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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538420.htm 一、文本在教材中的

地位及其教学价值 《灯下漫笔》是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第

四单元的第一篇讲读课文，编者将本单元的四篇文章定位为

“说理性散文”。“说理性散文”具有浓厚的思辨性和人文

性，与高一册第二单元和高三册第三单元以记叙描写为主、

重抒情的散文相比，是思维水平上的提升，与高五册第一单

元“哲学随笔”相呼应，体现了教材编排的内在逻辑，也符

合高中生认知由感性向理性发展的规律。基于这种认识，可

以确定本单元的教学意义是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

散文鉴赏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人文意识。作为

单元的起始课，《灯下漫笔》对于本单元教学目标的实现具

有重要的意义。 《灯下漫笔》选自鲁迅先生早期杂文集《坟

》，原文分“谈古”和“论今”两部分，选文是“谈古”部

分。尽管选文与鲁迅的其它杂文相比，没有复杂的背景，语

言朴实、叙事简洁、文脉清晰，但由于鲁迅先生的叙述方式

比较独特、所传递的思想比较深沉，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有相

当的距离。在教学过程中对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解剖和对

深沉思想的领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语言敏锐的感受能力，养

成深入观察思考的习惯，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文化品位，

进而发展的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二、学生的知情结构

及与文本的契合点 从知识结构的角度看，高二学生已经接触

较多复杂散文，有一定的鉴赏意识，但这种意识只是概念化

的模糊的影子，还不具备有意识的解读、鉴赏的能力，特别



是面对难度较大的文章，这种能力往往显得很苍白软弱。当

然，这种模糊的影子已经可以使学生敢于面对这类文章，至

少在这类文章面前不会有畏惧感。 从情感结构的角度看，高

二年学生已经基本摆脱初中生的稚气，其认知能力与情感能

力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基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

和认知倾向，可以并且愿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社会、历史、

文化，关注人生和人性，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这种知情结构和认知意愿为本文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

础，也是文本和学生心理结构的一个最佳契合点。 结合大纲

要求、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确定以下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

： (1)抓住关键词句多角度研读品味，把握结构、理清行文思

路，概括文章主旨。 (2)学习由小及大、由事入理、情理交融

的特点，进一步培养散文鉴赏的能力。 2.教学重难点。 (1)教

学重点：掌握文中由小及大的构思特点，了解鲁迅杂文语言

的特点和规律。 (2)教学难点：学习文章事情理融为一体的风

格，体会作者深刻的思想及其实现意义。 三、教学方法的选

择 1.串讲法。对于鲁迅的文章，串讲法是更合适的选择。一

方面，鲁迅的文章从语言到思想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独创性

，学生难以把握要领，读懂其内在的深沉含义；同时，鲁迅

作为文学大师，文章字字千钧，在看似平淡的语言表达过程

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技巧，如果浮光掠影式的阅读往往会遗漏

掉很多我们不愿被遗漏的有价值的东西；另外，对于散文佳

作，如果将阅读教学还原到阅读的本原状态精读细品，更能

品出味道，获取滋养。 当然，这种串讲并非老师唱独角戏，

而要求教师要以一个阅读者的身份平等参与在学生解读文本

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进入课文，进入作者的思想，在文本



情境和理趣的帮助下，领悟作者深沉的思想，获得能力的提

升。 2.讨论法。讨论、研究是在对文本熟知的前提下的一种

理性的提升，对于精品散文来说，研究与讨论必不可少。它

可以促使学生在研究讨论的过程中养成分析问题的意识，将

模糊的阅读鉴赏意识转化为一种能力，并迅速地巩固下来。 

根据文本的特点，除了继续强化“圈点批注”等语文常规学

习方法外，还应该引导学生掌握揣摩、品味的学习方法。 四

、教学过程的安排及其认知意义阐释 阅读，特别是精读，一

般都可以按“感知、理解、鉴赏、评价、吸收、运用”的过

程来进行。基于这种认识，本课准备分三步走，前两步在课

内完成，第三步引导学生的课外自主完成。第一步是“品味

语言、把握结构、理清思路”，第二步是“领悟感情、概括

主旨、评价特色”，第三步是“拓展阅读、交流讨论、迁移

提升”。 第一步：品味语言、把握结构、理清思路。在以串

讲的过程中，应从语言入手，通过对语言的解读逐步理清作

者的思路和文章的结构。以下以第一部分为例说明串讲的过

程及要点。 1.串讲、研读第一部分(1-5段)。 标题。从语法结

构入手把握标题的特征：①偏正式结构，核心是动语素“笔

”，意为“写作”，②修饰语“漫”，体现了文章内容和作

者思绪，③修饰语“灯下”，渲染写作氛围，也可以透露出

作者写作时的心境。[说明：标题一般都短小精悍，有助于对

文章的把握，应培养学生养成分析标题的习惯] 第一段：①明

确的叙述对象是“钞票”和“银元”；②关联词在结构文章

中的重要作用，“连⋯⋯也⋯⋯”、“至于⋯⋯，则不必⋯

⋯，也⋯⋯”、“除了⋯⋯之外，都是⋯⋯，而且”、“但

⋯⋯”；③体会鲁迅先生叙述的层次性。[说明：展示文章内



在的逻辑结构美和情感美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这种展示

应该结合不同的文本特点随机选择。汉语虚词在结构文章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让学生明确。如有可能，可以再举《

祝福》中的关联词的使用以加深印象。] 第二段：①上一段结

尾写“受到打击”，下段以“就是⋯⋯”承接，段与段之间

的过渡自然；②对民众心理的精准描摹，本段的写作意图是

“停止兑现”后民众的普遍心态是“降格以求”，但作者没

有直接写，而是经过了几个层次的铺叙，体会这种写法的妙

处及对作文的启发意义，这种叙述节奏的控制其实是一种情

趣。③品味“溜”和“不讲爱国了”，体会鲁迅语言的风格

：经常在叙述的过程中顺手一击加以讽刺。[说明：阅读是一

个综合的心智活动过程，文章阅读过程中意义的建构必须借

助一定的情境，而这种情境只能在对语言文字的解读中生成

。] 第三段：①作者为什么要写到自己？②文学化的语言，对

恐慌的类比联想,使语言更具形象性。③由第一段的“沉重累

坠”到本段的“沉垫垫地，性命的斤两”反映了民众怎样的

一种心理变化？[说明：对文章整体意义的把握是阅读的最终

目的，但是这种整体把握必须建立在对所有局部语言准确理

解的基础上。] 第四段：作者为什么可以从“降格兑钞而非常

高兴”联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它们有什么内在的

联系？(心理变化类似) 第五段：这一段与第四段之间是什么

关系？（本段以“假如⋯⋯”开头对第四段的判断进行假设

性的心理分析与论证）[说明：借助文章强有力的逻辑结构可

以摆脱割裂文本阅读的缺陷，提高学生的对文章整体把握的

能力。] 2.串讲、研读第二部分(6-11段)(略) 3.串讲、研读第三

部分(12-14段)(略) 4.在串讲的过程中理清作者的思路和文章的



结构，并引导学生学习“由小及大、由事入理”的结构特点

。 第一部分（15）：由兑钞小事引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

”这一深刻思想。 第二部分（611）：回溯历史，紧扣史实，

将中国历史总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

了奴隶的时代”。 第三部分（1214）：讽刺现实，展望未来

，发出对第三时代的召唤。 第二步：概括主旨、领悟感情、

评价特色。在师生一起对文章的深入研读后，学生对文章已

经没有阅读的障碍，对文章的内容与思想也有基本的了解，

但这仍然是一种局部的、感性的认识，必须通过研究和讨论

形成对文章整体而理性的认识，而研究和讨论是以问题的驱

动的，所以必须精心设计问题，诱发学生研究讨论的兴趣。

1.针对课文的定向讨论：文章的谈论对象有哪些？有什么观

点态度，下了什么结论？在下结论的同时又蕴含着怎样的情

感？ 启发引导过程：这个问题涉及文章的主旨，主要目的是

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和对作者观点态度和情感的把握

能力。 [①对象：中国人(百姓)，统治者(一种暴力)，中国社

会(时代)。 ②结论：对于中国人，作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

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和“我们极容

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对于统治者，

作者没有明确地说出，但我们根据文章可推断出：统治者对

百姓只是进行期瞒、压迫、剥削、杀戮，从来没给过他们做

人的资格。对于中国社会，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可以直截了

当地概括为两个时代，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

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③情感：作者对百姓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对统治者饱含憎恨，无情地鞭挞、揭露和嘲

讽；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充满热切的期待。] 2.开放式的课堂讨



论：作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联系课文及自己的知

识储备谈谈你是否同意这种概括？你觉得作者所号召的第三

时代是什么时代？ (三)板书设计 板书一： 板书二： 中国百姓

极易变为奴隶，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统 

治 者对百姓期瞒、压迫、剥削和杀戮憎恨、鞭挞、揭露、嘲

讽 中国社会想做奴隶而不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对第三样时代

热切期盼 (四)作业设计 1. 有评论家认为，鲁迅杂文集《热风

》中的杂文更接近“感”，而《坟》中的杂文更接近“论”

，往往“以细密的逻辑层层推进，说理充分”，请结合原文

进行具体的阐释。 2.主题阅读：在互联网上查找并阅读有关

“国民性”的文章，写一篇《灯下漫笔》的读后感。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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