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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教学实录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精品课例

一、听写全诗

师：今天我们学习新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现在，请同学们拿出笔记本，我们先来听写这首诗。

（师每句念两遍；生听写。）

师：请同学们打开课本逐字逐句对照批改自己

的听写，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字词。

（师请两位同学到黑板上写出写错的字词。）

师：好！大家看看自己都写错了哪些字词，同桌

之间看看有没有写错相同的字，并运用修改符号改

正在空白处。

（师巡视，提醒没有改正的同学及时改正。）

师：同学们错得最多的是哪一个字或词呢？

生：“常是”。

（师板书“常是”。）

师：还有吗？

生：“须要”。

师：同学们写成了哪个词？

生：“需要”。

（师板书“须要”和“需要”，表扬学生用改错符

号改正的好习惯。）

师：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我需要十元钱”

应该用哪一个？

生：“需要”。

师：这和诗句中的“须要”有什么不同呢？

生：诗句中的“须要”有“必须”的意思。

师：大家在“须要”下面画一个小三角。这个词

的确很容易错，以后默写时一定不能错了。

（生在“须要”下面画小三角。）

师：现在，我们来齐读一遍这首诗。

（生齐读。）

二、理解词语

师：刚才，我们开展了第一个学习活动——听写

诗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学习活动——理解词

语“欺骗”。日常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受过欺骗？

生（齐）：有。

师：你受过谁的欺骗？

生：我的压岁钱妈妈说她替我保管，可我想买心

爱的布娃娃时她根本不还给我。

（师生笑。）

师（笑）：你妈妈欺骗了你，拿走了你的压岁钱。

还有谁受过欺骗？

生：有一次，同桌很殷勤地给我让座，结果我坐

在了有水的凳子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

师：结合大家刚才叙述的几种被欺骗的情况，我

们该如何理解“欺骗”这个词呢？

生：欺骗是贬义词。

师：你是从感情色彩上来说的。它的意思是什么

呢？有同学能解释一下吗？

（生无人举手。）

师：那就小组内先交流一下。

（生交流，师巡视。）

师：你来把你们组刚才交流讨论的结果给大家

说一下。

生：欺骗就是骗人，是说假话让人相信。

师：很好。欺骗，就是用虚假的言语让人相信。

请大家笔记，欺骗就是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掩盖事

实或真相使人上当。

（生笔记。）

师：刚才我们对欺骗的理解，是结合生活中的例

子进行概括并参照词典中的解释完成的。那《假如

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中的欺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呢？同学们先小组内讨论交流，然后全班展示。

（生小组内讨论交流。师指导生主动合作，主动

交流，学会合作，学会交流。）

生：《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中的“欺骗”，

应该是指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师：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生：生活“欺骗”了“我们”，出现了“忧郁的日

子”，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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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非常好，你很善于结合具体语境理解词语的

意思。请大家把他的理解记下来。

（生笔记。）

师：还有其他解释吗？什么叫挫折？同学们遇到

过挫折吗？你遇到过什么挫折？

生：同学的成绩超过我时，我总是想努力提高，

但结果总是和我想的不一样。

师：结果和你想的不一样，这就叫挫折？同学们

同意吗？我天天坐在这里想考 100 分，结果我没有考

100 分，我这是遭受挫折了吗？

生：不是。因为你不付出努力自然不会有回报。

师：是啊！所以说，结果和想的不一致也不一定

就是遭受了挫折。那么，遭遇什么才叫挫折呢？

生：努力了却没有得到回报。

师：我想考 100 分，我也努力了，但我只尽了 20

分的努力，结果我考了 20 分，同学们觉得我遭受挫

折了吗？

生：没有。因为你的努力不够。

师：《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的欺骗，的确是指

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这个挫折是指付出极

大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请大家记下来。

（生笔记。）

师：现在，大家把第 1 节齐读一遍。

（生齐读。）

师：诗歌中与“欺骗”这个词关系密切的是哪一

个词？

生：“忧郁”。

师：大家把这两个词圈起来，并用一条线连在一

起——受了“欺骗”，就会感到“忧郁”。

三、替换词语

（一）换一个同义词

师：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个学习活动——换词

语。请同学们给“忧郁”换一个同义词，写在它旁边。

生：悲伤。

生：无奈。

师：“无奈”是什么意思？

生：想做但做不了。

生：郁闷。

生：艰辛。

师：“艰辛”与“忧郁”是不是同义词？

生：不是。

师：还有不一样的近义词吗？

生：痛苦。

师：同学们觉得用“悲伤”“忧伤”“痛苦”“忧郁”

哪一个更好一点？

生（齐）：“忧郁”。

师：好在哪里呢？

（生无人举手。）

师：那同学们就先同桌之间交流一下。

（生同桌之间交流。）

师：“忧伤”和“忧郁”有没有区别？

生：“忧郁”除了“忧伤”外，还有“苦闷”的意思。

师：非常好。读诗歌就是要细心体会作者遣词造

句的准确，体会诗人的心理和情感。

（二）换一个近义词

师：刚才，我们给“忧郁”换了一个同义词。下面，

我们给“怀恋”换一个近义词。可以换成什么呢？

生：思念。

生：依恋。

师：能不能换成“依恋”？

生：可以。

师：“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依恋”，

这样可以吗？请同学们用“依恋”造一个句子。你来

造一个——

生：我很依恋父母。

师：依恋的对象是——

生（齐）：人。

师：那这里可以用“依恋”吗？

生（齐）：不能。

师：“怀恋”还可以换成哪些词语呢？

生：眷恋。

生：怀念。

师：我换的是“回忆”，同学们觉得可以吗？先同

桌间交流一下。

（生交流。）

师：同意的请举手。

（大部分学生举手。）

师：不同意的请举手。

（有一个学生举手。）

师：说说你的理由。

生：我觉得“回忆”表达不出那种念念不忘、恋

恋不舍的情感。

师：非常好。学习语文，特别是语句的含义，一

定要在辨词析句的过程中涵泳体会。其实，另外一个

版本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此处的翻译就是“回

忆”。今天，我们对辨析词语又多了一分理解。现在，

请大家齐读一遍第 2 节。

（生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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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语概括

师：现在，请同学们完整地读一遍这首诗，边读

边思考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用一个四字短语

来概括。

（生读全诗。）

师：生活欺骗了我们，当我们付出努力却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时，作者告诉了我们四个字，是什么？

生（杂）：相信生活，苦尽甘来，先苦后甜，知难

而进，向往未来，有苦有乐，自强不息……

师：好！同学们的这些答案，哪一个更符合作者

的意思呢？

生：苦尽甘来。

生：有苦有乐。

师：作者真的是要告诉我们生活“有苦有乐”与

“苦尽甘来”吗？我觉得刚才有位同学说的“向往未

来”，或者说是“相信未来”，要更好一些。请同学们

把“相信未来”写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边。相信未来，

就是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都要相信未来一定是光

明的，只要有信心，努力去创造，就一定会有美好的

未来。同学们再读一读这首诗，体会一下作者告诉我

们要相信未来的那种自信。

（生齐读全诗。）

师：我国有一位诗人，就写了一首《相信未来》。

来，同学们大声读一遍。

（屏显。生读。）

相信未来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师：同学们将“相信未来”这四个字读得很重，

表达出了强烈的情感。我也来读一读，同学们感受一

下我朗读时表现的感情。

（师范读。生鼓掌。）

五、朗读诗歌

师：现在，同学们自由朗读《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要读出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感情。读前，要仔

细揣摩作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来写这首诗的，

以及他要表达怎样的情感。

（生自由朗读。）

师：作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来写这首诗的？

生（齐）：劝说。

师：请同学们在诗题旁批注“劝说”。那又是谁

在劝谁呢？

（生议论纷纷。）

师：一般来说，劝说有哪几种情况呢？

生（杂）：劝别人，劝朋友，劝自己，劝敌人……

师：概括起来说，一就是劝别人，二就是劝自己，

对吧？假如这首诗是在劝别人，是在劝谁呢？生活中

我们会劝谁？老师常常要劝谁？

生（杂）：劝同学，劝学生，劝亲人……

师：爸爸、妈妈会劝谁？

生（杂）：劝我们，劝孩子……

师：有没有我们劝爸爸、妈妈的时候？

生：有。爸爸喝酒的时候，我会劝他不要喝。

师：你爸爸喝酒的时候，你会用这首诗劝他吗？

什么情况下，同学们会用这首诗来劝爸爸？

生：爸爸失业的时候。

师：很好。你爸爸失业了，你会怎么劝他呢？你

来说两句——

生：爸爸，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

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

将会来临……

师：很好。假设你是爸爸，你觉得孩子用这样的

语气劝你好不好？

生：挺好。如果再能加上一些肢体语言就更好了。

师：哦，加上肢体语言！你来演示一下加上肢体

语言怎么劝爸爸。

（生演读。）

师：你劝得很好！还有谁想劝爸爸？你想劝谁？

没有同学想劝了吗？好，长辈劝同学们的时候，老师

劝同学们的时候，父母劝同学们的时候……他们会

怎么劝呢？他们会怎样做呢？

（生自由发言并演读。）

师：好，假设你是父母，请加上动作、神态来劝

孩子。

生（紧握拳头，眼神坚定）：孩子，假如生活欺

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生鼓掌。）

师：很好。同学们就这样再自由朗读一遍这首诗。

（生自由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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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有一种情形是劝自己。同学们有过劝自己

的情形吗？同学们会在什么时候劝自己？在劝自己的

时候，会有怎样的动作和表情？会用怎样的语气？现

在，假设同学们是在劝自己，该怎样劝呢？来，请用

读这首诗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自由读全诗。）

师：假如生活欺骗了同学们，现在有爸爸、妈妈

和老师可以来劝你们，来安慰你们。有一天，同学们

也会成为爸爸和妈妈。到那时，有些话、有些事就不

能再告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了；有些话、有些事也不

能告诉自己的孩子；当然，更不能告诉其他人。这时，

就只能自己劝自己了。同学们自己劝自己时，如果也

是拿这首诗劝，也是会走到阳台上，像刚才那样高声

朗诵吗？

（师感情充沛、声音洪亮地朗读“假如生活欺骗

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师：是这样吗？还是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情态来

读呢？

（一生举手。）

师：好，你来。你会用怎样的情态来劝自己呢？

用朗读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我认为劝自己应该是一种很坚定的情态。

师：“很坚定的情态”。那怎样才能表现出你的

坚定，让人感受到你很坚定呢？

生：眼睛一直盯着某一地方，声音要很洪亮，要

表现出被这首诗所蕴含的思想所感染，即它一直在

勉励着自己。

师：哦，“声音要很洪亮，要表现出被这首诗所

蕴含的思想所感染，即它一直在勉励着自己”。好。

其他同学有别的意见吗？

生：如果是我劝自己，我会眼神坚定，紧握拳头，

小声告诉自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

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

将会来临。”

师：很好，现在同学们就用这种状态自己读一

读。注意，声音不能太高。

（生自由读，师观察生的表情和动作。）

师：你刚才读的时候，不仅紧握拳头，还用拳头

捶打了自己的胸脯。你为什么要捶打自己的胸脯呢？

生：我想让自己清醒过来，振作起来。

师：“让自己清醒过来，振作起来”，说得多好啊！

好，现在请同学们用劝自己的情态齐读一遍这首诗。

（生齐读。）

师：《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不仅会带给

我们学习诗歌的快乐，还会让我们在将来面对生活

中的困难和挫折时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

再高声把这首诗朗读一遍，用自己的理解表现面对

困难和挫折时要有“相信未来”的生活态度。好，“假

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起——

（生齐读全诗。）

师：好。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试着背诵全诗。

（生闭眼，背诵，无错误。）

师：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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