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熟读精思(节选)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几案、顿放、详缓、牵强暗记、烂漫、云、
见、余、尝、亦、急”等词语。

2.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全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精思与熟读

的紧密关系,理解“熟读精思”的具体方法。

3.正确、流利地诵读全文,背诵课文第二、三段。

4.学习古人的读书方法,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教学重点

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全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精思与熟读的紧

密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1.搜集有关朱熹音像、挂图的资料。

2.准备给学生推荐的中华传统名著名篇。
学生:预习课文,查阅有关朱熹的资料,搜集治学名言警句。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说到怎样读书,同学们一定有许多的方法,可以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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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示课题。
(1)理解文章题目:“熟”:熟练,反复练习;“精”:精心、细致。
(2)介绍作者(学生介绍,老师补充)。
二、初读课文,寻找方法

1.要求学生自由读全文,看看自己读懂了什么内容。

2.围绕题目,思考每个段落着重讲了什么。

3.从学生汇报中,老师总结。(习惯、熟读、精思)

4.阅读中,你遇到什么困难? 怎么解决呢?

5.老师和学生共同寻找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1)结合注解,理解句子意思。
(2)借助工具解决难词难句。
(3)读通课文,理解全文大意。
(4)遇到问题,与同学交流讨论。
三、诵读课文,体会乐趣

1.老师范读、学生诵读、同桌互读、表演朗读,让学生感受诵读

的乐趣。

2.诵读中激发问题,相互质疑,相互回答。
(1)熟读应做好什么准备? 又怎样做到? 诵读,表演读来回答。
(2)精思要做到什么? 诵读,表演读来回答。
四、合作学习,探究课文

1.学生自由读,自己练习把课文每一句的意思连起来说通,对
疑难作圈点勾画,对感悟作批注。

2.小组交流,发表自己对“熟读精思”的理解。
(老师检查学生小组交流情况,包括对句子、文章意思的理解

情况。)

3.小组汇报交流情况,并提出小组困惑。

4.问题归纳:
(1)文中熟读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2)熟读有哪些好处?
(3)“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什么意思?
·811·



(4)精思的前提是什么?
(5)精思的关键是什么?

5.进一步学习探究。
(1)文中熟读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

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2)读有哪些好处?
“久远不忘”“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
(3)“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什么意思?
“见”通“现”。书读的遍数多了,它的意思就会自然显现出来。
(4)精思的前提是什么?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5)精思的关键是什么?
“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6.学生齐读课文。
五、回归整体,升华认识

1.归纳“熟读精思”的方法。

2.板书“读书千遍 其义自见”与课题之间有联系吗?
思考:“读书千遍”如何变为“其义自见”的? (熟读与精思的

关系。)

3.通过学习,文中的哪些说法让你感悟最深,对你的启发最大?
六、积累拓展,背诵美文

1.老师链接《“朱子读书法”六条》,推荐给学生,扩展学生知识

面,激发学生学习中华传统名著名篇的兴趣。

2.学生介绍自己搜集的治学名言、警句。

3.教师配乐诵读全文,师生共同感受文章的美。

4.布置作业:背诵课文第二、三段。

(李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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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城计

教学目标

  1.通过自学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利用工具书把课文读通、读懂,能复述课文。

3.学习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体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激
发学生阅读古典名著的兴趣。

教学难点

学习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学生:搜集有关诸葛亮的故事。

课时安排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欣赏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1.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欣赏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

2.哪位同学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三国演义》这本书?

3.教师小结:《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是我

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作品主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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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历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在
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4.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之中,你们最喜欢谁? 喜欢他的什

么特征?

5.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表现诸葛亮超人智慧的精彩篇章,即
选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

二、初读课文,了解故事大意

1.大家都预习了课文,在预习中,你有没有碰到不理解的词句?

2.抽生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注意节奏,同时注意理解文章的

内容。

3.你能用一句话概括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吗?
(教师提醒方法:谁? 干什么? 结果怎么样?)

4.小说的情节一般可以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阶段。
本文虽是长篇节选,但是情节依然清晰完整。下面请大家根据情节:
兵临西城、临危施计、司马中计、孔明释计,把课文分作四个层次。

三、精读课文,学习刻画人物的方法

(一)课件出示描写诸葛亮动作、神态的相关语句,引导学生掌握

通过描写人物语言、动作、神态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

1.“笑”这个神态,文中描写了几次,你能根据他不同的笑推想一

下他的内心吗?
(1)“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
(此时诸葛亮故作坦然,诱司马中计,但是内心不免有些紧张。)
(2)“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
(这是如释重负的笑,是轻松的笑,也是侥幸的笑,毕竟太危

险了。)
(3)从“笑”这个神态,我们看到了诸葛亮处乱不惊、临危不惧的

特点。

2.除了神态,文中还写到了他的语言、动作,找到相关语句,看
看你能从他的言行中体会到什么。

(足智多谋、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神机妙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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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次要人物性格,学习用对比、衬托的方法来刻画人物。

1.了解众官的反应,体会对比的作用。
兵临城下,诸葛亮镇定自若,巧施妙计,其他人的表现呢? 找到

相关语句读读,看看这些描写有什么作用? (通过对比,突出了诸葛

亮的足智多谋。)
众官:尽皆失色     诸葛亮:临危不惧

  无不骇然        抚掌而笑

  必弃城而走       妙计退敌

2.了解司马懿的性格,体会衬托的作用。
(1)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司马懿不与蜀军正面交锋,却去

断蜀军的粮道,夺取街亭、柳城,后又率十五万大军来夺西城,可见他

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大将,并非平庸之人。可是在这一回中,他是一

个怎样的人?
小结:疑心病重、不听劝告的人。
(2)这样写有何作用? (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技高一筹。)
(三)小结刻画人物的方法:①通过描写人物语言、动作、神态表

现人物性格;②用对比、衬托的方法来刻画人物。
四、总结拓展,激发阅读名著的兴趣

1.“空城计”能施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2.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表现诸葛亮智慧的故事。你还能

列举出其中的一些吗? 如《三顾茅庐》《七擒孟获》《草船借箭》等。

3.《三国演义》中精彩的篇章很多。“一本好书可以使人终身受

益”,希望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好好读一读《三国演义》这本书,一定会

有更多的收获。

(李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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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上偷来的火种

教学目的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故事梗概,体会普罗米修斯为民造福、不畏强暴和勇敢

无畏的精神。

教学重点

学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感悟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看图思考,激趣导入

1.(出示插图)老师引导:同学们,请看———在荒芜陡峭的高加索

山上,他被铁链死死地锁在高高的悬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一只凶

恶的鹫鹰正用尖利的嘴巴,一次又一次地啄吃他的肝脏……看到这

样的一幅图画,你最想知道什么? (他是谁? 为什么被锁在高加索山

上? 结果怎样? ……)

2.带着满心的疑问,让我们走进一个脍炙人口的古希腊神话故

事———(齐读课题)《天上偷来的火种》。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默读课文,比一比,看谁能在3分钟内读完全文,并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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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故事的哪些内容。

2.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板书:无火—偷火—教用火—受罚—
获救。

3.请学生根据板书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三、再读课文,自主品味

1.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画出不理解的词语,用学过的方法自学。

3.再读课文,思考:普罗米修斯是怎样的一个神呢? 让我们走

进课文,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自读、勾画、批注、交流)
四、精读课文,深入感知

1.面对众神之王宙斯的严厉惩罚和火神的劝说,普罗米修斯是

怎么说的?
(出示句子:“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 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

是,我不能归还火种。”)
(1)这句话写了几层意思? 从普罗米修斯的话里你体会到什么?

(板书:造福 忍痛)
(2)指导朗读句子。

2.学习“造福”,感悟“善良、无私”。
(1)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为人类造福? 他是怎样为人类造福的?
(2)自读1~6段,思考:人类从无火到有火,有了什么巨大的变

化? (语言填空练习:没有火,人类只好  ,只好  ……有了火,
人类就可以  ,可以  ,可以  ,还可以  。)火仅仅带来这

些吗? 想象省略号里还包含着什么?
(3)小结:也就是说,有了火,人类从黑暗走向(  ),从寒冷走向

(  ),从痛苦走向(  ),从疾病走向(  ),从野蛮走向(  )。
(4)人类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谁带来的? 怎样带来的? 从哪些

词语体会到的? (冒着生命危险、背着、偷取)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

冒着生命危险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幸福、健康和文明),何
错之有? 所以,普罗米修斯坚定地说———(齐读第9段“为人类造福

……归还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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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普罗米修斯那坚定的语言中,我们深深了解到他是一个什

么样的神? (勇敢、无私、善良、坚定、正直……)

3.学习“忍痛”,感悟“勇敢、无畏”。
(1)为人类造福,又有什么错? 可是你们知道吗? 为了人类的幸

福,普罗米修斯遭受了多大的折磨,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呢?
(2)自读7~13段,在感悟深的句子旁写写自己的感受。
(3)学生交流汇报,老师点拨。
出示句子:“他的双手和双脚都戴上了铁环,被铁链死死地锁在

悬崖上,遭受着日晒雨淋。”(抓住一个“锁”字,体会普罗米修斯被紧

紧地固定了身体,失去了自由,只能遭受日晒雨淋、雷劈电闪、风刮雪

冻,对大自然的侵袭他毫无反抗之力,这是何等的痛苦;同时,他还要

忍受孤独、寂寞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
出示句子:“宙斯还派一只凶恶的鹫鹰,每天站在普罗米修斯的

双膝上,用它尖利的嘴巴,啄吃他的肝脏。白天,他的肝脏被鹫鹰吃

光了,可是晚上肝脏又重新长起来。第二天早晨,鹫鹰又继续啄吃他

的肝脏……这样,普罗米修斯遭受的痛苦,也就永远没有尽头。”(抓
住一个“啄”字,再次借助插图,引导学生体会凶恶的鹫鹰用力地一

啄,疼痛难忍;啄食肝脏,更是痛不欲生;而肝脏的不断生长,更是永

远没有尽头的痛苦,让人生不如死。)
出示句子:“许多年来,普罗米修斯一直被残酷地折磨着……”

(抓住“许多年”“一直”,从时间的久远中去体会痛苦的漫长。)
(4)小结:烈日的煎烤,暴雨的抽打,鹫鹰的啄食,普罗米修斯遭

受着残酷的折磨,他赤裸的身躯已经血肉模糊了。就是这样,一年过

去了,几年,十几年,普罗米修斯经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可是,
他屈服了吗? 这是为什么?

(5)指导读11~13段,你深深体会到普罗米修斯是个什么样的

神? (坚强、无畏、不屈不挠、舍己为人……)
(6)再次有感情地指导读普罗米修斯的语言,“因为有着为人类

造福的博爱之心,所以面对阴险狠毒的宙斯的惩罚,普罗米修斯坚定

地说(  );面对火神的劝说,他坚定地说(  );面对高高的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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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定地说(  );面对日晒雨淋,他坚定地说(  );面对恶鹰啄

食,他坚定地说(  );面对漫无边际的痛苦,他坚定地说(  )。”
范读、抽生读、小组读。(强调“决不会”、“更不会”)这死死地一锁可

就是漫长的几年啊! 当烈日暴晒,当风雨交加,当大雪纷飞,冰雹砸

落的时候,他那酸麻的四肢,伤痕累累的身体承受的是怎样的痛苦?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被锁在这光秃秃的悬崖上,精神上的孤独和寂

寞又是如何煎熬着他的心? 然而对理想的追求,让勇敢的普罗米修

斯义无反顾,毫不动摇,让我们再次在朗读中去感悟他的伟大精神。

4.同学们,能让这位为人类驱走黑暗带来光明的天神永远承受

痛苦吗? 能让这位为人类驱走寒冷带来温暖的天神永远承受苦难

吗? 能让这位为人类驱走痛苦带来幸福的天神永远遭受不幸吗? 齐

读最后一段。
五、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1.故事学完了,然而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得天火的伟大创举,
为人类造福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久久留在我们的心

中,挥之不去。天上偷来的火种,更是留给了人类坚强勇敢、无私无

畏的精神火种,让我们拿起笔来,用心中的语言来赞美我们的英雄

吧! (学生写,交流)

2.英国诗人雪莱也曾写下一首赞美普罗米修斯的诗,让我们深

情诵读———
是谁? 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 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 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 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啊! 巨人,是你给人类带来火种,
送来光和热,
送来人类新的纪元!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高山险峻,铁链加身,
烈日如火,暴雨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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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躯体,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这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
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勇敢,坚强,博爱,无私,
这就是你———普罗米修斯!

3.读读其他古希腊神话故事,讲一讲。

附:板书设计

23 天上偷来的火种

普罗米修斯
造福———善良 无私

忍痛———勇敢 无畏{ }精神的火种

(张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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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教学目的

  1.了解故事梗概,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能对故事中的主人公发表自己的看法。

教学重点

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理清诗歌的叙述顺序,体会作者表达的思

想感情,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诗人对贪婪的评判。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简介诗人,导入新课

1.在19世纪的俄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俄国浪漫

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

的创始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被高尔基誉

为“一切开端的开端”。知道他是谁吗?

2.出示普希金图片,学生交流课前搜集的普希金及其作品

资料。

3.今天,我们学习普希金的一首童话叙事诗,让这扇小小的窗

口,为我们打开了解名著名人的大门。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看到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学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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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默读课文,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不理解的问题?

(梳理学生刚才的问题)

2.小组合作朗读课文,互相正音,读通读顺。

3.按照“起因———经过———结果”思路理清诗歌线索,并归纳全

诗主要内容。(渔夫救了一只金鱼,并不要报酬;可贪心的老太婆却

一次次地对金鱼提出更高的要求,最后一无所获。)

三、再读课文,深入理解

(一)浏览全文,说说课文主要写了哪几个人物? 他们各具有什

么性格特点呢? (四人小组讨论交流,合作学习。)

(二)分析人物形象,体会文章感情。

1.渔夫的妻子

(1)渔夫的妻子是诗中变化最大、刻画最为细腻的一个人物,请同

学们仔细读2~10段,边读边重点思考:老太婆向金鱼提出了几次要

求? 每次的要求是什么? 用“ ”画出来;老太婆的态度是怎样的?

用“


”画出来;结果怎样? 用“ ”画出来。(课件出示)

(2)学生汇报,老师相机出示:

次数 老太婆的态度   要求      结果

1 指着骂 一个木盆 有了新木盆

2 骂得厉害 一座木房子 有了新木房

3 破口痛骂 做世袭贵妇人 成了贵妇人

4 脾气发得更厉害 海上的女霸王 变回了原样

(3)从老太婆态度的越来越嚣张,从她要求的越来越高,可以感

受到老太婆是个怎样的人? (贪得无厌、凶狠霸道、不劳而获)请看看

故事最后的结局,从老太婆变得一无所有中,你体会到什么? (贪得

无厌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4)请同学们找一处描写老太婆的句子练习朗读,指导、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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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渔夫

(1)抓住文中描写渔夫的句子,交流讨论,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救金鱼、放金鱼、不要报酬———善良淳朴;一次次答应老太婆的无理

要求———懦弱无能。)

(2)指导朗读渔夫的句子,评议。

3.金鱼

(1)抓住文中描写金鱼的句子,交流评议,金鱼具有什么特点?

(感谢渔夫的救命之恩———心地善良、知恩图报;一次次答应渔夫的

要求———信守承诺、言而有信。)

(2)找出大海变化的句子:“轻微地起着波浪———发起浑来———

不安静起来———起了黑色的大波浪,翻动起来,在奔腾,在狂吼。”联

系上下文体会,它包含着怎样的意思? (既是金鱼情感的波动,又是

人世间正义的共同心声。)

(3)想象一下,诗中没有用过多的语言直接描写金鱼,当听到老

太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无理的要求时,她会有什么神态、动作和心理

活动呢? 抽生回答。

(4)指导朗读,评议。

(三)全班交流,你喜欢谁,不喜欢谁? 你想对他或她说点什么

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贪得无厌的人没有好下场,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四)四人小组分角色朗读一个小节,全班进行评议。

四、自由表演,拓展升华

1.学生自由组合,自选角色表演片段,并进行交流评议。(启发

学生展开想象,补充情节,补充语言。)

2.指导学生编写课本剧。(重点指导开头一小节的编写。)

3.总结全文:今天,世界文学大师普希金用精练生动的诗歌形

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走进名著名篇,既是思想的升华,也是语文学习的提升,希望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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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著同行,健康成长!

五、课外作业,巩固提高

1.有兴趣的学生可以编写课本剧《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2.摘录、积累喜欢的句子。

附:板书设计:

24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张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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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感悟古文中一些字词意思的古今差别。

2.搜集、背诵有关人格品质和蕴涵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丰富

自己的积累。

3.知道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了解古文与现代文字、词、句方

面有很多不同之处,培养阅读古文的兴趣和能力。

4.鼓励学生广泛阅读中外古典名著,汲取传统文化营养,培养

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5.了解剧本的基本表达方法并尝试改写童话小剧本,培养想象

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学准备

教师:①搜集常见的古今意思差别大的字词和语序不同的文言

句子。②将一个完整、简洁、富有情趣的小剧本制成课件。

学生:准备中外古典名著的读书卡片。

教学过程

一、互动平台和温故知新

1.学生自主阅读“互动平台”的对话,边读边勾画出对学习古文

有所帮助的内容。

2.交流自己的收获和体会,从中明白学习古文的目标、步骤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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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逐字逐句试读全文,了解文章大意。②根据注释,联系上下文

扫除字词障碍。③查工具书攻克难点,整体把握内容。④通读全文,

用自己的话说出每句话的意思。

3.交流文言字词意思的古今差别。

(1)插入“温故知新”的学习。

①自由读三个句子,注意读出停顿、节奏和语气。

②联系课文内容,说说句子的意思。

③根据提示语引导学生发现规律。“吾”、“余”是指“我”;“汝”、

“尔”是指“你”;“曰”、“云”是指“说”。

(2)拓展练习:教师出示另外的古今义有差别的字词让学生进行

理解,尝试运用。

4.交流古文中有的句子的语序与现代文的不同。先出示例句:

“与群儿戏于庭”,认识古文句子的语序与现代文的语序的不同;然后

老师再提供例句进行练习。

5.师生共同总结学习古文的方法。

二、语海拾贝

1.学生自主练读。

2.教师指导练读,要求读出音韵、节奏美。

3.理解句子的意思,说说自己从中领会到什么。

4.学生交流其他的有关人格品质和蕴涵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

5.教师补充,增加学生的积累。例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孟轲

★得其志,虽死犹生,不得其志,虽生犹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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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性学习

1.活动前的准备。

(1)教学《熟读精思》一课时,教给学生读懂文言文的方法,切实

提高阅读能力。

(2)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外古典名著,并指引课外阅读的途径

和方法。

(3)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交流喜爱的阅读资料,交流读书卡片

的制作及归类整理的方法。可以是提要、摘抄、心得等。

2.举行古典名著交流活动。

(1)以小组为单位陈列读书卡片,展示阅读成果。

(2)展示过程中,展示者应该对有关的内容进行讲解,也可以介

绍读书卡片制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收获体会。

(3)观摩者可以质疑问难,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提

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4)评选出优秀读书卡片张贴在教室学习园地中,激励大家多读

书、会读书、读好书。

(5)教师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

四、自主阅读园地

1.自主阅读剧本,做好读书笔记,准备交流。

2.全班交流童话小剧本的表达方法和语言特点,为本单元“习

作百花园”童话小剧本的改写作铺垫。

3.小组合作,分角色朗读,练习表演。

4.以小组为单位举行童话剧表演赛。

五、习作百花园

1.学生审题:在学生读懂要求的同时,老师相机点拨,帮助理清

要点,把握重点。

2.参照《马兰花》剧本,师生共同梳理出小剧本的基本要求:

(1)拟定剧名。改写剧本可延用原作题目,也可另创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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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剧情简介。简明扼要地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

经过、结果。提醒学生一定不能改变原作主要内容。

(3)分场次写。每场可拟小标题。

(4)人物对话。这是剧本的主干,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形象的

塑造,全靠人物对话完成。

(5)背景交代。在剧本中,人物的外貌、神态、动作、心理活动以

及周围环境等,都用“背景交代”的方式呈现,可放在对话前后,亦可

放在对话过程中,用括号标示。

3.学生改写剧本。

4.在小组内互相交流习作,虚心听取同学的意见,学习别人的

长处,运用修改符号反复修改,自我完善,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5.评选出最佳编剧奖。

(龚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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