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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学习鲁迅先生作品 
◆马艳梅 

（丛台区教体局  河北邯郸  056000） 

 
摘要：在语文课本中，共选用鲁迅作品 16 篇，包括散文 7 篇、小说 6 篇、

杂文 3 篇，可见鲁迅作品的重要地位。鲁迅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加之

作品本身有一定的特点，导致教师难教，学生怕学，教学收效甚微。要

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变鲁迅作品在教师和学生中的固有印象，摒弃一

些僵化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加强学法指导，让教师和学生能够真正了解

鲁迅，进而理解鲁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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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鲁迅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
每个教师与学生需要不断学习的课题与任务，学好鲁迅作品对于
提高教师自身的语文素养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教师的教学方法 
1.1 整体感知，深入解读 
学习鲁迅的作品时，教师不要刻板、单一地介绍鲁迅，仅仅

局限于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而要深入到鲁迅所处的时代，进行
深层解读，多方面了解鲁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对鲁迅进行
全方位的介绍，包括他的童年生活、婚姻与爱情以及他与弟弟周
作人之间的关系等。在鲁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童年生活对他产生
了很大影响。例如，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阿长与山海经》
就是鲁迅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文章，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
文章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的一种敬意。一个人的情感经历会
对其写作产生影响，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鲁迅的一生中一共与
两位女性有过婚姻与爱情关系，这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
题。所以，在介绍鲁迅的婚姻与爱情时一定要客观，让学生体会
文中所蕴含的情感与无奈，体会婚姻与爱情对鲁迅写作的影响[1]。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决裂虽然其中原因并不被外人所知，但
我们从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周氏兄弟之间不同的写作特点，而且后
来也有很多周作人解读鲁迅的作品，分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现
实中哪些人物的缩影，也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鲁迅。 

1.2 转变方式，深入文本 
（1）教师引导，学生主体。在新课标的指导下，要想有效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需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一步步引
导学生自主思考。在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时，要注意问题与问题之
间的关联性，让学生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后能形成一个整体的脉
络。比如，鲁迅的《祝福》是高中阶段的一篇课文，在这篇文章
中主要应该把握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环境描写、悲
剧原因等。传统教学通常先介绍鲁迅，然后介绍时代背景，由于
鲁迅的作品年代久远，语言晦涩，确实需要学生了解一定的时代
背景，但教师也不宜长篇大论，可以先从题目切入，比较传统的
祝福与本文中祝福的不同之处，一步步解决问题，而将背景介绍
引入到问题中来讲解。 

（2）比较阅读，加深理解。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鲁
迅的作品及其思想内涵，可以在学习完文章之后进行对比阅读。
第一，比较人物命运的相似性。在讲述《孔乙己》这篇课文时，
可以将鲁迅的另一作品《阿 Q 正传》与其进行对比。单独看这
两个作品，好似没有什么关系，但对比孔乙己与阿 Q 这两个人
物，可以看到他们自身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他们都有自负、自尊、
自欺、自贱的性格特征，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都是自己无法
控制的。第二，比较不同作品中的统一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看
客”是较常出现的一类人，也是鲁迅经常借以讽刺、唤醒当时民
众的一个缩影。在教学过程中要把这些人物联系起来进行比较，
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柳妈，《药》中的茶客，《阿 Q 正传》
中的未庄的人。这些作品虽然有些不是在必修篇目里，但对于把
握鲁迅文章中一类人物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理
解文章的思想内涵。第三，对比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在鲁迅的
文章中统一人物前后的形象有时是有差异的，对比这些人物的差
异性对于文章主旨的把握也很有帮助。比较典型的就是《故乡》

中的闰土形象，通过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外貌、动作、语言等的
一系列描写可以看出，封建思想致使这样一个淳朴善良的人变得
如此木讷，可以看出封建思想的毒害之深，从而揭示出作者对于
封建思想的批判[2]。 

（3）解读语言，多样化运用。鲁迅作品的语言简练、准确、
犀利冷峻、幽默讽刺，并且由于年代久远，其中掺杂的半古半白
的语句让人们理解起来颇有难度。所以，教师在讲解鲁迅作品时，
要针对每篇课文不同的特点，将鲁迅的语言特色分层次分阶段地
讲述给学生。除此之外，还要引导学生将学习到的语言应用到实
际写作和阅读中去。例如，在《祝福》中，文章开头的描写所营
造的氛围，为下文奠定了感情基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自己的
作文中加以运用。而今，在新课程改革的指引下，教师不仅要发
挥好主导作用，还要将传统的授课方式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
来，对原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以节省教学时间、加快教学节
奏。 

2.学生的学习方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中教师的任务不是教

给每位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第一，审
视自身情况。针对高中学段学生的学习实际，首先要明确所要学
习的内容，然后根据学生自身对鲁迅文章内容的把握情况进行学
习。第二，制定学习目标。在每节课伊始，教师通常都会向学生
出示一个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以此来引导学生学习。对于学生来
说，要根据每节课教师出示的学习目标制定一个自我目标。例如，
在学习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时，有一句话是：“真的猛
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
痛者和幸福者。”教师如果把理解这句话作为一个学习目标，那
么，学生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将其视作一个写作素材，并确定为自
己的第二学习目标。第三，掌握学习方法。 

（1）反复阅读。阅读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对于鲁迅的作品，
简单的一次阅读就完全理解文章的深刻含义显然是不现实的，那
么，就需要学生进行反复多次阅读。要先从文章的整体入手，了
解文章的大致内容，然后理清思路，逐层逐段进行理解， 后在
此基础上进行概括。阅读文章之后，学生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
个清晰的脉络，此时就需要抓住文章的关键进行分析，以加深对
文章的理解。 

（2）合作探究。每个学生对鲁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
在学习时我们不应把眼光局限在一个思维层面，而应该与学生进
行广泛的交流。在研究鲁迅作品时，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一个或
几个问题，不统一答案，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充
分发散学生的思维，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的能力。 

（3）自我反思。在学完整节课后，要引导学生反思自己本
节课得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还有哪些不足与缺陷，使学生学
会自主评价。 

结论： 
简而言之，在语文教学中，相信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会对鲁

迅及其作品印象深刻。然而,由于鲁迅作品年代久远,寓意深刻，
比较难懂，学习鲁迅作品就成了困扰语文教师与学生的一大难
题。本文首先分析了鲁迅作品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
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入手，通过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环节
和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以此解决在学习鲁
迅作品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使教师和学生能够真正认识鲁
迅，学好鲁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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