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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探微

张伯阳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中学语文课中的鲁迅作品是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次教材编订中一直都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在教学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难教、难学的困惑与尴尬，通过调查研究，梳理和分析问

题症结所在。解析问题形成的内外部原因，才能探索出中学语文课中鲁迅作品教学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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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引发的困惑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

激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实境遇。鲁迅秉持中国

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承担精神，犀利而尖锐地发出了

惊世骇俗的呐喊和怒吼，鲁迅作品充满着战斗激情，代

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所坚守和追求的对民族危亡，社会

民生沉郁厚重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抗争精神。早在

民国时期，鲁迅小说作品就成为编入语文教科书的重要

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编写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

迅的杂文和小说作品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必选篇目。比

较与不同时期编入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篇目，我们不难

发现鲁迅杂文或小说中所蕴涵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深切

的社会忧患意识。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浓厚的历史使

命感。

独特的时代境遇和社会背景，是镌刻在鲁迅作品中

深深的烙印。首先。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身处

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转换的特殊时代，文白夹杂、诘屈

聱牙，难于理解是其作品客观存在的时代印迹。其二，

鲁迅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外国文学语法和文体，独特的多

语直译语境，与中文语言结构相去甚远，给读者造成阅

读与理解的语义困惑。其三。为了摆脱统治当局对其作

品的“封杀”。鲁迅作品中不得不采用暗喻、暗讽、暗示

的词语来表达思想，这是形成其作品阅读“隔阂”的主

要因素。这些缘于时代变迁和作家命运跌宕的主客观因

素，造成了鲁迅作品教学中的认知困惑，学生则更是难

于通过阅读来完全理解作品的内涵。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和深入，中学语文

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篇目变迁也引起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

极大关注。一时间， “鲁迅大撤退”的观点， “鲁迅作

品是否应该退出中学语文课本”的讨论，以及中学师生

对鲁迅作品的态度，诸如“鲁迅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

字较晦涩”和“读鲁迅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

等等困惑和疑惑，形成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矛盾纠

结。另一方面，参与中学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也抱持坚

守和缩减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坚守者认为，鲁迅作品

是经典，既是“经典”，就应该“不仅适宜于现在的阅读

和接受。同时也适宜于未来的阅读和接受”，从而反对鲁

迅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删除。持缩减观点者认为，鲁

迅作品在中学教材中所占比例较大，其政论性文章思想

远离时代背景，与当前文化潮流不符，应当进行缩减或

删除。

二、鲁迅作品入编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比重

自2001年教育部推动建国以来的第八次课改始，语

文教材编写的调整和选入语文课本中的篇目的增删成为

了大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

无论何种版本。在编选课文时．均依照语文课程标准中

的要求，课文编选基本上都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

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特点。从2005年开始，各

省区市根据不同地域发展状况，自主编写了适合各地教

学实际的教材版本．而这些不同版本的教材中，编入鲁

迅作品的篇目、数量则各不相同。

1．选文出发点不同。较多版本的教科书选择鲁迅作品

的主要标准是鲁迅的一些浅显易懂的散文、小说和记叙

文。主要是从其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呐喊》中

选取．主要从学生能够理解和领会作者情感的角度出发

进行选择。有些版本则侧重于从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和

思想意义角度出发进行选文，选入了如《读书杂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等杂文。语文

教科书编人作品内容。从散文、小说到杂文，由浅入深，

·本文系20lO年西北师范大学大学生学术科研资助项目”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初探“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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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易到难递进，使不同年级的学生逐步认识和解悟鲁迅

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

2．选文目的不同。选入教科书中的语文课文，一般都

要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但鲁迅作品在实际选编时，一

些篇目中词汇的应用、语言的表达已经无法达到工具性

的作用，而就其思想性而言。中学生也相对比较难以理

解。因此有教师提出了“鲁迅作品应该完全从初中语文

课本中剔除”这样的观点。比较各种版本的教材，可以

看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并对一些

工具性不强、思想内容过于艰深的篇目予以剔除。这与

新课标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3．选文难度不同。如人教版、冀教版、上海版、语文

社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都编人了《野草·风筝》一文，

其选文的角度在于体会文中秋天里的风筝给孩子们带来

的乐趣。而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一些老师则认为这篇课

文所蕴含的鲁迅在写作时的思想情感很难引发学生的共

鸣。再如回忆性散文《阿长与山海经》、《社戏》和小说

《阿Q正传》等作品，对于适当年龄阶段的中学生来说已

经能够接受和理解，学生不仅能读，而且喜欢读，在教

学的过程中也较少遇到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即便是不同版本的教科书，

在个别篇目的取舍上虽存在差异。但都编人了一定比重

的鲁迅作品。例如，以新课标编写的人民教育、江苏教

育、北师大三种版本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就编入了《风

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等十二篇鲁迅

散文类作品。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则编入了《纪念刘和珍

君》、《祝福》、《拿来主义》、《阿Q正传》等六篇兼具

思想性和文学性的杂文和小说，这些代表鲁迅不同时期

文学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作品。基本都编人不同版本的语

文教科书中。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鲁迅及其作品并

不会退出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园地，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

化精神依旧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进步的重

要内涵之一。

三、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现状调查

鲁迅作品中客观存在的难点。首先是作品中词语文

白夹杂、诘屈聱牙，作品主题难于透彻理解。其次是作

品中大量的多语直译词语．构成学生阅读与理解的语义

困惑。再次是作品大量引用暗喻、暗讽、暗示性词汇，

引起学生阅读理解的歧义。

1．课文结构分割式教学模式中偏重概念化，忽视对作

品的整体性关照。虽然推行新课程改革将近十年，但在

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仍有教师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

体现在对鲁迅相关作品的解读上。局限在对字、词、句

和段落的概念性解读上。忽视对鲁迅作品人文性、思想

性、现实性的整体性关照和分析。通过对兰州市某中学

教研新干线·怒维新角度

高三年级教学班鲁迅作品《祝福》一课教学状况的调查

发现，采用传统字、词、句、段课文结构分割式教学的

班级，学生对《祝福》课文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对祥

林嫂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也很模糊，学生对教师的情景

讲述感到困惑，以他们的经历无法想象《祝福》中祥林

嫂的形象、生活场景、人物性格“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对课文的理解仅限于对《祝福》中的字、词、句和段落

大意的概念化记忆上。由此可见。课文结构分割式教学

确实存在着很多局限和不足。

2．多媒体互动式语文教学扩展了学生认知与思考的空

间。针对鲁迅作品教学效果问题，我们对兰州市某重点

中学4个初二年级教学班的鲁迅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一课的教学进行了随堂观摩，教师问卷调查，学

生访谈方式的专题调查。调查发现：采用多媒体互动教

学新模式，课件中采集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影像

图片，为学生再现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历史场

景和图文影像，教学形式活泼生动，教师随影像逐节提

示、设问和解读，学生以递纸条方式提问，整个教学过

程在互动中完成。课后访谈证实，多媒体互动教学模式

普遍很受学生欢迎。从学生提交的“课文理解与感受”

作文中，反映出学生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认识

和理解印象极为深刻。

3．鲁迅作品教学必须兼顾知识性和人文性教育。从课

后对教师和学生的座谈访谈中。我们总结和分析了鲁迅

作品教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学过程中沿用传

统的教学套路，偏重于应试目的的知识点解析和作品思

想性的概念和记忆，忽略对鲁迅作品情感性、真实性和

人文性内涵的解读。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往往将二者

割裂开来．并且只重知识性而忽略了人文性，造成了教

师和学生将鲁迅作品的教与学当作必须咽下的“苦菜团

子”． “教师和学生不再是鲁迅作品的读者，而是到鲁迅

作品里来买肉的顾客”的心理纠结与认知隔阂。

四、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出路与创新

中学语文教学必须直面鲁迅精神及其作品。因为鲁

迅作品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一分子，鲁迅精神是中国文化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

知识的传播达致人文精神的传承，这是语文教学“万变

不离其宗”的意义和价值取向。

1．以平视和同构的视角，还原和解读鲁迅及其作品。

中学生的阅读经历和心灵感悟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成长过

程。在鲁迅作品教学中，教师通过鲁迅坎坷生活经历的

解读。揭示鲁迅对社会民生所怀抱的同情与理解，宽容

与爱怜的情感内涵，还原一个真实、可接近、可触摸的

文学作家形象，去除标签化、图腾化了的鲁迅形象概念，

让学生在不断积累的认知基础上去感悟鲁迅所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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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苦乐，摒除学生认知心理的人为的“屏障”，例如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百草园里少年生活的其乐无

穷，三味书屋中上课画画儿的童年趣事；《故乡》中的

捕鸟看瓜、闰土和杨二嫂的前后剧变等等，无不真实地

反映了鲁迅一生关注民生疾苦。为唤醒民众而呐喊呼号

的感人情怀．让学生去认识那个虽已远去，是仍可想象、

触摸和接近的真实“过去”。

2．启发互动式教学模式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主题

先行”，程式化、定式化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和交流的空

间。语文教学模式创新，就是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启

发互动式课堂教学，为个性化教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平

台。鲁迅作品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与作品人物对话与

重现的过程，教师通过引导、交流、递进等方法，引导

学生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引发学生心灵共鸣

的教学目的。《山海经》中的长妈妈， 《社戏》中的双

喜， 《故乡》中的闰土，就连穷困潦倒的孔乙己身上，

无不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教师在启发互动教学过

程中．一面发挥着作品人物情景的重现与思考现实问题

之间的关联，进而发掘鲁迅作品主题的现实内涵。一方

面通过对作品内容的个性化、人性化解读，启发学生对

自然、社会、人生的追问和深思。

3．重构教师知识体系。提高自身修养，提升教学能

力。语文教学的终极目地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在于通

过教学启迪学生心灵智慧，开启学生心智，拓宽学生视

野，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作为教师，要教好鲁迅

作品。既要强化自身对传统语言文学的修养，也要提高

信息整合、知识重构的能力，通过网络交流、研讨培训

等多种自助式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教学经

验。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广泛的阅读经历，开

放敏捷的思维．随机应变的教学智慧，与时俱进的教学

理念．终身学习的勤奋精神，宽容平和的教学态度。所

谓教学相长。实际上优秀语文教师勤奋敬业，关爱学生

的人格典范．也是甘为人梯的鲁迅精神的精髓所在。

4．师范院校要重视传统文化经典教学。高等师范院校

是培养教师的摇篮，令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

的大学无论文理专业所设公共课程中，只有英语、哲学、

思想教育、政治理论等必修课，唯独缺少古现代汉语、

古今文学等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课程的设置，师范院

校传统文化经典课程教学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中小学教

师文化基础知识匮乏和人文素质低劣，反映在中学鲁迅

作品教学中，教师照本宣科，不求甚解，直接导致学生

对鲁迅作品畏而却步的尴尬与无奈，这是造成具有难度

的鲁迅作品教学陷入尴尬困境的根源所在。我国港、澳、

台地区的大学尚能将中国文化经典中的四书五经作为必

修课，我们岂能漠视师范院校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空洞

化状况继续延续下去。

5．通过对深人学校进行的全程式观摩、问卷调查和访

谈交流所获信息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新课程改革推

行近十年，迫于经费、设备的原因，仍有近三分之一的

中学严重缺乏优秀教学课件作为教学辅助。网络化时代

的中学鲁迅教学，优质课件资源库的建设，应当成为学

校建设的核心内容，我国“校校通”互联网教学辅助系

统的建立，为多媒体优秀课件资源共享，为学生在课堂

内外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自由阅读、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应当充分发挥资源平台共享的作用，

彻底打破课堂时空局限，让学生在自由阅读、自助阅读

中感受鲁迅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情趣和不朽的鲁迅精神。

使之成为学生丰富人生阅历，完善精神人格历程中取之

不尽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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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90所中小学将首批试点开设动漫课程

今秋新学期，湖北省90所中小学将首批试点开设动漫课，包括武汉的吉林街小学、钢城17小、红钢城小

学和新沟桥小学。

据介绍，动漫教育实验工作是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小学开设动漫课，主要是根

据国家动漫人才培养计划和动漫产业发展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推进我省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

创新与实践能力。

按照要求，实验学校要将动漫课列入学校的校本课程统一安排，在课程、设备等方面予以保证。此外，学

校要配备适"-3数量的动漫学习资料供学生使用。确保新学期实验班的开课。

摘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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