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教材高中文教学设计 

1 

 

必修下册第二单元·沉浸式小剧场 

上海市徐汇中学  张玉玲 

基本信息 

执教 张玉玲 班级 高一（4）班 时间 2023年 4月 13日 

课题   必修下册第二单元·沉浸式小剧场（第二课时）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是一个戏剧单元，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人文主题是

“良知与悲悯”。单元课文节选了三部戏剧名作：元杂剧《窦娥冤》、现代话剧《雷

雨》、西方经典戏剧《哈姆莱特》。教材编写者希望学生通过阅读鉴赏、编排演出

等活动深入理解戏剧作品，把握其悲剧意蕴，激发心中的良知与悲悯情怀。课文

节选《窦娥冤》的第三折希望学生认识窦娥指斥天地、痛发誓愿的反抗精神，思

考窦娥反抗的价值，以及作者在窦娥身上寄寓的情感。《雷雨》（节选）中选取了

周朴园、鲁侍萍相认生新恨的段落，希望学生解读周鲁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充

分认识不同人物的人性，深刻理解社会人生。《哈姆莱特》第三幕希望学生理解哈

姆莱特这一人物身上具有的高贵品格和理想，以及他面对人性堕落、良知泯灭的

黑暗现实所做的殊死抗争，体会剧作家在他身上寄寓的理想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在本单元的三部悲剧作品中，剧作家试图通过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

物的悲情遭遇，启示读者思考造成人物悲剧的深刻根源：社会制度（理俗）、附着

在阶层上的人性之恶等。只有在对悲剧的根源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学生才能体会

到作者在作品中蕴含的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深切关怀，从而理解社会人

生，心怀悲悯之情，具有良知，进而反思自身采取行动。 

学习需求分析 

从学情上看，学生对戏剧单元的学习是有一定期待的。在学习实践中，学生

却很难真正进入戏剧文本研读，把握戏剧人物形象，理解戏剧的意义价值。因此，

他们需要老师搭建一系列的学习支架，引导他们进入戏剧艺术的大门。 

单元学习目标 

1、初步认识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把握悲剧作品的基本特征。 

2、通过戏剧海报设计，把握戏剧冲突，梳理人物关系，深化对戏剧体裁的认识。 

3、通过改写台词，体会戏剧语言的动作性与人性化，理解人物形象，感受作者独

特的风格。 

4、比较剧作不同结局，分析剧作家创作意图，激发心中的良知与悲悯情怀。 

课时学习目标 

1、比较剧作的多种结局，分析剧作家原版结局的创设意图，发现悲剧的价值。 

2、在多重对话中把握戏剧人物的塑造方法，在多维比较中提升对悲剧的认识。 

学习重点与难点 

学习重点：与剧作家对话体会原版结局的创设意图。 

学习难点：运用多维比较发现悲剧的价值。 

学习过程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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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教学流程 

环节一：回顾前期学习内容 

1、展示学生评选出的优秀海报作品。 

2、学生围绕戏剧三要素进行点评。 

环节二：沉浸式小剧场（第一部分） 

1、学生演员分别演出《窦娥冤》和《雷雨》的两个片段。 

2、学生观众观演，从演员的台词演绎、表演动作等方面准备提问。 

环节三：观众与演员对话 

1、人物：发现剧中人物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2、悲剧人物：意识到悲剧人物的形成就是就是人物身上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之时。 

环节四：学习收获 

通过品读台词、分析动作、神态、走位等戏剧语言，进一步体会戏剧语言的

动作性和独特性。 

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概括出窦娥和鲁侍萍“美好被毁灭”的悲剧人物形象。 

从受众体验角度，初步理解悲剧性的意义。 

课间休息 

思考：被“毁灭”后的悲剧人物将何去何从？ 

 

第二课时课堂学习过程 

环节一：沉浸式小剧场（第二部分） 
上一堂课我们欣赏了《窦娥冤》、《雷雨》片段的精彩表演，根据课间同学们

的打分汇总，我们发现《XX》小组的同学打分最高，那请这组同学上来安可。 

现场互动——演员问：同学们，你们希望我怎么做？ 

根据观众的选择，表演结局。 

演员打分单 

  

结局互动段落 

周朴园  （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

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的一点罪过。 

鲁侍萍  （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互动】是否接下支票是由现场观众的决定的，扮演鲁侍萍的演员现场即兴
表演。 

 

教师提问：观众思考选择这样的结局的理由。 

环节二：读者与剧作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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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示前期台本写作中所收集到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结局。 

⚫ 在被“毁灭”之后，你觉得鲁侍萍会怎么做？ 

【鲁侍萍】 

原版：撕碎支票， 准备带四凤远走高飞，过平静的日子。最终因四凤触电身

亡，周萍饮弹自尽，鲁大海出走而发疯。 

上世纪五十年代改版：撕碎支票，对周朴园庄严宣誓“这件事是不可能了结

的”之后，随鲁大海昂然而去，走上革命道路。 

学生改版：接受支票，带大海、四凤远走高飞，与周家再无瓜葛。 

教师提问：思考原版结局的价值。 

2、从剧场效果、受众体验、创作意图、时代背景等角度，比较原版结局与其

他结局，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思考悲剧的美学价值。 

【引导问题预设】 

哪一种结局更有力量？更能引发你的感触？（剧场效果）

为什么现场同学更接受原版的这个结局？（受众体验）

人物的命运走向可以有多种版本，但作者选了这个结局的理由是？（作者意图）

上世纪五十年代改版结局是曹禺受大众要求而修改的，只存在了一段时间又改

回原版了，为什么？（时代背景） 

环节三：思考路径小结及迁移应用 

1、思考路径小结 

上节课中我们体会到了悲剧是作家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印证了鲁迅

先生所说的话。本堂课中我们通过不同版本的人物命运走向，看到了毁灭之后的

人物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抗争性。这些抗争往往都是不成功或不彻底的，而恰恰是

抗争的失败才能唤起读者（观众）内心的良知与悲悯。同时，对于后世的代代读

者（观众）而言，内心的震动激发的是反思与行动，从而推进文明的进程。 

现场生成的板书预设： 

 
 

2、迁移应用《窦娥冤》结局解读 

⚫ 在被“毁灭”之后，你觉得窦娥会怎么做？ 

 

【窦娥】 

原版：窦娥行刑前发下三桩誓愿，死后化作冤魂找到父亲窦天章助其平冤。 

明代《金锁记》改版：窦娥行刑时天降大雪，监斩官急令刀下留人，后得昭

雪，父女夫妻欢庆团圆。 

学生改版：窦娥行刑前被人救出，而后参与到农民起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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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问题：当代读者的你们，更愿意接受哪一种结局？ 

环节四：单元学法小结 

1、通过绘制戏剧海报，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戏剧冲突。 

2、通过表演，我们能更加形象地理解戏剧语言的个性化、潜台词和动作性等

特征。 

3、通过观众、演员、剧作家等多维视角的比较与对话，我们对悲剧的认识得

到了提升。 

环节五：作业布置 

剧评作业（二选一）： 

1、有同学认为在《雷雨》中，鲁侍萍并不是悲剧女性的最佳诠释，繁漪或鲁

四凤更能体现其悲剧意蕴。请选择其中一个人物，运用课上所学，写一篇剧评。 

2、从《窦娥冤》到《雷雨》，你是否发现了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中剧作家对

悲剧意蕴开掘程度的不同，请写一篇剧评谈谈你的看法。 

教学反思 

本堂课的核心设计理念是“沉浸式”，第一层次要求就是希望学生通过演

戏、看戏、评戏真正浸润到戏剧文本中去，即“沉浸式阅读”。教师为学生搭建

的学习支架是海报设计和台本写作，本单元的第 2—5课时就是帮助学生完成文

本细读与再创作的。第二层次的要求是“沉浸式表演”，第二课时中剧本的结局

表演是根据观众观演后的反馈结果，决定邀请哪一组演员进行返场表演，表演内

容也由观众选择现场生成的。这个活动设计教师打破了台上与台下的壁垒，让观

众也参与到戏剧中来，让所有人“入戏”，为下一阶段悲剧意蕴的探讨打下基

础。第三层次的要求是“沉浸式讨论”，教师搭建的学习支架是不同版本的结局

比较。“悲剧人物何去何从”这个问题能够引发同学对不同结局的思考，激发学

生与剧作家进行对话，理解悲剧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毁灭”，更需要深入思考

“被什么毁灭了”，剧作家呈现人物悲剧命运的目的是为了唤起观众的良知与悲

悯。在这场“沉浸式讨论”中，既要求学生将自己代入悲剧人物角色中去，从人

物设定的角度考虑其命运走向，又要求学生站在作者立场上，思考作家的创作意

图，从而真正领会悲剧的价值。 

孔庆东认为：“作家、演员、观众的理解都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一部剧作就

是在交叉勾连的理解框架上建立起自己的接受史大厦的。”基于上述认识，作

家、演员、观众（读者）多重对话就成为了本堂课的主要教学手段。回望课堂，

演员与观众的第一重对话，是通过观众的现场结局选择实现的。作家与演员的第

二重对话，是通过演员表演结局的即兴表演实现的。作家与读者的第三重对话是

通过对原版结局的经典性解读实现的。本堂课虽初步实现了“生本课堂”，但在

对悲剧意蕴探究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附录：单元学程规划与课时安排 

课时安排 课堂内容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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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时 

（入戏） 

戏剧通识课堂 完成《窦娥冤》《雷

雨》的人物关系图绘制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读

本单元的三部戏剧文本。 

第 2 课时 

（画戏） 

戏剧海报设计指

导 

用“定格法”，完成

《窦娥冤》或《雷雨》的

戏剧海报创作 

建立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

的桥梁 

第 3 课时 

（海报讲评） 

精选海报讲评及

评分标准的制定 

根据戏剧三要素制

定评分标准 

作者介绍设计意图 

打分评选 

借助海报呈现出的戏剧冲

突，引导学生完成导演解说

词/演员手记的写作。（文字

-图像-文字） 

第 4 课时 

（写戏讲评）

——人物内心

冲突 

讲评精选导演解

说词/演员手记，明确

人物内心冲突（良心

小巷） 

  

1、修改自己的精选

导演解说词/演员手记。 

2、从阿姆莱特的内

心矛盾剖白，想象窦娥

赴刑场时的内心矛盾 

体会戏剧语言的个性化、动

作性和潜台词的功效 

第 5 课时 

（写戏讲评）

——表演说明 

讲评精选导演解

说词/演员手记，明确

舞台说明的写作方法 

（以《雷雨》为

例） 

1、补充舞台说明。 

2、体会潜台词的丰

富意蕴。 

第 6 课时 

（演戏） 

沉浸式小剧场 

（人物形象） 

学生表演 

观众提问——导

演、演员回答 

得出悲剧人物的塑造方法 

第 7 课时

（演戏） 

沉浸式小剧场 

（结局选择） 

观众选择结局 

演员表演 

结局比较思考 

体会悲剧意蕴 

单元作业 剧评写作  落实剧本理解、观剧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