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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6602.htm 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

文学样式，它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

的描写，形象而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情节、环境被

称作小说的三要素。作者通过艺术虚构来反映生活。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借助形象思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发，受到

教育。根据小说的这些特征，小说教学应兼顾三个方面。 一

、引导学生熟悉故事情节，了解文章结构特点 所谓情节，就

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

展过程。在小说创作中，作者的重要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

因为它是反映生活的手段。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是通

过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从人物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系列生

活事件中显露出来的，也就是通过情节表现出来的。因此，

小说教学应重视分析故事情节。例如，我教《鲁提辖拳大镇

关西》一文时，板书课题后，由学生补充介绍了选文前段的

内容，然后我说：“有朋自远方来。”学生齐接：“不亦乐

乎！”随后我把“乐”字写在了黑板上，并用箭头指向课题

的“打”字。“为什么由乐而打呢？”学生有疑问，便产生

了阅读课文的欲望，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理出了故事的情

节，把握了事件发展的脉络。从“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

上”到“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这一情节发展变

化中，学生们又理解了鲁提辖“粗中有细”的多重性格。从

激怒郑屠到三拳打死郑屠，学生们有理解了鲁提辖另一个性

格侧面：有勇有谋。而这两个性格侧面的形成又是鲁提辖富



有正义感的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再从鲁提辖的结局

“......；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可以

看出社会与鲁的性格的不包容性，即矛盾性：社会黑暗，恶

人横行，好人遭殃。顺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分析，柳暗花明，

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心思想也就跃然纸上：表达了被压迫人

民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这样从分析情节入手，学生易于把

握小说中人物性格特征，教学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果。来源

：www.examda.com 二、引导学生分析文章中主要人物性格来

源：www.examda.com 人物的性格在情节的发展中不断完善，

情节影响人物性格的发展。但情节本身也是一定性格的人物

间发生不同关系（联系、矛盾、同情、反感等）的必然结果

，不同性格的人物之间会造成不同的必然结果。在情节显现

人物性格的同时，人物性格也决定着情节的发展。因此在小

说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分析主要人物的性格，从而把握好小

说的创作意图。 我在教《夜走灵官峡》一文时引导学生理出

了“走不走再走”的情节之后，继续分析探讨为何有这一发

展变化。“我”走，是因为任务在身；“我”不走，是因为

天黑，雪大，路险；而“再走”这一情节发展，则应引导学

生分析成渝的形象，通过人物语言、外貌、动作的细致描写

，学生获得了深刻感受：成渝聪明机灵，淳朴可爱。可爱之

处在：他七、八岁年龄把照看妹妹当作一项任务完成，他关

心天气，生怕下雪停工，他以爸爸是“开仙（山）工”而感

到骄傲，在理解成渝性格特征的同时，他的父辈的优秀品质

、战天斗地，忘我劳动的工人群体形象便也鲜明起来了。“

我”、成渝的父母及修路工人，三类人物性格品质是相互联

系的，是感染包容的，“我”再走，这一事件结局也就成了



必然结果。水到渠成，学生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用侧面

描写的方法，歌颂了在成宝铁路工地上，工人们不畏艰难、

忘我劳动的主人翁精神。 三、小说教学不能忽视对环境描写

的分析 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

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

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社会环

境和自然环境描写。 以自然环境对人物性格发展的作用为例

，《七根火柴》一课的主要人物无名战士的崇高品质就不仅

仅是情节发展的结果。从情节来看，文章安排为：无名战士

保存了七根火柴；托咐卢进勇转交给部队无名战士牺牲卢进

勇追上部队，火柴给部队带去了温暖。单从情节分析平淡无

味，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细致的环境描写。小说开始便写

环境：草地气候瞬息万变，此时风雨交加，气候寒冷，写卢

进勇又冷又饿，突出了过草地中大部队对火的需求，写卢进

勇全身湿透，说明保存火柴的艰难，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

有一位比卢进勇伤情更重，饿得、冻得奄奄一息的无名战士

却等待着“托咐”。无名战士的崇高形象就是在作者描写的

恶劣环境中高大起来的，学生在反复体味中理解了作者的创

作意图：表现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战士一心想着革命，

一心想夺取全国胜利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篇小说没有细致的

环境描写，人物形象就不可能打动读者。 生动的人物形象，

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而具体的环境是小说创作不可缺少的

三要素，教学时应该兼顾、三者相辅相成，但并不是平均用

力，情节的安排、环境的描写总是为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服

务的，教学时应因文而异，选择教学的突破口，设计出符合

学生认知心理的教学过程，使之成为一种教学艺术。 肖像、



言行、心理 写记叙文离不开描写人物。描写人物的方法有很

多，这里介绍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四

种。 肖像描写，也叫外貌描写，是指对人物的容貌、衣饰、

姿态、神情等特征的描写。肖像描写虽然写的是人物的外表

，但描写的目的决不止在于使读者了解人物的外在形象，而

是要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两次刻画

了闰土的形象。少年闰土生气勃勃，机智勇敢，是一个项带

银圈、手捏钢叉保卫瓜田的小英雄。二十年后的闰土却面目

全非：“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得灰黄，而且加上了很

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

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

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而更使“我”感到悲哀的是闰土的神情与

态度：“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

，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这两处肖像描写通过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到

旧中国广大农民所经受的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种

种重压，感受到他们身心所忍受的无限的痛苦与摧残，更感

受到作品所表达出的，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

愿望。 语言描写，指对人物对话和独白的描写。言为心声，

人物的语言应当切合他的身份、经历，反映他的思想感情。

描写人物的语言，意在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作者运用个性化的语言

表现人物性格，并且用人物的对话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刻

画出警官奥楚蔑洛夫媚上欺下，狡诈多变、趋炎附势的卑劣

形象。 行动描写，指对人物的行为、动作的描写。作品中的



人物是靠动作活起来的，人物的行为完全是受其思想意识支

配的。描写人物的行动，也同样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冰心先生写的《小桔灯》，通过肖像、语言、动作的描写

刻画了一个在艰难生活的逆境中渴望光明的小姑娘。文中，

小姑娘登上竹凳去打电话的神态和制作小桔灯的娴熟动作都

会给读者留下深深的印象，使我们从中看到她纯朴、善良的

美好心灵。 心理描写，指对人物在一定环境中思想活动的描

写。心理描写也是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精神世界和思想

品质的重要方法之一。初中课本有一篇情趣盎然的小说《核

桃的秘密》，文中运用了精妙的人物心理描写。其中，有直

接倾诉思想活动的人物内心独白；有间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的神态、语言、动作描写；还有通过想象表达的美好理想。

生动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十四岁的红军小战士纯真的童心。 

以上，介绍了描写人物的四种方法，在写作实践中，这些方

法都不是孤立的，而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其中的几种，以求全

面、形象、具体地展示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