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文 新 课 标 所 强 调 的“ 学 会 自 我 监 控 和 学 习 管

理”。笔者应当经常反思项目学习的初衷和本

质，通过积极重构语文学习内容、围绕驱动问题

与情境任务重新打造学习流程、设计适切的表现

性评价量表或完善已经开发的量表工具，指导学

生自主计划、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在真实的情

境中解决实际问题，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和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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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是教材传统篇目，历来备受关注，教

学中也有很多经典案例。随着《普通高中语文课

程标准（2017 年版）》颁布和统编高中语文教材试

行，《祝福》的教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

简单的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关乎语文教学理念的

变化。最显著的是教师在教学中更加彰显学生

的主体性。

下面以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李琳老师的《祝

福》课为例，作一分析。

一、《祝福》学案、教案

（一）《祝福》学案

1.试着为祥林嫂做一份年谱，内容包括年龄、

事件、文中依据。

祥林嫂年谱

年龄

二十六七

四十上下

事件

春，丧夫祥林；冬初，鲁
家为佣，祭祀时很忙

被赶出鲁家，沦为乞丐

（年）流落街头

死于除夕前夜或除夕晨

文中依据

2.小说中对祥林嫂的描写，有人概括为“二进

二出鲁家，半生三幅肖像 ”,你同意吗？你有新发

现吗？此外，文中还有十多处刻画了眼睛，请你

找出来，并注意其间的变化。

在任务群教学中彰显学生主体性

——以《祝福》教学设计为例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 王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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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祥林嫂如此死是由什么造成的？

4.有同学问：开头结尾写到四叔书房布置，写

到祝福氛围，还写了“我”，是否多余？

5.做完第 4题，请反思你做第 3题时的思考与

主要结论，再一次阐释“祥林嫂如此死是由什么

造成的”这个问题。

（二）《祝福》教案

教学过程：

1. 在本单元的古今中外经典小说中，我们已

经学习了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通过别里

科夫这一人物形象、性格命运，对产生套中人的

社会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对作家“为人生”

的创作主旨有所领悟。

2.祥林嫂的死是因为什么？祥林嫂是怎么走

到这一步的？交流学案，梳理祥林嫂“半生事

迹”，类似年谱。

祥林嫂半生事迹（略）。

学生甲用一张图表（图 1）直观地展现了祥林

嫂的命运，并上台展示、解说。

图 1
其他学生评价、补充、改编、完善。学生乙对

学生甲的图作了修正，展示了图 2，他认为祥林嫂

的命运有过平缓期，但也有断崖式的下降期，并

用虚竖线表示。

图 2
讨论：

（1）祥林嫂 26岁前是空白的，她反抗过，起一

个波浪；急转直下后又反抗，再起一个波浪。捐

门槛却无法赎罪，仍然被视为异类。每次的努力

抗争，只换来外在世界更深的歧视和排斥！（波浪

线急转直下）你是否赞同？

（2）可以标明祥林嫂遭遇的突发事件吗？

（3）在图表上是否可以加上四幅肖像描写？

人物随着命运的变化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4）马克思说，人从本质上说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与祥林嫂有亲疏、远近关系的人们，

可以添加到这幅图上吗？（如“我”、婆婆、卫老婆

子、贺家大伯、四叔、四婶、柳妈等）他们与祥林嫂

有何关联？鲁迅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什么？

明确：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人性残

酷，人们大多为看客心态，对他人不幸有兴趣和

敏感。一旦别人的痛苦悲哀被咀嚼、鉴赏殆尽，

成为渣滓，就立刻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

笑。鲁迅不仅写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而且用笔

力写尽了人间百态、人情凉薄，体现了他对社会

现实和人生世相的深刻洞察与批判。

3.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祥林嫂，然而七八位学

生敏锐地察觉：被祥林嫂遮蔽的“我”也很重要。

PPT呈现学生提问：

“我”对祥林嫂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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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末，“我”细致地呈现四叔书房放置《近

思录集注》有什么特殊含义？

第 2段末，“我”为什么要决计要走？

吃鱼翅是“我”又决计要走的真实原因吗？

鲁四老爷和“我”交谈中，“我”扮演了怎样的

角色？

祥林嫂询问“我”有关灵魂与地狱的具体缘由

是什么？

祥林嫂的死，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这个角色在小说头尾出现，究竟有什么

作用？

明确：“我”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不少。“我”

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叙述者，是离开故乡又在年

终祝福前回到故乡，然而无家可归却无论如何明

天决计要走的漂泊者，是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

人（祥林嫂语）。“我”对祥林嫂充满同情，但无法

解决她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软弱无力的启蒙知

识分子，因祥林嫂的死亡，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为

此惶恐不安、自责自谴、自我开脱、深刻反省、愤

懑不满，最后用笔书写。“我”、祥林嫂、鲁镇构成

了这样重叠的三角形关联。（见板书）

“我”离乡、回乡、再离乡的模式并非孤立的，

《故乡》中有“我”，《在酒楼上》有“我”，深受“五四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我”，在风雨如磐的动荡年代

能做什么？对被侮辱被损害的祥林嫂、闰土等人

又能做什么？

祥林嫂的死是因为什么？雪崩时，没有一片

雪花是无辜的。“我”也有份！

4.我们已学过《装在套子里的人》。同为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和契诃夫在创作上有哪些可

以比较的点？如作家生平经历、创作思想、小说

取材、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思想主题、艺术特色

等，任选一点。

5.作业（任选一项）。

（1）梳理小说《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中

“我”这个第一人称人物形象，说说其意义和价值。

（2）用《乡土中国》中礼俗社会的相关内容分

析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根源。

（3）观看电影《祝福》，与原著作比较，评析它

们的差异点。

二、课例分析

语文教学从起初关注“教什么文本”的内容

立场，转到关注“怎样教文本”的教师立场，进而

走向关注“学生学会什么”的学生立场，一路发

展，发人深思。在落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任务群教学时，如何彰显学生主体

性？联系课例，我们试着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一）注重学生活动设计及其自主学习方式

本课例包括学案和教案两部分。学案和教

案呼应，为课堂活动做好铺垫。如学案第 1 题对

应教案第 2个环节；学案第 4题对应教案第 3个环

节。搭建了学生预习与课堂学习的桥梁。学案

中有关“我”的问题设计来自学生预习疑问，学生

预习中产生的问题恰是小说的关键点。而来自

学生的问题往往可以构成真实的语文学习情境，

学生对此更敏感且会高投入、高参与，从而产生

高效能。案例中教师不仅抓住了这个点，确保了

课堂的动力，而且把它作为教学重点深化，提升

学生对这篇小说思想的认识程度。

祥林嫂人物命运的梳理活动设计是学案和教

案的亮点。学案第 1题，教师要求学生做一份祥林

嫂年谱，还原她的一生。这项活动包含要求学生

仔细阅读文本，梳理情节线索，提炼核心要素，并

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等。一旦祥林嫂人生的几个重

要节点形成了网络，学生自然能找到其中的规

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交流祥林嫂年谱，教师鼓

励学生的创新之举。学生甲画了一张坐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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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分别以祥林嫂的年龄和她的幸福指数为横

轴和竖轴，直观地展示祥林嫂跌宕起伏的人生轨

迹。接着教师鼓励其他学生评价、补充、改编、完

善。于是出现了学生乙画的图 2。学生乙对学生

甲的图 1表示异议，他认为祥林嫂的命运存在着断

崖式下降的阶段，所以他所画的线更加陡直，同时

他又认为祥林嫂的命运也有平缓期，她也有过短

暂的幸福时光，这种相对的平缓使情节发展更有

节奏感，也使小说更有悲剧意义。两位学生的阐

述，引发了同学的热议。由于年龄和求学时代不

同，相对教师，学生更喜欢采用多种形式如可视的

图表来说明问题。而图表背后同样包含学生对文

字的品读、小说线索的梳理、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和

对小说主旨的把握。教师对这种自主开放活动的

引发和鼓励，让学生探究和表达的热情得到充分

的点燃，学生对《祝福》人物形象的赏鉴和主旨的

把握又进了一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

“学习任务群以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为主要学

习方法，凸显学生学习语文的根本途径。”恰切而

又有创意的语文活动设计可能就是打开学生思

维的开关。学生通过阅读，梳理祥林嫂的遭遇，

整理祥林嫂年谱，画祥林嫂命运轨迹图，在与同

伴交流中修改现有的结论，各种思想碰撞，最后

形成相对完善的结论。在整个活动设计中，学生

建构了自己的语文学习经验，发展了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品质，培养了创造力。

（二）为学生的高阶思维发展提供支持

彰显学生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显性的学生

活动的组织上，而且体现在教师为学生思维活动

走向高阶而设计的学习支架和提供的学习支持

上。认知领域教育目标从低到高依次是记忆、理

解、应用、分析、评价、创新。一般而言，分析、评

价、创新为高阶思维。学生思维要达到高阶，学

习支持必不可少。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文学

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教学建议指出：“教师应

向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如做好问题设计，

提供阅读策略指导，实施组织经验分享和成果交

流活动；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指导点拨，组织并平

等参与问题讨论等。”这里所讲的“学习支持”最

终指向，还是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性和

能动性得以引发。

《祝福》是一篇有思想深度的小说，学生理解其

主旨有一定难度。课例在此作了探索。如学案：3.
祥林嫂如此死是由什么造成的？4.有同学问：开头

结尾写到四叔书房布置，写到祝福氛围，还写了

“我”，是否多余？5. 做完第 4 题，请反思你做第 3
题时的思考与主要结论，再一次阐释“祥林嫂如此

死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个问题。上述三个问题可

作为一个思维单元，问题与问题之间形成互相关

联又层进的关系。第 3题和第 5题是同一个问题，

但思维层级已经由于第 4 题而发生了变化。这也

是教师通过问题链提供学习支持的路径。

又如教案第 2 环节，在学生展示图表并解读

后，教师抛出问题：（1）可以标明祥林嫂遭遇的突

发事件吗？（2）图表上是否可以加上四幅肖像描

写？人物随着命运的变化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变

化？（3）马克思说，人从本质上说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与祥林嫂有亲疏、远近关系的人们，可

以添加到这幅图上吗？（如“我”、婆婆、卫老婆子、

贺家大伯、四叔、四婶、柳妈等）他们与祥林嫂有

何关联？鲁迅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什么？在

这组问题中，第 1组是对信息的补充，处于认知的

“理解阶段”；第 2组将问题推进了一层，处于认知

的“理解”和“应用”阶段；第 3 组分析人物形象及

其所处的环境，与周边的人物形成的关联，并探

究作者的用意。有分析，有评价，有创新思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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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阶思维程度。教师通过形成递进的问题链

来搭建学生思维进阶的支架，让学生充分认识小

说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也进一步掌握了

文学阅读的一般规律。

（三）关注学生立体、丰富的发展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实

施建议”中指出：“加强课程实施的整合，通过主

题阅读、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式，

实践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整合，整体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从中可见

课程内容的整合、学习方式的多元对促成学生立

体、丰富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教案中第 4和第 5环节为例。第 4环节：我

们已学过《装在套子里的人》。同为批判现实主义

作家，鲁迅和契诃夫在创作上有哪些可以比较的

点？如作家生平经历、创作思想、小说取材、人物

塑造、情节安排、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等，任选一

点。这是一道比较阅读题。教师把看似两个没有

关联的作家整合，让学生找出异同点并加以分析，

需要学生阅读面、理解力、辨析力、思考力、创造

力、文学素养和跨文化素养等综合素养合力。

第 5 环节 3 个作业都属于群文阅读范畴。学

生可自主选择。作业 1 是关于鲁迅小说的专题阅

读，也包括了关于“我”的主题阅读，这个作业能

够让学生在占有资料后，梳理整合提炼相关信息，

加以分析探究，从而宏观立体地评价一个作家及

其作品，同时掌握评析作家作品的一般规律；作业

2是学术论著和小说的跨文体阅读，学术论著和文

学类作品互为补充，互为印证，能让学生理解不同

类别作品的特色，对《祝福》的社会背景有更深入

的洞悉，也让学生对社会与人生有更深切的认识；

作业 3是跨媒介阅读，让学生比较鉴别多种形式的

文艺作品，了解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功能，以提升文

艺鉴赏力。这组作业设计涉及的面较广，对问题

探究的方法路径各不相同，而学生获得的体验、知

识、能力、思想等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又助力于学

生立体、丰富的发展。

杨向东教授在《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考试命

题》中指出，真实性学业成就“重视不同知识、方法

或态度在深层意义上的整合和运用，关注学生在

复杂的开放性问题情境中的综合表现，强调学生

在知识应用过程中形成灵活有效的问题解决技

能，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计划、监控和评估

学习方案和进程，学会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我

们谈在任务群教学中彰显学生主体性，最终目标

是学生能在复杂的现实问题中自主能动地运用创

造力解决问题。这样说来，传统篇目《祝福》教学

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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