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篇一

一、作者简介

见书下注释

二、弄清故事的基本要素

时间：盟军已经攻入德国，一个夜晚。

地点：战地医院。

场景：火光冲天，炮声不绝。

情节：一个原中学八年级学生、现在的德国伤兵，他始终想
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

三、研习文章

1、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按小说的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我吸了一口，说了声‘谢谢！’”）
开端：写“我”负伤到了伤兵医院后，被抬进美术教室。

这一部分是情节的开端。小说显示了以下信息：



战争惨烈：城市成了一片火海；运送伤兵的汽车上有的人已
经死了；这所战地医院是所学校；“我”受了重伤；“我”
在迷糊中看到了学校的环境布置。

此时的“我”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在发高烧，浑身上下到
处都疼。头疼，胳膊疼，腿疼，我的心脏也发狂似地乱跳”，
因为注射了麻醉药，受了重伤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伤情。他
从战场上被抬到这儿，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在这一部分，突出描写学校过道的陈设：墙上的一幅幅画像，
人种脸谱，复制的凯撒等人的胸像，多哥的大幅风景画……
为什么要详写这些内容？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知道这是一所学
校，可是美术教室成了什么样呢？“散发着碘酒，粪便，垃
圾和烟草的气味，而且喧闹得很”。传播人类文明的美术学
校和充满血腥的伤兵医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十七岁的学生
却作为伤兵进了“简易外科手术室”。这种荒悖的结果正是
作者想要展示的。

第二部分：（“这一切不是证据”到“烟草的气味……”）
发展：写“我”怀疑伤兵医院是三个月前自己就读的学校改
建的。

在美术教室里，“我”开始疑心伤兵医院就是自己的学校，
努力地回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我”在学校里生活了八年，
而上战场才三个月。根据我听到的叫喊，根据我看到的画像
和胸像，我判断出自己是在故乡的一所文科中学。

在轰鸣的炮声中，他想的是“多出色的炮队啊”，他坚持认
为炮声是“令人惬意”、“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
优雅的管风琴声”，“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他甚至
还有点“壮烈”的想法，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想到自己的
名字有可能镌刻在阵亡战士纪念碑上，青史留名。--然而，
伤疼使他回到现实。这个年轻的伤兵不知道自己的伤势，疼
痛让他大喊大叫。人物幼稚单纯的性格在这里展现出来。



在疼痛和胡思乱想中，“我”想搞清的是两个问题：到底受
了什么伤；现在是不是在自己的母校。他的回忆始终显得没
有什么把握，这是因为他的伤重，发高烧，思维混乱，而环
境昏乱错杂，他这样的小人物的生命简直无足轻重，没有人
来关心他的苦痛。

第三部分：（“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到结尾）高潮、结
局：“我”终于认出手术室就是自己读书的教室。

“我”被抬进木板后的手术室，在看到十字架印痕时，短短
的一秒钟内，“我突然回忆起了这一切”，因为这是无可替
代的印象。而更让“我”震撼、“惊骇万状”的，是看到了
黑板上自己留下的笔迹！（“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
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
的手迹！”）一切无可置疑，我就是在自己的学校就是在自
己学习的教室，而黑板上留着三个月前，自己用七种字体写
下的同一句话！

教师命令学生学写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这个典故原指希腊斯巴达人为
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死的事迹；以此暗示纳粹德国给青少年灌
输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盲从，为法西斯效力卖命的可
悲现实。“我”能死死地记住这句话，并凭借这一句话肯定
自己现在就是在母校，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也就是说，四肢仅存一肢，一个八年级学生的战争结束了，
一个八年级学生的英雄梦完结了。年轻的学生再也不能对战
争满不在乎，再也不能摆出潇洒的模样，他“猛地仰面躺
下”、“失声呼叫”，等待他的是对死亡与残废见惯不怪的
医生的冷漠，高潮出现的同时，也就是结局。同时，“我”
也认出了门房比尔格勒。

“我”真正地回到母校了。



明确：“我”负重伤后被注射了麻醉药。一直处在半昏迷状
态。

给人造成的悬念是dd到底受了什么样的伤？是不是就在自己
的母校？

悬念抓住了读者的心：传播人类文明的美术学校怎么成了充
满血腥的伤兵医院？17岁的学生怎么会作为伤兵进了“简易
外科手术室”？而这间“手术室”是不是以前的教
室？“我”到底受的什么伤？为什么有点神志不清？作者想
要表现的主题在“我”的叙述中得到体现，而小说的结尾，
悬念落实，真相大白，命运的捉弄，人的悲惨，产生强烈的
震撼，作品的主题也在这里得到最全面的昭示。

3、找出有关学校环境布置的描写，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描写
学校的环境布置？

明确：学校环境描写见教材p56－57

反复出现的对学校走廊的艺术布置的描写，让人感受到战争
对文明的摧残。学校和伤兵医院本是两不相干的地方，可
是“我”受伤后恰恰被送回自己的母校，本该在学校读书的
学生却上了战场，文科学校成了伤兵医院，学绘画的永远失
去了双手，这些突出表现了法西斯穷兵黩武的.本质。

4、《流》中主人公对于战争的认识是什么？作者通过塑造这
个人物表达了对战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文中的具体描写说
说你的理解。

明确：《流》中的“我”虽然因伤回到临时的战地医院接受
手术，但并未表现出对战争的憎恶，相反，在轰鸣的炮声中，
他想的是“多出色的炮队啊”，他甚至想到自己的名字有可
能镌刻在阵亡战士纪念碑上，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青史留
名。



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揭露和批判了军国主义战争。

5、从人物的叙述中，你能感受到“我”具有怎样的性格特点？

明确：从人物的自述话语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人物的独特性
格。“我”是个有点浑浑噩噩的人，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在
战争环境中早熟，有点玩世不恭，他不满的是学校的单调的
学习生活，对侵略战争则缺乏认识，他糊里糊涂地上了前线，
糊里糊涂地受重伤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生命
的价值。这可能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真实
的思想状况。

四、小结

1、在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作者巧妙地把一
名德国伤兵安排在已临时改为战地医院的他的母校，让受重
伤的他在昏昏沉沉中看到先前读书时军国主义教育的痕迹，
从而暗示了民族灾难和个人不幸的根源。在这个伤兵身上，
作者真实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从而反映了战争的惨无
人道，反映了牺牲者所处的绝境，以及整个被战争败坏了年
轻一代的无可奈何，在当时的德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
品对战争的原因有所揭露，含意深刻。

2、这篇小说的构思巧妙，作品的主题是反战，作品的视角独
特：本该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却上了战场，文科学校成了伤兵
医院，学绘画的永远失去了双手，这些突出表现了法西斯穷
兵黩武的本质。伯尔善于用内心独白和回忆来展示故事情节
的发展，是不是回到了母校，自己到底伤在何处，小说自始
至终，都在描写“我”的内心活动，无尽的痛苦和困惑也感
染了读者。

成功的环境描写烘托了小说的主题。作者把人物放在一个特
殊的环境中来表现，学校和伤兵医院本是两不相干的地方，
可是“我”受伤后恰恰被送回自己的母校，反复出现的对学



校走廊的艺术布置的描写，让人感受到战争对文明的摧残。

人物形象。虽然是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但是我们从人物的
自述话语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人物的独特性格。“我”是个
有点浑浑噩噩的人，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在战争环境中早熟，
有点玩世不恭，他不满的是学校的单调的学习生活，对侵略
战争则缺乏认识，他糊里糊涂地上了前线，糊里糊涂地受重
伤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生命的价值。这可能
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真实的思想状况。

五、比较阅读：

明确：《一个的遭遇》是通过一位老兵对战争的回忆，讲述
战争的创伤；《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则通过一位青年学生
在战争中的感受，写战争对人性的毁灭。两部作品都有很强
的冲击力，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战争对人的摧残：不义的战
争不仅摧毁了文明成果，也摧残了人的心灵；正义的战争虽
然能铸就英雄业绩，但是同样会给人们留下痛苦的记忆。

索科洛夫只想过太平的生活，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战争摧
毁了他的全部生活；《流》中的“我”根本还没有长大，就
被赶到炮火之中，战争夺去了他的肢体，也结束了他的青春。

2、两篇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同样遭遇了不幸，但有所不同，请
作比较。

明确：对参战目的的认识上dd索科洛夫知道自己是在保卫祖
国，《流》中的“我”受了欺骗，没能认清法西斯侵略的本
质。

对遭遇战争不幸的态度上dd索科洛夫是悲伤的，《流》中
的“我”则显得比较麻木。

在对生活幸福的珍视上dd索科洛夫比《流》中的“我”更加



珍视幸福。

3、两篇小说都用了“自白”的形式，但又有不同，试作比较。

明确：不同之处是：《遭》中索科洛尼是在和别人交流；而
《流》中“我”是内心独白，是在和自己的心灵世界交流。

六、作业：

1、《一个人的遭遇》和《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有
许多描写画面感很强，根据你的理解和想像，选择你认为比
较能把握的一些内容，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分镜头，和同学交
流。

明确：如《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回乡面对成了弹坑
的故居，向儿子告别，认凡尼亚为儿子，关于“皮大衣”的
对话等等。《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汽车到达伤兵
医院，走廊的布置，消防队员喂水，黑板上的“流浪人，你
若到斯巴……”字样等等。

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愿望，安妮最大的愿望，是做记者
或作家。那么，《一个人的遭遇》中的索科洛夫呢？《流浪
人，你若到斯巴……》中的“我”呢？请想一想，这些普通
人原来的生活是怎样的，战争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曾有人批判《一个人的遭遇》，认为其“渲染战争恐怖，鼓
吹和平主义”，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请结合本专题
文章和同学交流你的看法。

明确：《一个人的遭遇》中的索科洛夫与世无争，就想过太
平的日子，然而全家死于炮火，只剩孤身一人；《流浪人，
你若到斯巴……》中的“我”虽然有点“另类”，但是炮火
夺去了他那握画笔的手。普通人本来都有自己的人生设计，
但是战争破坏了一切，包括他们最平常的梦想。



“战争恐怖”不是“渲染”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这种所谓
“恐怖”更不是作家蓄意制造的。如果不让人民知道战争造
成的灾难，就很难制止战争的发生。任何战争，最终的受害
者都是普通民众，所以应当维护和平，尽可能地防止战争的
发生，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本教案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网：http//: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篇二

教案总体思路：

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以情节最为浅显明白，其次
为人物形象，再次为环境背景。本篇课文拟以小说三要素为
三面，分三次来读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由浅
入深，以读懂这篇小说的主题。

教学目标：

1．体会文章设置悬念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写作手法。

2．学会从多个角度理解小说主题，感知战争的残酷、纳粹教
育思想对青少年的身心毒害。

课时安排：2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二、梳理情节



阅读小说，完成下列填空：

我被运到被抬到。

之间，我疑惑1．2．在最后，我证实了

发现了。

（设计意图：把握小说的基本要素，理清小说的情节）

板书

我受了伤被运到学校（临时医院）被抬到美术教室（简易外
科手术室）。

之间，我疑惑1．我是否在母校？2．我受了什么伤？在最后，
我证实了这是我的母校发现了我失去了双臂和右腿。

三、引导思考：

1．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有什么好处？

对于读者而言，第一人陈叙述更具真实感，身临其境；对于
作者而言，便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2．我是通过那些信息得知自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的？

学校的环境布置（《美狄亚》《挑刺的少年》，尼采像，多
哥的风景画）

香蕉上写下的多戈万岁

门上的十字架印痕

黑板上我的笔迹



3．你觉得小说哪部分最为震撼人？

最后，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臂和右腿，令人震惊和同情，揭
示了战争的残酷。

（板书：战争残酷）

4．小说在叙述情节时用了什么技巧？有什么作用？

悬念。引起读者兴趣，使之专注于此；易于一步步展开情节，
从而揭示小说主题。

第二课时

一、人物形象分析

1．我是谁？（设计意图：初步把握形象）

两个身份：学生、士兵，在学校呆了八年，三个月前离开学
校成为士兵。

2．我对于学校日常教育的态度？（找文中相关文字）

多哥风景画中香蕉上的涂鸦，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间昏暗的小
屋里喝牛奶，冒险抽烟

--厌学，迷惘，空虚

3．我对于战争的态度？(找文中“我”对于战争感受的文字)

（设计意图：通过文本解读，逐步接近小说主题）

11段“我看见了火光，满天通红，浓黑的烟云肃穆地漂浮而
去”



35段“炮声均匀而有节奏”“多出色的炮队啊！”“我的上
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粗犷，如同柔
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
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
确实是……”

“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

--尚武，战争合理，认识不到其残酷（我的伤残很可能就是
炮弹造成的，强烈的讽刺），牺牲光荣。

4．我的想法正确么？我真的光荣么？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是为德国纳粹的垂死挣扎
而战，“我”发出的子弹和炮弹说不定就杀害了反法西斯的
战士。我参加的是非正义战争，我成为纳粹的帮凶，我的牺
牲是毫无价值的。

5．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取决于学校教育和周围环境。而“我”
的学校教育的具体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从某些
途径获知一些信息。比如，学校的环境布置。

二、环境分析

再读全文，找找“我”的学校的环境布置，讨论分析其本质。
（这些画像雕塑等都在强调什么样的观念？学校在向学生灌
输什么思想？）

（设计意图：通过带领学生解读学校环境布置，把握纳粹学
校教育的核心，进而把握小说的主题）

1．《美狄亚》、《挑刺的少年》--显示的是自普鲁士王国以



来德国惯有的“复仇”、“尚武”的教育理念（美狄亚是复
仇女神的化身，挑刺的少年是忠诚品质的显现。《美狄亚》
告诉他们替国雪耻（一战失利）可以不择手段；而《挑刺的
少年》则告诉他们，德国公民必须忠诚，国家和元首的利益
远重于个人利益。）

2．老弗里茨像“天蓝色的军服，胸前的大星章金光闪闪”--
从军、尚武

3．尼采画像--“超人”和“强权意志”，为纳粹服务。一般
认为，尼采的思想是法西斯思想的温床。

5．希腊重甲胄武士--尚武

6．多哥风景画：“几个黑人和一个莫名其妙持枪而立的大
兵”--殖民主义

7．人种脸谱像--种族主义，人种优劣论，种族灭绝，日耳曼
人和犹太人

8．“流浪人，你若到……”--为保卫祖国而战，牺牲光荣

（资料投影）

二次大战期间，身为“纳粹党全部文化哲学教导事务领袖私
人代表”的罗森贝格为“德国总教会”拟定了“三十点纲领。
”纲领规定德国境内的全部教会都是“民族性教会”，必须
根绝“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停止出版和传播
《圣经》，从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各教堂必须撤除基督十字架，代之以纳粹卍符号。

《德国史纲》

纳粹上台后，不仅改造了宗教，排斥一切异己，而且纳粹教



育政策纳粹政权将德国的教育完全纳入了培养纳粹接班人的
轨道。（投影）

1933年11月6日，希特勒在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
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
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
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
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937年5月1日他又说：“这
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别的人，而是自己管青年，
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

《德国史纲》

《德国史纲》

从学校的环境布置和投影资料，可以清楚地把握纳粹学校教
育思想的核心。

三、小说主题（通过情节梳理、“我”的形象的分析和环境
分析，已三次初窥小说的主题，这里，再思考几问题：1．关于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为什么不写全？为什么以此为
题目？2．牛奶究竟象征了什么？）

1．关于“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为什么不写全？为什么
以此为题目？

--这个标题省略了什么？省略的重点是什么？（“恪守他们
的命令”）

--本为斯巴达人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死的事迹，在这里暗示
纳粹德国给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盲从、为
法西斯效力卖命的可悲现实。“我”能死死地记住这句话，
并凭借这一句话肯定现在就是在母校，实在是莫大的讽
刺！“我”没有写完，说明可能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只是盲目的接受了这种军国主义的思想。

--自由，在这个地方，不必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获奖辞
是：“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
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投影）195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到斯
巴……》引起轰动，也是因为反战。他因此被称之为“德国
的良心”。1985年7月19日，伯尔去世。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
克在给伯尔妻子安妮玛丽的哀悼与慰问信中写道：“海因里
希伯尔走了，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我们伟大的德国文学。他
是崇尚和支持自由的，常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他又是爱好
争论的，由此激起人们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他的敬爱。
我们将怀念他勇敢、热诚、清醒和总是敦促的声音。”（投
影）一些外国报纸更是评论道“他把德国人的灵魂从俾斯麦
和希特勒的阴影里解救出来”。（投影）

正是这样，作家通过小说来表现对纳粹战争的反思，尤其是
写出了纳粹阵营中的“异端”。

（板书：恪守命令自由反战）

纳粹要彻底根除的十字架印，和每个人都必须要写的“流浪
人，你若到斯巴……”这故意写成的半句誓言。

这是对纳粹教育的嘲讽。

四、作业设计：

（设计意图：本专题名为“和平的祈祷”，意在借助形象的
学习材料，让学生正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反思战争的
危害--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对于人，特别是普通人，带来的
都是灾难和摧残。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社会最迫切的任务，



所以我们要珍视和平环境。）

王敏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教案(苏教版高一必修二)]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篇三

1、通过阅读本文，了解主人公的战争遭遇，从而理解当时的
战争环境。

2、体会文章设置悬念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写作手法。

3、了解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破坏，体会本文的主题。

1、学习本文环境描写的作用

2、理解本文的问题与主旨的关系。

1课时

（一）、导入：

战争是什么？是一颗子弹贯穿身体时在地面上翻滚时，那种
彻底的疼痛和将死的恐惧吗？是一枚炮弹在眼前炸开时意识
的丧失和肉体的摧残吗？世界上的枪炮声并没有平息，生命
依然在流血……然而，那些战争的追随者们可曾明白：他们
为什么要举起手中拿罪恶的武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来感受一位17岁少年的生命悲歌！

（二）、作者简介：

伯尔，1917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市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是家
中的第八个孩子，自幼家境贫寒，渡过了艰难的童年和青年



时期。二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在俘虏营中渡过了六年，后
被保释。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火车正点》、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波罗姆》。有人说伯尔是德国
的“良心”他的作品始终在讨伐战争，1985年他去世以后，
连联邦总统都亲自为他抬棺材送行。

（三）文本研习：

小说给我们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盟军已经攻入德国，一
个夜晚；

地点：战地医院；

场景：火光冲天、炮声不绝；

情节：“我”一个原中学八年级的学生，现在成了德国伤兵

思考：

2、“我”最终证实了这就是自己的母校，同学们能从课文中
找出证据吗？（小组讨论）

明确：

美术教室的布置；

门上的十字架；

香蕉上写下的多戈万岁；

“我”的手迹

对于“我”整个漫长的人生来说可能是一瞬间，然而这三个
月可以发生沧桑巨变。课文在描写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始终
抓住学校的环境。



思考：

3、课文始终在描写学校的环境，你觉得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明确：战争对文明的摧残，学校和伤兵医院本来是两个毫不
相干的地方，可传播人类文明的地方成了充满血腥的伤兵医
院，美术教室成了“停尸间”，战争给人带来的是无尽的痛
苦和哀伤。

5、最后，“我”有没有明白自己的遭遇？为什么要以“牛
奶”来结束全文？

明确：那黑板上的手迹、那彻底的疼痛让“我”顿悟

“牛奶”、画画都已成为了梦想，炸弹炸毁的不仅是一个人
的身体，更是一个人的未来和一个人的心灵。

（四）题目的意义：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这是一个典故“公元前480年，波斯
入侵希腊，300多名希腊士兵在温泉关英勇抗敌，并刻下了那
段铭文：‘流浪人，你若是到斯巴达，请告诉那里的公民们，
说我们死守诺言，长眠在这里’。如今，它出现在美术课堂
上，让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热血青年走上战场，是对德国军
国主义思想的一种讽刺和否定。

（五）扩展延伸：

1、“我”是在德国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有
着满腔的热情，对战斗充满了憧憬，然而他们可曾明白：自
己到底充当了战争的什么角色？无论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结局如何？在筱敏的《这一代和那一代的理想》中说
道：“军国主义的教育目标是：用希特勒的话说：全世界要
在这一代的青年面前都骇的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



主人气概、不胆怯、残忍的青年，在他们的身上不允许有软
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骄傲的神色
和野兽般的狂野。”（学生齐读）

2、伊拉克儿童哭泣的双眼（ppt）

配乐朗诵（背景音乐《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

你见过孩子那惊慌失措的眼神吗？

你见过孩子那绝望无助的眼神吗？

你见过孩子那野兽般复仇的眼神吗？

而此时此刻，伊拉克的孩子们正遭受着战争的摧残而此时此
刻，他们看到了什么？

那交织的火舌，震耳欲聋的爆炸还有那漫天的硝烟身边渐渐
冰冷的亲人

（六）总结：

当我们结束这一课的时候，世界上的枪炮声并没有停止，仍
然有人在流血。战争每天都在吞噬新的生命，让我们静下心
来思考战争的罪恶，思考战争给人带来的伤痛。

（七）布置作业：

写一段关于对战争的感受。（100字左右）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篇四

6，为什么仅仅这一句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呢？用它作题
目有什么好处呢？（学生讨论去吧）



(a,夸张效果，表现法西斯的欺骗性

b，表现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无知，容易被鼓动，缺乏自主
性，不知道生命的价值

d，设悬念，让读者去找出谜底

（教师指导，特别是这句话本身的含义和当时的德国的情形的
“相似性”，让学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顺便指出，这个
学生具有代表性，即以点代面，点出了当时候的那一代的青
年的性格面貌）

7，照上面的推理来看，这个主人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学
生？士兵？

（学生讨论）

（是二者的结合体，但学生的本性多一些。最终学生的本性
战胜了士兵的本性？）

8，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学校的环境描写？）

9，为什么对学校进行大量的描写？

（教师指导：艺术学校――――医院――――战争）

b，在战争的环境下，艺术的缺失

c，对比讽刺的运用。本无关的东西被战争拴到了一起，学艺
术的学生在自己的艺术学校，在自己的宣言下被截肢。对战
争的思考，对战争中艺术的思考。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课教案篇五

一、作者简介：

2、在科隆度过艰难的童年，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

3、二战爆发，征兵入伍，历时6年，1945年4月被俘入战俘营，
12月获释。

4、1947年发表小说，1951年成为专业作家。

5、1972年因“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的灵敏技巧和
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获诺贝尔文学奖。

6、1985年去世，举国哀悼。

二、解题：

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300名斯巴达战士扼守温泉关，
抵抗强大的波斯军队，最后全部牺牲。希腊人为纪念这些阵
亡的战士，在温泉关立碑纪念，碑上的铭文如下：“流浪人，
你若到家乡，请报告斯巴达公民，我们在此地阵亡，至死忠
于他们的命令。”这篇小说的标题是这段铭文的起句，小伤
员在上美术课时曾按美术老师的要求用六种字体将这段铭文
写到黑板上。斯巴达战士抛洒鲜血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伤员
则充当了纳粹德国侵略战争的炮灰，最终变成了残废人。小
说的标题令人深思，暗含着对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教育的嘲
讽与抨击。标题本身就奠定了这篇小说的批判和反思基调。

三、文本研习：

(一)把握小说的基本要素。

时间：盟军已经攻入德国，一个夜晚。(小伤员参军仅三个



月)

地点：战地医院。(小伤员三个月前离开的文科学校)

场景：火光冲天，炮声不绝。(包括“我”在内大批伤员被运
往战地医院，许多人死去)

情节：一个原中学八年级学生、现在的德国伤兵，他始终想
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

(二)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我吸了一口，说了声‘谢谢!’”)开
端：写“我”负伤到了伤兵医院后，被抬进美术教室。

第二部分：(“这一切不是证据”到“烟草的气味……”)发
展：写“我”怀疑伤兵医院是三个月前自己就读的学校改建
的。

第三部分：(“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到结尾)高潮、结局：
“我”终于认出手术室就是自己读书的教室。

明确：

“我”负重伤后被注射了麻醉药。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

给人造成的悬念是——到底受了什么样的伤?是不是就在自己
的母校?

悬念抓住了读者的心：传播人类文明的美术学校怎么成了充
满血腥的伤兵医院?17岁的学生怎么会作为伤兵进了“简易外
科手术室”?而这间“手术室”是不是以前的教室?“我”到
底受的什么伤?为什么有点神志不清?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
在“我”的叙述中得到体现，而小说的结尾，悬念落实，真
相大白，命运的捉弄，人的悲惨，战争的残酷，产生了强烈



的震撼，作品的主题也在这里得到最全面的昭示。

(四)找出有关学校环境布置的描写，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描
写学校的环境布置?

明确：

(学校环境描写见教材。)

反复出现的对学校走廊的艺术布置的描写，让人感受到战争
对文明的摧残。学校和伤兵医院本是两不相干的地方，可
是“我”受伤后恰恰被送回自己的母校，本该在学校读书的
学生却上了战场，文科学校成了伤兵医院，学绘画的永远失
去了双手，这些突出表现了法西斯穷兵黩武的本质。

(五)小说中主人公对于战争的认识是什么?作者通过塑造这个
人物表达了对战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文中的具体描写说说你
的理解。(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谈你自己的想法，可各抒己见)

明确：

小说中的“我”虽然因伤回到临时的战地医院接受手术，但
并未表现出对战争的憎恶，相反，在轰鸣的炮声中，他想的是
“多出色的炮队啊”，他甚至想到自己的名字有可能镌刻在
阵亡战士纪念碑上，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青史留名。
但“我”就在短短的三个月中为昔日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付
出了惨痛的低价。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揭露和批判了军国主义
战争。

(六)从人物的叙述中，你能感受到“我”具有怎样的性格特
点?

明确：



从人物的自述话语中，是可以感受到人物的独特性
格。“我”是个有点浑浑噩噩的人，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在
战争环境中早熟，有点玩世不恭，他不满的是学校的单调的
学习生活，对侵略战争则缺乏认识，他糊里糊涂地上了前线，
糊里糊涂地受重伤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生命
的价值。这可能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真实
的思想状况。

四、课堂小结：

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在三个月前参加战斗，而后受伤竟然又回
到了自己的母校，学生成了伤员，学校成了战地医院，而昔
日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竟然成了血淋淋的欺骗，让年轻
的“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去了双臂和右腿。而在精神
上遭受的痛苦更是无可名状，心理上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创痛。
而这一切表现了作者对于战争本身所作的反思与抗争：战争
不仅是一场民族的灾难，也是个人不幸的根源所在。

《一个人的遭遇》与《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比较阅读

参考提示：

《一个的遭遇》是通过一位老兵对战争的回忆，讲述战争的
创伤;《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则通过一位青年学生在战
争中的感受，写战争对人性的毁灭。两部作品都有很强的冲
击力，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战争对人的摧残：不义的战争不
仅摧毁了文明成果，也摧残了人的心灵;正义的战争虽然能铸
就英雄业绩，但是同样会给人们留下痛苦的记忆。

2、两篇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同样遭遇了不幸，但有所不同，请
作比较。

参考提示：



对参战目的的认识上——索科洛夫知道自己是在保卫祖国，
《流》中的“我”受了欺骗，没能认清法西斯侵略的本质。

对遭遇战争不幸的态度上——索科洛夫是悲伤的，《流浪人，
你若到斯巴……》中的“我”则显得比较麻木。

在对生活幸福的珍视上——索科洛夫比《流浪人，你若到斯
巴……》中的“我”更加珍视幸福。

3、两篇小说都用了“自白”的形式，但又有不同，试作比较。

参考提示：

不同之处是：《遭》中索科洛尼是在和别人交流;而《流》
中“我”是内心独白，是在和自己的心灵世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