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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文本特点 突出人物形象——以《穷人》这节课为例
高中英

（滨城区第二实验小学，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为响应新课改提出的更高教学要求，小学语文教师需转变教学思维、打破教学壁垒，进一步优化语文教学成效。结合教师的

专业认知和教学经验可知，小说阅读教学不仅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为降低学生理解小说文本的难度，教师需不断尝试新颖且有

效的教学方式来增强语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新颖度，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小说的内需与动力。其中教师可以从文本特点入手，带领学

生把握人物形象，掌握文本内涵，感知文本情感。小说人物的刻画能够推进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还能够展露作者的思想情感。鉴于此，

教师需带领学生认真阅读文本，由浅入深分析文本人物，探知作者创作意图，旨在提升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人物分析能力，最终能够

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和人文素养。本文以笔者教学经历为切入点，以托尔斯泰所写的《穷人》这篇小说的节选为例，探究“把握文

本特点，突出人物形象”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应用路径，以期对初中语文教学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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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读人物对话，构建人物形象

在小说阅读教学中，为使得学生能个构建起完整的人物形象，

教师需带领学生精读人物对话，不仅能够了解故事发展情况，还

能够了解到人物的大致形象，也为后续深入解读人物奠定基础。

其中曹文轩学者结合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小说中对话提出了独

特见解，其对话不仅具有讲述故事发展过程的功能，还能够引导

学生在学习对话中感知文本主旨、把握中心思想，由浅入深地读

透人物对话，最终能够深化他们对文本对话内容的认知与理解。

以教师讲解《穷人》这篇小说中第十二段、十三段中人物对

话为例，到第十三段已经是故事高潮阶段，而故事发展是由安娜

与丈夫之间的对话来进一步推动的。十二段和十三段中安娜与丈

夫有着简短地对话，丈夫打鱼回来说道“嘿，我回来啦，桑娜！”，

而桑娜则仅仅用了“哦，是你！”这一句话来回应丈夫。此时，

桑娜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呢？结合上下两段对话，教师可以进一

步带领学生回顾桑娜的家庭基础情况以及面临的困境，结合文本

上述内容不难发现，桑娜家庭条件不仅不算富裕，甚至还比较窘

迫。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桑娜还要收养西蒙的两个孩

子。同时，这个决定是由桑娜自己决定的，并未与外出打鱼的丈

夫商议，在听到丈夫回家问候时，其内心深处应该是比较不安的，

害怕与丈夫发生争执，害怕会将孩子送还给邻居。虽然是如此简

短的对话，但是却也将桑娜的大致形象勾画了出来，不难发现桑

娜是心地善良的，又是关心丈夫的。在带领学生细读文本，精读

对话时，可以一步步引导学生在语言鉴赏和品析中把握故事情节，

感知文本内涵，从而能个逐步构建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在《穷

人》一文中，学生还能够感受到桑娜身上的宝贵品质，也为他们

深刻理解人物形象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解读人物动作，丰富人物形象

除去分析人物对话，教师还应向学生讲述关注人物动作的重

要性，不仅能够辅助学生理解文本，还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般而言，作者往往会通过回归实际生活来勾勒饱满且立体的人

物形象，并将人物的性格、外貌以及行为凝聚到文本的语言和动

作中。其中动作演绎，既可以展现小说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还能

够进一步凸显他们的性格特征。鉴于此，教师在小说阅读实践教

学过程中，需要带领学生从人物动作着手分析，应帮助学生在建

立完整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了解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

独特品质，从而能够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使得主人公形象更为鲜活。

以教师讲解《穷人》这篇小说中桑娜的肢体动作为例，整个

篇幅中多处对桑娜和丈夫的肢体动作进行了细致刻画。在桑娜发

现邻居西蒙去世后，对桑娜的动作进行了以下描述：“桑娜用头

巾裹住睡着的孩子，把他们抱回家里。”“她把着两个输水的孩

子放在床上，让他们通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连忙把帐子拉好。”

教师可以从“裹”“抱”以及“拉”这三个动为其切入点深入讲解，

其中可以先向学生抛出以下问题“若是改成桑娜叫醒两个孩子，

带她们回家，这样合适吗？”同学们瞬间沉浸到讨论中，最后得

出统一的结论“不合适”。学生分析道“裹和抱，能够体现桑娜

的细心。”之后，教师需带领学生深入分析“桑娜是怕叫醒孩子

后看到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而难过”。另外，还进行了以下提问“桑

娜拉帐子的动作是怎样的呢？小说中是怎么描写的？”同学们异

口同声地回答“是连忙把帐子拉好的”，由此也可以看住安娜的

小心翼翼。通过分析以上三个动作，不难发现桑娜有着浓浓的母爱。

这样，不仅能够使得学生通过主人公肢体动作来探知其人物性格，

还能够深化他们对小说内容的鉴赏与理解，最终切实提升他们的

小说阅读能力。

三、分析人物心理，感知人物情感

教师需着重关注人物心理描写语句，使得学生能够清楚地了

解人物的情感变化和思想感知。在小说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带领学生从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来着手分析人物形象，

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上还原笔者塑造的人物形象。鉴于此，教师需

带领学生细致分析心理描写语句，从而能够探知到人物的所思和

所想，最终能够完善他们对人物的认知。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可知，

由于心理描写内容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延展性，学生理解起来存

在一定的难度，为突破这一教学瓶颈，教师需深入文本之中，领

导学生准确找到与心理描写相关的语句，并以此为基点着手分析，

最终能够帮助学生建立人物心理活动的认知。

以教师讲解《穷人》这篇小说中人物心理描绘语句为例，通

篇阅读小说内容不难发现，大篇幅的文章都是在刻画主人公的心

理活动，因此，教师需将人物心理分析视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第一，教师需带领学生朗读文本，并监督他们自读文本，使得他

们能够圈画出描写主人公心理活动的语句，之后，教师需进行完

善和补充。比如，一些学生并未发现“她的心跳得厉害，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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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一，但是觉得非这样不可。”“两个人沉默了

一阵”等都是对他们的心理描写，教师需要指出，并特别说明。

第二，教师需带领学生深入分析心理描写语句，比如在桑娜抱回

邻居家两个孩子后，文中有着以下描述“他会说什么呢？ ...... 揍

我一顿也好！”教师需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验来分析怎样的情况

下，才会有这种忐忑的心情？比如害怕受到教师罚，比如害怕父

母批评等等，会变得惴惴不安，与桑娜的这种心境大致相同。这样，

引导学生在心理契合下感知桑娜的内心真实感受，她感到恐惧和

害怕。但是在此段之后，桑娜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变化，忐忑不安

变得异常坚定，即便被丈夫揍，也要将孩子留下，由此可以感知

到桑娜的坚韧与善良，最终能够透过主人公形象感知到其人格魅

力，感知桑娜情感变化，也为学生全篇理解、概括主旨奠定基础。

四、巧抓矛盾，品味“高尚”

学生可以完全走进课文，并走近故事的背景上，与全班进行

交流展示。在以突显儿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过程中，也能从矛盾

中顺学而点。桑娜在抱回了西蒙的二个女儿时惴岌可危的心灵生

活描写，表现了桑娜在人生困境与收养孤儿过程中的艰辛选择，

也表现出了桑娜善良的人格之美。我预计他无法领会这种逻辑后

面的意义高尚，所以在课堂上我准备顺势点拨，让他借助想象补

充省略号后面的内涵，“还语文以画面、以韵律、以意境。”以

及富有激情的诵读品味，对这一逻辑点的深刻理解。渔夫“哦，

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这些“熬”字是渔夫甘愿自身受尽

困苦也要救助别人的崇高品德的折射，我预计中小学生或许会了

解不透，所以我准备指导小学生联系以上文想象“家里重担都在

渔夫肩上，5 个小孩也已够他受得了，狂风暴雨之夜还是冒着生

命危险去打鱼，再加二个小孩，渔夫情况会如何？”让小学生在

丰富的互动中再一个感受“熬”字的后面是渔民们无限的辛劳与

困苦，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渔民们毅然决定收养孤儿的行为将

更显神圣，最后以朗读表示致敬。如果朗读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我将通过范朗读激励他们，适当地诱导他们对这一故事进行感悟、

感受。

五、总结提升，诵读“高尚”

在经过充分交流与展示以后，指导学生重新分析整篇课文，

他们将会看到《贫困》作家只字未提的一个个“贫困”字，可处

处能让人读到只能流泪的贫困人，只字并未提一个个“美”字，

也可处处能让人所念动容的同时还能落泪的人生之美。这样的探

索既是对前面课程的小结，也能够激发学生对原作者写作方法的

深入研究，进而总结出社会环境刻画和人物心灵活动刻画等体现

人物品格的写作方法。此时让学生重新回到课题，并交待创作背景，

作品中以桑娜、渔夫为代表，通过揭示沙皇俄罗斯时代贫民们高

贵的品格、人生的光辉，这一意图在学生的大脑中会越来越清晰、

深刻。教师作为教学的执行者，文章的阅读者，应该发挥着引领

功能。当一遍遍阅读课文后，字里行间贫民们善意的行为，及其

高贵的品质无时无刻不打动着教师的内心，于是，深沉地告诫着

学生们：“贫民是中国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他们的心

灵深处却始终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辉。让我们一起走入文本，在共

同诵读中体会他们熠熠生辉的个人美好吧！”我们将配合诵读本

文的高潮段落（12-27自然段），让贫穷的人们勤劳、质朴、善意、

博爱这些高贵的品质跃然纸面，跃上心头。

六、揣摩教材空白，升华人物心灵

学校语文课本是一个资料包罗万象的大乐园，但在其精彩的

课堂细节中常常有着不少有待发掘的不足处。把学生思维带到空

白处加以发掘，并利用教材空白培养学生其想象与思维潜质，同

时培养学生的说话、写作潜质，并开展情景再现和信息交流等练习。

让课堂开放而活泼，也让孩子深刻体会文中作家的完美情感。如：

本文用“静默”一词留了空缺。在此引导学生思考文章中二次静

默之后桑娜内心深处的剧烈挣扎，引导学生交流桑娜二次静默会

想些什么，为“静默”一词解密。感受桑娜的美好。课堂教学过

程中依据自身的了解，即使观点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凡是不悖于

对主题的正确把握我都予以了赞许，就这样在互动中同学们可以

体会到了桑娜真诚的完美品格。两个“沉默”都表现了桑娜很复

杂的心灵天地，虽说无言，但透过特殊的情景，我们却可以很强

烈的感觉到桑娜时刻为人考虑，宁可自身痛苦也要帮助他人的那

种善心。通过对这些“空白点”的发掘，使儿童真正地进入了人

物形象的内在天地，与之产生浓厚的情感共振，学会并感悟通过

人物形象的外在表达揣摩人物心灵，从而启迪思考，经验获得积累，

通过学会并感悟读书，从而培养语文领悟的综合潜质，使儿童原

来乏味的语言文字训练生动活泼地进入了教材、落到实处。善于

思考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品格，课堂教学中也给他们营造了思考

的空间，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能力和创造潜能的提高。同时，引导

学生进入意境，为学生的想象奠定了基础，使想象合理化。在反

复与中学生的思想和文字上发生了接触，中小学生的精神心理状

态和人物形象更加接近，并逐步感受到了桑娜先是兴奋，进而焦虑、

恐惧乃至责怪自我，结尾终于坚持了决心的复杂心态，使中小学

生们在揣摩标点之时，逐渐领会并加深了人物心灵美。

七、结语

总而言之，在开展小说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文本特点

为着手点，为人物分析为切入点，带领学生详细阅读小说，使得

他们能够在鉴赏与听讲中了解语言特色、把握人物形象，其中可

以在精读中感知人物形象；在动作解读中丰富人物形象；在心理

描写中探知人物内心情感，从而能够深化学生对文本的认知和理

解，提升小说阅读教学质量，充分彰显人物描写教学的教学功能，

与此同时，还能够提升小学生的小说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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