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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深处的凝视，光年尺度的沉思*

*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项目学习的大单元教学形态与范式研究”（项目编号 JK21140）的研究成果。

【教材分析】

《带上她的眼睛》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

曾获1999年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本文以大胆的科

学幻想，细腻的情感描写，精彩的悬念伏笔和清新诗意

的语言，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赞美了人类探索

未知世界的崇高精神，表达了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作为唯一入选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科幻作品，

《带上她的眼睛》在教材、课程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价

值。教材采用“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的双线组元

结构。本文属于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单元人文主题

是“科幻探险”，旨在激发学生探索自然世界和科学领

域的兴趣和想象力；“语文要素”是学习浏览，引导学

生学会提取主要信息，并对阅读材料中的内容和表达

有所思考和质疑。单元写作训练为“语言简明”，指导

学生了解语言简明的基本要求，把握使语言简明的方

法技巧。此外，还安排了综合性学习“我的语文生

活”，引导学生关注报刊、广告、电影、网络等生活中的

语文学习资源；“名著导读”栏目中，精选了儒勒·凡尔

纳的《海底两万里》（必读）和阿西莫夫的《基地》、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自主阅读），扩大学

生的阅读量。

《带上她的眼睛》篇幅较长，适宜开展“浏览”和“语

言简明”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其题材和文体，既呈现出

与本单元其他课文不同的风貌，又与名著导读内容密

切相关，可实现“课内”向“课外”的延伸，引导学生迁移

课内阅读经验，积累和形成自主阅读的方法。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看，《带上她的眼睛》文质兼美，

其出色的叙事手法、奇妙的科学想象、个性化的艺术风

格以及对未来发展和现实人性的思考等，让它可以同

时实现多个层次、多个学习任务群的学习探索。

《带上她的眼睛》与课程内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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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与本课相关的任务群学习目标与内容

在语言文字运用情境中，发现、感受和表现
语言文字的魅力，加深对语言文字及其文化
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欣赏优秀作品的语言
表达技巧，初步探究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通过整体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
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审美体验；
了解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欣赏和评价语言
文字作品，提高审美品位；观察、感受自然与
社会，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学习跨
媒介阅读与交流，比较不同媒介的表达效
果，尝试探究不同媒介的表达特点。领略数
字时代精彩的文学世界，欣赏由经典文学作
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感受不同媒介的艺术魅
力。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联结课堂内外、学校内
外，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领域；围绕学科学
习、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
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围绕科学理性、艺术
精神等，选择专题，组建小组，开展学习与研
究，运用多种形式分享学习与研究成果。

因此，本课学习应充分整合三个层级多个学习任务

群的目标和要求，实现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和综合能力

培养。设计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充分感受科幻文学

的艺术魅力，深入理解悬念、伏笔等叙事技巧；设计跨学

科、跨媒介学习活动，围绕“科幻的发展历史”“科幻的呈

现形式”“科幻文学的意义”等主题展开合作探究，多维度

联读，跨学科联动，领悟作品对人类命运、存在意义和文

明本质的深刻思考，理解科幻的多元价值。

【学情分析】

随着中国科幻的崛起，公众对科幻作品的兴趣日

益浓厚，青少年群体更是其忠实拥趸。七年级学生富

于好奇心和想象力，有利于开展科幻小说的阅读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的兴奋点往往落在惊险奇异的

故事内容上，容易囫囵吞枣、浅尝辄止，缺少细读文本、深

□ 张 晋

——《带上她的眼睛》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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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精研的愿望和耐心。特别是对写作技巧、主题意蕴的

解读，常常用“贴标签”的方式，生搬硬套专业术语，用所

谓的“答题模板”取代对语言文字和情感价值的深入体验，

认知始终浮于表面，难以形成高品质思维。

【教学设想】

借助学生喜爱的影视作品《流浪地球》与课文对比，

引发关于“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的思辨。激发学生探

究欲望的同时，一线串珠，设计“小”故事“大”技巧、“小”

人物“大”情怀和“小”视角“大”世界三项学习活动，分别

从情节艺术、人物设计和意蕴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学习研

讨。设计填写信息卡片、调换叙述顺序、替换人物角色、

对比原文稿件、跨学科联读研究等言语实践活动，引导学

生在真实的运用情境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认识其丰

富内涵，掌握其运用规律；在联想想象、分析比较中，培养

学生的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

思维，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通过对

科幻艺术的多维解读和深度学习，涵养高雅情趣，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意识。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通过提取时间信息梳理情节，培养快速

浏览文本、检索主要信息的阅读能力和简明准确的表

达能力。

2.通过调整顺序、替换角色、对比文稿等言语实践

活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叙述顺序、叙述视角等“讲故

事”的技巧，养成揣摩细节的阅读习惯。

3.引导学生通过纵向、横向多维的拓展阅读和跨学

科研讨，领悟作品中对人性光辉的热情歌颂和对人类

生存状态的理性反思，理解科幻艺术的多样表达和科

学幻想的多元价值。

【【课时安排】】

共2课时。第一课时主要完成对情节艺术、人物设

计的探讨，课后开展分组阅读与研讨；第二课时，小组

汇报研讨成果，交流总结。

下面介绍第一课时教学内容、活动环节和设计意图。

【【教学过程】】

课前预习：：自读课文，了解故事情节。

一一、、对比设疑，，思维碰撞

导入：：有人说，2023年是“刘慈欣年”。随着《流浪

地球 2》和《三体》的热映，一直在沉默中积蓄着发展力

量，在孤独中寻求理解和支持的中国科幻，终于昂首挺

胸，站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昨天大家阅读了刘慈欣

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带上她的眼睛》，与《流浪地球》相

比，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学生自由分享）

较之于体量宏大、人物复杂、情节刺激的作品，《带

上她的眼睛》略显简单。但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故

事，却为刘慈欣赢得了中国科幻界最高荣誉——“银河

奖”的一等奖。这个“小故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神秘

力量？让我们一起研读，一探究竟。

设计意图：激发探究兴趣，引发关于“宏大叙事”和

“微小叙事”的思辨。

二、“小”故事“大”技巧

1.阅读叙事作品，可以通过抽取时间线的方式来梳

理故事情节。请同学们找出这个小故事中的时间信

息，，并概括每个时间节点对应的情节内容，，填写卡片。

预设：

设计意图：：指导学生学会通过提取关键信息，快速

浏览的方法。通过填写卡片，完成情节梳理和语言表

达简明、准确的训练。

22..如果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叙，，应该如何排序？？

（D-E-A-F-B-C-G）那么，，刘慈欣为何不按照这种顺

序写呢？？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怎么写呢？？

（1）悬念伏笔。作者选择从“我”休假切入故事，让

读者和“我”一样，诧异于小姑娘的举动，好奇她的身

份，激起了读者的探究兴趣。直到两个月后，“我”突然

猜到真相，才将有关落日工程和年轻的地航员的信息

插叙其间，前后细节伏笔照应，让人恍然大悟。

那么，，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顺序来写吗？？（学生自

由设计、交流研讨）

例如：G—A—B—C—D—E—F

B—A—C—D—E—F—G

……

不同的顺序带来不同的效果。可见，巧妙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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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顺序，可以让故事更加精彩生动，引人入胜。

（2）叙述视角。作者以故事中的“我”的口吻叙述，

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视角，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巧

妙地制造了悬念。

那么，，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叙述视角来写吗？？（学

生自由设计、交流研讨）

例如：小姑娘、主任、媒体记者（自行添加的角色）

……

叙述者的选择，也会影响讲故事的效果。

综上，“小”故事里也有叙述顺序、视角运用的“大”

技巧。

设计意图：：运用可视化原理，借助卡片的直观印

象，设计叙事顺序和叙述视角的选择、调换等活动，以

更直观的方式调动学生的探究热情，清晰呈现学生的

认知状态和思维过程；同时，让学生在真实的言语实践

中真切体验，深入理解写作的内在机制及其表达效果。

三、“小”人物“大”情怀

1.小说有几个人物？（3个）重要的角色是谁？（“我”

和小姑娘）

2.角色更换————能否将地航员塑造成一一个四五十

岁的中年男性呢？？（不能）

（1）言行与身份要相符。小姑娘的形象和文中欣

赏小花、感受风声的情节更契合。如果换成一个成熟

男性，会很别扭、不自然。

（2）构成人物间的对比。小姑娘与“我”形成鲜明

对比——“我”是男性，小姑娘是女性；“我”工作多年，

小姑娘刚刚毕业；“我”死气沉沉，小姑娘却充满热情：

“我”把她带到了绿色世界，她用热爱唤醒了“我”……

（3）构成极端的对比叙事。刚刚毕业，对生活充满

热情的小姑娘，终身只能独自困在地狱一般的地底深

处，忍受无边的黑暗重压和巨大的精神孤独。美好的

事物被吞噬，强化了命运的残酷，凸显了作品悲剧的力

量。而地上人在绿色世界中失去了感受生命的能力，

地下人却在灰色世界中渴望着生命的炫光，彰显了作

品悲壮的英雄主义，令人动容，发人深省。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发现主要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形

象意义，理解人物设定的基本原则。

3.比读原文————本文在选入教材时，，作者亲自删减

了一一些内容。。比读下列文字，，思考：：

（1）关于“给花起名字”的情节

原文片段1：

“我们给这朵小花起个名字好吗？嗯……

叫她梦梦吧。我们再看看那一朵好吗？他该

叫什么呢？嗯，叫小雨吧；再到那一朵那儿去，

啊，谢谢，看她的淡蓝色，她的名字应该是月月

……”

原文片段2：

我听到了她的惊叫：“天啊，你把小雪踩住

了！”我扶起那朵白色的野花，觉得很可笑，就

用两只手各捂住一朵小花，问她：“她们都叫什

么？什么样儿？”“左边那朵叫水晶，也是白色

的，它的茎上有分开的三片叶儿；右边那朵叫

火苗，粉红色，茎上有四片叶子，上面两片是单

的，下面两片连在一起。”

请同学们细读以上原文片段，，小组讨论，，如果让你

来编写，你会选择保留吗？为什么？

（预设：会选择保留。因为给小花取名字的情节更

加展现了小姑娘对生命、对世界的热爱；她记住每一朵

花的名字，可以看出她珍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努力记住

这个世界；她害怕“我”踩到小花，想保护它们，也展现

了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立意。）

给花起名字的情节，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人物的内心

世界，展现了主人公的热情善良，彰显了珍爱生命的主题。

（2）关于“小姑娘的哭泣”的细节

原文中，曾多次写到小姑娘的“抽泣”，课文进行了

删减或改为“轻轻的叹息”。请同学们思考，这几处“抽

泣”是否值得保留？

（预设：保留更好，因为抽泣可以见出小姑娘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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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之外，还有柔弱的一面，这既符合她尚未成熟、年轻

稚嫩的身份，也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删去

更好，因为哭泣会削弱地航员英勇无畏的形象。）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人

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有一点能达成共识——无论是

哭泣还是叹息，无论是稚嫩还是勇敢，在这个小小的人

物身上，闪耀的却是人性的光华！小姑娘身处绝境，依

然温和平静，怀揣希望……她的举动既温暖了麻木冷

漠的“我”，也感动着现实中的我们。希望同学们也能

和文中的“我”一样，朝圣过美好，因此也能活成美好。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由浅入深，逐步完善对人物的

认知，感受温暖动人的人性光华和科学探索的崇高情

怀。同时掌握研读小说的方法。

对于“哭泣”“叹息”哪个更好这一问题，不设置标

准答案，而是鼓励学生个性化解读，多样化思考。

四、“小”视角“大”世界

读到这里，同学们还认为这个故事小而单调吗，你

们爱上了这个小故事吗？

小结：在这篇“小”故事里，有叙述顺序和叙述视角

的巧妙技巧，有温暖而坚定的情怀。其实，科幻作品作

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视角，承担着思考当

下、预判未来等多元而丰富的使命。

课后作业：请同学们小组合作，从以下四个角度中

任选其一，探索科幻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1.“我”的科幻阅读史

不少同学都有阅读科幻文学的经历，本单元“名著导

读”推荐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阿西莫夫的《基

地》和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请同学们课

后进一步研读，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尝试探索不同科幻

作家的作品、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呈现的异同。

2.硬科幻与软科幻

科幻文学存在不同的类型。《带上她的眼睛》侧重

在科幻背景下传达对生命状态、人性价值的思考，属于

软科幻；与之相对的是以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为

基础，强调严密的技术推演和未来世界预测的硬科幻。

不同类型带来不同风貌，你更欣赏哪一类？

3.影视和文学

欣赏由经典科幻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如《流浪地球》

《海底两万里》，感受不同媒介的艺术魅力。以某一部科

幻作品为例，思考不同媒介在表现手法、主题意蕴上的差异。

4.科幻的终极意义

搜集有关科幻艺术发展历史的资料，联系本单元

中另外三篇表达“科学探险”主题的课文，从科学理性、

艺术精神、文化价值等角度探讨科幻的多元意义。

设计意图：：

鼓励学生迁移课内学习经验，开展相关的课外自

读和研究性学习。四个研讨话题，前两个从时间维度，

展开纵向梳理；后两个则是横向拓展，跨学科联动。多

维探索，引导学生深度学习，理解科幻艺术的多样表达

和科学幻想的多元价值。不断深化认知的同时，也打

开阅读视野，提升思维品质。

五、、小中见大，，凝视沉思

科幻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一个

空间无限广阔、时间无限久远的尺度，把世界的终极推

到我们面前，迫使我们直面死亡，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

现状，思考生命的意义，拷问道德和人性。这也是我们

阅读科幻的意义。

【【板书设计】】

【【设计反思】】

1.关注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设计指向素养发展的

学习活动。着力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和

综合能力，并在学习过程中促进方法、习惯及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综合发展。

2.关注课程组织和教材单元的内部结构，以整合的

视角确定教学内容。将教材与任务群学习相对应，确

定教学方向；充分考虑单元内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

与名著导读各版块间的逻辑关联。

3.关注由课内向课外的延伸，着力改变阅读量少、

质低的现状。设计课内外联动的学习活动，积极拓展

课外阅读，践行由教读、自读到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

阅读教学理念。

4.注重发挥跨学科学习的整体育人优势，努力架设

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语文学习与生活之间的通道，以

科幻为抓手，设计研究性学习主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生活，在实践中学习语文，理解语文，运用语文。

（作者：张晋，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责编：芮瑞；校对：夏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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