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与灯”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 5.《阿 Q正传（节选）》《边城（节选）》写法探究 

南洋模范中学   赵淳智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为选择性必修下册中的第二单元，本单元学（研）习任务包括: 研读

现当代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作品，了解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概貌；理解

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百年来人们社

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变动的轨迹；探究作品的意蕴；了解不同流派、不同体裁作品

的情感特点和语言风格，注重对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获得鲜活的审美体验；探究

语言表达的技巧，学会写语言鉴赏札记。 

这些任务关涉以下学习要点：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体裁及特点；作品内容、主

旨、文学形象；作品选材及语言运用的特点；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 

完成本单元的阅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了解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概貌，精

读教材选编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根据各种文学体裁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分析作

品选材、语言特点与主旨的关系；鉴赏作品塑造的文学形象，探究作品的精神内

涵和艺术价值，形成独到的感悟和理解；运用课内所学的方法，结合本单元作品

写一篇语言鉴赏札记。 

 

【学习基础分析】 

学生在过往的学习经验中，对鲁迅的小说、杂文等作品已有涉及，对鲁迅作

品的风格及其旨在启蒙与疗愈的写作目的也有初步感受。对于《阿 Q正传》及《边

城》故事发生的近代中国社会面貌也有一定的、基于历史与语文学科的认知。学

生曾有《乡土中国》等作品的整本书阅读经验，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有了基本

的认识，也能够在阅读《阿 Q正传》及《边城》的整本作品过程中自觉调动相关

阅读方法，对重要信息进行筛选整合。通过必修阶段“文学作品阅读”任务群单

元的学习，学生对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能够基本把握小说作

品的风格样式，能结合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等要素，从主题内容、叙事手法、语

言风格等多方面来把握作品独特的艺术成就。 

在选择性必修阶段“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任务群和单元任务的引领下，将



把本研习任务定位在要求学生从体裁特征、题材内容、构思写法、文学发展阶段

和文学评论等不同角度进行研习，以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与艺术价值。 

 

【单元研习目标】 

一、深入研读单元所选作品，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思考作品内涵，理解现当代

文学的精神追求与思想意义；探究作品所表现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情感

世界变动的轨迹，把握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意义。 

二、研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体裁的作品，综合运用多种欣赏方

法，多角度、多层面探究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意蕴，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

审美品味。 

三、尝试分析和评价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选择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学写

文学评论；从语言锤炼的角度，探究作品的语言表达技巧，撰写语言鉴赏札记。 

 

【单元研习任务】 

一、通读《阿 Q 正传》全篇，结合鲁迅的创作动机，搜集并阅读相关评论，

辨析阿 Q的“精神胜利法”，围绕“说不尽的阿 Q”这个话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与同学讨论。 

二、结合汪曾祺对作品的评价，抓住自己阅读感受最深的一点深入思考探究，

搜集相关评论支持或丰富自己的观点，以《〈边城〉中的“矛盾”》为题，写发言

提纲，在班级或者小组内交流。 

三、回顾初高中阅读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并拓展阅读，任选一项任务，举办一

次“现当代文学读书研讨会”。(1)联系自己读过的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本单元

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感时忧国’”，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与

同学交流。(2)任选一位喜欢的作家，拓展阅读他的一些作品，从写作理念、艺

术特色、语言风格等方面选择其一，深入思考，谈谈认识，全班研讨交流。 

四、结合本单元课文中的实例，探究语言的表达技巧，选择一个角度，完成

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语言鉴赏札记。 

 

【单元课时与研习任务】 



单元课时与研习任务 

课时 课与篇 研习任务 

第 1课时 《阿 Q 正传》（节选）研读 
探讨阿 Q“精神胜利法”的内涵及其

产生原因 

第 2课时 《边城》（节选）研读 
探讨边城的风土人情对塑造人物形

象的作用 

第 3课时 
《阿 Q 正传》《边城》比较

研读 
两篇小说的写法比较 

第 4—5课时 
《大堰河——我的保姆》

《再别康桥》比较研读 
探讨两首抒情诗歌情感的表达方式 

第 6课时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研读 
探讨“自然”为何成为作者的精神家

园 

第 7课时 《秦腔》研读 欣赏作家张扬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 

第 8课时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秦

腔》比较研读 
探讨两篇散文谋篇布局的艺术构思 

第 9课时 《茶馆》（节选）研读 
探讨“第一幕”中的人物形象和出场

特色 

第 10课时 
《茶馆》与《雷雨》比较研

读 
探讨两部剧本的构思特色 

第 11课时 单元梳理 
探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或：现当代文学作品读书报告会 

第 12课时 单元写作与交流 语言鉴赏札记优秀作业展示 

课时说明：本单元研习与选修内容整合，新课学习与复习课整合，共 12 课时。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 5.《阿 Q正传（节选）》《边城（节选）》第三课时 

【课时学习目标】 

1.通过对两篇小说中环境描写侧重点的探究，明确两位作家的不同写作意图。 

2.感受两位作家共通的对乡土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悲悯与观照，明确两篇作品是

作家试图为民族新生寻找出路的两种不同的精神追求。 



【课时学习重难点】 

1.两篇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不同侧重与写作意图之间的关系。 

【课时学习过程】 

[课前学习任务] 

一、仔细阅读文本，完成表格 

  

《阿 Q 正传》中的句

段 

 

特征 

 

《边城》中的句段 

 

特征 

主要人物 阿 Q 翠翠 

 

 

人物形象 

1.立传的通例，开首

大抵该是“某，字某，

某地人也”，而我并

不知道阿 Q姓什么…

我又不知道阿 Q的名

字是怎么写的…因此

籍贯也就有些决不

定… 

2.“精神胜利法”的

三重表现（略） 

1.无名

无姓、

没有籍

贯、无

家无业 

2.麻木

健忘、

欺软怕

硬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

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

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

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

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

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

情，从不发愁，从不动

气…… 

自 然 天

真、乖巧

可爱、率

直机灵 

 

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 

 

 

 

 

 

 

 

   

*社会环境包含：人物活动、情节展开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地方风俗、

风土人情、社会关系等。 

*原文句段若涉及多处，可以标注各处段落具体位置；“特征”请用四字词语概括

表述 

 

二、思考题 

   两位作者在环境刻画上的侧重有何不同？结合补充资料思考，为什么要这样

设计？ 



 

【资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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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实在改变他

们的精神。 

鲁迅《<呐喊>自序》 

【资料 2】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

注意。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资料 3】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

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

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

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

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

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沈从文《<长河>题记》 

【资料 4】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

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

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

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资料 5】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

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

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

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

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

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

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

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因为它对于在都

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

我知道的。 

……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

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

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

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

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

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

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

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



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

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

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

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

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

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

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

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

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边城>题记》 

【资料 6】 

第一次阶段性测试：现代文二·沈从文《箱子岩》 

 

[课堂研习] 

环节一、导入 

1.第一课时中，通过对阿 Q“精神胜利法”表现的分析，明确了其有“三重

境界”；通过《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的比较，发现了“精神胜利法”的

影响与生成原因。 

2.第二课时中，我们通过对《边城》三次端午节相关情节中环境描写的分析，

明确了在交代社会风貌等信息之外，还与表现人物与推进情节相关。 

引出主问题。 

环节二、提出主问题 

    两位作家写的都是上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社会（20/30 年代），也都塑造了鲜

活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为什么笔下的乡村图景却大相径庭，叙事风格迥异

呢？ 

环节三、解决主问题 

1.交流学生课前任务单，总结环境在两篇小说中的表现及其特征。 

（1）表格说明：相关情节在节选段落中尚不明晰，故略去；相关人物的描

写，补充《阿 Q 正传》第一章；《边城》第一章，中的相关内容，主要将关注重

点放在两篇文章都很突出的环境描写上。 

（2）交流分享：请两位同学进行交流，分别阐述《阿 Q 正传》、《边城》相

关内容。学生完善自己的作业。 

（3）点评作业 



（4）教师总结：汇总同学所写，PPT呈现 

 

 

2.小组研习，由小说环境的表现及其特征总结把握二者在环境描写上的不同

侧重。 

研习问题：大家整理的文本内容，属于什么环境描写，如果是社会环境，属

于其中的哪个方面？作者在环境描写上的侧重有何不同？ 

 

3.问题链引导，对比二者环境侧重上的不同与小说人物、情节上的关联，并

由此探究两位作家的写作意图，回应主问题。 

（1）为什么《阿 Q 正传》几乎没有自然环境描写而社会环境（社会关系）

突出，《边城》反之？ 

（2）《阿 Q正传》与《边城》在人物和环境的塑造上有什么共通点？ 

（3）为什么《阿 Q 正传》模糊人物和自然环境的具象特征，而《边城》反

之？ 

（4）小组讨论，结合补充资料思考，作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4.由情境思考出发，深化对两篇小说写作意图的理解。 

有人说，鲁迅的《阿 Q 正传》针砭时弊，更有现实针对性，而沈从文的《边

城》却有避世的倾向，脱离了它所处的时代，你认同吗？ 



 

环节四、课堂内容总结 

两位作家虽然都将目光投向了上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社会，也都塑造了鲜活的、

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但鲁迅先生是为了揭露现实中的丑，从而疗救、启蒙国民；

沈从文先生是为了追寻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从而启发、涤荡人性。 

两篇小说的写法与其主题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共同服务于作者的写作意图。 

 

环节五、课堂学法小结 

研习小说作品，应关注作家在塑造人物、环境、情节时使用的写法，通过把

握内容上的特征和笔墨侧重点，进一步追问二者之间的共性，可帮助我们触及作

家的写作意图。 

结合对作者写作背景的考证，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作品意义的理解。 

 

[课后作业] 

1.阅读两篇小说全本 

2.完成练习册相关题目 

 

 

 

 

 

 

 

 

 

 

 

 

 



《“镜与灯”——<阿 Q正传（节选）><边城（节选）>写法探究》教学反思 

南模中学语文组：赵淳智 

 

第一次参加“百花奖”教学比赛，一方面深刻体会到了过程的煎熬和焦虑，

但另一方面感悟与收获也颇多，现将这阶段的思考及上课结束后的反思汇报如下： 

一、对课标的思考及教学内容的确定 

新课标、新课程、新教材的视野下，语文学科进一步确立了学科的四项核心

素养和课程内容的十八个学习任务群，在这一基础之上，课堂的教学设计就应该

以培养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的能力、思维发展与提升的能力、审美鉴赏与创造的

能力和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能力为旨归。选择性必修下第二单元对应的是“中国现

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这一任务群将目标设置在了“精读代表性作家作品，

把握其精神内涵与艺术价值”“大体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概貌”“关注当代文学

创作动态”“撰写作品评论”等内容上。再结合时下对“群文阅读”的相关要求，

最终将课题定在了《阿 Q 正传》与《边城》的群文比较阅读上。 

其实对于这堂课，究竟呈现单篇文本细读还是群文比较阅读，我纠结了很久。

单篇文本的呈现对文本细节的关照会更加周全，对作者的表达意图和内在思想的

挖掘会更加深刻，鲁迅与沈从文两位先生的代表性小说，恰是最需要我们去“嚼

碎了细细品味”的两篇著作。但，教科书将《阿 Q 正传》和《边城》编为了一

课，这是使我在备课过程中非常痛苦的一点。在常规课堂上，我们或许要各花两、

三课时，甚至更长时间去完成教学的文本，却要我们整合在一起，用最多三课时

的时间来呈现，这在我的认识里，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教学展示，似

乎“必须”要这么办，于是最终将课题定为了群文阅读。而在备课过程中，收获

最大的感触，或说，使我似乎真正走近了鲁迅和沈从文先生的、在语言细节上收

获的巨大感触，对精神胜利法的内在层次、阿 Q 其人深刻悲剧性的所在、边城

中所隐伏的作者深刻的悲剧感等内容，却只能处理成第一、第二课时了。 

确定了群文阅读之后，便要挖掘《阿 Q 正传》和《边城》得以整合的共通

点了。《阿 Q 正传》与《边城》是大为不同的，不管是写作风格还是思想主旨。

若硬要找相似点，一者在于两位作家面对的社会现实大致相同，二者在于文体上

都是小说。再挖深，我所找到的课堂研习可以为之的点，其一是对两篇小说悲剧



性的探究——也即内容层面的比较；其二是对两篇小说中笔墨侧重与作者表达意

图之间关系的探究——也即写法层面的比较。由于对前者的探究涉及两部小说的

全篇，甚至超脱于文本的、作者自身的经历与思想等背景，在把握与探讨时，容

易抛开文本去谈，故而舍弃了。最终将探究点确立为小说在背景环境上的写法与

作者表达意图之间的关系。这一落脚点不仅与小说阅读活动相关，也与学生在考

试中的相关题型有关，对应到核心素养上，与“语言建构与运用”“文化传承与

理解”的精神相契合。希望通过这一堂课，学生能够了解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可

以通过关注什么去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并能在将来的阅读中，自觉调动相关经

验。 

其实在我，虽然找到了看似能够得以整合的点，但在课堂呈现上，确是“舍

本逐末”了，对两篇文本真正的精华所在，是在第一、二课时中呈现的。由此，

“群文阅读究竟应该怎么上？”“群文的比较与整合应关注的重点究竟是什么？”

“群文阅读在课堂中呈现是否会导致我们抛却了单篇文章最核心的内容”等问题，

一直不断萦绕于我的脑海。 

 

二、学情分析及实施过程 

对《阿 Q 正传（节选）》《边城（节选）》的探究，总计三课时，加上最终的

开课，我一共上了三轮。三轮过程中，根据学情反复修改课前活动和课堂活动任

务单。但因为三轮上课都是借班的缘故，对学生都比较陌生，对学情的把握和我

的预估稍有偏差。在最终的呈现上，体现在对学生活动时间的把握超出了自己的

预期。事后反思，这一点其实可以通过事先与学生明确相关活动时限来控制。 

另外，在问题引导方面，由于课堂伊始就抛出了主问题，所以后续的活动应

该要反复强调主问题的存在，而在实际上课过程中，我将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链

一并呈现在了 PPT 上，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的抛出，却使得主问题的存在被削弱

了。事后反思，问题链其实不必以文字形式呈现，PPT 上尽可只呈现主问题，问

题链口头抛出，倒可让学生关注到主问题与问题链之间的逻辑推进关系。 

 

三、对比赛主题的思考 

本届“百花奖”的主题是“创设问题情境，注重质疑、探究与表达”。这一



主题，其实是将学生的学习经验放在主体地位的，所以在课堂呈现上，一切也应

由学生的真实疑问出发。 

课前学习任务，应当尽可能的开放，尽可能地让学生暴露出在自我研习过程

中的问题，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应当抓牢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作为课堂主问题，通过设置活动和问题链来引导学生自己导出结果。 

我这一堂课的整体设计，总体来说还是基于我自己预设的出发点的，也就是

我自己所认为的、两篇小说得以整合进行群文阅读的点。事后反思，其实可以把

结合点的思考“交给学生”。在课前预习中，可以通过设置较为开放的问题，让

学生去思考与发现两篇小说的异同，主题上的也好、写法上的也好。或许我所认

为他们不知道的，却是他们实际知道的；我所以为他们知道的，却是他们真正想

要钻研的。 

所以，所谓的主问题、所谓的问题情境，所谓的质疑、探究和表达，其实本

质不在于让学生跟着教师的预设来质疑、探究和表达，而是把一切都交给学生，

把发现问题的权利，也交给学生，这才是真正的“质疑、探究和表达”，一切都

该来自学生，最后再交还学生。 

    这样的形式，很难，因为很考验教师本身的学养，考验教师是否有高超的、

整合学生散点式的问题，梳理重点，设置引导，“乱中有序”“穿针引线”的本领；

但也似乎没有那么地难，因为在以往的常规课堂上，在单篇文章的处理上，我们

也常会使用这样的办法。只是在教学公开展示上，过于保守，不愿“冒险”，再

加上对“群文阅读”概念的初探，才使得教师的预设重新占了上风。事后反思，

才大约琢磨出这一主题设置的初衷。 

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思考出了一些问题，而又生成了更多的问题，不过我想，

语文教学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挑战的一件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