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梵高教案幼儿园 梵高传节选教师
中心稿(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梵高教案幼儿园篇一

邱龙涛

教学目标：

1、德育目标：盛衰成败在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
亡身的道理。

2、知识目标：a掌握实词：原，恨，其，乃，纳，何其，函组
告，抑，忽微，逸豫。

b、多义词：与，归，易，告。

c、虚词：于，为，

d、词类活用：兴，亡身，函梁，夜呼，东出，

f、古今异义：至于

3、能力目标：a筛选主要观点，论据，论证的信息能力

b、掌握词类活用的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



1、词类活用

2、课文第三段。

教学难点：对名句的理解

教学方法：启发式与讨论式相结合。

学法：学生学会积累，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课时：一课时。

教学要点：

教学内容及步骤：

一、导入：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三位文学家的作品，
苏洵、苏轼、王安石，今天我们学习欧阳修的作品，《伶官
传序》。欧阳修不但是文学家，他还是一位史学家。他著有
两部史书，一部是与人合编的《新唐书》，一部是《新五代
史》。是二十四史之一。今天我们学习《新五代史》中《伶
官传》。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
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对本文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品味一下这篇文章。

二、释题：

师：伶，乐工，艺人。伶官，乐工作了官。《伶官传》记叙
了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
谦等人乱政误国的史实。庄宗喜好音乐戏曲，宠爱伶人，封
许多伶人做了官，这些伶官出入朝廷，作威作福，使朝政日
坏，后发生**，伶官郭从谦带人围困庄宗并将他乱箭射死，
李克用谪亲子孙全被诛杀。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史实而写的



序。

三、范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3分钟）

要求：找出不理解的词语、句子。思考本文体裁。

学生质疑。师答疑，或请学习较好的学生帮助答疑。

四、讲析课文：

（一）通过刚才的阅读，请同学们判断一下本文的体裁？

本文是一篇史论。

（二）思考。本文的论点是什么：用课文的原话回答。

明确：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或答“忧
劳……”

问：找学生翻译此句。

用现代汉语概括这一句话。

明确：盛衰在于人事。

（三）由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可以推知本文将运用什么论证方
法？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

明确：例证法“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

a、概括：庄宗李存勖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

强调：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



b、如果我们不看下文，推想一下作者接下来应该写什么内宾
呢？

明确：写庄宗如何得天下，写庄宗如何失天下的内容。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如果写的。

（四）读课文二三段及注释，筛选下列信息：

师：庄宗李存勖父亲晋王李克用去世时是9，课下注释中还有
三处时间9，923年，926年，参看注释，回答，在这几年里，
在李存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请同学们用课文中的话概括。
（边讲边译，将翻译融入讲析中）

明确：

908年，“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受三矢，继父遗
命。三支箭分别代表他的三个仇敌，一个是梁，一个是燕，
一个是契丹。

912年，灭燕，“系燕父子以组。”

923年，灭梁，“函梁君臣之首”，建立后唐。翻译，强
调“函”词类活用，名词活用作动词，译为“用木匣子
装……”926年，后唐亡，“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五）师：庄宗得天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而失天下只有三
年，作者认为庄宗的'“盛”是由于什么原因，“衰”又是由
于什么原因呢？用课文中的话来回答。

明确：“盛”--“忧劳可以兴国”

“衰”--“逸豫可以亡身”。

并翻译。强调“兴”“亡”使动用法。



（六）课文是如何表现他的“忧劳”的呢？

明确：“其后用兵则遗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
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a问：为什么每次出师征战都要“负而前驱”，用三支箭激励
自己，表明其复报的决心和意志。

b师问：这段记叙写得较细，有何作用？

明确：目的是说他的成功与其不断的努力分不开。那么这里
突出强调了“人事”的作用。

（八）这一极盛到极衰，作者运用了什么写法？

明确：对比的论证方法。

a找出课文中运用对比进行论证的部分。

明确：第三段的前两个大句子，和第四段开头两个句子。

b读这两个句子，体会一扬一抑的写法。读出语气，一赞一叹。

（九）由这一极盛到极衰，作者在感叹之余发出这样的疑问：
“岂得之难而失之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此句话是什么意思？翻译。

前一句是反问句，意思与字面相反，意为“不是得之难而失
之易”。重点句是哪句呢？第二句，意为“还是说推究他成
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回应论点。强
调“抑”，“本”字义。

此句为对句，又用了正反对比，句式工整，读之有节奏感。



（十）小结：作者采用对比论证（极盛与极衰）和例证法
（李存勖的成败）。

（十一）学生齐读第四段，第四段进一步论证了论点。

五、总结：

全文围绕“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一句来
谈，因此这句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如：《兴亡论》等。

七、品语言并读课文。

本文的语言最突出的特色是抑扬顿挫的笔法。以第三段为例，
本段文字句式上有问句，有叹句，有骈句，有散句，有长句，
有短句，读起来就有了抑扬顿挫的效果。从内容上看前一个
大句子写的是“盛”后一个大句子写的是“衰”，读是注意
语气。问句读上扬调，叹句读下降调。

并做示范性诵读。教师给予补充纠正。

背诵第三段。

板书设计：（投影片二）

时间事件道理

盛衰之理盛（得）908年接受三矢，继父遗志忧劳可以兴国

在于人事

（论点）912年系燕父子以组

923年函梁君臣之首



衰（失）926年身死国灭逸豫可以亡身

历史教训：“夫祸患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
人哉？”

“兴亡规律”。

即是“规律”，就要用事实来检验它看是否正确：（教师提
示学生讨论回答）

庄宗：忧劳则兴，逸豫则亡；

秦：仁政则兴，暴政则亡；

六国：抗秦则兴，赂秦则亡；

项羽：重贤则兴，寡谋则亡；

学生：勤奋则兴，懒惰则亡。

可见，一个人的兴亡、得失、成败，与天命神灵无关，关键
在自己，事在人为。这也是“兴亡规律”带给我们的启示，
希望同学们用这一“规律”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梵高教案幼儿园篇二

一、素质教育目标

1．进一步了解文学传记将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生动性结合
起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写法。

2．进一步学习通过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3．了解画家生平，学习投身艺术、忘我执著的精神。



二、重点、难点和解决办法

重点、难点：

1．既生动又不脱离史实的文体特点。

2．运用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解决办法：采用读、讲、练、写综合训练法。多读，串读、
速读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精讲，针对重点描写段的细致讲解；
多练，对重点段，或问答，或拟题，训练阅读分析能力；适
当片断写作，训练写作能力，在综合训练中使教学重点，难
点不断出现，从各角度体会，以达到教学目的。

三、课时安排

2课时

四、学生活动设计

1．读书比赛。本课较前两篇传记生动、形象，有大量的描写，
细腻的心理变化，可以通过读来品味、感受，所以举行读书
比赛，既提高读书能力，又加深对课文理解，此活动安排在
分析环节进行。

2．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执著献身为主题的信息交流会，
所谓信息交流，指不限于材料大小，凡相关知识，可互相交
流，资源共享。交流时需说明信息来源，以防止杜撰。也可
加入自我的感受或理解，提高思想认识。

3．拟题训练。针对重点段进行拟题训练，加深理解，也提高
思维能力，增强主动参与学习意识，发挥学生主体性，提高
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五、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听说咱们班有许多丹青高手，校橱窗里经常有他
们的小作品发表，是吗?我想请几位同学跟我一起做一个现场
采访。

问题：你为什么喜欢画画儿?

你想成为一名画家吗?

你认为要成为一名画家，需要做哪些准备?

(同学回答后教师小结)

同学们答得都很好，我有一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请你们听
后谈一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画家。

故事：达·芬奇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画家，他从小习画，练就
了高超的绘画才能，他的许多作品享誉世界，如《蒙娜丽莎》
《自画像》(多媒体展示画面)深受世人的赞誉。他之所以有
如此辉煌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于他的'启蒙老师正确
的指导。他的父母在他很小时候就发现达·芬奇有一定的绘
画天分，于是就把他送到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师那里去学画。
第一天去，老师就给了他一个蛋，说：“去练习把蛋画
好。”达·芬奇很不以为然，这太简单了，他拿起笔就画了
个蛋给老师看。老师摇摇头，让他再画。就这样画了许多个
蛋，老师仍不满意，达·芬奇有些恼火了。老师对他
说：“做什么事都要用心，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干好，画蛋
虽简单，但要画好却不容易。”达·芬奇听后深受启发，专
心致志的画了起来。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整整三
个月过去了，达·芬奇画出了老师满意的蛋。



梵高教案幼儿园篇三

1、通过学习明确传记文学的特点：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生
动性。

2、学习梵高的伟大精神，体现语文教育的人文性。

3、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教学重点]

明确传记文学的特点：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生动性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有效占有、删选资料，发展学生创造性
思维。

[教学辅助手段]多媒体的运用

[教学设想]

这篇课文节选自欧文。斯通的代表作《渴望生活》中的一个
片段，因而在上课之前了解梵高其人其事是非常必要，我让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方位地去查寻资料，如上网、去图书馆，
有的学生甚至买了《渴望生活》一书，全文阅读。学生主动
地得到了大量资料，又因为自身的认识水平、生活经历、文
化素质的不同，对人物的看法也就不同。基于此，我将教学
设计成“语文研究性学习课”，在弄清传记文学特点的同时，
又放飞学生的思维，培养他们创造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伴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屏幕上出现一组梵高的画作，
有灿烂的向日葵、旋转的星空、奥维尔教堂、塞林莱斯大道、
绿色的麦田……最后画面定格在梵高不同时期的四幅自画像，
随着画面逐渐淡去，形成背景，出现一段文字：文森特。梵高
（185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做
过商人、传教士，后自学作画，其画风曾为野兽派所取法，
因精神病自杀。

（课堂效果：选用贝多芬的音乐，是因为这两位伟人有着相
似的命运，有着一样的精神，借助音乐和图画吸引学生，让
他们快速地进入课文的氛围中，置身于教学内容相应的情境
之中，奠定感情基调。）

老师导入课文：这就是梵高，欧洲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位传奇
人物，一个从不向命运屈服，用生命谱写辉煌的英雄。妙手
丹青无人赏识，在极其孤独和环境中从事绘画，付出常人所
难以想象的艰辛，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今天我们学习的
这篇文章就是被誉为“美国传记文学之父”的欧文。斯通的
代表作《渴望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屏幕出现一本书，封面有渴望生活，欧文。斯通著几字。随
着书本的自然翻动，最后定格在第八节，也就是课文内容。

二、分析课文

给学生一段文字材料，与课文进行对比阅读，思考两者在写
法上有什么不同？

材料为：（1883----1885）梵高在纽恩南休养身体，写生描
画，但村里大部分人对他怀有偏见，认为他整天无所事事游
手好闲，因而遭到排斥，甚至被驱赶。但他坚持作画，最后
终为布拉邦特农民画出属于他们的不朽作品----《吃土豆的
人》。



（课堂效果：问题并非很难，但要学生回答完整并不容易，
可在学生答案的基础上继续提问，让学生自己最终得到答案。
比如学生快速阅读后很快能找到区别，材料语言简洁，只是
对梵高这段生活经历的概述，而课文则是生动详细刻画了梵
高这一人物形象。老师可让学生二读课文，思考作者是通过
哪些方法使课文生动形象的呢？当学生找到答案之后，再让
学生三读课文，思考作为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人，作
者是如何知道梵高的言行举止和他的思想活动呢？老师可提
醒学生，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曾参阅了梵高与他弟弟的八
百多封信，并到梵高生活过的地方去采访熟悉他的人。所以
通过问题的逐步深入，学生最终归纳出传记文学的特点：史
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生动性。）

三、拓展与延伸

屏幕出现一组画作，方便学生阐述观点时运用。这部分完全
是由学生自由畅谈，学生因已查寻资料，有了知识基础。他
们分成若干小组，从所得到的材料中，去评价梵高其人，既
可以借鉴他人的观点，也可以有自己新的想法。老师只是适
时作一些点评。

下面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

学生讨论由于时间原因告一段落，但又引发了新的争论，尤
其是对于梵高自杀行为的探讨使许多学生又有新的看法，这
可布置到课外讨论，还可以写成文章。（一堂真正的好课应
该是解决旧问题，产生新问题。）

四、授课结束

以一组由梵高作品串成的动感的音乐小电影作为结束。

（课堂效果：学生始处于梵高作品之中，不仅感受他伟大的
人格，而且利用图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审美因素，让艺术和



文学语言沟通起来，发展学生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

[作业]

1、用一句话表述自己的感悟。

2、课外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或阅读其他传记文学，加深
理解传记文学的有关特点。

[板书设计]

材料：简洁，是概述

课文：详细、生动、鲜明地刻画了梵高这一形象

归纳总结：传记文学的特点：史料的真实性和描写的生动性

[课后小结]

尽管这堂课的前期准备费时达一个月之久，学生们所得到的
东西远不止这堂课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收获：一、
他们学会自主地学习，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这种新的学习
能力的培养，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是大有裨益的。二、他们学
会分析材料得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培养和发展
了他们的创新能力。三、通过阅读开扩了他们的视野，丰富
了他们的知识。四、同时真正吸取了文中的养料，在对人物
的分析和探讨当中深受教育，激励他们在困难中勇往直前。
五、这堂课真正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当然作为老师的我
也是受益非浅的。老师不能仅关心与考试有关的内容，也应
多方面学习，充实自己，未来的教师是必须不断学习、终身
学习的。



梵高教案幼儿园篇四

画家凡·高

单位：中原区秦岭路小学

姓名：王晶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凡·高生平及绘画风格，知道如何对一名画家进
行专题研究和学习。

2、能用简单的文字对凡·高的作品进行欣赏评述，能查阅、
搜集相关资料。

3、通过了解、分析凡·高的一生，学习凡·高对艺术热情、
执著、勤奋创新的精神。同时感悟人在逆境中应该怎样调整
控制好自己，成为一个积极健康的人。

教学重点：初步认识和了解画家凡·高及其作品。

教学难点：通过欣赏凡·高的作品，感悟他内心的艺术表现
情绪。教学流程设计：

一、导入：

由flash动画导入。

师：刚才我们欣赏的是一段关于环保方面的动画，同学们知
道短片里的人物是谁吗？ 生；是凡·高。

师：是从哪看出来的，真聪明，那么关于凡高你们都想知道
些什么呢？ 生：回答 师：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想知道一



起通过学习走进凡·高，走进凡·高的油画。

二、欣赏体验

1、整体感受凡高

师：通过课前的搜集，关于凡高你都知道了什么？谁能简单
的介绍一下。

生：学生根据搜集汇报知道的凡·高。

师：引导学生简单的概括一下凡高早年的生活状况。（引导
学生说出：凡高早年的生活非常的贫困，但是他很善良，经
常和穷苦的人在一起，给他们一些帮助，虽然凡高也做过很
多工作，但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做下去，于是凡高
选择了绘画作为他一生的追求，那么凡高的绘画生涯是一帆
风顺的吗？凡高的画又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我们来看凡高绘
画早期比较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吃马铃薯的人》。

2、引导学生欣赏《吃马铃薯的人》（1、）看到这幅画你感
受到了什么？

引导学生谈，是从阴暗的色彩感受到了贫穷，从粗糙的手看
出他们是普通的农民。

（2、）引导学生体会出凡高极具个性的绘画。

凡高在给弟弟的信中是这样评说这件作品的：“我想清楚的
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
地„„老老实实的挣得他们的食物。”教师由此引导学生概括
出凡高是想通过这幅画真实的再现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但
这中真实是凡高加工后了的真实，可以看出凡高是一位非常
有个性的画家，并通过绘画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想法。



（3、）通过凡高的贫穷，引导出凡高坚持自己个性化的绘画，
而不落俗套。

贫穷——为什么贫穷；没人认可他的画，没人买他的画——
为什么 师小结过度：

凡高为了创作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他一直坚持具有个性
化的创作，那么凡高作到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凡高的绘画
风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引导学生欣赏《向日葵》（1、）感受自然风光的美

引导学生说出这幅带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反问是什么让
你有了这样的感受，引导学生说出色彩在这幅画中的运用特
点。

（3、）引导学生猜一猜凡高此时的心情怎么样，目的在于说
出凡高此时的创作是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希望的，并与凡高的
悲惨命运做好反衬。

（4、）引导学生分析《向日葵》的用笔。

用笔厚重，感受到了凡高创作时的那种激情，并为绘画投入
了全部的情感。

（5、）你试着用一句话或一段话简单的评价一下凡高的《向
日葵》（6、）面对阿尔美丽的风景，面对凡高美丽的绘画，
如果让你送给凡高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希望凡高的心情能够向阿尔的风光一样永远
那么好，也希望凡高能够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师小结过度：

如果凡高在世，听到你们这些美好的祝福，一定会感动的流
泪。但事情总是事与愿违，我们这位悲剧画家的身上总是降



临着这样那样的苦难。谁知道阿尔后期凡高的生活又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学生结合课前的搜集谈。（与高更之间的矛
盾，绘画不被人理解和认可，依然贫穷，超负荷的创作生病
了但依然坚持绘画）

4、引导学生欣赏《星月夜》（1、）引导学生体验 画自己记
忆中的星空。

（2、）师小结。看来同学门的星空也是多姿多彩，异彩分成，
那大使笔下的星空又是什么样的呢？引出《星月夜》。（3、）
看到了这件作品后，它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4、）谁知道
凡高的这幅作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5、）配乐欣
赏作品，反问学生透过画的表面你感受到了画家的什么？引
导学生说出：对人生的迷茫，对病痛折磨的恐惧，这也是凡
高内心世界的独白，是凡高真实情感的写照。（6、）引导学
生分析绘画风格。

从画中有力的笔触，旋转的线条可以看出画家追求的不是事
物外部的形象，而是通过绘画表达出画家内心对事物独特的
看法和理解。（7、）通过前面我们对凡高生平的了解以及部
分作品的分析，你能试着概括一下凡高的一生，评论一下凡
高的油画。

引导学生说出：凡高一生都很贫困，作品不被人认可，但他
却一直都在追求着属于着自己的绘画。凡高的绘画善与运用
大胆的笔触和响亮的色彩描绘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看法和感受。
师小结：

音乐欣赏，结束教学。

梵高教案幼儿园篇五

一、导入新课



从同学的绘画兴趣入手，指出绘画的才技有“天才”可言，
但对艺术的忘我追求、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却
是日积月累磨炼出来的。今天，我们借助《梵高传》来体验
一下画家们忘我的精神境界。

熟悉课文、掌握字词、理清结构的任务。

二、整体感知

l．梵高全名温森特・梵・高，荷兰画家，出生于荷兰的津德
尔特，一生酷爱绘画，是画坛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革新者。他
主要活跃在法国，其绘画创作主张色彩的突变和内容的深刻。
1890年自杀，年仅37岁，是画坛的传奇人物。他的作品生前
不被人们重视，但在他死后，其作品的高超价值才被人们所
发现，使梵高成为19世纪享誉欧洲的一颗最辉煌的巨星。

2．本文选自美国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梵
高在经历了两次恋爱挫折之后，回到故乡纽恩南，和家人住
在一起，但是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是那些世俗的人所不能
接受的，甚至他的家人也因怕他会破坏家庭名声而不愿他回
家。其间他父亲去世，他被妹妹赶出家门，租住在一个教堂
看守人家中。牧师煽动镇上的人驱逐他，诬蔑他，但是朴实
的农民接受他，让他自由地画，耐心地给他做模特儿。终于，
在他即将被赶出镇子的最后时刻，他画出了传世佳作《吃土
豆的人》，这幅画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的生活状况
和安于天命、不知反抗的精神面貌，即本文记述的这一段生
活。

3．请几位同学串读课文，其他人了解课文内容，并扫除文字
障碍。

（字词略）

三、阅读分析



1．划分全文的层次结构。

第一部分（第1一6自然段）：梵高被驱逐，但他坚定作画目
标。

第二部分（第7一27自然段）：梵病专心作画，废寝忘食。

这―部分又可分成四个层次：（第7－15自然段）开始创作。
（第16自然段）反复修改。（第17－19自然段）最后一天的
绘画。（第20一27自然段）名画诞生。这四个层次中，除第
二层略写外，都对梵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第三部分（第28自然段）：离开纽恩南。

全文围绕着《吃土豆的人》的创作经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梵高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忘我执著的献身精神。在作者的笔
下，梵高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深刻，而在行文安排上，紧紧
围绕作画选材，每一处笔墨都体现梵高的精神，线索明晰，
结构紧凑，突出主题。

2．文章对梵高进行了哪些描写来反映人物的性格，记述他的
生活？读出你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语段。

提示：有语言、动作，特别是心理描写。本文特别注意了人
物心理的挖掘和揣摩，从而更好地再现了梵高的生活，我们
在读书中应特别注意体会这一特点。

3．引导学生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揣摩人物心理，把握性格
特点。

四、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为分析做准备，精读写得最精彩、最有回味价
值的语段。



3．搜集有关梵高的资料，以加深对梵高的全面认识。

第二课时

一、回顾导入

上节课我们整体感知了课文，分析了文章的结构，理清了作
者写作的思路，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篇文章，看作者是怎
样通过描写来刻画人物的。

二、精要分析

找出第4－5段体现梵高丰富的作画内容的语句。

提示：自“其中有织工和他的妻子”，……到“又一番风光。
”

第4段中“整整两年的艰苦劳作！成百件的习作！”一句中连
用两个感叹句表达什么感情？

提示：这两句是慨叹，有双重意味，有作者对梵高忘我作画
的慨叹，也有梵高对自己两年来作画无数却无名的慨叹。

梵高作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请用原文中的词句来回答。

提示：“抓住农民住茅屋和煮土豆的那种精神”，“对农民
生活的概括”画出“米莱的《晚钟》”那样的.名作。

“迈着沉重的步子”中“沉重”指什么？

提示：双重含义，一是因其背着很重的绘画工具，所以步子
沉重艰难；二是没有好的绘画立意而心情沉重。

“一怒之下把他的油画付之一炬”说明了什么？



提示：说明了梵高对自己的画作要求尽善尽美，他执著的追
求不容许有丝毫的瑕疵。

此段中用到哪些描写方法来刻画梵高，展现他是一个怎样的
人？

提示：有行动描写，如“他收拾好画架、颜料、画布和画笔，
然后扛着这些东西，迈着

沉重的步子朝德格鲁特家的小屋走去”。有心理描写，
如“他希望这幅画是表现这些体力劳动者怎样老老实实地挣
得自己的食物的”。有语言描写，但不是主要描写。这些描
写，特别是心理描写，直接反映了梵高热爱绘画，如饥似渴，
面对自己的画作要求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为了作画，他
可以废寝忘食，不顾一切。他是一个完美主义的执著追求者，
有着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意志。

文段用到了哪些表达方式？分别勾出来。

提示：有记叙、描写、议论。

文段中的描写是作者的构想吗？为什么？

提示：这些描写是作者在史实基础上的合理想像和描述，而
不是凭空的虚构和幻想，更不是对生活中某类人的共同点的
典型集合。因为，本文是传记，有忠于事实的特点。本文用
到了文学化的手法来体现事实的内容，是史料的真实性与描
写的生动性的完美结合。

其他语段不再―一举例，学生的题目不一定能达到老师所要
求的高度。这就需要老师善于捕捉学生拟题中的闪光点，将
可用之处升华，从而达到突破教学难点的目的。

三、总结、扩展



总结略。

扩展：让同学们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交流。

四、布置作业（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