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导读”，携疑共读

——《昆虫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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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读课上，老师要干什么？

一个人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只能改变自己。

——李中莹《重塑心灵》

1.引诱学生阅读；

2.指导阅读策略；

3.激发学生思考。

    阅读只是给头脑提供认识
的材料；思考才使我们阅读的
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



《昆虫记》的教学价值

            《昆虫记》在统编教材中的地位，《昆虫记》名著导读

内容被安排在统编教材八上的第五单元中，作为统编教材“三

位一体”设计体系中的其中一位，其自然要发挥其作为“教材

”的应有功能。教材中《昆虫记》导读的标题是“科普作品阅

读”，结合本单元提示中“引导我们去发现大自然的奥秘，激

发科学探索的兴趣”“增强思维的条理性和严密性”等要求，

我这样来分解《昆虫记》的教学价值。



《昆虫记》教学价值落实分解表



导读目标

• 1.阅读教材中的“导读”内容，用贴标签的

方式激发阅读兴趣；

• 2.对比阅读“读书方法指导”，梳理科普作

品阅读的关注点；

• 3.利用《昆虫记》中的“导读”，学习针对

内容提问，并带着疑问阅读。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    出示：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
"，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
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

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
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
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 1.问：这是一段书评，你觉得这是哪本书的书
评？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2.简介法布尔
•          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年幼

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贫穷的

他在56岁终于购得一处荒宅，把这里变成研究昆虫的乐园，他

风趣地称之为“荒石园”。在这里，法布尔不知疲倦地进行各

种昆虫研究，把劳动成果写成一卷有一卷的《昆虫记》，在他

86岁高龄完成第十卷。雨果称他为“昆虫界的荷马”罗曼罗兰

称他“掌握无数小虫子秘密的语言大师”，法国文学界称他“

科学界的诗人”，推荐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遗憾的是，评委

还没来得及做出最后决定，1915年，92岁的法布尔在他钟爱的

昆虫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



二、概说《昆虫记》

• 1.打开教材第121页，阅读《昆虫记》的导

读第一部分，请你选择其中一句话来评价
《昆虫记》；

• 2.请你选取一句话，写在事先准备好的标签

上，然后贴在《昆虫记》的封面上。



三、明确阅读路径

1.认识科普作品

      阅读教材第122页“读书方法指导”部分，思

考：（1）科普作品有什么特点？（2）应该如何阅

读《昆虫记》？可以与教材第65页《红星照耀中国

》的“读书方法指导”对比着读，并结合自己的阅

读经验写出你的思考结果。



2.交流成果，梳理出读《昆虫记》的方法：

    （1）阅读《昆虫记》前言、后记或附录中的相关内容，

了解法布尔的生平、科学成就和《昆虫记》的大致内容；
（总览全书）

    （2）通读《昆虫记》，了解《昆虫记》中的科学知识；

（汲取知识）

    （3）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质疑问难，拓展延伸；（质疑

延伸）

    （4）从《昆虫记》中体会法布尔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

（体会精神）

   （5）发挥想象力，进入《昆虫记》所描写的世界，体会文

字之美，鉴赏《昆虫记》的文学性。（鉴赏文学）

三、明确阅读路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398035024041006052

https://d.book118.com/39803502404100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