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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 阅读 《渴望生活———梵高传》，

了解梵高生平，通过欣赏梵高作品学习

他执着追求的精神。
2． 鼓励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小论

文、批注字句或段落，引导学生多元化

深入解读。
3． 通过讨论交流、读书报告会等

方式将读书收获立体化、活动化。

二、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渴望生活———梵高传》
（欧文·斯通著，常涛译；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2008 年版）

辅助材料：

1．《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
永恒的＜梵高传＞》（作者：丁宁）

2．《读一读＜渴望生活：梵高传＞》
（作者：刘海燕）

3．《细腻传神见真功———读欧文·斯

通的＜梵高传 （节选）＞》（作者：王松泉、
王静义）

4． 《兄弟情绽放了“向阳花”———
品读＜梵高传＞中提奥形象》（作者：易延坚）

5． 《执著铸就辉煌，创造凝成不

朽———＜梵高传（节选）＞导读》（作者：唐

仕伦）

6《最后的梵高》（作者：冯骥才）

7《投给燃烧的感情》（作者：林清

玄）

8．《火中取栗的人》（作者：周晗）

9．《亲爱的文森特·梵高》（作者：安

妮宝贝）

10． 《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

哥》（作者：海子）

三、教学时间

四周

四、教学计划

第 一 周 ： 激 趣 导 入 ———让 学 生

“爱” 上梵高

《渴望生活———梵高传》 阅读教程

文/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 黄翀

2． 个人完成自由批注或读后感，

并出一份“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手抄

报。
第 4 周

1．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汇演。
2． 批注、读后感等作品的交流、

点评；手抄报评奖、展示。
3． 进 行 一 次 《威 尼 斯 商 人》 及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阅读评估。

四、教学成果

PPT、辩论稿、批注和读后感、剧

本、手抄报。

五、评价建议

1． 过程性评价：读书活动全员参

与，每个活动环节都进行小组 PK 赛，

兼顾学生的差异性，采取呈现写作、
PPT 制作、辩论、编剧、戏剧表演、手

抄报等多种展示形式。
2． 结论性评价：活动结束后，组

织评价小组对所读内容命题，进行阅读

评估。

六、教学反思

最初的阅读要求中，每天概括一幕

中每一场的内容，既是为了最终形成一

个完整的主要情节列表，也是要培养学

生的概括能力。有些同学的概括抓不住

重点或不简洁，故展示其他同学的概括

作为范例。
试着将《威尼斯商人》分解为若干

个独立的小故事，则是为了与辅助的阅

读材料呼应，梳理出更清晰的情节线

索，体会作者结构艺术的匠心独运。由

此也可以看出，阅读辅助材料，可以获

取很好的设置问题的角度和写作小论文

的灵感，对师生都是很好的帮助。
对于初中生而言，《威尼斯商人》

剧本稍嫌冗长，少数同学还觉得难懂。
这恰好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不懂就

问，试着把对白改编成现代汉语。这个

环节老师可以做出示范，以能更好地引

领学生深入文本，激发学生改编的兴趣。
同学们第一次展示交流的时候有很

多自己的选择，交流会出场顺序如下：

第一、鲍西娅与侍女谈论求婚者；第

二、金匣子；第三、银匣子；第四、铅

匣子；第五、法庭斗争之夏洛克篇；第

六、法庭斗争之鲍西娅篇；第七、《威

尼斯商人》续集；第八、我眼中的夏洛

克 （小辩论）。其中不乏精彩内容，比

如“双线”演绎了“鲍西娅与侍女谈论

求婚者”；比如亮点笑点层出不穷的

《威尼斯商人》续集等。评价等级为优

的有“第七”，良有“第一、二、五”。
初次交流时有些小组选择的情节是

很生动的，但改编剧本的意识不强，导

致演出乏味；也有的小组只有情节缺少

细节，比较单薄。这个进一步说明了改

编剧本的重要。有的小组忽略了肢体语

言，演出的走位、声音欠妥，这需要用

心积累经验，并辅以较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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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专题

（一） 教学重点：了解梵高生平、
作品及创作背景。

（二） 具体要求：布置学生阅读书

籍并收集梵高相关生平资料，制作成

PPT，以小组为单位课堂展示。
（三） 展示内容示例：介绍梵高生

平、代表画作及其背后的故事；播放刻

画梵高的民谣；高度评价《梵高传》的

价值；甚至对书的封面、封底都做动情

的解说。
（四） 辅助材料： 《生活在低处，

灵 魂 在 高 处———永 恒 的 ＜梵 高 传 ＞》
《读一读＜渴望生活：梵高传＞》《梵高

画作欣赏》、网站“梵高艺术馆”全部

内容。
第二周： 读书指导———引导学生发

现美、 欣赏美

（一） 教学重点：理清梵高的人生

经历，分析梵高人物性格。通过分析作

品的选材、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

特色等艺术形式，了解作者这样处理的

意图。
（二） 具体要求：布置学生撰写读

书笔记、小论文、对词语或段落进行批

注、填写传记阅读积累表。教师从旁辅

导，选出优秀的批注和读书笔记进行交

流；组织学生阅读辅助材料，提高学生

阅读的广度、深度。
（三） 学生批注示例：“读温森特

独白式的告别时，脑海里涌现起许多阅

读过的片段，那些鲜活的或已经死去的

生命，一个个呈现在眼前，有股想哭的

冲动。这种情绪深深地把我带进书里的

每一个文字，这种感动源于一种悲凉但

有力地陈述，而非煽情的修辞。”
（四） 辅助材料：《细腻传神见真

功———读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节选）＞》
《执著铸就辉煌，创造凝成不朽———＜梵

高传 （节选） ＞导读》《兄弟情绽放了

“向阳花”———品读＜梵高传＞中提奥形

象》。
第三 周： 读 书 交 流———畅 谈 感 受，

鼓励多元解读

（一） 教学重点：通过课堂讨论交

流，让学生从梵高的人生获得有益的启

示，并形成一定深度的思考和判断。
（二） 具体要求：在课堂上和学生

“聊书”，学生提出问题，互相交流解

答，能对作者所持的观点和艺术处理提

出自己的看法。教师引导学生就传记反

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尝试进行评

论性文章写作。
（三） 讨论问题示例：评价与他

“死也不分离”的好弟弟提奥；探讨梵

高一生寻找的“橘黄色”的深层涵义、
如何看待梵高的自杀行为、将梵高和

《活着》当中的富贵进行比较……并可

从文本衍生开来，讨论假设性问题———
你愿不愿意经历梵高的生命？梵高的身

上，是不是证实了马克思说的“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梵高求婚、传

教成功，他会不会是一位成功商人或伟

大牧师？梵高更爱生活，还是更爱自

己？

（四） 辅助材料：《最后的梵高》《投

给燃烧的感情》《火中取栗的人》《亲爱的

文森特·梵高》《阿尔的太阳———给我的

瘦哥哥》。
第四周： 读书展示———将读书收获

立体化、 活动化

（一） 教学重点：通过内容抢答赛、
短剧表演、手抄报展示、诗歌朗诵、写

推荐词等活动探究作品主题及人物性

格。
（二） 具体要求：师生共同商议将

梵高一生分成三个阶段，并将学生分成

三组。让学生从读书笔记、批注中归纳

梵高不同时期的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

继而探讨合适的表演形式，设计读书报

告会。
（三） 读书报告会流程：

1． 激发兴趣，导入学习

以梵高作品拍卖会的形式展示梵高

著名画作，通过学生估价与画作的实际

价格对比，导入读书会。
2．活动过程

活动一：小组专题阅读汇报

【第一组】前期———序幕 （伦敦）、
第一卷 （博里纳日）

（1） 展示形式：内容抢答赛。
（2） 提出问题：梵高尝试过很多职

业，可最终他选择了绘画，对此你有什

么想法？

【第 二 组】 中 期———第 二 至 五 卷

（埃顿、海牙、纽恩南、巴黎）

（1） 展示形式：通过一幕短剧来体

现梵高走上绘画艺术道路时遭遇的挫折

和质疑，表现出他面对困难时的执着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2） 读书笔记交流。
（3） 提出问题：梵高生前无人关

注，死后却名扬万里，你认为梵高这一

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从中你得到什么

样的启示？

【第 三 组】 后 期———第 六 至 八 卷

（阿尔、圣雷米、奥维尔）

（1） 展示形式：A．手抄报、书法展

示。B．朗诵第三部分梵高经典文段，表

现梵高独特的艺术追求、人生理想和心

路历程。
（2） 提出问题：本书书名是“渴望

生活”，梵高渴望怎样的生活？

活动二：阅读感悟———问题讨论环

节

就刚才活动一中各小组出示的三个

问题集体探讨。
活动三：写作拓展———为 《梵高

传》写推荐词

借鉴“感动中国”的颁奖词的语言

形式，为《梵高传》写推荐词，吸引亲

朋好友读这本书。

五、教学成果

PPT、读书笔记、评论性小论文、
改编剧本、改编诗歌、手抄报、书法作

品。

六、教学评价

1． 过程性评价：每一个读书环节

中，学生参与性高。读书笔记中，写出

了自己对作品的深入解读；讨论交流

时，学生不仅“入乎其内”与文本对

话，也“出乎其外”与自己对话；读书

报告会上，各个活动环环相扣，学生们

抢答争先恐后，短剧表演惟妙惟肖，交

流在理在情，朗诵感情充沛……充分的

前期工作与默契的现场展示让读书会现

场高潮迭起。
2． 结论性评价：此次读书会历时

一个多月，带给学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预

料。许多学生主动要求老师推荐好书，

关心下一次读书会的时间。学生之间交

流的就不仅是游戏了，还有更热门的话

题：你在读什么书？有家长反馈，孩子

似乎突然长大了，且养成每天阅读的习

惯。而老师也发现学生的阅读质量逐步

提升，写作中开始有独特的感受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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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逐步开展对读整本书、读一个

作家、读一类作品的读书活动的尝试。

七、教学反思

“读一本书，犹如与一个高尚的人

对话。”一本好的人物传记，是进行情

感教育、理想教育的最好读本，具有潜

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在阅读和思考中，

往往会影响个人性格的塑造和世界观的

形成。再者，从语文学习的角度来说，

许多传记作者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造

诣，其作品能促进学生的语言鉴赏和使

用能力的提升。
选择带领学生读《梵高传》，不单

纯局限于了解梵高生平、欣赏梵高作

品，更希望学生读懂他的内心，感受他

的热情，学习他执着追求的精神；同

时，《梵高传》作者欧文·斯通被誉为

“传记小说之父”，阅读他的传记可以提

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本次阅读活动共分四周进行，在导

读课上，通过学生自主宣传、介绍此

书，全方位、多角度地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阅读过程中，教师引导学

生明白，读一本传记，不仅局限于读这

本传记本身，与本书、传主相关鉴赏、
评价、研究类的文章著作，都要辅助阅

读，这可以大大提高阅读的广度、深

度。因此在读书过程中，教师推荐大量

阅读辅助材料，辅助学生在读书笔记和

小论文的写作中加上自己独特的感受和

深度的思考。
讨论交流是推进阅读的重要环节。

边读书边交流，不仅在每周阅读课上交

流，在课外也时不时与学生“聊书”。
这对学生的阅读既是督促又是激励。学

生带着自己的阅读感受表达、讨论、倾

听，在民主宽松的氛围中获得不一样的

作品解读。
随着阅读的深入，同学们迫不及待

地想通过读书报告会分享读书的收获和

体验。师生共同商议将梵高一生分成三

个阶段，分别表现梵高不同时期的生活

样貌和精神状态。学生根据自己喜爱，

自由组成三组，选出组委会。老师抛出

主导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每一部分中最

能体现梵高个人魅力的地方在哪里？什

么方式最能展现你们组的阅读感受？通

过发问，让学生从自己大量的读书笔

记、批注中去归纳、寻找答案，继而探

讨合适的表演形式。在读书展示中，各

个活动环环相扣，学生们抢答争先恐

后，短剧表演惟妙惟肖，交流在理在

情，朗诵感情充沛……充分的前期工作

与默契的现场展示让读书会现场高潮迭

起。期间，老师还需针对实际情况给予

适当的指导。

女孩肖像 /素描 作者：朱玮琨 单位：广州市美术中学 石阶 /钢笔画 作者：陈雪梅 单位：清远市阳山县小江中学

美术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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