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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整体阅读与理解差异的矛盾与统一——以鲁迅长篇

小说《祝福》为例
禹甜也

学生层次差异一直是整本书阅读中的一大痛点，对

于同一长篇课文，学生理解角度多样化甚至偏颇化，同

时加之学校对于整体阅读的重视程度是否足够、教师整

体阅读专业素养是否有待提升形成了三重矛盾，本文基

于对学生层次的剖析，摆脱学生对于整本书阅读的困境，

以《祝福》为例探寻整体阅读与理解差异之间的平衡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基于新课标任务群的要求，本文以《祝福》为例，对学生层次差异的诱因进行三重剖析，探究整体阅读与

理解差异之间的现实困境，并从渐进式、研讨式、迁徙式等策略进行二者调和统一。在把握核心任务群的基础上，

让老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呈现阶梯式引导，利用多元视角化解学生理解差异，达到求同存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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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发学生层次差异的三重矛盾

1.1 教师引导方向与学生兴趣因子的矛盾

在《祝福》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面临的不仅是经典

文本的深刻解读，更是学生兴趣多样性与文本复杂性之

间的微妙平衡。鲁迅先生的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社会

视角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但同时也因主题层次多、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给初读者

带来挑战。学生兴趣因子的多样性，使得他们可能从不

同角度切入文本，有的聚焦于人物命运，有的则沉醉于

情节曲折，更有甚者，对鲁迅独特的叙事手法产生浓厚

兴趣。

面对这一矛盾，教师应成为一座桥梁，既要尊重并

引导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点，又要确保教学活动不偏离文

本的核心价值。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如主题探讨、

人物关系图绘制、写作手法分析等，教师可以合规学生

关注的不同点，将它们有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

解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引导尤为关键，它需

具备高度的敏锐性和灵活性，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

的解读偏差，同时鼓励学生深入文本，围绕主题展开深

度思考，从而在尊重学生兴趣的同时，也确保了教学活

动的学术性和深刻性。

1.2 教学任务群与学生思考角度的矛盾

在“整本书阅读和研讨”任务群框架下，《祝福》

的教学不仅是对一个文学形象的剖析，更是对学生思维

能力与鉴赏能力的深度锤炼。然而，鲁迅作品的深邃与

复杂，常使学生陷入思考困境，其思考角度往往难以触

及文本内核，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乃至偏颇化的倾向。

这一现象背后，是学生对鲁迅作品认知的局限性，他们

或许仍停留在对鲁迅早年作品的浅尝辄止上，未能跨越

到《祝福》这样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性挣扎的鸿篇巨

制。

面对这一矛盾，教师需要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不仅

要帮助学生打破既有认知框架，更要引导他们学会从多

个维度、深层次地解读文本。通过引导学生关注鲁迅独

特的写作风格、语言艺术以及作品中隐含的社会批判与

自我反思，教师可以逐步揭开《祝福》的神秘面纱，让

学生感受到“横眉冷对千夫指”背后的坚韧与无奈。同

时，教师还需鼓励学生跳出人物、环境、情节的传统分

析框架，尝试从文化、历史、哲学等更广阔的视角审视

文本，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与作者产生共鸣，实现对鲁迅

作品及其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1.3 文本分析“适宜性”与学生拔高思想的矛盾

新课标要求任务教学要做到“适宜性”
[1]
。鲁迅作

品是“深度”作品的代表，学生在接触文章时，容易先

入为主，针对某些语文学习素养较高的学生来说，容易

脱离文本，依托鲁迅本人或其他作品套用教材，语文课

堂对于鲁迅作品的教学不能以学生单一的文学素养无

节制的漫延拓展，而应由教师更具课程标准和教材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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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目标作为导向
[4]
。此时教师应谨记学习任务群，制

定适宜的教学目标，指导学生平衡思想，基于学情，回

归课本，鲁迅作品之所以为经典，除了独特的历史环境

使然造就特有的深刻思想外，其中的语文语言气质，篇

章构造，也需要细细揣摩，对任务群目标的实现，不能

单一化。

2.阅读任务群与理解细节的三重统一

2.1 把握任务群阅读教学的系统性：缩小教学定位，

瞄准“教学靶点”

准确把握不同任务群，针对性教学，设立明确的教

学任务，以小见大，缩小教学定位，瞄准教学痛点，让

学生聚焦思考点，单篇的整体阅读并进行研讨，从“当

代文化参与”的角度，联系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从民

俗、风气、传统习俗等不同角度切入，设身处地地理解

封建社会下“祥林嫂”的困境。从“文学阅读与写作”

的角度指导学生寻找鲁迅文笔的特点，和语义的独特运

用，进行“炼句”的教学方法，模仿刻画人物形象“。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

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

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是卫

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
[2]
”在模仿中体会鲁迅语言

特色和精炼，打磨自身的语言特点。

2.2 针对性引导学生细节理解差异：激发学生兴趣，

开展“模拟法庭”

面对班集体，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切入角度，有的

同学会拔高思想内涵，有的同学难以理解思想层次，或

从全局分析，或从细节把握主旨，在以学生为主的整体

性阅读中，教师应针对性引导不同学生，殊道同途，让

学生保持对文章探寻切入角度不同的热情和兴趣，埋下

自主整体阅读的兴趣激发点，引发学生思考自己与他人

的不同，不只是单一的教师进行统一性指导引领，强化

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人翁”意识，给学生以明确的任务，

教师做到启发式提问，开展“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不

同角色，从不同人物视角对同一篇文章进行围读，提升

学生思辨能力，体验人物特色，将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

进行拼图式整合，最后分析作为“看客”的心态，体会

作者的无奈与悲痛。

2.3 提供多元视角过度学生自主化：展现多元课堂，

实现“求同存异”

对于高中生来说，多元化视角的概念相较模糊，对

同一问题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难以理论化概括，因

此教师应在学生提出自身见解时及时进行概念反馈，有

的学生关注点在于社会风俗害死了祥林嫂，老师可以提

供民俗学的角度进行提炼，引导同学关注民俗习俗的隐

形压迫，有的同学聚焦于封建的时代特征是造成悲剧的

原因，教师可以提供社会学的“寡妇”视角进行分析，

正是“寡妇”的身份让祥林嫂与众不同，也备受排挤，

有的同学认为悲剧的成因也有祥林嫂自身的因素，教师

可以提供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性的内心压迫导致本我不

合理的释放进行阐释，在课堂对话中，教师应做到有效

交流，教师应该多方面提升自我素养，利用专业知识技

能引导学生，展现多元化、多面化、多样化、的课堂，

真正实现“求同存异”。

3.实施符合任务群的三重策略

3.1 整体阅读设计——渐进式阅读

教师搭建台阶，阶梯式引导，渐进式阅读，依托学

生初中对鲁迅作品的学习，设置背景问题如“鲁迅的成

长环境是怎样的？”旨在对《祝福》中的传统礼教的批

判时，可以回顾《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符

合作者成长环境的教学篇目，让学生对作者所生活的人

物风情背景进行回忆，为《祝福》进行铺垫，对教学实

施螺旋式推进，进而提问“鲁迅本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的

形象是怎样的”引导学生在了解社会批判背景的前提下，

分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我”的人物心理特征，引领学

生体会鲁迅对社会的剖析的同时又与其在情感上的悲

痛进行共鸣。

学生上台阶，让学生思想“活”起来，让学生自主

发出声音是第一步，进而教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学生

发出“好声音”。参照任务群的不同方面，让学生条理

清晰地回答有层次的声音，首先围绕“语言积累、梳理

和探究”教师引导学生从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中勾勒人

物形象，细读人物对话，揣摩人物心理，利用台阶梯度

上思想高度围绕“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从鲁迅发出的经

典回响中进行对社会的省思，阐发对时代困境的思考。

3.2 自主阅读方式——研讨式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研讨式阅读作为一种深度自主学习模

式，其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促进知识的内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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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深化。在教师引导初步阅读过后，学生明确任务

焦点，进行自主再次阅读，从教师带领“走近祥林嫂”

到自发地“走进祥林嫂”。在研讨式阅读的框架下，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构建起一个个思想的微宇宙。在这里，

他们不仅是个体学习者，更是集体智慧的贡献者与受益

者。通过集群交流，学生们在相互质疑与回应中，不断

修正自己的认知框架，学会在多元观点中寻找共识，也

勇于在分歧中坚持自我，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批判性思

维与包容性学习的和谐共生。小组之间互评，有利于学

生之间自主拉平思想差距，主动反思思辨角度。

最终，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智慧的引

领者，针对学生探究中的盲点，如《祝福》中隐晦而深

刻的民众“看客”批评，进行精准而深刻的补充，既概

括了学生的多元视角，又在此基础上升华主题，引领学

生至更高层次的理解与感悟。

3.3 课外阅读运用——迁徙式阅读

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任务群框架下，课外阅

读不仅是课堂学习的简单延伸，更是思维迁徙与深化的

关键场域。教师精心设计的课外阅读任务，旨在引领学

生跨越文本的界限，实现知识的迁移与思想的飞跃。对

于《祝福》的深度探索，选择钱理群的《祝福：“我”

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作为课外延展，不仅是对课堂

解析的深化，更是引导学生深入鲁迅内心世界，理解其

笔下“我”这一角色的复杂性，进而窥见鲁迅在时代洪

流中自我反思与剖析的深邃轨迹。这一过程，促使学生

学会从文本中剥离出更为抽象的社会与人性议题，培养

其批判性思维能力。

而针对《祝福》广度的拓展，引入《彷徨》中如《幸

福的家庭》等同类主题小说，则是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

阅读网络。这些作品虽各自独立，却共同织就了一幅鲁

迅时代批判的宏大图景。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将学会如

何跨越单篇文本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社会现象，

理解鲁迅笔下那份对时代病痛的深刻洞察与不懈追问。

如此，课外阅读便不再是孤立的学习行为，而是成为了

一种思维迁徙的旅程，让学生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

深化对文学、对社会的理解，实现自我认知的飞跃。

4.结语

在深入探索高中语文任务群教学的广阔疆域中，整

体阅读不仅是文学素养的基石，更是教育公平与个性化

发展的交汇点。面对学生间层次分明的差异，这不仅是

挑战，更是推动教育创新与进步的契机。因此，教师需

扮演起引导者与陪伴者的双重角色，持续提升自身的学

识与智慧，以更加敏锐的洞察力洞悉每一位学生的独特

需求，从而在尊重与理解中铺设通往知识殿堂的个性化

路径。

整体阅读的完善，不仅是教学方法的革新，更是教

育理念的深刻转变。它要求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

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及终身学习的

能力。在多元课堂的构建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主动的探索者，他们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表达，

都是对整体阅读深度与广度的拓展。

综上所述，基于高中语文任务群的教学目的，整体

阅读在于培养学生语文文学素养，层次差异的不同也反

映出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整体阅读的实践还有待完善，

面对学生的层次差异现状，教师应不断通过提高自身素

养突破困境，尊重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制定适宜的教

学目标，让学生在多元课堂中展现个性化思维，链接对

整体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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