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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单独招生考试语文试卷的变化

 

                          年份（分值）

项 目
 2013年前  2014年后

 一、基础知识单项选择题  30  20

 二、阅读理解单项选择题  24  18（含古诗词）

 三、文言文单项选择题  16  6

 四、简答题  12  20

 五、文言文阅读   10

 六、口语交际  8  8

 七、综合实践   8

 八、应用文写作  10  10

 九、作文  小作10大作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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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单独招生考试语文试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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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单项选择题（-10）
阅读理解单项选择题（-6）
文言文单项选择题（-10）

简答题（+8）
文言文阅读题（+10）
综合实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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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单独招生考试语文试卷的变化

变化后的试卷是变难了还简单了？

   课堂教学中，我们语文教师给予的是标准答案，而不是在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

   我们的测试热忠于客观题，因为便于我们的语文教师阅卷！久而久

之，我们的学生也适应于客观题的考试形态。

变难了

简单了

   客观题有标准答案，对了得分，错了无分；主观题无标准答案，只

要意思对了，就能得分；有了客观答案，就会有主观的答案！

如果没有客观答案，是否能产生主观的答案？

       这不是简单的客观题、主观题占分比
例改变的问题。这是考试理念的变革：由
对识记知识的考试向理解、应用能力的检
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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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单独招生考试语文试卷的变化

引发的问题：

   单独招生考试语文应该教什么

     单独招生考试语文应该怎么教

解决教学内容

解决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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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规定的广度和深度，一般应是学生必须达到的最低

标准，是检查学生学业成绩和评估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准则。

大纲
基础模块
职业模块
拓展模块

分模块提出对应教学要求

教材 分册编写 在话题选文、文体组元中综合
体现三个“模块”的教学要求

分   对
解   应

——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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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
江苏省普通高等院校对口单独招生考试语文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对应教学大纲规定考试任务（题型、分重以及对

考生要求的等级）。

识记、理解、分析综合、欣赏评价、表达应用则是规定学生
对知识点要求掌握的程度由低到高，分数比重由轻到重，题
型难易程度由易到难等等的五个等级。
识记的知识点或考或不考，即便考也一定是多考小题甚至书
本里原封不动的知识点；

理解的知识点就可能考得稍难些，可能会考到陷井题；

分析综合、欣赏评价、表达应用的知识点肯定就是重中之重，
一般都是考大题、难题，甚至几个同类知识点混在一题考！

——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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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喜欢，
使他们喜欢

学生读不懂的，
使他们读懂

学生读不好的，
使他们读好

应教内容

教学目标
（大纲要求）

文本特征教学需要
（大纲考
纲要求）

学生需要

单独招生考试
语文教学重点

——选择的依据一、教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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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

学生需要       教学需要
学生读不好
学生读不懂

教学目标
文本特征     

学生不喜欢
却教学需要

单独招生考试
语文教学重点

——选择的依据

启示：教学内容的确定永远比教学形式的选择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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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 ≈阅读取向+阅读方法

由读者的阅读目的决定：
以考试为目的与休闲为目
的，其阅读取向则不同。

阅读方法和文本文体密切相关。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阅读方法。

阅读的过程 理解与感受

阅读能力（已有、需要）

特定阅读文本

百科知识（已有、需要）

阅读教学内容

如何提升和丰富学生的理解与感受？
1. 提供学生理解、感受所需要的百科知识；

2. 指导学生形成所需要的阅读能力；

3. 帮助学生增进对文本的理解与感受。

切记：要根据“学情”和文本文体特征，提供能帮助学生增进
理解与感受，所能接受、所需要的知识与方法！

一、教学的内容——现代文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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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现代文阅读教学
例：《仁爱一生》

1. 什 么 是
仁爱？
2. 我 们 应
该 学 习 传
主 什 么 精
神？
3. 讨 论 ：
面 对 现 代
缺 少 “ 仁
爱 ” 的 社
会 ， 我 们
青 年 人 应
该 怎 么
做？

1. 仁爱，宽仁慈爱。课文选用了哪些材料来表达传主的
“仁爱”的？这些材料又是如何来体现传主的一生的
“仁爱”的？
2. 课文在塑造传主这一人物形象时综合使用了哪几种人
物描写方法？请你从课文中找出相应实例，并与同学讨
论，课文运用这些描写方法对塑造传主形象的作用。
3. 课文再现的典型环境是什么？请你找出课文中典型环
境描写的片段，说说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并谈谈这一典
型环境的描写对于表现课文主旨起到什么作用？
4. 课文多处运用对比手法，你能从课文中找出几组对比
的内容，并说说课文运用对比手法的作用。
5. 作者为什么说传主为垂死者建立临终关怀医院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请结合课文内容，找出相关的句子，
并概括“不可思议”的原因。 

一堂不折不扣的语
文的“政治思想品
德”课！

选材组材功能的认知、表达
方式和典型环境作用的体味、
修辞作用的领悟、词语深层
含义的品味，无不是在讲语
文、用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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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荷塘月色》

作者为什么心境“不平
静”呢？请看这篇散文
的写作背景。
PPT 显示：“四一二”
事件……
写荷塘月色，为什么要
写“江南采莲”？
答：此“江南”应该是
指南方的革命根据地…
作者在文中为什么时悲
时喜？
答：为“四一二”而悲，
为南方的革命热潮而喜。

……“我”因“不平静”心态去寻求“平静”
的安慰。这是人人常有的行为！今天，我们
就捉住“我”以“不平静”心态去寻求“平
静”的安慰这一感情线索，走进课文……
在荷塘月色下，“我”想起了“江南采莲”，
是因为作者出生于江苏，并且更重要的是采
莲是一种“热闹”“浪漫”“有趣”的景象。
结合课文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你说说，这种
说法是否全面？为什么？
……
根据散文意境，“我”为什么时悲时喜？
答：因“不平静”心境而悲；因景美而喜。

一、教学的内容——现代文阅读教学
如果我们硬要将一篇留世的优美的
写景抒情散文与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那么，我们又如何引导学生去解读
《我的空中楼阁》呢！

启示：引导学生正确领悟作品中所蕴含的作家情感
，在美丽的自然中提高审美情趣，提升自己的人生
境界。——未必不是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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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现代文阅读教学

例：《今生今世的证据》

……

    抓住“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

迈上了虚无之途”这一句的内涵，理解课文的主旨。

老师解答：物会消失，证据会消失，村庄会消失，家园会消失，

连存在本身也会消失。但当作者窥见美与痛，并把这种痛苦、反

思、眼泪、绝望都流淌出来的时候，当作者的经历“思”抵达

“诗”的时候，即写成了《今生今世的证据》的时候，这种虚无

反而成了一种永恒。

解读是深刻而独到的，但这是教师自我立场的解读！

请问：学生都能理解这样的解读吗？学生都认同这样的
解读吗？这是必然的唯一的解读吗？如何不能肯定，那
么，这一解读能帮助学生增进对文本的理解与感受吗？

启示：教师适应学生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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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字词训练≠

古汉语知识讲授≠

教师的句句落实串讲≠

       脱离文本孤立的字词训练，就等同于
阅读有关资料或工具书！
       判断字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
和用法，这是一种能力和素养！

重视积累

重视文本解读

重视文本理解

      古汉语知识，是后人对文言特点的归纳，
而不是古人自觉执行的语言规则。只有在阅
读中结合具体文本和语言环境去领悟和理解。

案例：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
解”是否倒装？“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的
“之”是什么作用？
“以”作“由于”讲，
什么情况下是介词，是
连词？

导致教学效益的低下；扼杀学生
的主动意识；容易陷入知识中心。

一、教学的内容——文言文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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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学内容：“言”与“文”的结合：文言，文章，文学，文化

案例：

       关键词句

      
       
       
       语言特点

《劝学》：“学不可以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体现
了作者什么样的学习观点？作者在全文中从哪几个方
面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的？主要的论证方法是什么？
《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这些句子代表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

《劝学》：根据比喻修辞手法的功能，你是如何理解
课文中比喻句的？试举2－3句，说说你的理解。
《师说》：结合课文所简述的观点，请你说说课文中
对比的作用。

一、教学的内容——文言文阅读教学

      从语言入手，将文言文教
学的“文言”“文章”“文学
”“文化”的教学内容，自然
地融合起来，达到四者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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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交际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的主体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沟通现象。

    在口语交际的教学中，教师既是组织者，更是参与者、

引导者和促进者。对学生说，既是一种学习实践的过程行

为，也是自身一种知识能力的表现行为。

教师的教学内容：组织情境  参与活动     

                引导方法  促进能力

一、教学的内容——口语交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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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朗读

  在单元教学结束后，语文老师决定举行一次主题为“让
朗读成为习惯，让书香飘逸校园”的班级现代散文朗读比赛
活动。为提高活动质量，语文老师就如何提升朗读水平进行
了针对性指导。他说，朗读前在精读并把握所选散文表达的
思想情感的基础上，设计出朗读的语调、语速、停顿、语音
轻重等，用如“—”或“→”表示语调平缓；“↑”或“↗”

表示语调上扬；“↓”或“↘”表示语调下沉；“｜”或
“∕”表示一般停顿，停顿时间较短；“‖”或“∥”表示
句群停顿，停顿时间较长；“⌒”表示缩短停顿时间，或不
换气连起来读，不停顿；“～”表示颤音；“△”表示末尾
一字是韵脚；“·”表示重音等朗读符号，在朗读作品中做
好标记，然后再进行朗读训练。

  为参加这次比赛活动，你如何根据语文任课老师的指导，
对下列《荷塘月色》的片断，进行语调、语速、停顿、语音
轻重等声音技巧设计?

营造场景

解决问题
的条件、
方法

要解决的
问题或要
求

一、教学的内容——口语交际教学

组织 参与 指导 促进 

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就
会明白应该把什么作为教学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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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写作教学

传统写作
教学内容

写作知识
写作方法与技巧
阅读教学
佳作展示
习作评讲和评判
应试的套路

新颖写作
教学内容

感受写作的过程

体悟写作的规律

形成写作经验

丰富写作积累

侧重于教师讲授 侧重于学生实践
劣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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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写作教学

论据

论点

论述思路

提炼分论点

分解论点内涵

选择论据

定向叙述

篇写一篇完整的议论文

语段写作

句

阐述“成功”要素（训练思想）

论点的表达

综合
训练

段

例：写作·议论文

感受写作的过程

体悟写作的规律

形成写作经验
丰富写作积累

启示：启示：教会学生实用的教会学生实用的写作写作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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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欣赏

表达与交流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认知性实践活动

应用性实践活动

综合性实践活动

从语文大纲、教材结构的角度理解从语文大纲、教材结构的角度理解

一、教学的内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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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置功能的角度理解从设置功能的角度理解

实践活动 

    一
＋

实践活动 

   二
＋

  综合实
 践活动

一＋二 ＞3

一、教学的内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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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走进“红楼”——《红楼梦》探究阅读

请就你们小
组对《红楼
梦》阅读探
究的某一重
点，写一份
交流会的发
言稿。要写
出你对这一
方面的探究
观点。

《林黛玉进贾府》中对林黛玉眼睛的描
写有这样的一句“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据考证，“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本不是作者原句，曹雪芹在描写林黛玉
眼睛时一时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只好
留下“一双似           目”的残句，以待
以后补上。在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的过程中，抄写者凭猜测，补写为“一
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后来，在一本古
抄本上发现这一句是“一双似泣非泣含
露目”。读《红楼梦》，你认为哪一句
好？阐述你的理由。

大而空，对学生的
探究阅读没有指导
意义！

以教师设定
问题或话题
展开，显得
更实在有
效！

一、教学的内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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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走进家乡

       班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家乡”正在进行之中，你
作为第一活动小组的一名成员，将进行“家乡采风”。
    1. 你拟想的“采风”重点是什么？
    2. 将你“采风”得到的素材资料，整理成一个资料卡片。
    3. 写一300 －400 字或描写、或记叙的语段，并做好在小
组或班级活动中的朗读准备。

紧扣单元活动的主题，集中训练学生在
单元“阅读与欣赏（散文欣赏）”“表
达与交流（语段写作、朗读）”中掌握
相关语文知识、语文方法的综合运用能
力，以及策划、组织活动的能力。

一、教学的内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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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的内容

走进文本

走进作者

走进学生

在自己的地里
    种自己的庄稼 
               ——黄厚江

——此问题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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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对当前语文课堂教学形式的思考

实践操作

小组讨论

合作学习

游戏竞赛

课本剧表演

……

学
习
兴
趣

参
与
热
情

表

面

调动得淋漓尽致

深层

思考
缺什么？

教师

学生
静静的思考

       静能生慧，静静的思考更是一种激烈的思维过程。热闹
的课堂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活跃，静静的课堂也有活跃的思维。
如果我们的教师能静静思考课堂，课堂上给学生静静的思考
时间，我们教师必将成为“最精致的工匠”，学生的思维之
花必将绽放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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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 ——对语文课堂教学形式的思考

语文
阅读
教学
基本
路径

唤起、补充学生的生活经验

指导学生形成新的阅读方法

组织学生交流和分享语文经验

教的活动

学的活动

启示：知道教学的内容就要去想组织教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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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
——对语文课堂教学形式的思考

教的活动

学的活动

这个活动必须是语文的活动

这个活动必须有明确的学习要求

这个活动必须着眼于学生整体

这个活动必须是适时适当的

这个活动必须是相对完整的

这个活动必须是逐步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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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是语文的活动

    我们小组为了在校园乃至更大范围内营造出一个人人

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题开展

了拟写标语活动,请组内6位同学上台向大家展示。(六生上

台展示标语)该生请同学们齐读标语后说:“大家不仅要记

住这些标语,还要在行动中加以落实。”

其中有两条标语：其中有两条标语：

少一些贪婪少一些贪婪, , 多一些爱心多一些爱心。。

你会爱上和动物和平相处的感觉你会爱上和动物和平相处的感觉。。

思考：如何从思想教育的范畴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思考：思考：如何从思想教育的范畴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如何从思想教育的范畴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



让语文教学走向更高效——谈江苏省高等院校对口单独招生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的内容与形式

二、教学的形式——是语文的活动

师师：：请大家品读这些标语请大家品读这些标语, , 说说你最喜欢哪一条。说说你最喜欢哪一条。并并请大家仔请大家仔
细推敲这些标语细推敲这些标语, , 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生生1:1:  我喜欢我喜欢““少一些贪婪少一些贪婪, , 多一些爱心多一些爱心””  这条标语这条标语, , 其中不仅有对比其中不仅有对比, , 还还
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

生生2:2:  我认为这条标语需要修改我认为这条标语需要修改, , 把把““  多一些多一些””改成改成““  多一份多一份””更好更好, , 这这
样避免前后句用字重复。样避免前后句用字重复。

生生44::  我喜欢我喜欢““你会爱上和动物和平相处的感觉你会爱上和动物和平相处的感觉””, , 因为它模仿了电视广因为它模仿了电视广
告语告语, , 活学活用活学活用, , 值得赞赏。但我觉得值得赞赏。但我觉得““  和和””改成改成““  与与””可以避免重复可以避免重复, , 
把把““  相处相处””改成改成““  共舞共舞””更能体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密切。更能体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密切。

这个环节中, 活动所得到的精彩生成是
老师“导”的结果！学生对标语优劣的
评价、个别词的修改、修辞的解析……
尽管还很粗糙, 但无处不闪现着语文的
火花。 

启示：启示：语文，意在培养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语文，意在培养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能力，在师生共同体的互动中生成。能力，在师生共同体的互动中生成。

————活动设计活动设计距离语文教学的本质，往往只差一步。距离语文教学的本质，往往只差一步。

————这一步，就是我们的一言两语。这一步，就是我们的一言两语。



让语文教学走向更高效——谈江苏省高等院校对口单独招生考试
              语文学科教学的内容与形式

二、教学的形式——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课前预习单

课堂探析单

课后检测单

自主预习，初步感知

问题情境，方法点拨

形成能力，融会贯通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由知识接受到能力培养

语文教学的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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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整篇课文设计——《药》

分析题目的含义

了解小说的情节
特点

把握小说人物的
形象意义

领会小说的主题

了解小说的情节
特点

把握小说人物的
形象意义

领会小说的主题

分析题目的含义

加深对小说
内容、意义
的领会

整体感知小说
内容、意义

领略小说命题
的艺术

（感性认知）

（理性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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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

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句中

“且”字如何解释？这个“且”字表

现出“我”怎样的的心态？你能不能

说说对“受用”一词的理解，你又是

如何理解“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

色好了”这一句在课文中的作用的？

陈述

表述

表述

表达

低层次

中层次

高层次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课堂问题设计

富有梯度而又相互联系的
“问题链”集中而突出地
体现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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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课堂问题设计

    对于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作者曹
禺的观点是“是真实的，绝对是真实的”。周朴园保留家具、
熟记生日、关窗习惯说明什么？周朴园有良心的发现，深切地
怀念鲁侍萍？周朴园知道站在面前的正是三十年前被自己赶出
家门的鲁侍萍的时候，为什么会惊恐万状？他在惊恐万状之后
对鲁侍萍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这四个问题，在内容上连贯层进，
难度上逐渐加大，能力上逐层提
升，涵盖了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戏剧冲突的分析和语言表达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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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同学们，今天我们
来学习著名散文家朱自
清的所写的写景抒情散
文《荷塘月色》。他写
的荷塘月色是怎样的一
个优美景色呢？请看
PPT 的展示。

思考：朗朗的月色，一点也不幽静的荷塘，是朱自清笔下的荷

塘吗？展示的这个图片能引发学生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淡淡的

哀愁和淡淡的喜悦”情感的体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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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怎样把文章写生动》设计
1. 根据学生优秀习作认识什么是生动描写。
2. 把描写归纳为过程描写、个性描写、场面描写、外貌
描写、风景描写、细节描写、独白描写等种种类型。
3. 结合描写落叶、描写大海、描写黄昏教学生如何生动
的具体方法；小结不同角度、切割、放大、缩小、审美
性联想与想象等生动的元素；要求学生从以上三个分析
对象中选择一个写作内容进行写作。
4. 写作前，再让学生相互观察，提醒学生要观察对方的
眉毛、眼睛、发型、神情、姿态、动作、说话，注意观
察中引起了什么联想，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故事；
5. 学生写作（播放音乐——激发学生写作灵感）。

学生需要这么多的活动吗？
学生需要这样的活动吗？
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写作有用
吗？

写作是从分析的三个对象
中选择一个作为写作内容，
让学生作如此的观察是为
什么？

每一个学生写作时，都
喜欢有音乐伴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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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有明确的学习要求

       同学们，课前大家都根据预习要求阅读了我国散文大家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了，作品中的“我”因“不平静”心
态去寻求“平静”的安慰。这是人人常有的行为！今天，我
们就捉住“我”以“不平静”心态去寻求“平静”的心灵安
慰这一感情线索，走进课文，通过朗读作品，以及语言品析
和修辞手法的体味，去欣赏作者笔下的荷塘月色美景，去体
验作品中“我”的“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交集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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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要符合所教文体特征

文言文学习：诵读     多读     会读

《归园田田居五首（其一）》
……
三、走进诗歌
1．朗读诗歌，初步感知诗歌。
2．解题。
四、解读诗歌
用诗中原词或原句回答下列问题
1．从何归？
2．为何归？
3．归去如何？
4．为什么是归去田园？
⋯⋯
五、诵读课文

《静女》
一、听读
1．听清读音，划出节奏。
2．对照译文听读，还原场景。
二、品读
1．什么是细节描写？
2．你能找出诗中运用细节描写的
句子吗？结合诗的意境，请你说说
这些细节描写体现了人物怎样的性
格特点？
⋯⋯
三、诵读
指导诵读，读出诗的感情，读出诗
的意境。

指导“会读”
：如何分析诗
的内容。

指导“会读”
：如何品析表
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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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着眼于学生整体的活动

《雷雨》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师：上一节课，我们分析了剧本的结构，今天我们就让同学们根据剧本内容

进行表演。

二、学生表演

师：先请一组同学表演课文节选的剧本第一部分内容。由××同学扮演周扑

园、×××同学扮演侍萍。现在开始。

学生表演⋯⋯

师：再请一组同学表演课文节选的剧本第二部分内容。由××同学扮演周扑

园、×××同学扮演侍萍、××扮演鲁大海、 ××扮演周萍。现在开始。

学生表演⋯⋯

三、布置课堂作业

师：今天的课堂作业是完成课文“思考与练习”的第3题。

问：你这一节课的教学重点是什么？
答：指导学生把握鲜明的人物形象。
问：那么，你的课堂教学中是如何体现教学重点的？
答：学生表演。
问：你认为学生的表演，能让你的教学过程突出你确定
的重点吗？
答：不能。至少非表演学生不能通过观看表演来掌握教
学重点。
问：既然你已知道，你的教学活动形式没有能够突出教
学重点，那么，你是如何补救的？
答：我不是布置相应的课堂作业了吗！

思考：
    学生没演好，学生配合不好，责任在谁？
       学生没演好，你指导了吗？学生配合不好，
你引导了吗？你既不指导，又不引导，学生怎么
演？学生怎么配合？
       你的活动着眼于全体学生了吗？

启示：语文的教学课堂是面对整体学生的！在这

个整体中，如果学生是主体，那么教师必须是主

导；如果学生成演员，教师必须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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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要有“对话”意识

      活动安排要有“对话”意识，要注意“安排”学生
与文本、作者、同学（还包括自我）进行对话，使他们
在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精神相遇、思想碰撞，有吸收、有
输出，有肯定、有否定，有再现，有创造，有理解、有
存疑：在对话中生成合理结论，而不是在文本中找现成
答案。
       活动安排要关注和促进学生的体验与感受，让其谈
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要十分重视“你”，要求学生谈
“你的看法”“你的理解”“你的选择”等，使他们有
思考与选择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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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要有“对话”意识

  通感，又叫移感，是利用诸种感觉相互交通的心理现象，
以一种感觉来描述表现另一种感觉的修辞方式。在文学作品
中，运用通感，可以使读者各种感官共同参与对审美对象的
感悟，克服审美对象知觉感官的局限，从而使文章产生的美
感更加丰富和强烈。课文的第4自然段中，“微风过处，送来
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运用的就是
我们不常见的通感修辞手法。请你判断：这一通感修辞句中，
写了几种感觉？“清香”与“歌声”同属美好的事物，你能
说出“缕缕清香”与“渺茫的歌声”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
根据通感修辞的作用，结合语境，请你说说用“歌声”来写
“清香”，有何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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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的形式

依据文本

依据学生

运用语文的方法

          教语文

                 ——黄厚江

——此问题结束语



感谢您的光临
    等候您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