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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一篇短篇小
说。莫泊桑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拥有“短篇小说巨匠”“世
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称号。这篇小说一经发表，便迅速在欧洲掀
起一股热潮，其译文在我国出现之后不久，便被选入中学语文教
材，中途因政治原因虽经历过被删除，但自1978年回归后，就保
留至今。

1　学生学习背景分析
学生的学习背景主要涉及到教材和学情。只有在透彻地了解

教材和学情之后，才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恰当的学习目标。
《我的叔叔于勒》收录于部编版九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

第四单元的共有三篇小说，是教材中经典的“小说单元”。单元引
导部分指出本单元的主要任务一是是梳理小说情节，二是分析人
物形象，三是理解小说主题。《我的叔叔于勒》作为外国短篇小说
的经典之作，通过描写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变化，折射出19
世纪法国的社会现状，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赤裸裸的没有人情味
的金钱关系。对于九年级的学生，小说体裁并不陌生，学生基本
能把握住小说的三要素，而且针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学习热情普遍
比其他问题更高一些，但对于这篇极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一部分
学生们可能抓不住本文的精髓。因此，学习这篇文章就需要向文
论学、文体学、文学形象学方面有所侧重。

2　文类学和文体学角度
《我的叔叔于勒》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型文学作品，将逼

真性和再现性的特点展示得淋漓尽致。小说通过细节描写，营造
逼真的文学世界，通过还原特定的环境，从生活中汲取素材，让
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本文作为一篇小说，虽是虚构的人
物及情节，但完全忠于现实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中，发生符合现
实逻辑的事件，人物性格的形成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理有
据的客观因素造就而成，最终揭露的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矛盾。
不同于抒情作品，作者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但读者通
过阅读后能感受到。

“小说是一种侧面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
式。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
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本篇课文作为典型的短篇小
说，此三要素都具备，从这三方面展开教学对学生整体把握小说
的主要内容具有很好的示范性。

3　文学形象学角度
人物形象的分析毫无疑问是小说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在课堂

实践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分析出本文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教学
重点，但是让学生知晓这种人物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也同样不
容忽视。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塑造了典型性格或
典型人物，这足以在文学史上创造出永恒的魅力。典型的人物离
不开典型环境的营造，正是特定的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使人
物性格有理有据。教师要做好小说人物形象的教学，就需要从文
中的环境描写、情节设置、细节描写着手。“在小说阅读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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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的叔叔于勒》是部编版九年级上册的一篇重点课文。在教学视野下，首先进行学生学习背景的了解，其次从文类
学和文体学的角度对全文有个整体把握，然后以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分析主人公菲利普夫妇的形象及原因，最后从叙事学角度探究作
者视角的选用。解决的是《我的叔叔于勒》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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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精准解构单元要素，引导学生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统领，
从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中理解人物形象；从环境描写和情节设
置中感受人物形象。”

初读这篇课文时，很多学生反映读不懂，主要原因就是没
有把握住文中的人物形象，可见人物形象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有多
重要。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让学生找出本文故事发生的环境，主
要的矛盾冲突事件发生在去往哲尔赛岛旅行的小轮船上，但大背
景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便是典型的社会环境。下
一步让学生找出本文的主要故事情节：菲利普一家人去旅游途中
故事发生“突转”，寄予着全家期望的于勒叔叔竟然在轮船上衣衫
褴褛地卖牡蛎，希望就此破灭了。正是因为这个冲突的情节，让
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然后让学生归纳出本文主人公——菲
利普夫妇的形象特点，教师要及时明确答案以为后续做铺垫，即
唯利是图、爱慕虚荣、冷漠无情等，进一步追问学生如何得出这
样的结论，这便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问题，本文主要通过
语言、神态、动作等细节描写，学生之前接触过不少小说，对人
物细节描写应该不陌生。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制作一
个对比表，直观的感受菲利普夫妇的人物形象。通过小组合作制
作思维导图的创新模式，让学生的学习更加轻松愉快。

4　叙事学角度
在初中阅读教学实践中，叙事学理论并未被广泛应用，很

多教师在教学目标设定环节中，忽视了文学叙事的重要性。叙事文
学通过讲故事创建能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讲述一个或几个事件推
动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叙述的内容由事件、人物、情节、场景四
大成分构成。或许这个理论不易被初中阶段的学生所理解，但掌握
相关的理论有助于学生更透彻地理解文章，在提升阅读能力方面有
显著成效。“任何叙事都离不开叙事视角，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决定
了小说叙事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因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让学生研究《我的叔叔于勒》的叙事视角，不仅对文本有了深
一步的了解，而且还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其语文素养。

5　小结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课文，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

相关知识。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对于初中九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
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这就需要语文教师有意识地引领，结合恰当
的文本，采用适合学生的教法，培养学生阅读学习的兴趣，提高
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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