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品茗小茶馆  体悟大时代 

——统编版高中语文选必下《茶馆（节选）》教学实施策略探究 

 

上海市第四中学  郭梦迪 

 

[摘 要] 《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极具艺术性、文化性的作品。学生通过阅读《茶馆》能更

直观地感受特定时代小人物的跌宕命运,更深刻地理解时代与个人的紧密关系。语文学科教

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因势利导,让深度学习真实发生。因此,教师要基于学生问题，设定核心

探究任务,创设有效的情境，采用具有启发性、探究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从而促进学生语文

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关键字] 《茶馆》 戏剧教学  情境创设  核心素养   

 

 《茶馆》一课是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第 8 课，本单元属于选择

性必修课程中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人文主题为感时忧国。本单元所

选都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把这些作品集中起来研读，可以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概貌

有个大致的了解,还可以加深对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特别是对人的心灵变化的认识。

因此，在研习本单元课文时，应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解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探索其

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茶馆(节选)》是本单元的第四课，承担着实现上述人文主

题和语文素养的任务。 

《茶馆》是 20 世纪中国戏剧的经典之作。作品以老北京裕泰茶馆为舞台，通过茶馆里

各色人物个人生活的变化，来展示清末到民国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作品通过描

写富于北京风俗特点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市井百态，写出了旧时代的社会风貌，堪称当代话

剧的典范。全剧的三幕分别截取了旧中国三个时代的横断面。课文选取的是该剧第一幕，主

要通过众多角色的对话，自然形成戏剧冲突，展现人物与时代的矛盾，有条不紊，张弛有致。

在教学时，要能够引导学生感受和理解剧本所体现的历史感，体会人物语言切合身份、性格

与情境的特点，欣赏面貌各异的人物形象;注意把握本剧独特的结构特征，加深对当代话剧

的了解。通过教学《茶馆(节选)》，走进那个时代,了解百年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

界,探索老舍先生寄寓在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精神。 

一、学习基础 

作为高三的学生，戏剧作品其实并不陌生，在之前高一高二的语文教学中，均有学习过

古今中外优秀的戏剧作品。例如，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戏剧单元，选取了《窦娥冤（节选）》

《雷雨（节选）》《哈姆莱特（节选）》三篇课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第四单元中的第 12 课

《玩偶之家（节选）》。因此，在高三的教学中，更侧重于调动学生的已有知识，回顾并自

觉运用阅读戏剧作品的方法，提升学生自主鉴赏戏剧作品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着眼于《茶

馆》这一课，从把握戏剧作品的共性特点出发，进一步深入感知本文的个性特点。 

二、教学策略 

（一）撰写人物小传 把握戏剧共性 

首先，整体的课时安排为两课时。由于《茶馆》中人物众多，在第一幕中光是有台词

的人物就有 22 个，并且人物杂陈，宫廷内的太监总管、吃洋教的小恶霸、卖挖耳勺的老人

等各种社会身份殊异的人物同处一个舞台空间之中，事件繁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容易难

以把握重点。因此，在第一课时中，笔者先从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位主要人物入手，

教学目标为：梳理主要人物相关事件，整体把握人物命运。品读人物语言，感知主要人物形

象特征。 

学生在以主要人物为线索，梳理三幕剧的相关事件之后，能够对全剧有一个完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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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基本把握人物命运的变化。因此，第一课时的教学重点为：梳理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

关注人物命运变迁。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不断体会人物语言贴合身份、性格和情境

的特点，能够在体验戏剧冲突的过程中加深对人物性格的理解。所以，教学难点为：揣摩人

物语言的个性化、动作性特征，多角度把握人物形象。 

那么，为了达成上述教学目标，突破教学重难点，在第一课时的课前预习单中，笔者从

三位主要人物入手，设计了以下学习任务。 

 

这一学习任务的设计意图，一方面旨在强调重视单篇作品的阅读与整本书阅读的有机联

系。课文为节选的第一幕，而学生只有通过对于全剧的完整阅读，才能全面地把握人物形象

及其命运变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为之后的第二课时教学内容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对于校话剧社准备筹办演出的这一情境设置，也能更好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自主地以该角色为线索，梳理人物相关事件，把握戏剧冲突，感知人物形象，在此过程中不

断加深对主要人物的理解。 

针对于这一学习任务，笔者设计了人物小传评价量表，让学生能运用具体的学习工具

来帮助完成课前的创作和课堂中的交流，也使得自评和互评的环节中，学生有更明确的评价

角度和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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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课时的课堂主问题是：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角色，这三位人物分别经历了怎

样的命运变迁？ 

整堂课围绕学生们设计的主要人物的小传进行交流展示和评价。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引

导学生思考，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来撰写角色人物小传的？以此让学生回顾并总结以往阅

读戏剧作品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已有戏剧知识，提升自主鉴赏戏剧作品的能力。明确品读一

部戏剧作品，可以关注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结合他们的身份地位感知不同的人物形象。

同时，还可以不断体会语言的动作性把握戏剧冲突。最后，通过探究舞台说明用极其简炼明

确的语言，恰如其分地交代时代背景、刻画人物、进一步推动剧情。以此让学生在这节课中，

通过为三位主要人物撰写小传的方式，把握《茶馆》作为戏剧作品所体现的共性特点。 

（二）创作戏剧台本 体会《茶馆》独特魅力 

基于第一课时学生把握了《茶馆》作为戏剧作品所体现的共性特点这一基础上，在第二

课时中则重点探究《茶馆》在结构上的独特性，体现其个性魅力，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作家的

创作意图。因此，第二课时的教学目标落实在 1.探究本剧以点带面、纵横结合的戏剧结构，

理解作品“大茶馆小社会”的构思 2.了解旧社会国弱民贫、政治黑暗的现实，揭示旧中国必

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 

课文节选的第一幕中，戏剧冲突频繁发生，却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以众多人物的

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以此反映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因而，本节课由次要人物

入手，将教学重点落实为：关注不同类型人物在剧中的作用，把握本剧的戏剧结构。以此从

横向层面探究《茶馆》的结构特点。同时，全剧打破了传统戏剧“三一律”的创作原则，通

过长时间的跨度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的变迁，因此，教学难点确定为：感知《茶馆》全

剧三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探究作者创作意图。以此从纵向层面展现时代的变迁。整体设计体

现了从第一课时的复习巩固、自觉运用到第二课时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入。 

在第二单元的教学指导中提到，围绕核心研习任务，教师应当设计、组织能促进学生个

性化体验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按照必修阶段精读文学作品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教师应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创设多样

化的学习活动，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为了达成本课时的教学目标，突破教学重难点，在第二课时的课前学习任务设计中，笔

者继续延续第一课时的情境设置，设计了以下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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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习任务的设计，一方面旨在让学生进一步明确台本创作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引导

学生由次要人物入手，全面地关注第一幕中所折射的时代特征，探究本剧独特的戏剧结构。   

因此，这堂课的主问题为：《茶馆》如何通过不同类型人物的设计，以独特的戏剧结构

来展现社会变迁？ 

由此，所设计的第一个环节为：展示各组台本并交流点评。在事前对于每组组长设计意

图的交流阐述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我们组在设计过程中补充了什么、为什么要补充

这些内容、这一片段在作品中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在设计台本的过程中加

深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理解，也进一步思考作者的创作意图。而其他同学在倾听的同时，也能

根据学习任务单直观地看到别组的设计亮点，结合评价量表进行评价，并在右边的批注部分

写下自己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思考。 

通过设计台本的方式，引导学生关注到第一幕中的时代特征，明确本剧以点带面、多线

纷呈的蛛网式结构模式。这是基于第一课时把握《茶馆》作为戏剧作品所体现的共性特点上

的深入探究。 

（三）感知社会面貌 探究作者创作意图 

以上，是从横向层面探究《茶馆》的戏剧结构，而接下去的第二环节则重点从纵向层面

展现时代的变迁。在这一环节，笔者从学生在设计台本的过程中大多涉及到对舞台说明的设

计入手，以此引导学生关注茶馆的变化，并继续探究时代浪潮中的“变”与“不变”。 

在这一环节的思考和讨论中，逐步明确不同类型人物命运的变化，和三个时代的变迁与

发展。从纵向层面通过长时间的跨度来展现社会变迁，打破了传统戏剧“三一律”原则的束

缚，体现《茶馆》纵横结合的戏剧结构。 

同时，深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三个时代来加以写作，探究剧作家的创作

意图。老舍先生从半个世纪中选取了三个时代，作为这出三幕剧的支架:从清末维新失败后

的茶馆，到民初军阀混战时的茶馆，又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茶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

主主义革命，这三个时代都富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是半个世纪以来旧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

时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深入、日益沦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整个社会表现出

不断衰退的局面。作家选取这三个时代，揭示了在这样的黑暗之下，旧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 

在三个代表性的时代中，尽管茶馆这一地点没有变化，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却使得茶

馆的境况愈发低颓，也不断冲击着这一环境中不同的人们，展现出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

会现状。而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却生生不息，活得风生水起，体现出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不

变的是恶势力的延续、权力的压迫与社会的动荡。 

老舍先生这部经典话剧，是要挖掘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要

实现富国强民，就要将压在人民身上的封建主义、军阀、帝国主义、国民党腐朽统治一步步

消灭，唤醒沉睡着的中国看客，团结齐心一起对抗那些黑恶势力。老舍先生通过“大茶馆小

社会”的独特构思，以一个茶馆的兴衰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创作意图和振兴民族精神、

复兴民族大业的强烈愿望。 

《茶馆》作为话剧剧本，与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相比，有艺术形式的特殊性。在教

学中，教师应更关注学生的自主思考和探究。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读作品、赏析语言、探究主

题、体悟情感，通过核心人物的分析、真实情境的创设和阅读材料的补充，构建启发性、探

究性的语文课堂。以《茶馆（节选）》教学为例，引导学生回顾阅读戏剧的方法，再让学生

自主阅读其余两幕的内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课改的浪潮下，教师更应该进

行积极的教学探索，从而落实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