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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谈道具变化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齐征琳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湖北 恩施 445099）

摘要：经过深入思考与反复修改，我将“道具的变化”作为切入点，重点探讨道具的变化设计对塑造不同人物类型的作用。确立了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单篇精讲的课型，将《装在套子里的人》作为拓展文本进行对比处理。通过对小说选文的高潮情节进行文本细读，

选取“尖刀”“葫芦”两个道具作为分析对象，厘清小说内部逻辑关系，分析作者艺术构思上的精巧之处，认识圆形人物处理同一道具

的前后变化背后反映的复杂性格和心理转变。从别里科夫不同种类数量众多的“套子”道具一成不变，感受扁平人物性格的单一和典型。

通过一系列的教学任务设计，从道具是否变化探究小说中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形象性格和心理的不同特点，挖掘文章具有社会批判性的

主题，从而有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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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依据

教材解读：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是必修教材中唯一的纯小说单

元，其人文主题是“观察与批判”。本单元的任务群是“文学阅

读与写作”，在这个单元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正确理

解小说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汲取小说中的思想

感情和艺术营养，丰富、深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提高

文学素养。第 13 课包含两篇课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装

在套子里的人》。两篇文章都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典型人物，

通过这个典型人物可窥探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从怎样的

视角切入小说解读人物，让阅读的过程具备新度、温度和深度，

是重点探索的问题。

经过深入思考与反复修改，我将“道具的变化”作为切入点，

重点探讨道具的变化设计对塑造不同人物类型的作用。确立了《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单篇精讲的课型，将《装在套子里的人》作为拓

展文本进行对比处理。通过对小说选文的高潮情节进行文本细读，

选取“尖刀”“葫芦”两个道具作为分析对象，厘清小说内部逻辑

关系，分析作者艺术构思上的精巧之处，认识圆形人物处理同一道

具的前后变化背后反映的复杂性格和心理转变。从别里科夫不同种

类数量众多的“套子”道具一成不变，感受扁平人物性格的单一和

典型。通过一系列的教学任务设计，从道具是否变化探究小说中圆

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形象性格和心理的不同特点，挖掘文章具有社会

批判性的主题，从而有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二、课例分析

任务一  初探匠心：研析道具，描林冲之画像

（一）游戏导入，建立道具与人物间的认知联系。

展示一组教材中出现过的道具，请同学们选择其中一个道具

连线人物，说说这样连线的原因。

鸟笼——松二爷、红烛——闻一多、铅笔盒——香雪、促织——

成名之子

道具本是指戏剧演出过程中所用的器具，如手帕、佩剑、书

画等等。它是戏剧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现在，我们将这一概

念运用在小说中，指的是被作者赋予了含义的特殊物品。作者通

过设计个性化的道具，为人物形象增光添彩。

创设情境：学校话剧社即将进行经典小说作品展演，你作为

道具组的一员负责为林冲制作道具，你将为他准备哪些道具？

引导学生理清“道具”的概念、探究小说中道具设计对人物

形象塑造的作用。以教材内出现过的道具作为课堂导入，能够直

观唤起学生对“道具与人物”关联的感性认知，遵循了从现象到

本质的认知顺序。

（二）梳理比较，关注道具塑造人物的设计巧思。

回顾课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 12 自然段并观看视频，寻

找电视剧片段和原文结尾在道具设计上的区别。通过比较，梳理

出小说作者围绕人物重点道具的设计巧思。

电视剧里陆谦被杀的武器是花枪，原文中是用尖刀。

电视剧里林冲用花枪挑着葫芦出庙门投东去，原文中林冲丢

了葫芦，提了枪出庙门投 东去。

探究（一） 围绕道具花枪和尖刀，同学们认为林冲在手刃陆

谦时用哪 种武器更合适？

1. 独立思考：尖刀和花枪作为武器有什么不同？

第一步，首先简介这两种武器，明确枪和刀长短不同、用法

不同。解腕尖刀自身短小、用于切割，花枪则更长、用于“搠倒”。

第二步，分析武器长短影响对敌距离的远近。此时林冲距离

陆谦很近，从文中：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

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喝道：“泼

贼 ! 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 ! 正是‘杀人可恕，

情理难容’!”可以看出林冲有意面对面质问陆谦，这种距离使用

长枪多有不便，更适合使用短小灵活的尖刀。

第三步，分析武器用法影响杀敌的效果。花枪搠倒差拨和富安，

杀人干脆利落；而用尖刀将陆谦取心、挖肝、割头，是在刻意虐杀泄。

通过比较两种武器的区别，我们发现尖刀更符合林冲此时复仇泄

愤的心意。

2. 小组探究：文章开头时刀就已买好，为何最后这把刀才派

上用场？梳理尖刀的显隐变化与人物形象变化的关系。忍，林冲

擅忍；狠，林冲够狠，这两种性格通过人物对道具尖刀的显隐使

用得以体现。

第一步，买刀——显刀。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把尖刀从何而

来？这把刀是林冲刻意买来的，买来做什么呢？买刀时想教陆谦

骨肉为泥，出于什么心理？明确买刀最初的目的就是杀陆谦，并

且要“教他骨肉为泥”，这把刀在文中第一次显现，人物性格中

的“狠”初见端倪。

第二步，带刀——隐刀。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买好刀后，当时

这把刀用上没有？刀没用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假设带刀寻仇时

找到陆谦，林冲会当场杀人吗？明确人物感性的愤怒随时间冲淡，

自觉还有退路仍心存幻想，性格中“忍”的一面又占据了上风。

第三步，用刀——显刀。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草料场被烧，“心

下慢了”的带刀林冲最终取出那口刀来，林冲为什么不忍了？这

时候忍还有用吗？明确草料场被烧把林冲逼入绝境让他认清现实，

忍已无用也忍无可忍，理性的愤怒让他性格中“狠”的一面彻底

爆发。用这把早就备好的尖刀以残忍行为复仇泄愤，彰显林冲性

格中的“果敢、狠绝”的一面，揭示林冲心理上的转变——不再

忍让，不再逆来顺受。

小结：这把尖刀“从隐刀到显刀”的变化设计，彰显林冲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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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并存的复杂性格，揭示林冲从心存侥幸到认清现实的心理转变。

英国现代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类——扁平

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是“基于某一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

而成的”，性格简单、静止。圆形人物是更类似于现实中的人，性

格复杂且变化发展。林冲这种人物类型，斯特把他称为“圆形人物”。

当我们为林冲这把解腕尖刀加上一点圆形人物的设计时，这

把刀就有了刃。这把开了刃的刀，刺向了敌人罪恶的心脏，杀死

了过去懦弱的自己。杀出满身血腥，杀出一腔豪情，杀出了一个

真英雄，杀出来一条被逼上梁山的生路。

探究（二）：丢掉葫芦和保留葫芦哪个处理方式更符合林冲

这一人物？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葫芦是从哪里得来的？接受葫芦意味着

什么？丢掉葫芦象征着什么？明确丢掉葫芦更符合林冲的圆形人

物形象。葫芦是从老军那 里接来的，而老军是驻守在草料场的人，

接过了葫芦，象征着林冲接受了草料场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接

葫芦”表现了林冲此时隐忍苟安的处境，林冲此时的心理是得过

且过，是还抱有一丝幻想。林冲最后“丢葫芦”，是向往昔生活

作别的“宣言”，也是其丢掉做忠臣良民幻想的标志，反映了林

冲这一人物从隐忍苟安到彻底反抗的心理变化，隐喻着林冲的命

运走向“打碎”禁锢、“破除”幻想。

任务二  再赏妙笔：琢磨文本，寻道具之变化  

短评练笔，举一反三赏析人物的其他道具。班级读书小组要

写一则以“道具、人物”为关键词的文学短评，围绕《林教头风

雪山神庙》文本中的其他道具写出短评思路。

文学短评举例：金圣叹读到“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

身上”时惊叹：“刀在此处带起，看官记着。遥遥然，至于此处

暗藏一刀，……只勤叙花枪葫芦，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杀陆

谦时，忽然掣出刀来，真鬼神于文也。”——从道具尖刀的显隐

变化、前后照应入手，评点作品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的情节设计。

金圣叹读到“那跟来的人讨了汤桶，自行烫酒。”时夹批：“ 

不便着小二出去，却先叙此一句，妙笔。”紧接着读到“约计吃

过数十杯，再讨了按酒铺放桌上。”只见那人说道： “ 我自有伴

当烫酒，不叫，你休来。我等自要说话。 ”又夹批： “有何说话？  

同坐了，又言是伴当，狐疑之极。”——从刻意讨要汤桶的设计，

表现人物的谨慎、警戒、可疑。 

金圣叹读到“将火炭盖了”时夹批：“写出精细，见非失火。”

紧接着读到“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

人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时夹批：“极力写出

精细，见断断不是失火。”

任务三   异曲同工：拓展迁移，品人物之圆扁

探究（三）：塑造别里科夫和林冲形象的时候，道具使用有

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对人物什么影响？

林冲道具的变化，揭示了人物心理由隐忍到反抗的转变，从

而塑造了顺从、狠绝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圆形人物。

别里科夫道具没有变化，说明人物从头至尾没有改变，特意设计

多种不同类型的道具，反复突出强调了人物形象封闭守旧的特点。

这是一个扁平人物。

通过比较两个不同人物的道具设计，明确在小说中，既可以针

对一种道具设计前后变化，以塑造性格复杂多变的圆形人物；也可

以刻画多种道具均无变化，以凸显性格单一特征突出的扁平人物。

回顾情景：道具社的同学选出最适合林冲和别里科夫两位角

色的道具——壮士解腕，换尖刀杀仇敌；逼上梁山，弃葫芦破奴性；

风声鹤唳，守套子怕变化；妙手覃思，选道具捏人物。这正是本

节课所学习的重点，小说创作要独运匠心造个性道具，妙手生花

捏人物圆扁。

任务四 文以载“道”：追根溯源，破奴隶之枷锁

别里科夫是个扁平人物，一如与他相关的道具从无改变一样，

封闭守旧的特征在他身上也绝不动摇。他是沙皇俄国高压统治的维

护者，学校受他胁迫，城市遭他控制，他处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

隶的时代”。奴隶做得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追念。

别里科夫最后甚至因打破固守的形象、害怕做不稳奴隶而活活吓死。

林冲是个圆形人物，就像他所用的道具前后变化一样，他也

在隐忍与凶狠的性格间摇摆，在苟安与反抗的选择中徘徊。是封

建统治者的步步紧逼，是黑暗腐朽的社会让他无路可走最终被迫

抗争，他处在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林冲和别里科夫尽管人物类型不同，但他们都是特殊时代下

带着思想镣铐的奴隶。

2. 思考：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时代

浪潮下，我们作为青年个人该如何自处？

鲁迅给了我们答案——“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林冲和别里科夫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告诉你

我：“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江山如此多娇，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我们看到了点亮红烛的闻一多，那是燃烧自我创造光明的先

驱者；我们看到了换铅笔盒的香雪，那是追求进步走向开放的觉醒者；

我们看到了采集种子的钟杨，那是献身科学探索生命的建设者。这是

一个没有奴隶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的崭新时代！

新时代的青年们啊，我们必须挣脱思想上的镣铐、破除精神

上的奴性。同学们，去奋斗吧、去创造吧、去建设吧，去扼住命

运的咽喉，去主宰自己的人生，去书写崭新的篇章！

3. 作业设计

（1）单元群文拓展探究：基于本课，探究本单元其他几篇小

说在道具设计、人物刻画方面的精妙构思。

（2）整本书阅读：进行《水浒传》整本书拓展阅读。

（3）结合本课收获，精心构思道具设计，创作一篇小小说。

三、教学反思

设计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合作探究。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合

作 - 探究”的互动式教学，教师需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在自主探

索和合作交流中掌握知识。合作探究从问题开始，问题要有引导性，

围绕教学目标设置学习任务，由浅入深层启发学生利用旧知推导新

知；问题要有挑战性，与原有认知有一定距离更能激发学生探究的

兴趣，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寻求合作探究启发思维碰撞。 

注重学习过程，发展学生创新思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在“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部分指出，教师需“引导学生

阅读古今中外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

使学生在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体验感情的过程中提升文学欣赏

能力，并尝试文学写作，撰写文学评论，借以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和表达交流能力”。为此，在本教学设计中，让学生将阅读与写

作相结合，以教材为范本习得如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实现创作意

图，并通过写文学短评的方式训练学生的鉴赏和表达能力。引导

学生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关注时下社会热点进行个性化的小

说创作，在写作中传情达意表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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