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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一节“新课” 

——以《复活》节选为例 
苗丽 

（广东省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这里的新课是指网上没有现成的教学设计或者课件，需要自己

制作教学课件，自己设计教学，自己做学案。例如新选入教材的《答

司马谏议书》《谏逐客书》《玩偶之家》《复活》《大卫科波菲尔》《迷

娘》这类型的经典篇目，网上有有关的资料，但是如何整合成自己

的课件或者教学设计，这是很考验教师的功底的，本文就以《复活》

为例来谈谈如何上好一节新课。 

一、既见森林，也见树木。 
提前 1 个月布置下去整本书阅读《复活》，先把《复活》这本书

的基本故事情节弄明白，以及体会外国小说的语言建构。不仅可以

深入文本中与作者进行深度交流，还可以静下心来真正去阅读。这

种方法可以给学生一片森林，而非一棵树，森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

和事，可以丰富学生对作品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多重解读。也可以从

故事中窥见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而更好的体会每一个人物都不

是孤立的存在，多重性格的形成是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森林中还

有许多其他的小人物存在，这些小人物是用来突显主人公，以及反

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让学生在深深的阅读中定位自己。既然是名

著，内涵丰富，人物经典，手法独特，选材精良，要完全读懂需要

更多阅历和时间，所以就文章节选部分这一棵有代表性的树对文本

进行解读。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同学们读完文本以后，还需要对文本进行更深一步的解读，加

深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放出适合当下多媒体时代的同学们喜闻

乐见的《电影》，可惜的是《复活》没有意大利版本的，只能用前苏

联拍摄的黑白片来略微感受一下荧幕上的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

这只是为了加强同学们对书本的印象。紧接着我会从知网上面找一

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性的文章发下去给学生看，让他们从多个角度去

解读文本，由于知网内容繁杂，所以需要精挑细选， 后选择十篇

论文发下去对书本进行深度解读，并且按照小组形成文字性的材料

进行班级汇报。 

三、一棵树的魅力 
经过整本书的解读以后，返回来打开课本，看课本中的节选，

并且熟读学习目标和单元设计，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知识点的落实，

《复活》节选的学习目标如下： 

1、探讨人的精神的“复活”。 

2、透过场面情节，探究小说的思想主旨。 

3、分析小说的细节，把握人物性格，体会作者在聂赫留朵夫身

上寄寓的人性理想。 

然后对照着每一个组派代表进行解读，进而完成学习目标，而

我所上的优质课就是 后汇报的这部分内容。 

四、未知联想已知，已知促进未知 
我们学习一种新知识，往往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解，从

而把未知变为已知。教学更是这样的，引领学生不断向未知进军，

是我们的毕生使命，所以在深入学习文本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联

想，文章里面有哪些知识似曾相识。可以从人物、作者、主旨、背

景等等方面去联想。当然以学生的能力， 熟悉 感兴趣的莫过于

男女主人公，所以他们很快联想到曹禺的经典篇目《雷雨》，里面的

男主人公周朴园和聂赫留朵夫很相似。进而引导学生对这 2 个人物

进行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只看到了浅显的部分，没有看

到深层次的思想影响，比如周朴园骨子里愧疚是儒家思想在深深影

响着他。聂赫留朵夫深层的忏悔是俄国人性光辉的散发。这些就需

要进一步解读。打开知网发现有《人性的忏悔》《人性的复活》等等

论文，可以打印出来一起解读。通过这样大量的阅读，学生不仅可

以从已知走向未知，还可以在已知知识更深处漫溯，而非轻轻的来，

轻轻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而里面的爱情故事也是学生 感兴趣的，但是什么样的爱情才

是 美的，这就涉及到语文核心素养中的审美鉴赏与创造。正如德

国著名美学家韦尔施所说：“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 肤

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所以要让学生明白

贯穿文章的爱情故事，其实是主人公更深层次的思想境界的审美在

提高，而不是玛斯洛娃外在形象对主人公的吸引。也让同学们明白

真正的审美应该是一种深层次的美，而非只是表面的、肤浅的外在

美。同时也让学生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更加明白作品之所以成为经

典，是因为在表层包裹下的内在的审美价值，只有经得住内在推敲

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五、教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 
不管学习什么样的篇目，上什么样的课，上课的流程和设计必

须制定成适合自己的方式，这叫自我认同，在带着学生在未知的领

域里遨游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完善，这是作为教师不断进步的法宝。

所以我在上课前就先读了一遍《复活》，跟着学生再读的过程中，不

断构思如何设计教学思路，挑选什么样的论文给学生看，根据我已

有知识做出的综合判断，这叫自我认同，所以不要受太多外界的影

响，按照自己的设计一步步走下来。紧接着会在教学进行中遇到这

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会促进我进一步完善我的教学。所以上新课其实是不

断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同时学生也有他自己的积累和想法，也会

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所以教学整体推进中，教师和学

生在共同成长，也即教学相长。 

六、完美的结尾 
学生学习了这样的一篇经典名作， 终是要体现到自己的生活

中，所以我的课后作业是参照《雷雨》把《复活》节选改编成戏剧

并在戏剧节进行演出。学生根据文本开动脑筋对课本进行二次开发，

并且细细揣摩里面的人物，串联台词，写成剧本，再把自己装扮起

来上台演出，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学习，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复

活》节选这一部分的内容，而是对小说单元，以及俄国的小说进行

了一次深入学习。他们会在自己切身体会小说人物的基础上更准确

的把握小说人物。 

七、结语 
我相信，在这样的构思下进行教学，虽然作为教师会感觉非常

非常累，但是收获很大。经过一次这样的深入教学，我发现学生读

书的速度加快了，对学习的畏难情绪没有了，而且审美鉴赏与创造

贯穿其中，陶冶了情操，提升了自我，学生感觉收获很大，来自成

长的渴望让他们沉浸其中，继续深入。而这样的教学，让他们感受

到了不一样的课堂，更加会激发他们对语文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