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教案：文学艺术的成就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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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F_91_E7_c38_170737.htm 教学目标 1． 知识方

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国统区进步文

艺界的著名人物及其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及其意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艺成就；进步的新闻

出版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 2． 能力

方面： （1）通过简述文化现象的时代背景和联系美术、音

乐、语文课中的关内容，培养学生人历史角度分析文化现象

的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2）通过绘画艺术方面的教学，

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 （3）利用方字、照片、音乐、

绘画资料，引发学生的历史想象力。 3． 态度、价值观方面

： （1）通过介绍“左联”进步文学、国统区和解放区进步

音乐作品的巨大影响，使学生认识到文字是革命斗争的有力

武器，有长久生命力的文艺作品总是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

。 （2）通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学，

使学生认识到《讲话》的发表，真正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大

众化的道路，革命文艺进入新阶段。 （3）通过鲁迅事迹的

介绍，培养学生正直坚强的人格。 4． 学生指导方面： （1）

以思考题作提示，指导学生阅读教材、资料。 （2）多给学

生讨论、发表意见的机会，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 （3）

通过指导阅读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要点的能力。 重点、难

点分析 1． 重点分析：国统区的进步文字是重点。这部分内

容比较直接地反映了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和反侵略斗争，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的主流。且有利于



学生认识方学与政治的关系。 2． 难点分析：民国时期的社

会生活是难点。因学生对它缺乏感性认识，教师应设法加强

教学的直观性，让学生认识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生活既保留了旧的习俗，又溶进了新的

观念、既渗透了殖民文化的色彩，又反映了人民群众强烈的

民族意识。 课堂教学设计 师：《板书本节标题》本节将从文

字、戏剧、电影、绘画、音乐、新闻出版、生活习俗等多个

侧面介绍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希望同学们能联系我们前面

学过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把前面学过的知识作为本

节的背景，从而加深对文化现象的理解。 一、国民党统治区

的进步文艺 师：这一题目主要介绍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国统区进步文

字的发展，突出反映了宣传进步，反对落后；追求民主，反

对独裁；讴歌民族独立，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是这一时期

进步文化的主流。 1． 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 师：代表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实现现场统治，在政治

上、军事上力图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镇压一切民主力量

，在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企图使文艺成为其独裁统治的

宣传工具。请同学们默读教材第一段，看看国民政府是怎样

压制进步文艺的。 生：（由一个学生读） 师：但是，白色恐

怖并没能阻止进步文学的发展。 2． 进步文学 （1）鲁迅与“

左联” 师：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队伍不断发展。20

年代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团体。其中有课本介绍的茅盾等人

组织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等发起的创造社、蒋光慈等人的

太阳社。此处，当时还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如：受

胡适影响很深的徐志摩、梁实秋的新月社以及现代评论社等



。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后，文化领域中不同文字观的斗争也很

尖锐，新文化队伍再次分化。那些积极投身时代洪流，以拯

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进步作家，如鲁迅、夏衍、茅盾等，

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为当

时时步文字的代表，在此前后，社会科学界和戏剧界也相继

成立了左翼组织。“左联”旗帜鲜明，其立场观点从课本引

文中可以看出。 生：（读课文国“《左联》的理论纲领”的

引文） 师：“左联”认为，在社会变革时期，文字艺术有它

鲜明的阶级性，应该是解放斗争的武器，“左联”接受中共

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不仅翻译了很多苏联小

说，也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鲁迅是“左联”的主要领导人

，从《藤野先生》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弃医从文是因为“

第一要著”是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

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基于此种观念，在社会大动荡

时期，鲁迅立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他的

杂文像匕首和投枪，投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

。他著文的目的，就是要“和读者一起从血与火中杀出一条

路来。”与其说他是文，不如说他是战士。《友邦惊诧论》

、《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他声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

府的战斗檄文。让他们一起重温一下这篇檄文的片断：《展

示资料》“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

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

联，而国联却正是和日本是一伙。”“好个‘友邦人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头，他们不惊诧；

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

⋯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



民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友邦人士

’，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 生：（齐读上述资料） 师：《友邦惊诧论》侧重揭露帝

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纪念“

左联”五位烈士，抨击反动政府的。“忍着朋辈成新鬼，怒

向刀丛觅小诗”。文中揭露国民党专制下的社会的黑暗，“

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左联”在30年代前期那个特定环境

下，以笑作刀枪，对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推进革命

文学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 （2）著名小说 师：课本中列

出的《子夜》、《家》、《骆驼祥子》等作品，近些年不仅

书一再重版，且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

请同学们谈谈它们分别哪几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 生：《讨论，代表发言

》 师：《子夜》从城市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的矛盾的侧

面，揭示了外国资本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家》从

封建大官僚家庭内部争斗倾轧的侧面，揭示了封建专制的腐

朽没落与民主进步力量的斗争。《骆驼祥子》则反映了城市

贫民的生活的艰辛。 3．戏剧的发展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本

，回答：《将下列问题展示》（1） 著名剧作家、作品有哪

些？（2）梅兰芳为什么受到人民的尊崇？ 生：《阅读、讨

论、代表发言》 4.电影的发展 师：请一名同学朗读关于电影

的介绍。然后大家一起谈谈我们看过的那个时期的影片。 生

：(议论、交谈) 5.绘画艺术的新发展 师：绘画艺术的新发展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技法上的发展。徐悲鸿主张借鉴

西洋写实主义技法改良中国画，尤以画马驰誉中外。《愚公



移山》作于1940年，不仅融会中西画技法、具有独特风格，

且有激励中国人民艰苦奋战、以愚公精神争取抗日战争胜利

的深刻寓意。(2)著名画家齐白石、张大千是国画大师。齐白

石擅长花鸟虫鱼的写意画，张大千以泼墨技法著称。张大千

论画的精妙之处是“不求太像，也不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

，画不如摄影；若求它不像，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

与不像之间得到传神超物的天趣。”齐白石认为“不像”为

“欺世”，“太像”为“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大师们的妙语，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了中国画的最突出的特征

重写意、传神，表达内在情感。下面请欣赏。(展示具有美术

专长的学生提供的美述作品)1.齐白石作品：《荷塘鱼乐》选

自初中《美术》第三册《莲蓬晴蜓》选自高中《美术》试用

本《茨菇游虾》选自浙江教育出片社《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

典》2.徐悲鸿《群马图》选自(同上)3.张大千《桃源图》选自(

同上)《泼墨荷花》选自(同上)师：黄宗虹以山水画和研究画

论、画史闻名。丰子恺是漫画家。 6.音乐 师：请看教材。”

这里所列的三四十年代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在国统区创作的，

还是在抗日根据地创作的，几十年来久唱不衰，《义勇军进

行曲》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因为它们既有强烈

的爱国热情，又有优美的旋律，是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它们将成为不朽之作。(欣赏《黄河船夫曲》) 二、革命根据

地和解放区的文艺成就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师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文学运动比较普遍在的一个弱

点就是文艺与群众生活脱离。文人离书本近，离人生远。20

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革命文艺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

。这是实行政治民主的愿望在文艺上的反映。在国统区，随



着抗日高潮的兴起，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许

多作家走出城市亭子间，走向乡付和抗日前线，为人民大众

乐于接受的大量小型抗日作品，如：战地通讯、报告文学、

街头剧、街头诗涌现。但在国统区，文艺的大众化还主要是

文艺形式的通俗化。真正的大众化实现，是《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现的。《

讲话》阐释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

工农兵服务。要实现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则需要从立场、态

度上解决问题。怎样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呢?文艺工作者要深入

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这既可心解决思想感情问题，

又可以解决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在《讲话》精神鼓舞下，

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涌现。 2.优秀文艺作家、作品 师：请同学

们看书，找出优秀作品及作者。 生：(看书，找知识点，并就

其熟悉内容相互交流) 三、进步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师：

同学们阅读本目教材，解答下列问题(将题目展示)(1)中央苏

区创办了什么刊物?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是

什么?《人民日报》在何时何地创刊?(2)生活书店的主办人是

谁?出版了哪些进步刊物? 四、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师

：请同学们看本节教材小字部分，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 生：(看书) 师：请看下面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老照片

，并思考以下问题：民国时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有何特点?为

什么有这些特点?照片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怎样?(展

示学生提供的照片)以下照片均选自秦风编著、山东画报出版

社《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祖孙两代》、《南京集体婚

礼》、《1937年的四川饥荒》、《女界慰劳抗日将士》 生：(

看照片、议论、代表发言) 师：当时衣食住行的特点是中西合



璧、新旧共存。原因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

期，处于一个动荡转折的历史阶段，社会生活既保留了旧的

习俗，又融进了新的观念，既渗透了殖民文化色彩，又反映

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灾民的惨状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残破，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小结(略)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王树

青 【简评】本节教案体现了执教人通过文化史教学培养学生

从历史角度分析文化现象能力和知迁移能力的特色。其做法

是： 第一，重视直观性，课上充分展示了与教学相半的各种

艺术作，让学生在观察、想象、审美和分析中认识艺术，感

悟历史。 第二，合理利用学科的渗透性，通过指导学生阅读

教材、资料和师生共同研讨，用唯物史观进一步透视文艺作

品、文化现象的时代性。第三，加强学生的主体性，执教人

充分调动了各层次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使不同文化爱好的学生各自得以展示，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培

养和提高了学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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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