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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苦难，走近鲁迅
 ——《祝福》教学设计

江苏省扬州中学  陈桂华

教学

同课异构：《祝福》《曹冲称象》（《称象》）

【思路解说】

《祝福》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年年如此”

的真实面貌，塑造了一个被侮辱、受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

女的典型形象。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将主体精神结构及内在的矛

盾与真实的客观生活描绘融合在一起，达到了近代中国小说的

高地，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例如对《祝福》主旨的解

读，传统的说法侧重论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对

祥林嫂的戕害，近来主要强调反对封建礼教及其在群众中的

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是儒释道“吃人”的寓言。其实不仅如此，

鲁迅作品的重要特色就是将他对中国人人生特有的深刻、广

博而又确定的体验融在故事中，展现他的大悲悯、大悲哀、大

悲痛。鲁迅作品的精神底蕴对青少年学生的积极影响具有不

可替代性。

当前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是面

面俱到地讲解，认为鲁迅作品有阅读难度，没有老师透彻全面

的讲解，学生不能掌握；二是偏重于思想意义，文章本身的艺

术力量和审美价值不见了。正因为鲁迅作品的内蕴极深广，所

以教学《祝福》需要有选择地处理教材，处理好取与舍的关

系。本设计力求删繁就简、突出重点。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水平

和学习状况，预设了“备选要求”，供学有余力时选用。

传统的教学设计往往忽视人的生命体验，导致学生在阅

读时未能有主体的生命参与。笔者认识到激活学生沉睡的生

命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生命体

验，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因此，本设计注重引导学生认真

阅读文本，从情节入手，进入情境；运用问题引领，通过组织学

生讨论，引导学生感受人物的命运，体验作者复杂的情感，收

获自己的感悟，进而很好地理解文本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不仅

体验到作品人物的辛酸，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大悲悯、大悲哀、

大悲痛。

《祝福》能引起学生兴趣和思索的地方很多。当学生进入

文本后，老师不一定固守现成的设计，要关注学生对作品的感

受和理解，要注意捕捉有价值的即时生成，鼓励个性化解读，

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而不要急于求“成”。

【教学目标】

1．分析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准确把握主要人物的形象

特征。

2．认识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关系，探讨造成人物悲剧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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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研读文本，自主学习，静心体会。

2．问题引领，聚焦悲剧进行探究。

3．链接资料，师生互动，拓展深度，引导学生课后进一

步探求。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老人与海》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

能被打败。”这里的“消灭”可理解为外在的、物质的、肉体的，

“打败”可理解为内在的、意志的、精神的。也就是说，外在的

肉体可以受磨难以至被消灭，但是内在的精神不能被击垮。今

天我们要认识的祥林嫂却是既被消灭也被打败了。

二、整体感知课文，梳理情节脉络

师：《祝福》的情节可从两个角度去梳理：祥林嫂的故事，

“我”的故事。

要求：阅读课文，理清相关情节。

1. 祥林嫂的故事

理清情节，完成如下表格：

原著
分段

段落及
情节发展

内容 重点关注

一
§1～2
序幕

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 §1“年年如此”

一
§3～33
结局

祥林嫂凄然死去

7～15“究竟有没有魂灵”
次高潮

§19～32“死了”　结局

二
§34～53

开端
祥林嫂初到鲁镇 §34～36“顺着眼”“整日做”

三
§54～65

发展
祥林嫂被迫改嫁 §60“实在闹得厉害”

四
§66～111

高潮
祥林嫂再到鲁镇

§108～109 “你放着吧”
高潮

五
§112
尾声

祝福景象与“我”
的感受

§112“懒散而且舒适”

明确：《祝福》倒叙手法的运用，将祥林嫂的悲惨结局一

开始就呈现在读者面前，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祥林嫂过去是什

么人？为什么死去？为什么又会在死前提出那样奇怪的问题？

接着写了祥林嫂一生经历了五大波折：丧夫后逃到鲁镇做工；

被婆婆抓回强卖到贺家墺；后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去，自

己被大伯赶出屋；重返鲁镇做工遭歧视，被看成“伤风败俗”

的女人；捐门槛不被承认，沦为乞丐。这五大波折使她遭受到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从而使她一步一步走向绝境。

2. “我”的故事

“我”回到鲁镇路遇沦为乞丐的祥林嫂，紧接着得悉她的

死讯，回忆她的生平。时间跨度三天。

第一天：“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事件：回鲁镇。

第二天：“第二天我起得很迟。”

事件：与四叔话不投机；拜亲访友，单调乏味。

第三天：“第三天也照样。”

事件：回忆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忐忑不安；（傍晚）惊闻

噩耗，负疚；（入夜）渐渐舒畅，回忆祥林嫂生平；（夜阑）被爆

竹惊醒，懒散舒适。

明确：用“我”（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增添

了故事的真实性、权威性。

备选要求：用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还有什

么作用？（鲁迅借助“我”将祥林嫂的故事植入主体的心灵演

变和自省之中，只有良心未完全泯灭的“我”才能够回忆和讲

述祥林嫂的生平，与之相比的是其他人都对祥林嫂抱着漠然

麻木的态度。然而，连小说中最具有同情心的人最后也变得麻

木，衬托出了祥林嫂死的悲剧性。）

三、分析人物描写，把握形象特征

师：在了解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我们来把握小说的人物形

象，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除了通过情

节，还通过各类描写完成。

要求：以主要人物祥林嫂为例，掌握刻画人物形象的手

法。



shèwénｙǔ jiàn

2012.2 14理
念

论
点
摘
编

教
学

语
言

文
学

语
文
博
客

悦
读

中
华
诵

语
文
特
色
校

1. 引导学生分析肖像描写，特别是写眼睛的细节。

鲁迅说：“要极俭省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出他

的眼睛。”分析作者对祥林嫂眼睛的描写部分，通过眼睛这一

“窗户”透视人物的心灵。

师生对话、互动，一起完成下列表格：

 

找   眼   睛 论   特   点

初到鲁镇——顺着眼 安分

再到鲁镇——顺着眼，眼角带着泪 再受打击，内心痛苦

讲阿毛故事——直着眼 精神有些麻木

捐门槛后——分外有神 又有希望

不让祝福——失神、窈陷 再受打击

行乞——眼珠间或一轮 麻木

问有无灵魂——忽然发光 一丝希望

明确：从对比中显示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悲哀。

2．言为心声，引导学生分析人物语言描写。

对四婶讲阿毛——痛苦、自责；

对大家讲阿毛——麻木、空虚；

与柳妈的对话——精神重压，陷入恐惧；

与“我”对话魂灵有无——封建迷信桎梏下矛盾的心理。

明确：祥林嫂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3．面对不幸的命运，祥林嫂抗争过，引导学生分析人物行

动描写。

反对再嫁——逃；

为了生存——（毫不懈怠地）做 “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

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整天地做，似乎闲着就无聊”；

反抗再嫁——嚎、撞；

怕被分身——捐（门槛）；

怀疑鬼神——问（灵魂有无）。

明确：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

良，安分守己，要求极低，想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存下去；但

在旧社会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性格是坚强的，一次又

一次地向限度挑战，这个限度又一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

挑战摆在了她面前。她最终被打败。

备选要求：讨论为什么祥林嫂的反抗不仅没有帮助她走出

自己的悲剧，反而使她更加痛苦，加速了她的死亡？祥林嫂该

不该反抗？（老师最后总结：反抗是其生命中的亮色。）

四、分析环境描写，体会艺术匠心

师：《祝福》塑造了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自然也描绘

了这种复杂性格赖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环境。

要求：找出文中几处环境描写，分别理解其作用。

1．关于祝福的描写。形象地再现祥林嫂生活的鲁镇封建

气息浓厚的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时间标志，把祥林嫂的人

生悲剧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还和祥林嫂的死形

成强烈对比，增添了作品的悲剧氛围。

2．鲁四老爷书房的描写。表露了鲁四老爷的身份，揭示了

鲁四老爷伪善的本质。他是一个宣扬封建礼教，自觉维护封建

统治的卫道者。

3．鲁镇人文环境的描写。鲁镇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是

当时中国偏僻而落后的一个角落，受到理学严密的思想统治，

弥漫着浓厚的迷信气氛。为祥林嫂的“被打败”提供了典型环

境。

五、聚焦悲剧原因，探究文章主旨

师：有研究者认为，“祥林嫂的故事”的文本结构是“她的

死乃由……造成”。这是一个向读者的阐释开放的文本，只要

从文本本身出发，可以出现种种不同的解释，同学们一起来思

考这个问题。

要求：探讨祥林嫂悲剧（被打败）原因。

1．从祥林嫂一生几次重大变化，分析悲剧原因。

师生互动明确：

守寡不成，被迫改嫁。祥林嫂没有任何个人选择自由，尽

最大努力的反抗也没有效果。这件事的主谋是祥林嫂的婆婆，

婆婆这种做法，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如果是维护封建礼

教—— 一女不事二夫，她就应该让祥林嫂守节，她可以把祥林

嫂抓回去，但不能强行出卖。因此，婆婆虽然打着礼教的幌子，

其实又是一个礼教的破坏者，她使用了十分野蛮的手段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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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的功利目的，使祥林嫂被打上了“不干净”的烙印。封建礼

教并不允许家长做出这样卑劣的事，这种行径应当受到当时社

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却没有，这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沦落。

守家不成，无路可走。祥林嫂再回到鲁镇，原因是被大伯

赶了出来，生计无着。房子是祥林嫂和第二任丈夫的共有财

产，丈夫死后，祥林嫂本来应有居住权，但是却被大伯赶了出

来，失了生活根基。这里没有道德可言，只有封建家族的恃强

凌弱、唯利是图，是赤裸裸的掠夺。

守命不成，末路行乞。祥林嫂对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是

接受认同的。在听信了柳妈的灌输之后，惶恐不安，苦闷异常。

在捐门槛无效之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依托，彻底崩溃。她

在临死前，对魂灵的有无产生了疑惑。她希望人死后有魂灵，

因为她想看见自己的儿子；她害怕人死后有魂灵，因为她害怕

在阴间被锯成两半。这种疑惑是她对自己命运的疑惑，但也正

是这种疑惑，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使她在临死前受到了极大

的精神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

2．参与打败祥林嫂的还有谁？

丁玲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

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路上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

加痛苦。”

四叔、四婶：封建礼教以及相关的封建迷信思想的代表。

他们歧视再嫁的祥林嫂，给祥林嫂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特

别是在捐出门槛之后，祥林嫂自以为争得了祝福的权利，“便

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但是四婶的一声断喝——“你放着

罢，祥林嫂！”击碎了她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当一切艰辛努力

都付诸东流，怎不让人万念俱灰？她活下去的最后一点火星被

无情地踩灭了。

其他的“人们”：不仅有向祥林嫂灌输封建迷信思想的柳

妈，还有鲁镇的其他人。他们对祥林嫂表现出的令人战栗的凉

薄与冷漠，甚至还有对苦难的“赏鉴”，是吹走祥林嫂内心最

后一点温暖的“寒气”。

“我”：“我”是鲁镇唯一对祥林嫂表示同情的人。“我”

思想进步，对祥林嫂提出的“魂灵的有无”的问题，之所以作

了含糊的回答，有善良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

能。

明确：把祥林嫂往死路上赶的，有的是有意为之，如鲁四

老爷，但更多的则是不自觉而为之。主观愿望不同，但是结果

一样。毋庸讳言，“我”也是将祥林嫂推上绝路的人。

备选要求：许寿裳先生说：“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

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你同意他的观点吗？谈谈你的看

法。（可链接鲁迅杂文《我之节烈观》、钱理群《〈祝福〉：“我”

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高远东《〈祝福〉：儒释道“吃人”的

寓言》等资料，产生思想碰撞。）

总结：一步步把祥林嫂推向绝路的是这个黑暗的社会环

境，“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毫无道德可言的封建家

族内的恃强凌弱，以及周围人的冷漠麻木，加上祥林嫂自身的

愚昧。鲁迅表现祥林嫂的悲惨命运的用意，就是批判当时社会

的腐朽与黑暗，也揭示了包括祥林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病态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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