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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价值研究
马  煜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中学阶段的学生处

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在中学教学的过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与长远意义。而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

蕴含的文学、教育、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正在学习成长阶段的中学生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语文资源，其作品中丰富而又

深刻的思想内涵也能够为中学生提供精神上的指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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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所谓立德，即立大德、功德、私德，

要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所谓树人，即“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好新时代的人才培养

工作，作为教育者，需要通过课程育人及文化育人等方

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占

比较大的鲁迅作品，其永恒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则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自 1920年代以来，鲁迅的作品就被收录在中学语文

教材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主要内容。

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影响决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无可

替代的分量和地位。其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

是语文教学的宝贵资源。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在《正确

认识鲁迅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一文中谈到：“一篇文

学作品能否入选语文教材 ,是由它的语文教学价值决定

的，鲁迅作品一直被作为重要的语文教育资源，不完全

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因为无论是人文精神的培育，

还是语文能力的培养，鲁迅作品仍然是我们迄今所能接

触到的最好的学习材料。”这一观点在他的其他文章中

也多次出现过。鲁迅研究的专家钱理群在《和中学老师

谈鲁迅作品教学》中也提到了鲁迅作品对于中学语文教

学的价值及意义。与这二位研究者观点一致的其他研究

者，也从语文能力和人文精神两方面充分肯定了鲁迅作

品的教学价值。

本文意在结合“立德树人”背景，对中学鲁迅作品

的教学价值进行分析。

1 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

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一百多年后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议中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期盼和希望，中学生应自觉培

养爱国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可一直以来中学生的群体中

都有一部分学生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薄弱，认为只要

学习成绩好就可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倘若认

真学习鲁迅的作品，这种想法或许可以有所改变。

鲁迅的许多文章看似尖锐，看似是一成不变的批判，

但其中却蕴含着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与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这对于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有较

大的作用。今天的语文教学需要对鲁迅本人及其作品进

行用心细致的挖掘，为中学生提供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

从而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学习《藤野先生》时，我们知道鲁迅是去东京求学的，

他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想要医治国人的身体。但在一

次霉菌学的课上，临下课时观看了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枪

毙的片子 ,国人麻木不仁地围观自己的同胞被枪毙，甚

至于拍手叫好，鲁迅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于是他认识到：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

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

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正因如此，鲁迅

选择弃医从文，宁愿放弃自己的学业 ,也要拿起手中的

笔，将写作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意在改变国人的精神。

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与决心正是其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的体现。

再来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这是

人教版初中阶段语文教材中唯一的一篇鲁迅杂文，通过

这篇文章，学生可以对鲁迅的杂文进行初步的了解，所

以它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而文中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也是需要初中生去学习的。鲁迅通过《中国人失掉

自信力了吗》一文反驳了一些人对抗日前途的悲观情绪，

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在鲁迅看来，

中国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失去自信力，那些埋头苦干、拼

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都是中国的骨干力量。

鲁迅在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

爱国之心。我们的中学生，是非常需要树立这种民族自

信心与自豪感的。

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三篇鲁迅的作品，它

们蕴含的思想性都比初中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深邃一些。

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表达了对于“刘和珍

君们”这样的爱国之士的敬佩，他想要通过歌颂刘和珍

君来激发人们“更奋然而前行”；《拿来主义》一文中

鲁迅通过嬉笑怒骂的形式对国民政府崇洋媚外的行为进

行了抨击，启示我们在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时持“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剖析和对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均源自于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的爱

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需要语文老师在教学中向

中学生传递，通过实际的教学回答“立什么人”“树什

么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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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鲁迅的批判态度是针对所有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因

素的，他的作品中对于封建思想道德和国民劣根性的批

判，体现着自身的思想价值。首先，鲁迅有突出的问题

意识，而问题意识是批判的前提，独立思考、生成问题

的过程，其实就是体现批判精神的过程。现如今，人们

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孩子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更应该被关注。可是有一些孩子安

于现状，逆来顺受，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要通过鲁迅

作品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让中学生

学会反思与追问。

鲁迅对于人性和社会中黑暗的一面敢于直面，敢于

质疑 ,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之一。他在《狂人日记》中发

出“从来如此 ,便对么？”的质疑；他在《阿长与 <山

海经 >》中展现了群众的落后和迷信；他在《祝福》中

揭露了封建礼教造成的悲剧。就算是在《朝花夕拾》这

种比较温馨的作品中，也同样有鲁迅深刻的反思与质疑。

鲁迅成长过程中的经历都是真实且生动的，但快乐的过

程中往往也伴随着痛苦，那些落后的传统文化束缚着人

性，使得鲁迅进行反思。综上，鲁迅可以从一般人习以

为常的生活和事件中发现不合乎情理的东西，他可以从

一件小事中看出一个民族的危机，这些都表现了鲁迅强

烈的问题意识。发现问题而后进行揭露和批判，不是因

为不爱他身处的土地，相反，恰恰是因为爱得深沉，所

以才想要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让它变得更好。

那么，为了在学习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问

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教师就需要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让

他们独立阅读，自主体会。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在课

堂中设置相关问题来引导学生发掘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

例如，在学习《故乡》一文时，可以问学生：“如果你

是鲁迅，当听到闰土叫你‘老爷’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在学习《祝福》一文时，可以问学生：“现在的社会中

还会出现祥林嫂的悲剧吗？”在学习《拿来主义》一文时，

可以联系社会实际情况，询问学生该如何“拿来”。在

教学鲁迅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对学生抛出切合实际的问题，

渐渐引导学生自己去发问，去质疑，学生的问题意识将

会在此过程中得到提高。

另外，鲁迅的批判是理性的，他在质疑和批判的同时，

也看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他的小说中也有具备优

秀品性的中国人，尽管这一类描写不多，却同样可以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祝福》里的祥林嫂和天底下所有

的母亲一样爱自己的孩子，《社戏》里的阿发和双喜有

着纯洁如水的心灵。这些人性中的美好与人性中的弱点

相对应，更使我们受到了正面的鼓舞，看到了隐藏在批

判背后的光明。

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是中学生必备的思维品质，学

习鲁迅的作品，可以在理解鲁迅作品批判实质的过程中

正确看待国家的历史和未来，从而提高中学生的思辨能

力。

3 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独立人格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不同的个体生命构成的，每一

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任何人都没有剥夺

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权利，我们能做的只有珍惜。但近些

年来有不少青少年缺乏生命意识，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而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

语文教育与生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联系，所以语

文教师应当在教学的过程中渗透生命教育，使生命教育

成为鲁迅作品教学过程中的一部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命意识，启发他们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鲁迅作

品在中学教材中所占比例高过一般作家的作品，这些作

品中对于“生命”阐释得也比较多，因此，把握教学资源，

在鲁迅作品的教学过程中渗透生命教育，塑造中学生的

独立人格，就显得尤为合适。

鲁迅的生命观中有对生命的尊重、关爱、珍惜，还

有对他人与自然的善待。首先，鲁迅及其作品可以启示

学生珍惜自己的生命。鲁迅不主张轻易地牺牲生命，他

认为生命的保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没有人是一帆风顺

的，鲁迅的成长过程中也有很多逆境和挫折，无论是家

庭还是情感，他都一一面对，从不轻言放弃，始终珍惜

生命。关于这一点，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读《<呐喊 >自

序》，让学生去体会鲁迅如何看待逆境，如何度过逆境。

除了鲁迅自己珍惜生命外，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珍

惜生命的典型：《祝福》中的祥林嫂承受着命运带来的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可是她并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反而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打工赚钱，用去寺庙捐门槛的方

式换取自己生存的尊严。《孔乙己》中落魄的秀才为了

保留自己生命中的尊严而受尽了嘲笑，但他仍然坚持着

,没有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我们的时代中却有很多

的青少年因为一点挫折就想到轻生，这是不珍惜生命的

表现。所以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挡在我们面前，都不能

轻易放弃生命，这是鲁迅及其作品对中学生的生命教育。

其次，鲁迅及其作品可以启示学生尊重善待他人与自然

的生命。在学到《阿长与 <山海经 >》时，我们可以看

到阿长与鲁迅之间的互相善待。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保

姆，却和他的小主人处成了亲人般的关系，主仆的界限

在他们中间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感情中处处洋溢着对他

人生命的尊重与善待，这对于我们现如今趾高气昂，对

一些劳动者很不尊重的青少年具有现实意义。在学到《藤

野先生》时，藤野先生对待学生一视同仁，给过鲁迅很

多学习上的帮助，他在尊重鲁迅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鲁迅

的尊重，他们之间建立起了和谐美好的师生之情，这对

于现如今不尊重老师，不珍惜师生情谊的孩子有一定教

育意义。在学到《社戏》时，鲁迅与小伙伴们真挚的友

谊为他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对不尊重朋友，不

珍惜友谊的孩子有一定启示意义。另外，尊重生命不仅

表现在善待人类，还表现在善待自然。鲁迅在《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中将百草园中的动植物描写得活灵活现，

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鲁迅先生，这可

以启发学生尊重、善待动植物的生命。中学时期是一个

人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所以教师通过鲁迅作品的

教学对该阶段的青少年进行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生

命意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牢基础，这

是切实可行的。

鲁迅尊重独立的个体和人格，因此他的作品中蕴含

了丰富的生命教育材料。他想要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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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来实现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中学阶段的教育过

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独立人格，鲁迅及其

作品是很好的语文教育资源，教师应合理地利用起来，

力争使学生理解鲁迅作品中的生命思想与生命精神，并

将其贯穿于自我的生命始终。

鲁迅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宝贵精神遗产，

它们在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虽然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只要我们翻开

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并没有过时，

不仅不会过时，还将继续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因为鲁

迅的作品是常读常新的，他的思想和精神会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给予人们新的启迪和意义，从而为中学教育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好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工作

提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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