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 凡卡第二课
时教学设计(汇总9篇)

今天我们将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如何克服拖延
症，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
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
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一份总结了吧。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一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重点学习第八自
然段，了解凡卡悲惨的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

2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作者插叙、对比、反衬写作手法
的表达效果，

3体会课文结尾中“梦”的含义。续写故事结局。

教学重点：感受凡卡生活的悲惨和内心的痛苦。

教学难点：领悟文中所采用的对比、反衬、暗示的表达方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师：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27课《凡卡》。

二、体会“悲惨”命运。



出示图片：同学们看到这幅图片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这是怎样的一个凡卡？

三、新授

（一）体会现实生活的悲惨

他一个人从乡下来到城里当学徒，他曾经有什么指望呢？

师：是啊，多美好的愿望啊，可是仅仅才三个月，他的生活
状态竟是这样的悲惨

1.翻开书，找找课文中哪一自然段最直接、最集中地写出了
凡卡生活的悲惨？（第8自然段）

2.自由读第8自然段，思考：从哪几方面写出了凡卡生活的悲
惨？

师：同学们读得很认真，有的同学在句子的旁边做了批注，
学习习惯非常好。我们来交流一下，汇报。（适时板书：挨
打、挨饿、睡不好）

3.学习“挨打”部分

师：是的，老板不顾一切地残忍粗暴地拉着、扯着、揪着凡
卡啊！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活生生被狠毒的老板揪着头
发拖出去揍了一顿！（练读、指名读）

4.哀求的第一部分

自由读――找重点词――指名读――师范读――练读――指
名读

4学习“挨饿、睡不好”部分



自学，小组交流，从哪儿可以体会到生活的悲惨，并带着你
的理解多读几遍。

5、汇报“挨饿”部分“简直没有、一点儿、稀粥”是说
明“挨饿”。体会朗读。多可怜的凡卡啊！让我们带着同情
的心读一读这句话。！

6.哀求的第二部分

指名读――小声的读――有气无力地读。

7.汇报“睡不好”部分

8.哀求全部分。

?自由读――指导读（精神萎靡地、微弱地读）

（导语）师：凡卡向爷爷诉说着自己的.种种不幸，求爷爷尽
快地带他离开这个火坑。这点点省略号就像是辛酸的泪珠。
凡卡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他一个劲地求爷爷。

两个省略号、三个感叹号用法。师配乐范读――练读――指
名读。

信中还有没有哀求爷爷的语句？找一找再读一读。出示五个
句子。

师：让我们一起用心读一读这些凝聚着凡卡鲜血和泪水的文
字吧！

当老板拿楦头打晕凡卡他晕倒的时候他祈求爷爷：4、快来吧，
亲爱的爷爷，我求您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
孤儿吧。

当凡卡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再次祈求爷爷：



5亲爱的爷爷，来吧！

作者反反复复的写“亲爱的爷爷，带我离开这吧”你们觉得
嗦吗？这正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写作特点----反复。找一找课
文中还有没有这样的反复句子。（三次叹气）正是这个反复
的手法的运用才更突出了凡卡的内心世界。文章不是无情物，
情到深处才反复。

三、回忆往事，感受快乐

1、体会“景色美”

师：读了凡卡的信我们知道凡卡在城里当学徒，挨打，挨饿，
整天干活，睡不好觉，生活非常痛苦，所以他哀求爷爷把他
带回乡下去。

课文穿插着凡卡写信时对乡下生活的回忆，让我们更深刻地
体会到他在城里当学徒的悲惨生活。这部分描写，对突出凡
卡痛苦的心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
落差，这对比反衬，深深打动我们心扉，震撼我们的心灵。
就好像以动衬静，静更静以乐衬悲，悲更悲，那是笑中的泪，
泪中的笑。

四、讨论故事结局，感受人物命运

师：凡卡终于把信顺利地寄出去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
甜美的梦，我们一起来读读。（课件：过了一个钟头，他怀
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它
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
走去，摇着尾巴……）

师：凡卡甜蜜的梦能实现吗？为什么？

师：不管哪一种可能，在沙皇俄国的黑暗年代，像凡卡这样



的孩子，他们的悲惨命运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俄国著名作
家契诃夫笔下的《凡卡》。这个感人的故事，牵动着每一位
读者的心。凡卡后来的命运到底会是怎样呢？文中最后的省
略号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五、课外延伸，布置作业

出去看爷爷来了没有，却突然被撞住了，立刻躺在了血泊之
中，撞住他的人正是那个喝的醉醺醺的邮差，他骑着那匹马，
非但没有扶起凡卡救治，开说了一句：“穷小子你该死。”
手中还拿着凡卡写给爷爷的信，把那封信撕得一条一条的，
凡卡用最后的力气摸了摸那封信的碎片，放在自己的胸口，
死了。

2．契诃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不仅为我们塑造了“凡卡”
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同学
们以后可以去读读他的其他作品。例如《名贵的狗》希望大
家有时间阅读。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二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重点句子。理解课文资料，能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习透过凡卡写信的资料及他的神态、
动作、联想来了解他的内心。

2、让学生自主学习生字、词，体会课文意思。透过合作学习
了解课文资料想象凡卡的遭遇，体会思想感情。

3、透过理解课文，了解沙皇统治下穷孩子的悲惨遭遇，激发
学生痛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珍惜这天的幸福生活，教育学
生热爱祖国。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凡卡写信的资料、了解凡卡遭遇的苦难、体会文
章的思想感情。

难点：领悟文章将作者叙述、信的资料和回忆插叙结合在一
齐的表达方法。

三、教学用具

投影片

四、教学时间

2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学生解题。《凡卡》是以人名命题，主要人物
是凡卡。

2、简介作者和背景。

二、检查预习。

（课文主要讲凡卡写信的事。凡卡是个孤儿，九岁去当学徒，
学徒生活十分痛苦。当时社会十分不合理）

你还懂得了什么？

（2）指名说说课文中那几自然段是凡卡写信的资料。

（3）把写信资料的自然段连起来读一读。



三、再读课文，理清课文条理。

1、提出自学要求；再认真读读课文，课文中除了写凡卡写信
的资料外还写了什么。

2、生按要求阅读思考，师辅导答疑。

3、讨论交流。

（1）课文除凡卡写信的资料，还写了什么？

（还写了凡卡怎样写信，怎样寄信，写了凡卡写信的时候和
寄信的以后想到的事情。）

（2）这篇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写的？（本文是按照写信前、
写信、写信后的顺序写的。）

4、给每部分加小标题。

四、学习第一段。

1、学生自学后讨论。从这一段中你读懂了什么？

生：汇报学习状况。

（明白凡才九岁，是三个月前来鞋匠这儿当学徒的，他写信
的时间是圣诞节的前夜，他是背者老板偷偷的写信的。）

凡卡偷偷地写信，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从“他担心的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能够看出，凡卡写
信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被老板发现。）

2、练习朗读第一自然段。



五、布置作业。

（1）认真朗读课文。

（2）抄写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听写词语。

鞋匠、学徒、立柜、生了锈、圣诞节。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了那些苦？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1）学生边读边勾画、分组讨论。提示：可根据“他写到”、
“之后写下去”“他继续写到”“凡卡之后写到”把信的资
料分四层来理解。

（2）学生交流，教师点拨。

第一层写凡卡思念爷爷；第二层写凡卡受尽折磨；第三层写
凡卡受不住了；第四层写凡卡没指望了。

2、重点学习第二层。

（1）指名读第八小节。作者从那几方面写凡卡生活的艰苦难
熬？

（2）学生勾画、批注、准备交流。

（3）学生交流，教师点拨。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的

挨打：被老板揪着头发，拖到院子里，那皮带打；老板娘拿



鱼嘴戳他的脸，就因为凡卡收拾鱼“从鱼尾上弄起”。

挨饿：吃的“简直没有”菜、茶，“只有老板才大吃大喝”；

挨冻：，而且睡不好，他睡在过道里，小崽子一哭就只好摇
哪个摇篮。

（4）出示投影，结合课文表述。

（5）小结：一个九岁的孩子担负这么重劳动，遭受这么多的
痛苦，怎样忍受得了呢？所以他写信恳求爷爷带他回家。

从中体会倒凡卡学徒生活的艰苦，命运的悲惨，当时社会的
黑暗。

3、凡卡给爷爷写信时的情绪怎样？是怎样变化的？

（1）读作者叙述和信的资料部分。找出凡卡情绪的语句。
画“——”表示。

（2）学生交流、引读文中句子教师点拨。

（担心——抽噎——悲哀——满意——期望）

（3）出示投影，理解重点句子。

读句子联系上下文从带点的词语中体会凡卡的内心活动。

凡卡撇撇嘴，那脏手背揉揉眼睛。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旧带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穿，
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期望睡熟了。



讨论后交流汇报：

从第一句中体会到凡卡极度痛苦的情绪。

从第二句中“只穿着长衫，跑到街上去。”说明凡卡急于要
把信寄出去，好让爷爷早写接他回家，好快点脱离苦海的内
心活动。

从第三句体会到信寄出后的简单情绪。

4、感情朗读，深化理解。

（1）重点指导朗读凡卡写信时表达凡卡情绪的句子。

（2）指导读凡卡诉苦、请求爷爷带他回去的句子。要读悲痛
的语气、哀求的语气。

三、学习凡卡联想部分。

（1）指名读4、5小节。思考：凡卡联想起什么事？为什么想
起这些？

联想起爷爷守夜的情景和乡村冬夜景色。生：汇报。

（2）凡卡又联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联想到这些？

凡卡联想到与爷爷砍圣诞树的情景。这段回忆充满欢乐的情
趣。

四、研讨本文表达特点。

（1）学生讨论，准备交流。

（2）学生交流，教师点拨。



两段回忆是本文的插叙部分。这两段回忆对凡卡的学徒生活
起了比较、反衬作用。

文章细节描述也很突出，更加突出中心。

（3）文章还有那些特点？找出你喜欢的语句，说说你为什么
喜欢？

五、总结扩展

（1）有感情得分主角朗读。

（2）小练笔。《我与凡卡比童年》

板书设计：

15凡卡

写信前（担心）——写信时（悲哀）——写信后（期望）

生活痛苦、命运悲惨、社会黑暗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三

1、会写15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饥饿、礼拜、生锈、揉皱、
昏暗、眯缝、耸肩、一缕、稀粥、撇嘴、起伏、匣子、冻僵、
逗笑、窜过、逮住、孤儿、打搅、甜蜜、暖炕、耷拉、火柴
梗、圣诞树、黑糊糊、笑眯眯、孤零零”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
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

3、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作者叙述、信的内容和回忆插
叙结合来写的表达效果，体会课文结尾中“梦”的含义。



1、了解凡卡给爷爷写信的目的，理解信的内容，从中体会凡
卡的悲惨生活。

2、学习课文插叙和结尾部分的内容，领会其表达作用。

1、查找契诃夫的资料及相关的时代背景。

2、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1、我们刚刚读过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今天再来读一篇外国文
学作品，是俄国的伟大作家契诃夫写的《凡卡》。这篇小说
写于1886年，当时正是俄国沙皇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过
着苦难的生活，无数破产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
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
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
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
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板书课题）

2、我们怎样才能读进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学生自由
说，如有感情朗读，联系实际进行联想，质疑思考讨论等等。
）

（1）将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画出文中出现的人名及人物的身份。

（3）将凡卡写信的段落标记出来。（3．8．10．11．12．15
自然段）

（4）准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凡卡。



（1）指名读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

（2）读准人名，并明确人物的身份。

凡卡茹科夫（伊凡茹科夫）：小说的主人公。

阿里亚希涅：鞋匠，鞋店老板。

康斯坦丁玛卡里奇：凡卡的爷爷。

日发略维夫：老爷，爷爷工作的那家庄园的庄园主。

菲吉卡：牧主。

艾果尔，阿辽娜：凡卡的小伙伴。

卡希旦卡：老母狗的名字。

（凡卡是一个才9岁的农村孩子，他没有爹没有娘，只有爷爷
一个亲人。爷爷是个穷苦人，在乡下给庄园主当守夜人。9岁
的凡卡，3个月前就被送到莫斯科的一家鞋店里当学徒，孤苦
伶仃，生活十分悲惨。小说写的是凡卡在圣诞节前夜给爷爷
写信，告诉爷爷他在店里生活很痛苦，请求爷爷把他带回乡
下去。）

1、快速默读课文，从凡卡的信里找出哪些段落是写他的学徒
生活的。（8．11．15自然段）。

2、轻声读第8．15自然段，说一说凡卡在老板家里受到哪些
虐待，画一画有关的词句，在旁写写你的感受。

3、结合词句，汇报交流。

（1）挨打：结合挨打时的动作--“揪、拖、揍、戳”；工
具--老板“拿皮带”“拿楦头”老板娘“捞起青鱼”；程度-



-“昏倒”，来体会他们对9岁的小凡卡肆意随便地殴打，毫
无人性地对待。

（2）挨饿：结合“简直没有”“一点儿”“一点儿”来想凡
卡一天到晚饥肠辘辘，可能饿到什么程度的表现。

（3）挨困：结合“一……就……只好”来体会凡卡即使在过
道里也无法好好睡一觉，可能会困得怎样。

（4）小结：凡卡在老板家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吃不饱睡不
好，还要挨打。联想他每天会怎样生活，没人的时候凡卡会
怎样做，（如，偷偷地哭，想念爷爷，伤痕累累，捡东西吃
等。）所以，凡卡才说“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
如！”

5、练习把凡卡的悲惨的生活和对爷爷倾诉的情绪通过朗读表
达出来。

6、快速浏览第11自然段，说说你的发现。（莫斯科，是富人
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第二课时

1、这篇课文除了写信，还写了什么。（还写了凡卡对乡村生
活的回忆。把这些内容放在写信中间，就是插叙。）

2、快速默读，找到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段落，作出标记。

3、读一读，说说爷爷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年老、困苦、
劳累，但很乐观、风趣、慈祥，跟爷爷在一起凡卡感到很快
乐。）

4、有感情朗读4．5自然段。

5、结合具体语段，来说说乡村生活给凡卡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品读）

（1）守夜

（2）家乡美丽的夜景

（3）砍圣诞树

6、仔细探究，乡村生活真的是美好幸福的吗？

爷爷已经65岁，还要给老爷家守夜，只能睡在大厨房里；守
夜时要挨冻，砍圣诞树时爷孙俩都要“冻僵”了，体会到他
们的生活是非常贫困劳累的。否则，爷爷也不会把他唯一的
孙子送到城里去做学徒。在小凡卡的心里却如此美好，正是
因为他现在的学徒生活太悲惨了，已经到了他无法忍受的程
度。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我老是哭。”

“亲爱的爷爷，来吧！”

2、学生想象练笔（任选一题）

（2）假如爷爷收到了凡卡的信……

2、小结归纳。

（1）巧用插叙进行对比

（2）细节描写生动形象

（3）文章结尾意味深长

契诃夫是与莫泊桑齐名的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夫托
尔斯泰说他是一个“无比伦比的艺术家”。契诃夫的创作活



动是从短篇幽默作品开始的，其幽默名篇《公务员之死》、
《胖子与瘦子》、《变色龙》、《套中人》等，早已被译成
中文，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其中《变色龙》、《套中人》
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建议同学们课外阅读《契诃夫短篇
小说选》。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理解课文，了解旧俄沙皇统治下穷苦孩子的悲惨生活，
激发学生痛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思想
感情。

2.通过学习凡卡写信的内容以及他的神态、动作、联想，来
了解他的内心。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凡卡写的信的。内容，了解凡卡遭受的苦难。

2.理解写信过程中凡卡的联想和文章结尾的含义。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二）学习生字、新词。

（三）以“信”为线索，给课文分段。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一）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二）给课文分段，了解课文各段的主要内容。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翻译小说——《凡卡》。小说的作者
是19世纪后期俄国的伟大作家契诃夫。契诃夫从小就熟悉学
徒生活，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所以《凡卡》写得真实感人。
他写了很多极为深刻的揭露沙皇黑暗统治和旧俄人民悲惨生
活的作品。他的作品曾经受到列宁的赞赏。今天学习的《凡
卡》一文就是作者的一篇代表作品，它反映了旧俄沙皇统治
时期人民的悲惨生活。

（二）自学课文。

1.自学生字、新词。（自己，结合上下文理解词义。）

2.弄清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名字要读顺口。

3.思考下列问题，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凡卡是怎样的孩子？他的身世怎样？



（2）小说写了一件什么事？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3）凡卡给爷爷的信主要写些什么？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

2.人物身份及部分词语解释。

凡卡·茹科夫（伊凡·茹科夫）：小说的主人公。

阿里亚希涅：鞋匠，鞋店老板。

康斯坦丁·玛卡里奇：凡卡的爷爷。

日发略维夫：老爷，爷爷工作的那家庄园的庄园主。

菲吉卡：牧主。

艾果尔，阿辽娜：凡卡的小伙伴。

卡希旦卡：老母狗的名字。

梆子：打更用的器具，空心，用竹子或木头制成。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五

（一）了解凡卡给爷爷写信的目的和信的内容以及写信时的
心理活动，从中体会凡卡学徒时的悲惨生活。

（二）学习文中插叙部分的内容及其作用。

（三）有感情地朗读信的内容和插叙部分的内容。



（一）了解凡卡给爷爷写信的目的和信的内容以及写信时的
心理活动，从中体会凡卡当学徒时的悲惨生活。

（二）学习文中插叙部分的内容及其作用。

（一）复习提问。

文章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表现凡卡的悲惨生活的？

（以圣诞节前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个方法来表现的。）

（二）学习第2段课文中写信部分的内容。

1、想一想，凡卡给爷爷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凡卡在莫斯科的学徒生活很悲惨，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
他在信中写了很多话，但他唯一的目的是哀求爷爷带他离开
这里，回到爷爷身边。）

2、找出第2段课文中哪些自然段是凡卡写信的内容？画在书
上。

（第3、8、10、11、12、15这六个自然段是凡卡写的信的内
容。）

3、信的内容共有六个自然段，用一个词组成短句来进行概括，
写出每一段的小标题。

（只有一个亲人；告诉爷爷自己在学徒中受尽折磨；求爷爷
把他带回去；莫斯科不是穷人的；求爷爷给他摘一颗金胡桃；
再次哀求爷爷把他带回去。）

4、指名根据小标题有条理地叙述凡卡的悲惨遭遇。

（三）学习课文中插叙部分。凡卡在写信时有许多内心活动，



作者是用插叙的手法来表现的。

1、找出文中哪些部分是插叙部分。

（第4、5、6、13、14自然段是凡卡在写信过程中对过去生活
的回忆，是文章的插叙部分。）

2、导读4、5、6自然段。

（1）第4、5自然段写的是什么内容？

（让学生先默读，这两个自然段插叙凡卡回忆爷爷在乡下守
夜的情景。）

（2）想一想，当凡卡写到“只有一个亲人了”时，想到些什
么？

（3）爷爷在凡卡心中是怎样一个人？

（年老、困苦、劳累，但很乐观、风趣、慈祥，跟爷爷在一
起凡卡感到很快乐。）

（4）指导学生有语气地朗读4、5自然段。

（提醒学生用思念亲人的心情来朗读。）

（5）第6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家乡节前美丽的夜景。）

（6）家乡的`夜景在凡卡心中是怎样的？

（是“美”的。）

（7）说说家乡的夜景在凡卡心中是怎样的美？



（宁静、优美、柔和、蓝蓝的天空、亮晶晶的星星……整个
林子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之中。）

（8）指导朗读第6自然段。

（用赞美的心情来朗读。）

小结：

这一部分关于爷爷守夜的回忆和家乡节前夜景的想象，都是
描写凡卡内心活动的。从这两段插叙中，反映出凡卡思念亲
人、思念家乡的心情。

3、导读13、14自然段。

（1）凡卡写到请爷爷“摘一颗金胡桃”时，又插叙了什么？

（“和爷爷一块砍圣诞树”这件事。）

（2）凡卡回忆起砍圣诞树这件事时，心情怎样？可以用哪一
个字来概括？

（心情是快乐的。可以用“乐”字概括。）

（3）从哪里可以体会出凡卡这种快乐的心情？

（“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
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
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乐一会儿……）

（4）带着快乐的感情朗读13、14自然段。

（凡卡这种快乐，是“苦中有乐”，朗读时要带着这种心情
来读。）



4、说一说插叙手法在文中的作用。

（起到对比作用，凡卡想到在农村的“乐”，更衬托出目前
生活的苦，更反映出凡卡要求爷爷带他离开的迫切心情。）

通过以上对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本文结构比较复杂，
它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作者叙述凡卡的悲惨遭遇，凡卡信的
内容，写信过程中凡卡的回忆，其中凡卡的信的内容是全文
的重点。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表达上，抓住了细节，表现了凡
卡，这个仅仅九岁的孩子复杂的内心活动，给爷爷写信，哀
求爷爷把他带回去，说明了他在莫斯科学徒生活的悲惨，使
我们深深同情他的悲惨命运，更加痛恨那个吃人的黑暗社会。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六

一、认识“契科夫”、“凡卡”。

1.同学们，我们一起认识一个人【出示契科夫的图】，瞧，
他是谁？契科夫！他是俄国人，世界级的大作家语言大师，
大腕儿！他仅仅活了——（44岁）。在他短暂44岁的一生中
创作了700多部的短篇小说，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他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他总是说得很简单，说得
很含蓄，却总让你在事实中自己去思考，去品味！

2.《凡卡》这篇课文就节选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你看，这
题目？几个字？两个字，简单吗？读过，预习过，有思考吗？
什么样的凡卡。

凡卡给人最深刻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可怜、悲惨。很好，自
己读书，就能抓住最主要，最关键的内容。可是，文章中字
里行间，却有这样的语言打动了我，却告诉我凡卡的许多许
多。

【出示1：三句话。】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
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你看，有一个字用得
可传神了？（藏）不说“放”，不说“收”或“装”？干嘛用
“藏”？为什么？（仿佛听见凡卡告诉爷爷，一定要藏好，
千万别——丢了，别让别人看见，嘻嘻，等我回去——吃，
玩。）——怎样的凡卡？【板书：天真、可爱】就这一个字
却能让我们看到特别天真可爱的凡卡。这就是语言锤炼，比
较中选择“藏”，因为“藏”最传神。

二、体会“悲惨”命运。

文中哪一段最集中写了凡卡悲惨的生活？【出示第八自然段】

【出示2，未分段，分段】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毒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
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
里，拿皮带揍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
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
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
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

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
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
喝。

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
只好摇那个摇篮。

请马上回答，这三个部分，重点写的是——“挨
打”，“打”似乎很平常的一个字，请注意作者怎么写的，
请一个同学读那“挨打”的部分，看看哪些字眼深深刺痛了
你的心？（生读完）



“打”前面有一个字？什么？注意到了吗？——毒——毒什
么意思——毒打，一个毒字拖出好几个打的方式，有吗？什
么？【出示：揪、拖、揍、戳】做上着重号。

当他揪着我的头发，你想你就是凡卡被狠狠地揪，使劲地揪
的时候，那会是怎么样状况？（学生想象并即时描绘。）

【出示3，学生想象描述】

老板揪着我的头发，______；

把我拖到院子里，______；

拿皮带揍了我一顿，______；

（指导朗读）九岁的孩子，竟遭如此毒打，这情景惨不忍睹，
这画面触目惊心啊！带上情感读读这几句话。

一个“毒”派生这么多词，这么多词围绕一个“毒”，同样是
“毒打”还会想象其他不同的打的方式吗？不出现打这个字。
老板老板娘的打，何止一次两次，家常便饭。一个如此天真、
可爱、善良的孩子，天天遭此毒打，谁能不心疼。

【板书：直接描写】作者直接描写，写出他命运的悲惨。紧扣
“悲惨”还有一条线，还有这样的交待。

凡卡和老板一家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段话中，
既直接写挨打、挨饿、受困，还包含着这样的强烈的对比，
进一步衬托出了——悲惨，短短的一段话，内涵却如此丰富
深刻。这就是简洁，——【简洁是天才的姊妹】。

【出示4，音乐起，学生读】

三、体会“景色美”



痛苦的生活他一天也无法忍受，他的思绪早已回到了那乡村。
那是怎样的乡村，怎样的生活，咱们一起去看看。

【出示5，指导朗读】

在指导朗读中体会：

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
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

读好总在关键处，老师却只读一个字（啦）（出示，字迹变
红）这“啦”特别关键（随机指导：啦！全看得见。）如果
此刻你就是凡卡，读读看有什么新的感觉？（陶醉、激动、
兴奋读出凡卡的表情）

多有意思啊，咱们对读怎么样？（师生配乐对读）

“全看得见”前停顿，朗读抑扬顿挫“顿”停顿。

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睛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有人
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读，怎么眨，是呀星星在眨眼睛，凡卡也在眨眼睛）

（“擦”轻声轻轻地擦擦得亮亮的试读读出其中的美好）

此时，身在莫斯科的凡卡能看得见吗？想看吗？（停顿）假
如他回到家乡，一定会看得见，一定把这一切再——看个够！

【出示6，全班合作读】

（齐）天气真好，

（男）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



（女）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

（齐）可是整个村子——

（男）白房顶啦，

（女）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

（男）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

（女）雪堆啦，

（齐）全看得见。

（女）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睛的星星，

（男）显得很清楚，

（齐）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啊！乡下的夜景，像一首诗，更像一首歌！难怪凡卡想念家
乡，家乡的景色实在太美了！而在莫斯科的生活实在太悲惨
了。

四、体会“生活乐”

“美”画圈，【板书：乐】，有难忘的欢乐的时光吗？（砍
圣诞树）

（学习“砍圣诞树”的段落）

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
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
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
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
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
巴鬼！”

喳喳、吭吭

凡卡和爷爷砍圣诞树在怎样的画面大背景，在那大森林里，
听见什么？喳喳，这边的山林在——“喳喳”，那边的山林
也在——“喳喳”，一阵风吹过，整个山林都在——“喳
喳”地响。再仔细听，还听见什么？（“吭吭”的咳嗽声），
谁的，一个——爷爷，一个——凡卡，辨别得出哪个是爷爷，
哪个是凡卡的？（爷爷是真的咳，小凡卡是学着咳，淘气鬼！
装腔作势！看我揍你！这空旷的山野上是他们吭吭的咳嗽声，
和他们欢乐的笑声，多有意思呀！）你看，多简单的两个象
声词，却看到极其快乐的场面。

一斗烟、一阵子、一会儿

刚才是两个象声词，再考大家三个词——“一斗烟”、“一
阵子”、“一会儿”，记得那句怎么说的吗？想象爷爷和凡
卡逗笑的样子（学吸烟、咯吱、扮鬼脸、脖子吃冰棍……）。

虽然“一斗烟、一阵子、一会儿”三个一，从时间上看是不
是特别地——短暂，但记忆却那么长长久久，回味长长久久。

再看这句话，会读吗？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
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
巴鬼！”

怎么读？不像爷爷，不像爷爷！（爷爷突然发现的惊喜，然
后边追边喊，速度越来越快。一声比一声声调高，一声比一
声急。——嘿，短尾巴鬼！——追到了兴奋激动；没追到，



遗憾失落。）我们一起来，加上动作。（学生进入角色，朗
读表演）

快乐吗？爷爷冒着严寒带凡卡去砍圣诞树的情景，在凡卡眼
里却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快乐，那样的令人难忘。

虽然生活那么快乐，（图：回到现实）可是这一切在莫斯科
有吗？一个人身在莫斯科的小凡卡，这美丽的景色看得见吗？
（看不见）这快乐的生活过得上吗？（过不上）这暖暖的亲
情享受得到吗？（享受不到）

四、体会“诉求”

【出示7，朗读】

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
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

契科夫不是强调简洁吗，可这里为什么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板书：反复】，这样的反复，表达了他的心情，推向了高
潮，达到最强音，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爷爷来接他了吗？凡卡回家了吗？【出示小说原文的结
尾】——

那雪地里，那原野上似乎还回荡着凡卡一声又一声的呼
唤——

“亲爱的爷爷，来吧！”

板书设计：

揪



拖直接描写

对比

揍

可怜捞

戳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七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生活遭遇，体会文中表达
的思想感情。

2、初步领悟文中所采用的对比、反衬、暗示的表达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通过第八、第十、第十五自然段的理解感受凡卡生活的悲惨
和内心的痛苦。

教学难点：初步领悟文中所采用的对比、反衬、暗示的表达
方法。

教学准备：

学生：了解契柯夫的作品及本文的写作背景。

教师：课文录音、卡片若干



板书设计：

现实：悲惨

凡卡

回忆：快乐

教学过程：

1、通过昨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凡卡》这篇小说在写作上
有什么特点？

2、凡卡回忆了哪些往事？你从凡卡回忆的这些往事感受到他
在爷爷身边时生活得怎么样？（板书：回忆快乐）

3、凡卡给爷爷写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凡卡希望爷爷
把他带回村子里去。）凡卡为什么希望爷爷把他带回去？
（板书：现实悲惨）

1、快速读信，看看课文的哪几个小节最能反映凡卡生活的悲
惨？

2、默读第8小节，找找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并把自己
的体会标注在书上。

a.学生交流

b.交流后引导学生总结：凡卡吃不好，睡不好，还常常挨打，
被伙计捉弄。

c.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呢？

d.我们那可怜的凡卡正在向爷爷倾诉自己的不幸，选择最能



打动你的句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亲
爱的爷爷，……”

3、默读第10、15自然段，也找找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
感受深刻的地方适当地写一些标注，如有产生疑问的地方，
就在旁边打个问号。

a.交流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和体会。

b.学生质疑（估计）：“凡卡为什么不怕爷爷结结实实地
打？”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体会凡卡在乡下的生活很苦，可是
当学徒的生活更苦，以及凡卡失去亲人疼爱的孤独。

c.在10和15节中选一个小节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自由读、两
小节各指名一人读、评读。

4、讨论第二个问题：凡卡的生活为什么这样悲惨呢？结合课
文及课外查阅到的资料谈谈。

5、把信的内容连起来有感情地读一读，读到写回忆的部分停
下来想一想凡卡在爷爷身边时的快乐生活。教师质疑：这篇
小说一半写苦，一半写甜，这是不是有矛盾？（引导学生讨
论，领悟作者写凡卡回忆乡下生活的“快乐”，更衬托出凡
卡学徒生活的“悲惨”。）

1、自由读20、21两个自然段，提出问题与同学讨论。

2、重点讨论问题：凡卡写的这封信，他爷爷能收到吗？

a.学生联系“地址不详”，认为他爷爷不能收到信。

b.讨论：就算凡卡的爷爷能收到信，他能把凡卡带回去吗？

c.是啊，对于凡卡来说，回到爷爷身边只能是一个甜蜜的梦



而已。（播放最后一节课文录音）

3、练笔（任选一题）

l课文在凡卡睡熟并做着甜蜜的梦的地方结束了。但梦总是要
醒的，想象一下，凡卡睡醒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l读了课文，你可能有很多话想对凡卡说。先说一说，再写下
来。

（如教学时间不充裕的话，就作为作业。）

把自己喜欢的词句摘抄在自己的摘抄本上。

※本课获常熟市新课程教学改革评优课三等奖

教学内容：凡卡的信文内容

预设目标：

1、通过反复朗诵，自读自感自悟，体会凡卡所遭受的非人折
磨。

2、学会质疑问难的本领，养成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及与他
人辩论的好习惯。

教前准备：文字投影

教学过程：

一、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凡卡》通过上一堂课的学习，我们
已经明白了这篇文章的结构思路，《凡卡》一文是
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顺序写的。（写信前写信时
写信后）



二、现在我们先来学习信文的内容，信文的内容是文章
的3、8、10、11、15小节

自读信文的内容，想想你读懂了什么？哪一小节给你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划出让你感受最深的语句，反复读几遍，想想，
为什么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1、自己读

2、同桌互说

3、交流

三、学习3

这一小节讲了什么？你从中明白了什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
出凡卡的文明有礼？反复读。

四、还有哪一段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习8

学生自己分配任务读

交流你们是怎样分配任务读的，为什么？

这段内容是讲了凡卡所受的苦：挨打挨饿睡不好觉哀求爷爷
带他回家

学习挨打

1：凡卡为什么挨打？请你圈划一下哪些词语把你的心揪得紧
紧的？

2：交流



不知不觉说明了什么？随手捞起的家伙可能是什么？说明了
什么？

3：读好圈划出来的词语

同样的方法学习挨饿和睡不好觉

五：确实，凡卡的学徒生活惨不忍睹，他从心底发出了声声
呼唤——学生读

只要能回家，只要能摆脱悲惨的学徒生活，凡卡愿意干任何
事情。他说，我会——（引读）

七：学习11

学生交流：莫斯科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

九：凡卡的信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那么凡卡到底有没有回
到乡下，凡卡的乡下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下节课再学。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八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生活遭遇，体会文中表达
的思想感情。

2、初步领悟文中所采用的对比、反衬、暗示的表达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第八、第十、第十五自然段的理解感受凡卡生活的悲惨
和内心的痛苦。

初步领悟文中所采用的对比、反衬、暗示的表达方法。

学生：了解契柯夫的作品及本文的写作背景。



教师：课文录音、配套卡片若干

现实：悲惨

凡卡

回忆：快乐

1、通过昨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凡卡》这篇小说在写作上
有什么特点？

2、凡卡回忆了哪些往事？你从凡卡回忆的这些往事感受到他
在爷爷身边时生活得怎么样？（板书：回忆快乐）

3、凡卡给爷爷写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凡卡希望爷爷
把他带回村子里去。）凡卡为什么希望爷爷把他带回去？
（板书：现实悲惨）

1、快速读信，看看课文的哪几个小节最能反映凡卡生活的悲
惨？

2、默读第8小节，找找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并把自己
的体会标注在书上。

a、学生交流

b、交流后引导学生总结：凡卡吃不好，睡不好，还常常挨打，
被伙计捉弄。

c、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呢？

d、我们那可怜的凡卡正在向爷爷倾诉自己的不幸，选择最能
打动你的句子有感情地读一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亲
爱的爷爷，……”



3、默读第10、15自然段，也找找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
感受深刻的地方适当地写一些标注，如有产生疑问的地方，
就在旁边打个问号。

a、交流反映凡卡悲惨生活的句子和体会。

b、学生质疑（估计）：“凡卡为什么不怕爷爷结结实实地
打？”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体会凡卡在乡下的生活很苦，可是
当学徒的生活更苦，以及凡卡失去亲人疼爱的孤独。

c、在10和15节中选一个小节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自由读、两
小节各指名一人读、评读。

4、讨论第二个问题：凡卡的生活为什么这样悲惨呢？结合课
文及课外查阅到的资料谈谈。

5、把信的内容连起来有感情地读一读，读到写回忆的部分停
下来想一想凡卡在爷爷身边时的快乐生活。教师质疑：这篇
小说一半写苦，一半写甜，这是不是有矛盾？（引导学生讨
论，领悟作者写凡卡回忆乡下生活的“快乐”，更衬托出凡
卡学徒生活的“悲惨”。）

1、自由读20、21两个自然段，提出问题与同学讨论。

2、重点讨论问题：凡卡写的这封信，他爷爷能收到吗？

a、学生联系“地址不详”，认为他爷爷不能收到信。

b、讨论：就算凡卡的爷爷能收到信，他能把凡卡带回去吗？

c、是啊，对于凡卡来说，回到爷爷身边只能是一个甜蜜的梦
而已。（播放最后一节课文录音）

3、练笔（任选一题）



a、课文在凡卡睡熟并做着甜蜜的梦的地方结束了。但梦总是
要醒的，想象一下，凡卡睡醒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b、读了课文，你可能有很多话想对凡卡说。先说一说，再写
下来。

（如教学时间不充裕的话，就作为作业。）

把自己喜欢的词句摘抄在自己的摘抄本上。

凡卡教学设计窦桂梅篇九

学习目标

1.学会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饥饿、礼拜、生锈、揉皱、
昏暗、眯缝、耸肩、一缕、稀粥、撇嘴、起伏、匣子、冻僵、
逗笑、窜过、逮住、孤儿、打搅、甜蜜、暖炕、耷拉、火柴
梗、圣诞树、黑糊糊、笑眯眯、孤零零”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
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

3.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叙述、信、回忆穿插来写、苦
乐对比的表达效果，体会课文结尾“梦”的含义。

学习重点:理解凡卡写信的内容，了解凡卡的苦难生活，通过
凡卡的神态、动作、联想，了解凡卡的内心世界。

学习难点:作者的叙述、信的内容和凡卡的回忆交*在一起，
同时交替使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种复杂的穿插和变
化人称的写法是学习上的难点。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1.我们刚刚读过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今天再来读一篇外国文
学作品，是俄国的伟大作家契诃夫写的《凡卡》。这篇小说
写于1886年，当时正是俄国沙皇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过
着苦难的生活，无数破产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
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
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
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
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板书课题）

2.我们怎样才能读进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学生自由
说，如有感情朗读，联系实际进行联想，质疑思考讨论等等。
）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按要求自读课文。

（1）将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画出文中出现的人名及人物的身份。

（3）将凡卡写信的段落标记出来。（3.8.10.11.12.15自然
段）

（4）准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凡卡。

2.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读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

（2）读准人名，并明确人物的身份。

凡卡·茹科夫（伊凡·茹科夫）：小说的主人公。

阿里亚希涅：鞋匠，鞋店老板。

康斯坦丁·玛卡里奇：凡卡的爷爷。

日发略维夫：老爷，爷爷工作的那家庄园的庄园主。

菲吉卡：牧主。

艾果尔，阿辽娜：凡卡的小伙伴。

卡希旦卡：老母狗的名字。

（3）按写信过程将课文分成三段。

（4）简单介绍一下凡卡。（凡卡是一个才9岁的农村孩子，
他没有爹没有娘，只有爷爷一个亲人。爷爷是个穷苦人，在
乡下给庄园主当守夜人。9岁的凡卡，3个月前就被送到莫斯
科的一家鞋店里当学徒，孤苦伶仃，生活十分悲惨。小说写
的是凡卡在圣诞节前夜给爷爷写信，告诉爷爷他在店里生活
很痛苦，请求爷爷把他带回乡下去。）

三、感受凡卡悲惨的学徒生活

1.快速默读课文，从凡卡的信里找出哪些段落是写他的学徒
生活的。（8.11.15自然段）

2.轻声读第8.15自然段，说一说凡卡在老板家里受到哪些虐
待，画一画有关的词句。



3.结合词句，汇报交流。

（1）挨打：结合挨打时的动作--“揪、拖、揍、戳”；工
具--老板“拿皮带”“拿楦头”老板娘“捞起青鱼”；程度-
-“昏倒”，来体会他们对9岁的小凡卡肆意随便地殴打，毫
无人性地对待。

（2）挨饿：结合“简直没有”“一点儿”“一点儿”来想凡
卡一天到晚饥肠辘辘，可能饿到什么程度的表现。

（3）挨困：结合“一……就……只好”来体会凡卡即使在过
道里也无法好好睡一觉，可能会困得怎样。

小结：凡卡在老板家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吃不饱睡不好，
还要挨打。联想他每天会怎样生活，没人的时候凡卡会怎样
做，（如，偷偷地哭，想念爷爷，伤痕累累，捡东西吃等。）
所以，凡卡才说“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

5.练习把凡卡的悲惨的生活和对爷爷倾诉的情绪通过朗读表
达出来。

6.快速浏览第11自然段，说说你的发现。（莫斯科，是富人
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第二课时

一、感受凡卡“美好”的乡村生活

1.这篇课文除了写信，还写了什么。（还写了凡卡对乡村生
活的回忆。把这些内容放在写信中间，就是插叙。）

2.快速默读，找到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段落，作出标记。

3.读一读，说说爷爷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年老、困苦、
劳累，但很乐观、风趣、慈祥，跟爷爷在一起凡卡感到很快



乐。）

4.有感情朗读4.5自然段。

5.结合具体语段，来说说乡村生活给凡卡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家乡美丽的夜景。宁静、优美、柔和，有着过节的气氛，
从中可以想见凡卡高兴的心情。与城市悲惨的学徒生活相比，
乡村的生活是那样美好，所以，在凡卡的记忆中，连一个普
通的夜晚也如此美丽。这正是凡卡对家乡对亲人思念的表现。

（2）守夜和砍圣诞树。从“多么快乐的日子呀！”“逗笑一
会儿”，还有爷爷生动趣味的语言，体会到这可能是凡卡印
象最深、最快乐的一件事。试着读出凡卡的快乐。

6.仔细探究，乡村生活真的是美好幸福的吗？

爷爷已经65岁，还要给老爷家守夜，只能睡在大厨房里；守
夜时要挨冻，砍圣诞树时爷孙俩都要“冻僵”了，体会到他
们的生活是非常贫困劳累的。否则，爷爷也不会把他唯一的
孙子送到城里去做学徒。在小凡卡的心里却如此美好，正是
因为他现在的学徒生活太悲惨了，已经到了他无法忍受的程
度。

二、讨论写法的作用

1.加入插叙部分，更加衬托出了凡卡学徒生活的悲惨和他迫
切要回到爷爷身边的心情。

2.小说除了运用插叙，还采取了哪些方法，使我们如此感动？

在文中找到几处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来体会其真实具体，
给人印象深刻，有身临其境之感。（凡卡写信时的动作、表
情、心理，写信中对学徒生活的描述和对乡村生活回忆中，



都有生动细腻的细节描写，找到一两处来体会。）

三、自学结尾，体会表达的特点

1.找找哪些地方是细节描写，说说细节描写的作用。

2.美好的梦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对比，让人对凡卡悲惨的命
运产生了更深的同情，更加愤恨造成这种命运的社会制度。

3.讨论：凡卡的梦会实现吗，为什么？

4.回顾全文，进行总结：结构比较复杂，它由三部分内容组
成：作者叙述凡卡的悲惨遭遇，凡卡信的内容，写信过程中
凡卡的回忆。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表达上，抓住了细节，表现
了凡卡这个仅仅九岁的孩子复杂的内心活动，给爷爷写信，
哀求爷爷把他带回去，说明了他在莫斯科学徒生活的悲惨，
使我们深深同情他的悲惨命运，更加痛恨那个吃人的黑暗社
会。

四、拓展阅读

契诃夫是与莫泊桑齐名的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
夫·托尔斯泰说他是一个“无比伦比的艺术家”。契诃夫的
创作活动是从短篇幽默作品开始的，其幽默名篇《公务员之
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套中人》等，早已
被译成中文，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其中《变色龙》、
《套中人》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建议同学们课外阅读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板书设计：

凡卡（俄　契诃夫）

学徒生活悲惨



乡村生活“美好”

渴望得到关爱

心愿无法实现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教研室韩中凌）

b案

教学准备

1.预习课文。

2.阅读材料：《在人间》片断。

第一课时

一、简介作者和作品，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

1.通读全文，认读生字词。

2.说说你对凡卡有了哪些了解？

根据学生汇报，帮助学生把课文内容进行梳理。

四、阅读凡卡的信，围绕“信”，体会凡卡痛苦生活和心情。

1.用一句话来概括凡卡给爷爷写信的主要内容。学生可能会
这样概括：

生：凡卡受不了学徒生活了，请求爷爷把他接回乡村去。



生：凡卡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求爷爷把他接回
去。

生：凡卡受不了了，只有死路一条了，哀求爷爷把他接回去。

2.抓住“指望”，体会凡卡生活的无望。

（出示）“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谁来说
说，“指望”是什么意思？

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体会：

*他一定指望着到鞋匠这里学会做鞋，能够有一样本领，来养
活自己。

*他想挣钱，让爷爷和他都过上好的生活。

*他们一定以为，在大城市是比较好生活的。

*他可能还想，莫斯科是个大城市，他有了本事，可以在大城
市生活，不再贫穷，离开乡下。

*他还可能指望自己做出最漂亮的鞋，卖很多的钱，当一个有
钱的人。

（2）多么美好的“指望”啊！而现在，刚来到这里三个月，
他就感到他的生活没有指望了，你能从他的信中找到原因吗？
细读凡卡的信，画出有关的句子进行交流。

相机引导学生关注凡卡的生活，抓住具体事例和句子，体会
凡卡没有指望的生活。

以情激qing，引导学生读好凡卡饱含悲情的信：是啊，这一切
的一切，把小小的凡卡心中的指望砸得粉碎。在这个冰冷的



世界，生活在这一群冰冷的残酷的人中间，弱小的他能指望
什么呢，他只希望爷爷救救他，救他离开这个魔鬼般可怕的
地方，因为他已经看到死在向他招手了。凡卡的信，是蘸着
血和泪写的，是这个穷苦的乡下孩子的呐喊！是对这个悲惨
世界的控诉！请把这封信有感情地读一读，进一步体会凡卡
的悲惨生活和痛苦心情。

（3）凡卡在城里的一切美好的指望都破灭了，又产生了新的
指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引导学生读他乞求爷爷的话和对未来的设想以及急切的心情。

第二课时

一、围绕凡卡的梦，两次续写，体会凡卡梦的含义。

1.读凡卡的梦：凡卡的信终于寄走了，同时寄走了他满心的
希望，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睡熟了。按着凡卡的想法，以
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生自由谈自己的看法）梦为心声，我
们看看从凡卡的梦中会感受到什么。

读凡卡的梦，注意省略号，接着设想延续的梦境，体会凡卡
的美好而急切的心情。

2.凡卡的梦会变成现实吗？细读凡卡回忆部分和叙述部分，
抓住有关事例和句子谈自己的看法。

引导重点：

*醉醺醺的邮差，不清楚的地址，使信无法寄到爷爷手中。

*即使寄到，他的梦也依然只是个梦而已：

在凡卡心中乡村生活的美好，其实蕴含着贫苦，更衬托出来
的城市学徒生活的悲惨。



爷爷的年龄、做的事情都不足以养活一个渐渐长大的孙子，
把孙子送到城里，是爷爷唯一的选择和希望。

3.再读凡卡的信，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信的后面写上几句想
说的话。体会凡卡终究梦碎现实依旧的悲惨命运。

二、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想想作品为什么这样打动人心？体
会作者表达上的特点。

可以通过假设引导：

假如没有回忆……

假如没有对凡卡写信过程中的动作描写……

三、抄写自己喜欢的词句。

四、对比阅读高尔基的《在人间》一个片断：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大街上一家“时式鞋店”里当学徒。

“不要出怪相，”他低声严厉地说。

“我说了，不要出怪相，”他更低声地，厚嘴唇几乎不动地
说。

我告诉他时，他摇晃着盖满花白头发的圆脑袋，使人难堪地
说：

“捡破烂儿，这比要饭还糟；比偷东西还糟。”

我不无得意地说：

“我也偷过东西呢。”



“怎—么，你还偷过东西？”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他讲这句话时，语气很平和，可我却吓坏了，也更讨厌他了。

“那得叫他听我的话。”

外祖父把手放在我脑袋上，按弯了我的脖子：

“你得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

萨沙便瞪出眼珠向我叮嘱：

“你可别忘了外公的话！”

于是，从头一天起，他就趁势摆起老资格来。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老板这样说他。

“我，我没有，东家，”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可是老板还
是唠叨不休。

“别老虎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

大伙计满脸陪笑，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红着脸躲到柜台
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谈话，里面好些话我听不懂，有时觉得他们好
象在讲外国话。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啊……”

“这个，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急忙热心地解释。



“哎哟！”女人叫了一声。“你这个调皮鬼！”　

他鼓起腮吃力地说：

“啧……啧啧。”

“你这样胡闹，人家会把你撵走的！这有什么可笑的？”

他又解释道，大伙计得到太太们的欢喜，买卖就会兴旺起来。

我感到委屈，谁也没替我操心，尤其是他。

“懒家伙，叫别人替你做事……”

我觉得苦恼，寂寞。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从早到晚，
呆在库纳维诺区的砂土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
森林中。可是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朋友，没有可以谈话
的人，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的全部丑恶和虚伪的内幕，使
我愤恨。

1.快速阅读，想想与《凡卡》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

2.说说作者的学徒生活怎么样？

3.推荐读《在人间》。

《凡卡》教学设计（a、b案） 来自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