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教学计划 合理安排文章结构(通
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
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
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八年级教学计划篇一

为了培养和造就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需要转变课堂
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构建以
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的新型教学过程，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
在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活动的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努力创设
一个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并乐于、敢于展现
自己所想、所能的民主气氛，进而形成有利于学生主体精神
和创新能力健康发展的宽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创新教育是时代的需要，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
们不仅在思想上要高度认识，更要在行动上注重落实。创新
教育如何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实施?特别
是在中考复习阶段能不能实施?如何实施?我们按照北京市西
城区教研中心物理教研室的要求，为探索在中考复习阶段如
何实施创新教育，以课题“利用浮力知识测物质的密度”上
了一堂区级研究课。

一、课堂教学的设计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这堂课进行了如下的设计。

(一)做好知识的准备



学生之所以感到解浮力部分的题很困难，原因就在于浮力题
中综合了有关质量、密度、重力、合力、平衡力和压强等许
多物理概念。所以，在复习这些知识时，教师一定要注重基
础知识的落实。特别是力学重点实验——“用天平和量筒测
物质密度”，要求学生对实验原理、实验器材、实验步骤、
需要测量的物理量都了如指掌。

(二)课前学生自主设计好实验方案

要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创新教育，就要为学生思考、探索、发
现和创新提供最大的空间，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选择性;要贯
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突出实践性，便于学生的操作和其
他活动;要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的新
型教学过程，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在学生自主活动和探索的
基础上，进而形成有利于学生主体精神、创新能力健康发展
的宽松的教学环境和教学体系。在上这堂课之前，要求学生
开动脑筋想一想：除了用天平和量筒测物质密度，还可以用
我们学过的哪些物理知识尤其是浮力知识来测量物质的密度?
尽可能多地写出你的实验方案。

(三)课堂实验过程设计

由于学校的实验器材有限，课堂上进行限定器材的实验。共
进行三组实验：

(1)测密度大于水的石块的密度;

(2)测密度小于水的蜡烛的密度;

(3)测盐水的密度(利用已测出的石块的密度)。

(四)课后展示学生的各种方案，供全班学生讨论。教师讲评、
鼓励和表扬



二、课堂教学的主要过程

(一)课题的引入

(二)课堂教学

每组实验均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1.学生提出实验方案并讨论;

2.利用给定的器材进行分组实验，测出物质的密度;

3.讨论实验结果。

(三)本课小结

教师用flash制作的电脑课件，在“背投”上将学生刚做的实
验过程动态模拟演示，再演示密度推导过程，讲解中考中类
似这样的“字母题”的解题要求。最后提出新的方案作为课
后作业，进一步拓展学生的思路。

三、本课的思考

公开课之后获得六十余位听课教师的广泛好评。有的教师评
论说：“没想到像154中学这样普通校的学生在课上表现出来
的素质如此之高，完全可以和择优录取的重点中学的学生相
比。”本校别的学科听课的教师感叹到：“没想到×××同学
(学习差生)在物理课上表现得这么积极。如果我们课都上成
这样，学生还会感到负担重吗?还会有学生厌学吗?”

学生解浮力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解题时，常常有学生惊呼：
“这道题不是和我们做的实验一样吗?”“这道中考题不是和
我们提的实验方案一样吗?”浮力计算题在学生眼中不再是那
么抽象、呆板和枯燥，而是与自己设计或讨论过的实验方案



紧密相连的，学习的物理知识可以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

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下课后，
学生纷纷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大胆地设想和设计方案。有
的学生用弹簧秤测固体重力，再根据公式m=g/g算出固体的
质量，用排液法测出固体体积，最后算出固体的密度。有的
用弹簧秤测出物重g和物体浸没在水中时弹簧秤的拉力，算出
物体体积v，再根据g/g算出物体的质量计算密度。旁边的学生
说：你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密度大于水的物质，若物质的密度
小于水的怎么办?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自己的实验方案。还有
的学生提出了利用浮力知识测密度的方法。有几个学生每人
设计了六七种方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激发和诱
导了学生的创造性。事实说明我们原先对学生能力的担心完
全是多余的，还说明学生蕴藏着很大的潜能，而我们教师往
往对其估计不足，因而束缚了自己教学改革的手脚，放慢了
教学改革的步伐。

利用浮力知识测物质密度的实验学生没有做过，教师也没有
演示过，所以有相当的难度。如何让学习程度较差的学生在
这堂课上也有所收获，就需要教师采取一定的策略。教师必
须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水平及学生之间的差异来创造性地设
计教学过程，并且根据教学进程中的具体情况来激励学生的
创新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教师让学习好的学生主动与学习较差的学生结合在一起，使
学习较差的学生也能设计出一两个实验方案，培养了这些学
生的自信心，使这些学生也享受到了成功的快乐。

教师要保护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学生的实验方案并非都是科
学的、严密的，有的设计实属于“一窍不通”。我们应从关
心、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保护学生的创造欲。首先要肯定
学生的努力，然后再帮助他们找出不足或错误的地方，最后
完成合格的实验方案。



集体研讨，全面提升创造能力。在学生分组讨论、实验、验
证的基础上，适时地组织全班进行集体研讨，针对不同的设
计、不同的方案，学生们各抒己见，在讨论和争论中，教师
适时点出问题关键，帮助学生理顺思路，同时明确解题逻辑
性和规范性，使学生能够掌握若干个用浮力知识测定固体、
液体密度的方法，使全班学生都有所提高。

通过对这堂反映良好的物理课的总结，说明既然在中考复习
阶段可以进行创新教育，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更可
以开展创新教育。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不断探索教学改革之
路，必能谱写教育改革的新篇章，必能开创教育改革的新局
面。正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只要有一滴汗，
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
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八年级教学计划篇二

一、作文教学的几个案例：

案例一：在余杭宝塔山上，看到一队学生个个拿着照相机，
围着安乐塔一边叽叽噪喳喳议论，一边忙着拍照。细问之下，
原来是写《一次游览活动》的作文，老师请他们把游览过程
中按顺序把觉得最美的地方拍下来，然后再带到课堂上进行
写作。

案例二：一堂《一项体育活动或游戏》的作文教学公开课，
陆老师设计了一个“比巧力”的小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习
作，学生参与兴致高，习作效果也很好。很多学生都觉得感
觉不到是在上作文课，非常快乐。

案例三：李老师在教学应用文留言条时，先让学生表演：教
师节几位学生去看老师，可老师不在，怎么办？让大家帮他
们想办法。接着大家帮他们写了留言条。最后，老师因为看
到了留言条，她们第二次去终于看到了老师。



二、由此引出的对传统作文教学的反思：

传统的作文教学造就了许多大文豪、大作家，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其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1）把学生的实践活动放
在作文教学之外，认为学生的实践活动不是作文教学的任务，
缺乏指导。因此，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参与无意识，对事物的
认识缺乏方法，认识片面、浅肤。（2）由于实践与写作的时
间间隔长，容易遗忘。（3）教学过于死板，难以激活学生的
生活记忆。（4）从立意到选材等框框太多，使学生不能自由
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使“实践――认识――表达”的通
路受阻，结果是作文与生活脱节，缺乏真情实感，陈式化。
学生对习作的态度扭曲，表现为厌恶，甚至恐惧。

玩是孩子的天性。把当前活动课程的教学理念全面引入到作
文教学中，提出活动化作文教学的思想，正是顺应了小学生
这个年龄段的天性。像前面案例所举，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途径。

三、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水平的对策

要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写作水平，采用活动化作文教学法是
一条很好的途径。活动化作文教学是一种新型的作文教学思
想，主要通过活动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激活学生
的思维，为学生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自由表达的宽松环境，
从而使学生有话可写，有话想写，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在实践中应努力体现以下特征：

1．自主性。习作是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耳朵聆
听，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动
态过程。这个过程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具有自主性。在教学
活动中，学生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自主地参与，充分地体
验，自由地表达。并在教学活动中自悟--领悟生活的真谛和
写作的规律。



2．开放性。开放，才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开放，才能体现自
主。开放式教学是素质教育的召唤。活动化作文教学的开放
性包括：教学渠道的开放，除课堂教学外，学生的课外阅读、
兴趣活动和家庭社会活动都可以为写好作文服务；写作方式
的开放，除个人作文外，还可以采用合作作文等方式；作文
评价的开放，除教师评价外，还可以让同学、家长评价，甚
至让习作走出校园，让社会来评价。此外还有题材的开放，
体裁的开放，教学方法的开放等。3．趣味性。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年龄特征，把学生最喜欢的故
事、表演、游戏等活动引入作文教学，变枯燥乏味的技法传
授为学生生动活泼的自主体验，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在愉
快中领悟。如《一项体育活动或游戏》，把“贴鼻子”等简
单游戏搬进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学生在玩中体验，
边玩边写，思维活跃，作文也很生动。

4．创新性。习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具有创新性。创新，首
先要从教师做起。教师要在教学的设计，教学方法上博采众
长，不断创新，把学生吸引到习作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其次，要从学生身上做起。教师要鼓励学生的创新思
维，在题材、结构、思想、表达上充分发挥自主，使作文具
有一种新概念的特征。

5．发展性。这是活动化作文的又一特征。学生在习作过程中，
不但提高了写作水平，同时思维能力、交际能力、动手能力、
良好的个性等综合素质都得到了发展。如在摄影作文过程中，
学生不仅提高了写作能力，还获得了摄影知识，提高了审美
能力等，除了显性的作用，那些隐性的作用也许更大。

[对作文教学中几个案例的思考(教科版五年级上册)]

八年级教学计划篇三

诵读欣赏《诗人领袖》教学案例(苏教版八年级上册)



年级：八年级课型：欣赏课课时：1课时执笔：韩云生

审核：备课组时间：-9-10学生班级：姓名：

教学目标：1、理解毛泽东具有典型诗人气质的领袖形象

2、理解本诗角度的新颖、欣赏比喻的精当

教学难点：把握毛泽东具有诗人气质的领袖身份理解全诗

一、作者简介：

二、结合以往学习诗歌的体会，想想欣赏诗歌一般有哪几个
步骤？

三、理解诗的内容。

（一）、检查预习。

1、给加点字注音：

平仄磅礴酝酿

2、解释词语：

平仄：磅礴：

潇洒：飞扬：

酝酿：神思：

（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要求：

1、结合语境理解下列诗句的意思：



平平仄仄的枪声：

战地黄花如血残阳成了最美的意象：

一首气势磅礴的诗：

嘹亮的东方：

2、按要求填空：

l第一节：从诗的（）方面设喻；

l第二节：从诗的（）方面设喻；

l第三节：重点刻画诗人的.形象与风格；

l第四节：以代表诗作设喻；

l第五节：从诗的（）角度设喻

3、全诗表达了作者对毛泽东的（）之情。

四、再读本诗，理解构思的新颖和毛泽东的形象。讨论：

3、你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本诗中毛泽东的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

4、这首诗的角度新在何处？

五、你最欣赏这首诗中的哪一个比喻句？为什么？

六、小结写作特色：角度新颖比喻精当

七、有感情的朗诵，品味这首诗

八、知识迁移



仿造冰心诗的形式和内容，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一首。

原诗：仿诗：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九、背诵这首诗和此诗中涉及的毛泽东的词。

教（学）后感：

韩云生

八年级教学计划篇四

《孟子二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教学案例(北京版八年级
上册)

知识目标

1．积累文言知识，掌握古今异义词及词类活用现象。

2．了解《孟子》散文的特点，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

3．背诵两篇短文，积累名言警句。

能力目标

1．反复诵读，理解文意，培养学生文言文自学能力。

2．学习古人说理论证的方法，品味对比、排比等修辞的表达
效果。



德育目标

教学重点

理清论证思路，把握说理方法。

教学难点

正确认识“得道多助”及“生于忧患”的时代意义。

教学方法

1．诵读法学习文言文的关键是诵读。特别是像《孟子》这样
富于文采的文章，诵读显得尤其重要。可通过不同的朗读方
式，引导学生美读课文，读出抑扬顿挫的气势和美感。

2．讨论点拨法

3．竞赛法

4．比较法

教具准备

小黑板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由“拔苗助长”引出孟子及《孟子》

二，互说孟子及《孟子》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播放示范朗读磁带，学生听读，

注意把握字音，停顿、重音。注意“夫”读二声”畔“读”叛
“音

2．教师示范背读课文，注意读出文章的气势。

3．学生齐读课文，教师稍作朗读指导。

注意排比句的节奏，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
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顺之。

4，小组讨论，质疑、解疑。

由”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展开讨论，归纳文言知识

“寡助之至”：“之”，动词，作“到”讲。

“畔”：“叛”的通假字，背叛。

3．教师引导学生积累文言知识。

教师分发文字资料，内容如下：

(1)通假字：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畔通“叛”，背叛)

(2)古今异义词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内城；郭：外城）



委而幸之(离开。今义：往、到)

亲戚畔之(亲戚朋友，包括父母兄弟。今指跟自己家庭有婚姻
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池非不深也(护城河。今指水塘。)

(3)一词多义；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凭）三里之城封疆之界（的）地利不如
人和（有利）

环而攻之而不胜委而去之（代词）

以天下之所顺（用）寡助之至多助之至（到）兵革非不坚利也
（锐利）

(4)注意下列加点词的用法：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名词用作动词，限制)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形容词用作动词，使……巩固)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形容词用作动词，威慑)

环：名词作状语围

（5）古今异义

亲戚：（古）父母兄弟；（今）有婚姻关系的

去：（古）离开；（今）到

池：（古）护城河；（今）池塘



（6）补充重点实词

道：就是王道、仁政

米粟：泛指粮食

天时：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

地利：有利于作战的地理条件

人和：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城：内城郭：外城

君子：施行仁政的人

(7)注意下列句子的翻译；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
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
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使百姓定居下来不迁移到别处，不能靠划定的边疆的
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川的险固，征服天下不能靠武力
的强大。）

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
利也(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
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
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呀。)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凭
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戚都反对的寡助之
君，所以，君主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



四、思读课文，理清论证思路，背诵课文

1．品析课文。

提问：（1）《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篇短文的中心论点是
什么？

（2）中心论点提出后作者是怎样进行论证的？

（3）中心论点既然已得到了论证，为什么还要写后面的内容？

（4）本段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句式上有何特点？讨论其作
用？

小组讨论回答：（1）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
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三者之间的比
较，实质上是重在前二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
条件及诸多的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
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
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亦极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
截铁，不容置疑。

（2）围绕中心论点，连用两个论据进一步论证。选取攻战的
例子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区区小城，四面受围而不能克，
即使有得“天时”者，也不能胜，旨在说明“地利”重于天
时；后同样选攻战的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
情况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坚利”“米
粟非不多”，但有人却弃城而逃，因为“地利”亦难比“人
和”。这两个例子均非实际战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况
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论战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定的说服力。
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3）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



治国，从而全面体现了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
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
即“人和”。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向披靡；失人心者，
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第4段绝非多余的闲笔。进一步
论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

2，学生依据板书提示，背诵课文。

五，总结升华谈“人和”

六，归纳全文

七，布置作业

1，背诵全文。

2．整理课堂发言，写一篇读后

八，板书设计：

论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论证：天时不如地利战争--治国

地利不如人和需要“人和”

结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邵儿

八年级教学计划篇五

老山界教学案例(苏教版八年级上册)

执笔：韩云生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识记并理解文中的生字词。

2、理解生动描写的作用。

3、学习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相结合的写法。

过程与方法：整体感知--品味鉴赏--以写促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学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培养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

教学重点：

1、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感受红军的革命传统。

2、了解课文按时间变化和地点转移安排材料的特点。

3、体会重要语句的含义，赏析、背诵精彩的语段。

教学难点：学习课文按时间变化和地点转移安排材料的写法。

教学方法：读议展点练

第一课时

一、课前预习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2、排除字词障碍

字：惊惶篱笆骨碌酣蜷

缀矗咀嚼澎湃

多音字：呜咽落得很远

词：攀谈苛捐杂税奇观绝壁

骨碌酣然入梦蜷呜咽澎湃身手

二、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思考下列问题

（2）面对这些困难，战士们的态度如何，试从文中选择恰当
的语句说明。

困难情况战士的态度

（3）红军战士为什么能够表现出这样的态度？结合你的理解
谈谈感受。

三、研讨课文，绘制行军图

1、根据课文完成红军爬山的简要行军图，引导学生掌握按时
间变化和地点转移记叙一件完整的事情的方法。

2、学生展示绘图，教师引导交流评价，并且说说作者把写作
的重点放在了哪里，为什么？

四、《训练与检测》完成课后第一、二、三、四题。

教（学）后感：



答案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假如半夜你只能在一座高山上休息，路只有一尺来宽，一翻
身就会掉下悬崖，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你睡觉的感觉如
何？组织学生交流。

（2）面对这些困难，战士们的态度如何，试从文中选择恰当
的语句说明。

困难情况战士的态度

走路难“向上看……就在脚底下。”“陡极了……只有一尺
多宽。”山路险峻，悬崖峭壁。“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
过山去。”没有丝毫的胆怯。

睡觉难“路只有一尺来宽……不就骨碌下去了么”，“寒气
逼人……浑身打着颤”，露宿峭壁，半夜冻醒。“横着心躺
下去。”，毫无怨言。

吃饭难“肚子很饿，气力不够”，粮食奇缺，肚子饥
饿。“鼓着勇气前进”，忍饥爬山。

处境难“伤员病号都下了担架走，旁边需要有人搀扶
着”，“机关枪声很密”，伤病员多，敌人追击。“慰问和
帮助伤员病员”，讥笑敌人飞机的无能。

第二课时

一、走入《老山界》

请用一句话概括故事内容：本文记叙的是的故事。明确：红
军长征途中翻越老山界



二、品味鉴赏

再读课文，从事件、段落、句子、细节四个角度感知文章。

1、品事件，了解红军的革命豪情。

红军战士是依靠翻越老山界的。明确：乐观、团结、不怕苦、
关心群众……

2、品段落，反复吟诵，感知形象。

品读你喜欢的段落，理解其内容，并揣摩语言、表达上的特
点。

用下面的句式写一句话：我最欣赏第段，理由是：3、品句子，
仔细体会，触摸感情。

本文的句子有些质朴自然，如同红军战士纯朴的内心世界；
有些则形象生动，富有美感，表现了红军战士的豪迈情怀。

例：“只得裹着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

面对艰苦的环境，红军战士毫无怨言，而是用意志和勇气战
胜困难。“横着心”朴素自然地写出红军战士不怕艰苦的顽
强意志。我喜欢的一个句子是：我喜欢的理由是：

4、人物的`精神风貌往往是通过细节表现的。勾画文中你欣
赏的细节进行赏析，并和同学交流，说说它们是如何为中心
和塑造人物服务的。

三、摘取精彩片断，进行仿写练习

示例：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
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
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



这个句子用四个喻体表现耳朵里不可捉摸的声响，不仅形象
生动，而且加强了文章的气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练习：写一个比喻句，用几个喻体表现一个本体。然后进行
交流评价。

四、拓展延伸

1、背诵“半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这一段。

2、试阅读下边这篇《六月雪》（有删节），然后与《老山界》
作比较，篇目见后。

课后反思：

试阅读下边这篇《六月雪》（有删节），然后与《老山界》
作比较，回答问题。渡过金沙江，又经过几天艰苦的行军，
到了雪山地区。

天黑以后，我们借着朦胧的月光，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径向上
爬去。队伍拉得很长，抬头看，头顶上有人；低眼瞅，脚底
下也有人。战马在嘶叫，拉拉队在前呼后应。喊声，歌声，
震荡着草木丛生的山谷，发出欢乐的回响。同志们的情绪实
在高，但都走不快，因为路太难走了，又看不清，不小心就
有滑下去的危险。

我们艰难地走了一夜，直到天亮还没有到达山腰。前面传来
休息的命令。我们在道旁停下来，吃了点炒面，又继续前进。

越向上走，山势越陡，小道儿几乎要笔立起来了。山路虽然
由前面的部队做一番修补，但是骡马走起来，仍然相当不便。
道旁绝壁上悬着的石块，若不注意撞到了就有砸破脑袋的危
险。山涧里的水，湍急地向下倾泻着，溅起几尺高的白沫子，
发出哗哗的吼声，真叫人胆寒。



将近中午，我们才爬上半山腰。刚一拐弯，便见到两座高山，
好像要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似的，把小道夹在中间。两边石壁
上伸出几棵葱绿的青松，路旁青嫩的小草刚长了两寸高，几
棵黄色的小花骄傲地随着温和的山风摆动。这里完全是一片
春天的景色。而背阴的地方，微风徐来，凉爽宜人，又给人
一种秋天的感觉，使人完全忘记了当时正是夏天。

又往上走两个小时，就好像进入冬天。白皑皑的积雪，越来
越厚，道路滑溜溜的，行动更困难了。走在我后面的一个贵
州籍同志，由于年岁大，身体弱，越走越喘，越走越吃力了。
我顺手去接他的枪，副班长也赶上来要帮助他拿背包，可是
他说什么也不肯，还是艰难地支撑着身子前进。

再向上走去，好几层雪冻在一起，差不多有两尺多厚。雪底
下的水还是在哗哗地流着。山势更加陡峭，道路更加崎岖狭
窄，要是一步走不稳滑下去，那就再没办法爬上来。草鞋早
就被雪水浸透了，十个脚趾冻得又麻又木，深一脚浅一脚的，
也不知道是冷是热。

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胸口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透不过气
来，走几步就得喘半天。我后面那位贵州籍的同志，额头上
汗直流，看样子连往前爬的劲都没有了。不得已，就坐下来。
指导员忙抢到他的身旁，像慈祥的老妈妈一样，把他的手架
在自己肩上，慢慢地把他扶起来，耐心地对他说：“同志！
在坚持一会儿，过了雪山就是胜利！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能
停呀！”

“我自己还能走！”那个同志轻轻地推开指导员的手，激动
地说了一句，又摇摇晃晃地走起来。

下午三点钟我们到达了山顶。大家多么高兴啊！

忽然西南方向涌起一块乌云，迅速挨着山头压过来。接着暴
雨挟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不一会，又变成了鹅毛大雪。



真是瞬息万变。我们身上的单军衣浸透了，有的地方还结了
一层薄冰。冷风一吹，把大家冻得上牙直打下牙。指导员和
连长忙着叫大家打开被子，披在身上。

风好像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越刮越大。我们的脚陷在一
尺多深的雪里，费老大劲才能拔出来。被子被风吹鼓起来，
像船上的蓬，拖得我们来回直晃荡。我们几个人就互相搀扶
着，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

这时指导员自言自语地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简直
比蜀道还难！”后边的小通信员不知道把这句话听成个啥，
就接着说：“指导员，我们不是已经上天了吗？咱们的脚早
就站在云彩上面啦！”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1、《六月雪》与《老山界》的叙事有什么相似之处？

2、《老山界》写夜景，主要烘托红军行军的气势，而《六月
雪》写夜景主要突出什么呢？

答案

一、走入《老山界》

请用一句话概括故事内容：本文记叙的是的故事。明确：红
军长征途中翻越老山界

二、品味鉴赏

1、品事件，了解红军的革命豪情。

红军战士是依靠翻越老山界的。明确：乐观、团结、不怕苦、
关心群众……

韩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