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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抗争形象　体悟不屈人生
——中职语文“抗争类”主题文学作品选读专题教学设计

俞良芳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浙江 嵊州 312400）

摘要：本专题选取《雷雨》《祝福》《项链》《荷花淀》《品质》等五篇经典中外文学作品，以“矛盾·挣扎·执念·觉醒·坚守”

为主线，逐步深入，层层递进，聚焦鉴赏作品人物形象之共性——具有抗争精神，结合《我们的舞台多精彩》这一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以最后的舞台剧呈现汇报成果，潜移默化锻炼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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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

不仅来源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要从外国优秀文化中汲取，

兼收并蓄，方能海纳百川。阅读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就像和文

学大师对话。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真、

善、美的使者，无不散发着心灵高尚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品的光辉则与日月同庚，照亮着人类的前路和我们心灵需要拂

拭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

甚至是提升我们的人格，甚至重塑生命的重要使命，必然成为语

文教学的重点内容。

本专题旨在通过鉴赏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矛

盾冲突中的不断挣扎和抗争，让学生切身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感受优秀文化的魅力，扩大阅读视野，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的社会生活和多样文化，加强审美能力，深化对社会认识、对生

命意义的理解，全面提升核心素养能力。

一、专题内容与分析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版）》提道：中外文

化作品选读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精读、略读、泛读等多种方式，阅

读和鉴赏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丰富阅读体验；通过开展文学撰写，

多维表演，自媒体拍摄等方式，交流阅读与写作的心得体会，感

受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

我们通过实践以“‘抗争类’主题中外文学作品选读”为专

题的语文学习活动，自编自导自演自评剧本人物形象，提升核心

素养。本专题选取《雷雨》《祝福》《项链》《荷花淀》《品质》

等五篇经典中外文学作品，以“矛盾·挣扎·执念·觉醒·坚守”

为主线，逐步深入，层层递进，聚焦鉴赏作品人物形象之共性——

具有抗争精神，结合《我们的舞台多精彩》这一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以最后的舞台剧呈现汇报成果，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听、说、读、

写的能力。基于形象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专题核心任

务为“鉴赏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二、教学模式与思路

（一）理论基础

“生活化”教学理念：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论，提

倡“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其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的教

学理论与当前中职语文教学生活化的理念不谋而合。

生本理论：叶圣陶先生说：“口说为语，书面为文，合为语文”。

语文教学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突出生本理念，注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和切身体验，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通过多种形式展现灵动

语文，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核心素养。

（二）模式阐述

基于鉴赏作品人物形象的沉浸式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

学生通过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嘴巴说、用身体演、用心灵悟等

形式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鉴赏中外优秀文化作品，感受矛盾冲

突中的抗争，分析人物形象特点，改编戏剧文本，结合专业特色演

绎情景剧，与课本中的一次元人物产生共鸣，强化过程体验，锻炼

听、说、读、写能力，体悟复杂人性中的抗争，传承中华文化中包容、

善良的优秀传统美德，发扬文化自信，升华生命教育。

“基于鉴赏作品人物形象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不仅仅关注

学生对文本人物形象分析的掌握程度，更关注学习专题之后的实

践——创新演绎文本，最后在舞台上有所呈现，真正学有所用，

学有所成，热爱自己，热爱专业，热爱中华文化。

（三）教学思路

在本专题教学中，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生的沉浸式体验，如课

堂教室的转换，从班级教室、化妆教室、录播教室、演播厅等，以

及相关场景的实地考察，让学生亲身体验从理论分析到实践演绎的

过程；辅以信息化手段，如之江汇平台上传视频，用各种在线录屏

软件制作微课，剪映剪辑，智慧直播云台等，尽可能地让学生享受

视觉、听觉、感觉的盛宴；在文本探究中，通过情节概览，分析人

物，改编剧本，拍微电影，尝试配音，拍纪录片，自演自评等环节，

引导学生品鉴专题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人物形象抗争性的特点。

最终将听说读写的理论分析用身体演绎的形式输出，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身心合一，实践创新，宣扬优秀文化，传承不屈精神。

三、教学实践

（一）话里阴晴现重逢

《雷雨》讲述了资产阶级周家和城市平民鲁家两个家庭纠结

复杂的悲剧故事。周、鲁两家复杂的血缘联系，更是突出、生动

地反映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矛盾·抗争》聚焦周、

鲁两人的经典重逢画面，让学生学会品读戏剧性格化、动作性的

语言，揣摩人物心理，探测人物的内心世界，学会理性分析复杂

人物形象的多重性格，学会鉴赏戏剧，提高学生鉴赏戏剧文学作

品的能力，探究作品的艺术魅力。

第一课时，通过情景导入，学生设计《雷雨》男女主人公周朴

园与鲁侍萍的舞台形象，创设良好情境，激发学生的专业与语文结

合的学习兴趣。课上通过认识戏剧冲突梳理剧情，揣摩周朴园与鲁

侍萍重逢时复杂的心理活动，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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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台词，凸显侍萍反抗阶级压迫的抗争形象，通过课堂辩论，剖

析周朴园的人性，品读潜台词，丰富人物形象，通过戏剧人物的内

心独白展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课后拓展阅读《雷雨》整

个剧本，思考“雷雨”的深刻含义，探究戏剧的主题思想。

（二）越剧悠扬多精神

《祝福》是一篇极具鲜明特色的小说，文中以“我”的视角，

回忆了祥林嫂悲剧的一生，两次婚姻，两次丧夫，又痛失爱子，

最终死在祝福之夜，虽然是悲剧的一生，但也展示了她对命运的

抗争。这种抗争，看似顺从和无望，却是她个人最大限度地挣扎

和反抗，是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一抹亮色，是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

教的一次呐喊。祥林嫂这一形象在文学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越剧诞生于嵊州，发展至今历经百年，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

我们在教学设计中，找到这个契合点——越剧《祥林嫂》，作为

课文就的衍生物，学生可以结合文本和越剧去感受祥林嫂悲剧的

一生，去体悟她拼尽全力的抗争。《挣扎·抗争》将聚焦改编文

本和妆化人物，通过学唱越剧表达主人公在顺从中抗争的情感。

第一课时，邀请越剧艺术学校的专业老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

点评，创设良好情境，激发学生的学唱情趣。课上通过复述故事

情节、绘制主人公档案等方式感受祥林嫂的一生，体味人物的悲

剧意味。第二课时课前邀请越剧艺术学校的专业老师指导学生的

妆容，请三组同学派出代表进行展示。再在专业指导老师的示范

教唱下逐步升华，学生在文本打磨之上创作、改编剧本，更好地

用越剧的方式表达主人公在顺从中抗争的情感。课后用抖音等视

频 APP 记录学唱的《祥林嫂》独白选段，在悠扬的越剧声中品味

人物的抗争精神，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三）身临其境悟心理

《项链》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

过独具匠心的构思、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形象，小

说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梦想过上奢华的生活，为一时的漂亮和沉

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面对不幸，她最终选择了坚强，用十年

的辛劳偿还了债务，这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和一种抗争。《执念·抗

争》将聚焦为根据人物个性进行“文本加工”、改编心理剧、视

频现场配音，引导学生学习鉴赏小说主人公诚实守信的品格和遭

遇厄运而不沉沦，逆境中顽强抗争的精神。

第一课时，先设计课堂提问：用哪种标点符号来形容马蒂尔

德的十年？利用“符号”创设情境，使学生快速融入课堂；第二问：

课文的标题是项链，那项链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寻找小说线索，

个性呈现情节；接着请同学们阅读课文，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情节，小组讨论以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身份发一条朋友圈，利用“朋

友圈”这个载体，引导学生根据人物个性进行“文本加工”，丰

富学生的文本创造力。第二课时自身代入文本，挖掘人物内在，

设计核心问题“如果你是路瓦栽先生，你会娶马蒂尔德这样的女

性为妻吗？”展开探究；最后开放性改编课文形成剧本，从马蒂

尔德心理出发创设贴合人物形象的情境拍摄成视频，通过师生共

同初步分析人物形象后，由剧组成员在课堂上为视频现场配音从

而实现人物形象的深入体悟。课后利用电影和短视频，使文本“照

进”现实，引导学生从现实中学会远离欲望，积极抗争，勇敢成长。

（四）战地娇花分外香

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里，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

《荷花淀》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展现了农村妇女们由温柔

多情的小女子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士的斗争故事。真实地反映了

根据地的妇女，怎样由于战争的教育，逐步地打破家庭小圈子，

摆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女人低男人一头的思想，一步步地站到

了社会斗争、民族斗争的行列。《觉醒·抗争》将聚焦特写镜头

和改编影视剧本情节和细节的描写，进一步加深对小说人物形象

的理解，体悟小说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鉴赏“觉醒˙抗争”主

题，提升思维能力。

第一课时首先通过创设情境：如果你此时作为《荷花淀》电

影的编剧，现在你要向剧组讲述你所知道的《荷花淀》的故事，

你该如何讲？通过讲好河北故事，拾取战争记忆；然后理清《荷

花淀》情节，选出经典环节“夫妻话别”和“探夫遇敌”进行角

色演读，通过演读文本对话，初识文中角色；最后通过情境加工

创设，赏析人物形象等环节丰富学生的文本创造力，深刻体悟小

说的人情美、人性美。

第二课时通过推进特写镜头，赏析景物描写和细节描写，体

悟觉醒抗争；改编影视剧本，分小组展示拍摄微电影，把好历史

脉搏，关注小说情节和细节，进一步加深对小说人物形象和主题

的理解；最后，观看微视频，历数近现代杰出革命女性，探究女

性精英，弘扬时代精神等环节铺陈推演。其中小组合作展示改写

电影剧本成果，实践了动态合作教学，始终遵循和贯彻生本理念，

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切身体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

（五）底层光芒耀千里

《品质》叙述了在工业垄断对小手工业作坊造成巨大冲击的

背景下，鞋匠格斯拉讲究靴子品质，坚持用最好的皮革，亲手缝

制靴子。他一直在与周伟的人和环境抗争着，无声且有力，正是

这样的抗争，深深影响着周围人，包括曾经的竞争对手，也促使

作为绅士的“我”的精神成长，同时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坚守·抗争》将通过比照阅读、课堂辩论、改编剧本、撰写人

物纪录片等，全面分析主人公盖斯勒形象，进一步传达坚守品质，

与外界不良因素相抗争的意义和影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课时，通过开放式话题“拯救靴匠格斯拉”构建课堂教

学结构，带动学生对文本的整体阅读，获得对语言和文字形象的

直觉体验；二是以辩促思，提取整合，通过“变”与“不变”，“怪

与不怪”“幸与不幸”，这三个辩题来感知小说所表现的形象美

和情感美；三是品悟文章的主题和现实意义，提升文化自觉。

第二课时，在同学们认真研读小说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想象，

如果让主人公格斯拉来到现代社会，会发生什么，他是继续坚守

抗争，还是有所妥协？我们该如何宣扬格斯拉高尚的人品和无可

挑剔的鞋品，由此可以为格斯拉拍摄一组“人物纪录片”，脚本

设计便是我们第二课时的重要内容。同时借这一形式也是为了促

使学生从主动学习，培养阅读兴趣，上升到感受人品、关注社会

及自我的新高度。

（六）我们的舞台多精彩

《我们的舞台多精彩》这一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以舞台剧的形

式呈现汇报成果，通过剧本改编、角色再现、妆容设计、“声”临

其境、特写镜头、汇报演出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细节，根据

人物的个性进行“文本加工”，丰富了学生的文本创造力。学生在

用各种形式分析表达文本的过程中，深入体悟人物性格，学习人物

身上所体现的抗争精神。本专题课程得到了学校广大师生一致好评，

在学校大型活动中，涌现出学生们创新展示学习成果的身影，将不

屈精神发扬传播到整个校园，并推动建立了戏剧表演社，代表学校

参加相关的表演，展示当代少年的青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此

过程中学生加深了认识自我，学会了积极抗争，勇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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