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雀 - 2003 年人教版三年级上语文课文

《灰雀》是李声权翻译的一篇短文，为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

二组第 5课课文 。讲述的是列宁、灰雀和一个孩子之间的故事。列

宁在公园里寻找三只惹人喜爱的灰雀当中的一只时，遇到了将灰雀捉

走的男孩，经过交谈，受到感动的男孩将灰雀放了回来。这个故事体

现了列宁善解人意，对男孩的尊重、爱护以及男孩的诚实和天真。

本文由金锋朗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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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编辑本段内容简介

该文选入 1993年人教版第 5册第 18课及 2003年人教版三年级

上册第 5课 ，翻译李声权，朗读人是金锋 。

有一年冬天，列宁在郊外养病。他每天到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一

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

深红的。它们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非常惹人喜爱。列宁每次走到

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

面包渣和谷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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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雀》插图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

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

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

脯的灰雀吗?"

男孩说:"没看见，我没看见。"

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冷。"

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男孩看看列宁，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活着。"

列宁问:"会飞回来?"

"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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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列宁来到白桦树下，果然又看到那只灰雀欢蹦乱跳地在

枝头歌唱。那个男孩站在白桦树旁，低着头。

列宁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着说:"你好!灰雀，昨天你到哪

儿去了?"

当然，灰雀没有告诉列宁昨天它去哪儿了。列宁也没再问那个男

孩，因为他已经知道男孩是诚实的。

折叠编辑本段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我们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学过《诚实的孩子》一课，知

道了男孩列宁是诚实的好孩子。这节课我们学习《灰雀》，看看这篇

课文讲了关于列宁什么样的故事，相信这节课大家一定会有收获。[师

播放影碟，生用心观看。]

师:[出示画有三只美丽的灰雀的挂图]通过观看影碟和挂图，灰雀

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生:我看到有两只灰雀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特别好

看!

生:通过刚才看碟片，我知道了灰雀像其它可爱的小鸟一样，可以

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非常惹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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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示小黑板]愿意读的同学站起来齐读小黑板上的练习要求:读

句子，说说用上括号里的词语好在哪里?[句子:灰雀在枝头(欢蹦乱跳

地)唱歌，(非常)惹人喜爱。][生自由放开声音读句子，并思索用括号

里的词语好在哪里。]

生:如果没有"欢蹦乱跳"这个词语，句子只能告诉我们灰雀站在枝

头唱歌，但我们却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唱歌的。

生:如果没有"非常"一词，可以看出只是一般的喜爱。

师:同学们说的可真有道理。灰雀是那么的活泼可爱，以至于列宁

"非常喜爱"[师板书]，请同学们放开声音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用"-"划

出列宁喜爱灰雀的词句并说明你的理解。

生:"它们在枝头……喜爱"是写列宁非常喜爱灰雀的句子。因为"欢

蹦乱跳"一词写出了灰雀的可爱，"唱歌"一词是介绍灰雀鸣声清脆、好

听，"非常惹人喜爱"表明人们都喜爱灰雀，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列

宁非常喜爱灰雀。

生:"列宁每次……谷粒"表明列宁非常喜爱灰雀。"每次……都

要……"表明列宁只要走到白桦树下，就会看这三只灰雀。如果他不

喜爱灰雀，就不会专门看这三只灰雀。"仰望"是指抬头望[作动作]，

而列宁长时间仰望三只灰雀会使脖子发酸的，可以看出他喜爱灰雀;



列宁经常给灰雀带吃的，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喜爱灰雀，否则，他就不

会经常给灰雀好吃的。

生:"在他周围……找到"一句中通过"找遍"一词可以看出列宁喜爱

灰雀。因为列宁把公园的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都看过了，他若不喜爱灰

雀就不会那么细心地找了。

生:"这时……灰雀吗?"可以看出列宁非常喜爱灰雀。只要列宁碰到

一个人就问那人是否见到那只灰雀，可见他想尽快找到那只灰雀。

生:"列宁说……它怕冷"可以看出列宁非常喜爱灰雀。通过这句话，

我可以体会到列宁害怕灰雀出事。

生:"定然宁自言自语……回来了"可以看出列宁非常喜爱灰雀。若

他不喜爱灰雀就不会对灰雀说话，还问它昨天去哪儿了。

师:同学们说的真有道理!此时此刻你有什么疑问吗?

生:[面带愁容]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去哪儿了?

生:[自信地说]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被小男孩逮住了。[大部分学生

表示赞同]



师;既然大部分同学都认为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被小男孩逮住了，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用"~"找出有关词句并加以说明。[生找到词句后，

四人小组加以讨论]

生:"男孩说……没看见"这句话中小男孩说了两次"没看见"，我觉

得小男孩说话结结巴巴的。即然他没逮灰雀就可以直接说，为什么要

结巴?我觉得他心虚。

生:"那个男孩……不敢讲"这句话告诉我们小男孩知道灰雀没有

死，那么，他也肯定知道灰雀去哪儿了，而文中介绍他不敢讲，毫无

疑问，灰雀肯定是被他逮着了。

生:"男孩看看列宁……活着"这句话里，"会飞回来的"用了两次，

可以看出小男孩说话非常肯定。我想，当他看到灰雀失踪后列宁那么

着急，他不忍心让列宁难过，就告诉他真话--它还活着，希望列宁不

必再担心。

生:"它一定会飞回来的"一句是小男孩坚定地说着。小男孩决心把

灰雀放回大自然中。他发现列宁非常喜爱灰雀，被列宁的所作所为感

动了。况且，他看到那两只胸铺粉红的灰雀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好像

在焦急地找它们的同伴，所以，小男孩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

生:第二天，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又在枝头唱歌了，小男孩应该高

兴才对，而他却低着头。我想，是小男孩逮了灰雀，而他被列宁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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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行所感动，所以他把灰雀放了回来;但他仍为自己逮鸟的事而感

到后悔，所以才会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师:你们可真是有心的好学生!老师也知道了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

是被小男孩逮住的。[出示小黑板]说一说小男孩在说下面的话时，心

里是怎么想的?请上讲台加表情、动作把小男孩当时的表现再现出来。

生:小男孩心里想:我太喜欢灰雀了，所以才把灰雀逮回了家，我还

是把他骗走吧，可老师教育我不应该说谎话，怎么办?[生表演时一边

摆手一边摇头，并结结巴巴地说话，还直往后退]

生:小男孩心里想:列宁是那么着急地找那只灰雀，而那只灰雀却被

我逮回家，我告诉他灰雀还活着，别让他太担心了。

生:小男孩心里想:看这两只灰雀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而在

我家的那只灰雀却孤零零地呆在笼子里，太可怜了!我还是把它放回

来吧。

生:小男孩心里想:灰雀呆在笼子里就会想同伴，同伴一定也非常想

念它。我还是把它放回来，让它们团聚吧!

生:小男孩心里想:我从来没养过灰雀，假如灰雀跟着我吃不好、喝

不好，很可能就会死去，那多可怜呀!我还是把它放回大自然中，让

它自由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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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小男孩心里想:列宁是那么喜爱灰雀，他喜爱灰雀表现在希望灰

雀自由自在地、幸福地生活，而我却把灰雀逮进笼子里，让我一个人

观赏，我真是太自私了!我应该让它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使它健康

地成长。我一定要把它放回来。[生表演时态度坚定]

师:通过同学们的介绍，我们知道，虽然小男孩逮了灰雀，但小男

孩实际上也是"非常喜爱"[师板书]灰雀的。

师:请一位同学读课文的最后一段，其他同学有疑问可以提出来。

生:为什么文中说列宁已经知道小男孩是诚实[师板书]的?

生:小男孩放回灰雀，并且在列宁面前低着头。他有错就改，是诚

实的孩子。[同学们表示赞同]

师:课文学到这儿你还有哪些不懂的内容?

生;一开始列宁就知道是小男孩逮了灰雀，他为什么不直接向小男

孩要灰雀?

生:(师辅助)列宁是用自己爱灰雀的言行慢慢地感化小男孩，使小

男孩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师板书]。其实，列宁也是"非常喜爱"小男

孩的。



师:[肯定地、赞扬地]同学们分析得可真透彻呀!本节课你有哪些收

获?[生谈收获，略]

折叠编辑本段片断赏析

片断赏析之一

生:列宁来到白桦树下，为什么跟不会讲话的灰雀说话，而不跟会

说话的男孩讲话呢?

师:啊!我也弄不明白。你们想想为什么?

(生读书思考)

生:列宁怕小男孩伤心，所以不直接问小男孩。

生:列宁不愿意伤害小男孩的自尊心。

生:列宁怕小男孩难堪。

生:列宁对灰雀讲话，实际上也是在跟小男孩说话。

《灰雀》一文，伟人列宁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跟小男孩交朋友，

蕴涵着浓浓的人文精神。在这一片断的教学中，教者有着极佳的教学

洞察力，教者巧妙地借学生的疑问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再通过学

生读书思考，从而领悟到课文所表达的男孩爱灰雀、列宁爱灰雀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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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情感，学生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了深刻的

认识，得到了人文精神的陶冶。

片断赏析之二

师:下面，咱们来个朗读比赛，看谁把课文读得最好。我这里有几

张书签，上面有的写着"赛葛兰"，有的写着"赛夏青"。葛兰和夏青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是朗读艺术家。谁读得好，我就奖

给他一张书签。大家练习一遍。

(学生认真练习读。然后，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 4组，每组推荐 1

人参赛;最后老师又请大家推荐两名胆子小、在班里很少站起来读书

的学生朗读。比赛完毕，让全班同学评选优胜者。大家一致同意前 4

名同学为优胜者。)

师:"评委"们要求严格，不讲私情是好的。但是最后参赛的两位读

得比以前怎么样

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他们不敢读，读书声音小。

师:同学们，就凭"好多了"，应该不应该奖励

生:(齐)应该!



师:好!现在请这 6位同学上来领奖!(掌声。老师将写有"赛夏青"的

书签赠给男生，将写有"赛葛兰"的书签赠给女生。大家又鼓掌。)

折叠编辑本段相关知识

列宁(1870-192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林创立的无

产阶级学说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他创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缔造

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它劳动人

民的领袖和导师、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朋友。

诚信名言

您必须保持诚实人的立场，这时常是冒险的人需要的勇气。--奥斯

特洛夫斯基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的人才能经得起

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周恩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

经验之谈。--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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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夸美纽斯

自觉心是进步之母，自贱心是堕落之源，故自觉心不可无，自贱

心不可有。--邹韬奋

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

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德谟克利特

坏事情一学就会，早年沾染的恶习，从此以后就会在所有的行为

和举动中显现出来，不论是说话或行动上的毛病，3岁至老，60不

改。--克雷洛夫

灰雀:小型呜禽，体形如雀，羽色多样，鸣声悦耳，可以笼养观赏。

群栖在河谷、溪流、树林中。食物为烨树、榆树、柳树的嫩叶和种子。

本文中说的灰雀是红腹灰雀。在我国东北小兴安岭、乌苏里江一带和

辽宁、河北等部分地区都能见到。

折叠编辑本段问题探讨

中心人物是谁?

《灰雀》是小语课本三年级上册第二组的一篇讲读课文。在该文

中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列宁，一个是小男孩。有些老师认为该

文中描写列宁的笔墨很多，因此该文的中心人物应该是列宁，对于这

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我倒认为该文的中心人物应该是小男孩，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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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课文的主要内容看。该文主要叙述这样一个事件:灰雀欢跳

-→灰雀失踪-→

灰雀复现。而这一切的"幕后操作者"是一位小男孩，由于他的偷

捕导致了灰雀失踪，由于男孩的改错致使灰雀复现。而列宁在该文中

是个视角人物，起了了引线作用，通过他的眼睛发现灰雀失踪，通过

他的诱导致使孩子醒悟并放了灰雀，对于孩子来说，列宁俨然是位良

心导师，是孩子转变过程中的催化剂。

二、从作者、编者的教育意图看。我认为作者写这篇文章，编者

选择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在于，劝导我们的学生要勇于承认错误，敢

于改正缺点。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不可避免会犯些错误，有了错误应该

勇于承认，并能加以改正，这样的孩子在他人眼中仍是诚实的孩子，

仍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包括像列宁这样的伟大的尊重。

三、从文中人物所带有的行为和品质看。从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

行为和品质看，他平易近人，热爱自然，为了尊重小男孩的自尊，没

有当面指责他的过错，而是通过平常的话语暗示小男孩要改正错误。

若把列宁定为中心人物来讲课文，能受到最大启迪的并不是学生，而

是老师。列宁的做法让老师们加深理解了"要尊重学生，要保护学生

的自尊"这样一个道理。小男孩在文中的主要行为是:一开始撒谎，后

来改正了错误，其品质就在于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这一点倒是很

值得学生学习、借鉴。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学生，也就是说我们把小男



孩定为中心人物来教学，更符合教育的实际，更容易打动学生的心灵，

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收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效果。

中心人物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只有从文中找出中心人物，我们的

教学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教学环节的连缀才有条理，围绕中心人

物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是课堂教学工作的关键。，灰雀》一文中虽然描

写列宁的笔墨很多，但并不等于说列宁就是本文的中心人物，我认为

文中对列宁作细致的描写是为小男孩的出场设下伏笔，起铺垫作用。

把小人物和伟人放在一块写，通过伟人的视角来展现小人物的某些品

质，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一种侧面烘托的写作手法。

我们在教学中若仅凭对人物描写的文字数量着手确定中心人物是

一种不科学的做法。教师设定中心人物时要为学生考虑，因为学生是

教育的主体，在设定中心人物时我们应考虑到文中中心人物本身在所

隐含的某些品质，能否为我们的学生所接受，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

使他们受到一次思想、精神上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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