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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阿 Q 正传（节选）》和《边城（节选）》是选必下册第二单元的课文，本单元属于“中

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这一任务群主要“研习中国现当代代表性作家作品，

包括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进一步提高文学阅读和写作能力，把握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区别于高一高二阶段

教材中的 15 篇（部）小说，这一单元的学习目标更强调精读和研习。 

 

【学情分析】 

本课面向位育中学高三（7）班学生，高三（7）班是一个理化合班，学生的思维方式带

有比较明显的理科生特点——线性、问题导向。他们对故事性较强、能在情节上提供猎奇性

的文本如《阿 Q 正传（节选）》有更大的阅读的兴趣，而《边城（节选）》情节起伏不大，

加之对情感体察的要求更为细腻，因此对学生而言理解的难度更大。如何引导学生关注小说

人物的悲剧命运、探究悲剧究竟悲在何处就成了我备课时的主要方向。我希望他们读小说不

只是为了猎奇或得出某种简单结论，而是尽可能调动起他们有限的人生经验去理解人物进而

理解作者和作品的真正立意所在。 

 

【教学目标】 

1．研读小说文本和相关资料，在时代语境中深化对两篇小说悲剧性的认识。 

2．赏析《阿 Q 正传》和《边城》“揭丑”“示美”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了解中国现代

文学“感时忧国”的特点。 

【教学重点】 

探究两部小说悲剧背后的成因及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教学难点】 

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两部小说的创作意图。 

【教学过程】 

〔课前学习〕 

 研读两篇课文和补充资料，完成学习任务单（另附）。 

〔课堂学习〕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意图说明 

导入：作业中学生对

小说悲剧性体现在何

处有不同的认识。 

衔接作业，反馈共性

存疑。 

 课堂从解决存疑开

始，引出主问题。 

研读《阿 Q 正传》及

补充资料，探究悲剧

成因 

阿 Q 人生中有价值的

东西是什么？阿 Q 人

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是

如何被毁灭的？ 

发现阿 Q 的悲剧不只

在个人，也在社会。 

明确悲剧成因，为后

文探究创作动因铺

垫。 

创作动因分析（一） 从“国民劣根性”到

“对国民的两种判

断”。 

明确鲁迅对国民性问

题的持续关注和思

考。 

认识到鲁迅对国民性

问题持续思考的背

后，是对国家、民族



  前途命运的思考。 

研读《边城》及补充

资料，探究悲剧成因 

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

希望指什么？ 

不凑巧指什么？ 

发现《边城》的悲剧

和阿 Q 的悲剧的不

同。 

明确悲剧成因，为后

文探究创作动因铺

垫。 

创作动因分析（二） 来到城市的“乡下人”

面对怎样的矛盾？ 

分析沈从文对湘西故

土和城市的感情。 

认识到沈从文对故土

复杂感情的背后是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

社会所面临的矛盾。 

课堂小结 鲁迅的“揭丑”和沈

从文的“示美”，其根

本是殊途同归的。 

尝试做学法总结，探

讨阅读悲剧的当下意

义。 

了解悲剧性的多样表

现形式，帮助学生深

化对两部小说悲剧性

的认识。 

 

〔课后作业〕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

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分别是“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即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

以外的世界。如果大观园是乌托邦，为什么曹雪芹最后却让她破败幻灭？请谈谈你的理解。 

 

【教学反思】 

“真理半页纸，闲言万卷书”这句话基本可以涵盖此次开课（包括先前两次试讲）后我

的感受。尤其是回看三次教学经历，更充分地认识到了课堂教学删繁就简的重要性。 

选必下第二单元的学习目标之一是“研习”，“研习”顾名思义，即研究、学习。两篇小

说的体量事实上并不小，加之两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作品重要

性和价值不言而喻。而学生在高三阶段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有

限的课外阅读补充资料达到研习的目的，就成了我在开课之初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导

致了第一次试讲基本以我讲为主，生生把课堂变成了讲座的情况。实在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其次是对于课题的选择，虽然早早就把“悲剧性”作为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但涉及

相关内容仍旧太多，如“什么是悲剧”、“悲剧的表现形式”、“悲剧的成因”、“作者创作悲剧

的动因”、“如何理解小说的悲剧性”等。其实若想要解决我在开课之初面对的主要问题，帮

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深入文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减法。事实证明，最后以两位作家对悲

剧的界定为抓手，探究两部小说的悲剧性所在，不仅能顺势引出两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差

异，课堂的聚焦点也更为明晰了。 

最后想说的是课堂上的学生活动。最后一次正式上课我留给学生发言的时间是最多的，

虽然平时会嫌弃理化生读书少，但评课老师们还是非常认可学生的表现的，这也让我反省自

己是不是还不够相信学生，是不是少了点对他们的耐心，有时急于抛出答案，恰恰遮蔽了发

现问题的可能，这是我在今后教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