其

他同学呢？（也默然）不要紧，我们先来研究几个问题。这些石刻狮子能“母子相抱”“交

头接耳”“倾听水声”吗？

生：狮子是石刻的，当然不能。

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生：很像是母子相抱，很像是在交头接耳，很像是在倾听水声。

师：也就是说作者把那些石刻狮子的样子写出来了。你见过卢沟桥吗？

生：没有！

师：你脑海中有那些石刻狮子的形象吗？

生：有了，而且非常清晰。

师：这正是说明文中描写的功劳，说明文中的描写重在摹写事物的样子——摹状貌，让

读者对说明对象有更清晰、更准确、更形象的了解。与一般记叙文中的描写有所区别，请同

学们体会。

点评：引导学生品味摹状貌的说明方法，体验此法在教学中的直接运用。

师：好，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作者写赵州桥和卢沟桥两个例子，确实同中有异，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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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样处理于大同中存小异，使行文富于变化，文章更有魅力。

师：说得好。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本节课学的内容。请大家参照黑板上的板书思考：写作

说明文应该怎样抓特征，怎样写特征？

生：抓特征就是要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点，而写特征一般要精选例子来说明，所选例子

一要典型，二要全面。

师：很好。下面我们就按照上述方法来操练这种技能。

（出示笔）笔，大家都不陌生吧！你们见过哪些种类的笔？

生：铅笔、钢笔、圆珠笔、毛笔、彩笔、蜡笔、铁笔等等……

师：谁能说说笔的共同点？

生：尽管笔的结构千差万别，不管什么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的作用不外两个：

一是用来写字；二是用来作图画画。它是写字画图的用具。

师：如果我们要写一篇文章来介绍笔的用途，按照上述分析，少不了选例子来说明，如

果选例子应该选哪些例子？

生：钢笔。

生：毛笔。

师：为什么？

生：钢笔在硬笔中使用最广泛，最具代表性。毛笔不但是软笔中的一绝，而且和古老的

书法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说笔自然少不了毛笔。

点评：让学生把从课文中学到的方法，参与后续的训练，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师：好，我们就来讨论钢笔和钢笔书法有哪些具体特点。从形象方面，从使用方法方面，

从书写效果方面着眼，发挥大家的创造性，看谁说得准确生动。

生：只有吸了墨水，才能写出字来。

生：能写小而好看、笔画整齐的字。

生：墨水吞进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吐，早晚随身带，最易作记录。

生：胸中墨万点，下笔成千言。

生：吃人墨水吐出字，钢的笔尖胶的肚。

点评：以上为技能的操练阶段，它是技能内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课内外衔接语文教学

实验”的特色之一。

师：大家说得很形象，很生动，本节课就练习到这里。课外请大家采用同样的方法写写

“毛笔”，然后再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说说中国的笔”吧。好，现在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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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让技能训练由课内向课外延伸，发展自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