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鲁迅《祝福》优秀教案（精选篇）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1 

  一、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育点 

  1、 了解小说三要素及小说情节结构 

  2、 了解小说中任务描写的几种方式 

  (二)、能力训练点 

  1、训练学生概括小说情节的能力 

  2、着重体会鲁迅小说中“我”的感情及作用 

  (三)、德育渗透点 

  要注意领悟鲁迅先生冷峻的叙述之中所蕴涵的强烈的

爱憎之情 

  二、 重、难点 

  着重认识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必然联系 

  三、 课时安排 

  2 课时 

  四、 学生活动设计 

  1、 第一课时，让学生理清小说结构，画出集中描写祥

林嫂外貌的三段文字，反复诵读，体味这些看似冷峻的描写

中所蕴涵的深情。 

  2、 第二课时，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对话，结合环境描写，



分析任务形象，把握小说主题。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和过程 

  一、重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 导入 新课——回忆鲁迅先生的作品 

  关于《呐喊》和《彷徨》 

  2、 学生快速阅读，理解课文的内容，理清小说的情节

结构，分析结构特点 

  (1)序幕 写景象 

  结局 祥林嫂寂然死去 

  开端 祥林嫂初到鲁镇 

  发展 祥林嫂初卖改嫁 

  高潮 祥林嫂再到鲁镇 

  尾声 再写景象 

  3、 请学生按照时间顺序，分析祥林嫂的外貌变化，并

深入挖掘其社会根源。 

  初到鲁镇，情形如何? 

  再到鲁镇，情况怎样? 

  临死前，有何不同遭遇? 

  4、 请学生依据以上分析讨论，概述“祥林嫂”这个人

物形象的深刻含义。 

  善良能干——包办婚姻——被卖——再嫁——社会的



根源 

  二、总结与引申 

  祥林嫂被逼着一步步走向死亡，与哪些人有关?究竟谁

是真正的刽子手? 

  三、作业 布置 

  思考：究竟谁是杀害祥林嫂的真正的刽子手? 

  四、板书设计 

  情节特点：倒叙 

  人物命运：祥林嫂善良能干，却一步步被逼向死亡。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和过程 

  一、重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 导入 新课 

  引入鲁迅取名《彷徨》的原因 

  2、 认真研读故事的结局，分角色朗读对话，找出议论

性的文字，理解“我”的感情 

  善良，同情，本想安慰，但却最终伤害——自责和自我

解剖——愤激 

  3、 有人说，祥林嫂之死，鲁四叔是首恶，卫老婆子和

柳妈是帮凶，你怎样看? 

  分小组讨论，然后选择发言。 

  4、 师生共同研读文中深刻的语句，加深文意的理解。 



  二、总结与引申 

  1、 封建压迫的体现(四权) 

  2、 对比电影和小说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的区别 

  三、作业 布置 

  阅读鲁迅小说《离婚》，注意比较爱姑和祥林嫂的命运，

看看有何深刻含义? 

  四、板书设计 

  祥林嫂之死 

  根源：封建伦理制度，旧的文化观念。 

  解救办法：摧毁旧制度，否定旧文化。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2 

  教学目标： 

  1.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理解造成人物悲剧的社

会根源，从而认识旧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 

  2.学习本文综合运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等

塑造人物的方法。 

  3.体会并理解本文环境描写的作用，理解本文倒叙手法

的作用。 

  教学重点： 

  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 

  教学难点： 

  祥林嫂悲剧的根源。 



  教学课时： 

  三课时 

  第一教时 

  教学要点：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了解倒叙的作用。 

  具体步骤： 

  一、导入新课 

  我们在初中曾经学过鲁迅的小说《故乡》、《孔乙己》，

其中由活泼可爱而变成麻木愚昧的闰土，站着喝酒而穿长衫

的孔乙己，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学习的

是鲁迅先生又一篇著名的小说二、介绍背景 

  《祝福》写于 1924.2.7.，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

的第一篇，最初发表于 1924.3.25.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

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 6 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

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

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

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

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

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

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这一时期的鲁迅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

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观察，有时就不免发生怀疑，感到



失望。他把这一时期的小说集叫做《彷徨》，显然反映了其

时自己忧愤的心情。但鲁迅毕竟是一个真的猛士，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决不会畏缩、退避，

而是积极奋斗。 

  《祝福》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

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

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二、研习课文 

  1.自读预习提示，了解小说的教学重点，明确教学目标。 

  2.理清情节，了解倒叙的作用。 

  3.速读课文，概括各段内容。 

  情节内容起讫段落 

  序幕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 1―― 2 

  结局祥林嫂寂然死去 3―― 33 

  开端祥林嫂初到鲁镇 34―― 35 

  发展祥林嫂被卖改嫁 54―― 65 

  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 66―― 110 

  尾声祝福景象与我的感受 111 

  提问：这篇小说是按时间顺序叙述，还是另有安排? 

  明确：本文在序幕以后就写出了故事的结局，这是采取

了倒叙的手法。 



  提问：在结构上采取倒叙手法有什么作用? 

  讨论归纳 

  设置悬念，使读者急于追根溯源探求原委;写祥林嫂在

富人们一片祝福中死去，造成了浓重的悲剧气氛，而且死后

引起了鲁四老爷的震怒，揭示了祥林嫂与鲁四老爷之间的尖

锐的矛盾，突出了小说反封建的主题。 

  三、布置作业。 

  第二教时 

  教学要点：重点分析祥林嫂形象。 

  具体步骤 

  一、回顾小说的三要素 

  故事情节、人物、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二、分析祥林嫂形象 

  小说的主题是靠人物形象来体现的。这一课的主人公就

是祥林嫂。我们只有弄清楚祥林嫂的性格和命运，才能懂得

《祝福》的主题。而作为人物形象又是通过故事情节──人

和人之间的联系或冲突表现出来的。那么，祥林嫂究竟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故事情节的开端、发

展、高潮、结局，由此来把握祥林嫂的形象，领会《祝福》

的主题。 

  1.开端部分 

  ①祥林嫂为什么要到鲁家做工? 



  小说的一开始，祥林嫂就是封建的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因为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迫使她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

的丈夫，而丈夫又过早地丧了命。祥林嫂因此陷入了嫁而守

寡的悲惨的命运之中。按理说，年纪大约二十六七的祥林嫂

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可是她家里还

有严厉的婆婆，于是祥林嫂才被迫逃到鲁四老爷家里。 

  ②祥林嫂是怎样对待使她嫁而守寡、备受虐待的宗法制

度的呢? 

  作者通过祥林嫂在鲁家生活的情况，写出了她的争扎与

反抗。 

  ③祥林嫂在鲁家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为什么说她反

满足? 

  她希望凭借辛勤的劳动来换取起码的生活，寻求一条活

路。这就鲜明地揭示出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性格，

以及在生活道路上的争扎。 

  然而，勤劳、善良的祥林嫂想通过加倍的劳动来摆脱悲

惨的命运的愿望，很快破灭了。 

  她在鲁家做工只三个半月，由于鲁四老爷的支持(既然

她的婆婆要她回去…可说呢)，被她婆婆像捆牲口一样，捆

了躺在船板上，被抢了回去，封建的族权再次向她伸出了魔

掌。 

  2.发展部分： 



  祥林嫂被迫改嫁到深山野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这一部

分中，哪些地方写出了封建宗法制度对祥林嫂的迫害而显示

出了这种迫害是很残酷的呢? 

  同一只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手，伸出了两条绳索，捆住了

妇女的脖子，朝着相反的方向紧勒，要把劳动妇女置于死地

而后快。祥林嫂当时就处在这种极端悲惨的境地中：族权迫

使她寡而再嫁，夫权又视此为奇耻大辱，使她忍辱含冤，永

远生活在耻辱之中。 

  祥林嫂以后的悲剧，都是由此而引起的。那么，祥林嫂

是如何对待新迫害的呢? 

  3.高潮部分 

  ①祥林嫂为什么又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 

  ②有人认为，丧夫失子有偶然性，这种看法对不对? 

  丧夫失子似乎有偶然性，然而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是

那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性。祥林嫂的丈夫死于旧社会中蔓延着

的传染病伤寒，阿毛死于祥林嫂的贫困、劳碌。(若不是忙

着打柴摘茶养蚕，能让年仅两三岁的孩子去剥豆吗?)因此，

实质上，是罪恶的政权夺走了祥林嫂的丈夫和儿子的生命，

使她陷于嫁而再寡的境地。作者开始把批判的笔触由封建夫

权、族权扩展到封建政权。 

  按照封建宗法观念，妇女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旦丧

夫失子，则连在家庭中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此，大伯



后，又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③在鲁四老爷，人们对待祥林嫂这个嫁而再寡的'不幸

女人态度如何? 

  A.鲁四老爷的态度： 

  鲁四老爷站在顽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立场上，从精神

上残酷地虐杀她。他暗暗地告诫四婶的那段话，就是置祥林

嫂于死地而又不露一丝血痕的软刀子。(通过四婶先后喊出

三句你放着罢，杀人不见血地葬送了祥林嫂的性命。) 

  B.人们的态度： 

  人们叫她的声调和先前很不同。 

  鲁迅用他那犀利的笔锋，从广阔的领域里揭示了封建社

会 黑暗的程度。 

  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使她感到痛苦与迷惑。她不时地

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不幸的遭遇，她的精神却惨遭蹂躏。而柳

妈的说鬼又给祥林嫂新的打击。 

  C.柳妈说鬼 

  ④祥林嫂是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的打击的?其结果如何?

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为了求得一线生存的希望，她在竭尽

全力地反抗着： 

  她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整日劳碌着，以便积够十二元

鹰洋，用捐门槛的方法去摆脱人们在阳世、阴世间给她设下



悲哀中，默默干了一年，这是何等坚韧的反抗精神啊!而反

抗的结果，出乎柳妈、祥林嫂的预想，这血淋淋的事实深刻

地说明了：祥林嫂是无法赎罪的，祥林嫂陷入了求生不得，

欲死不能的境地。 

  4.结局部分 

  当祥林嫂被折磨得像木偶人，丧失了当牛做马的条件后，

鲁四老爷就一脚把她踢出 

  门外，使她终于成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

她是一个活物的僵尸。即使这样， 

  她在临死前，还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A.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B.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C.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这是对魂灵的有无表示疑惑。 

  她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想看见自己的儿子;她害

怕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害怕在阴间被锯成两半。这种疑惑

是她对自己命运的疑惑，但也正是这种疑惑，这种无法解脱

的矛盾，使她在临死前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折磨，最后，悲惨

地死去。 

  从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的

宗法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把祥林



 

  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正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

惨遭遇的真实写照。作者正是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

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地抨

击的。 

  三、小结： 

  祥林嫂是生活在旧中国的一个被践踏、被愚弄、被迫害、

被鄙视的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总之，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

根源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摧残和封建思想对当时

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 

  反思： 

  高中语文新教材几经变动，文本有删有增，而《祝福》

却始终是保留篇目之一，自然有它独到的魅力，那么，如何

让“老”教材焕发新意，也就成为我着力思考的问题。 

  在《祝福》的讲授过程中，除了让自己的教学理念体现

“生本位”这一课改标志性的理念外，还强化了教学过程的

多元性、思维过程的多维性，引导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

学习，尤其是注意做到把这一创设点延续到了课外，即让学

生以“阿毛”的身份写一篇反映“母亲”不幸遭遇的文章。

这样安排的目的，既能让学生清晰地、完整地把握小说的情

节、明确小说的倒叙手法，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写



阅读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审美热情。也许阿毛的存活，会

降低文本悲剧性的感染力，但却能给学生宽广的空间去想象

“母亲”——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同情有如“祥林嫂”般的

底层劳动妇女生存的艰难，进而让他们学着把视角放到自己

周围乃至社会中的弱者身上，获得较为真实的生活体验，学

会关怀，懂得珍惜。 

  之所以这样设计，还源于目前一些学生日益缺失的情感

现状。 

  比如，在讲《包身工》时，读到包身工们“在离开别人

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他们会半地起来开

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

面前换衣服”时，有些学生往往会无所顾忌地大笑(个别学

生还会窃笑)，因为他们觉得笑的理所当然，把课文的悲剧

气氛全给毁了。诚然，由于时空的距离，学生对这段生活的

了解可能只是止于历史教材般意义的理解，缺少直觉得生活

感受，对此不能一下子走进教材，不能与教者的意图产生共

鸣，也有可理解之处，但不管怎样，这是一种缺失，一种被

割裂了的、被刺痛的缺失。 

  面对这种情景，教者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愤怒的指责毫

无用处，而能奏效的，也许只能是理性的情感疏导。所以，

对于此类文章，从教者一定要在关注学生特点和时代特色的



神慢慢凝重;能使每一种叙述都成为一种沉甸甸的语言，直

接触及他们的心灵，引起他们灵魂的颤动，这应不失为一种

哀婉、凄切、厚重的审美指向，这也是我们理应要达到的审

美效果。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3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分析祥林嫂的悲剧根源，挖掘本文的

主题，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归纳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通过设计主问题，围绕主问题，思考讨论

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根源，进而挖掘主题;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本课的学习，希望能提高学生

尊重他人、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精神素养。 

  教学重点 

  认识祥林嫂的悲剧形象，探究作品的主题。 

  文本比较长，给学生阅读分析带来一定困难。 

  教学过程 

  导入语：现代作家丁玲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

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

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那么，祥林嫂为什么非死不可

呢?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呢?这节课，我们来深入探讨祥林

嫂的悲剧根源和本文的主题。 



 1.(出示主问题)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换句话

说，是谁把祥林嫂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2.围绕主问题，设计几个小问题，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 

  1)从祥林嫂的外部生存环境入手，分析悲剧的外因。思

考她身边有哪些人?把他们分类，他们在祥林嫂一生的悲惨

命运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2)从祥林嫂的内心环境入手，分析悲剧的内因。阅读

“祥林嫂再嫁”一段，思考她闹得“真出格”，说明了什么?

她的追求是什么?她为什么追求那样的生活?她有着怎样的

道德观?她的内心世界与她的遭遇之间的矛盾，给她造成的

影响是什么? 

  3.学生思考，讨论。 

  4.学生发表讨论的结果，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师中肯

评价，引导发言。 

  外因： 

  鲁四老爷 四婶 剥削者 政权 剥削、鄙视祥林嫂 

  祥林嫂的婆婆、小叔子、夫家大伯 族权 卖出祥林嫂，

逼迫她赶走她，直接改变了祥林嫂的命运 

  鲁镇人 鲁四老爷家短工等普通群众 夫权 鄙视、奚落、

嘲笑祥林嫂 

  柳妈 神权 给祥林嫂沉重的精神负担 

  内因：祥林嫂 



  1)祥林嫂闹得越出格，说明封建思想对她毒害越深，她

追求贞节的好女人形象; 

  但封建制度却使她被逼再嫁，使她不能维护好女人形象; 

  这对矛盾，使她产生强烈的负罪感，给她造成沉重的精

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 

  2)死后被分尸等鬼神迷信思想又使她产生强烈的恐惧

感，使她欲死不敢。 

  这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因。 

  结论：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迫害致死的! 

  (给学生时间，概括本文主题，交流，演板) 

  主题：小说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批判封建礼教对妇

女的.压迫，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表达了对下层

劳动人民的深深同情，引起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劳动

人民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状态的思考。 

  这一主题与鲁迅作品一贯的反封建主题是一致的。 

  课堂小结：这节课我们通过人物形象，探究祥林嫂悲剧

命运的根源，分析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让我们对妇女解放

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凝重审视，牵起我们对漫长久远的女性生

存状态和生存权利的遥远回想。请思考：(出示课后思考题) 

  课后思考： 

  1.祥林嫂式悲剧的解救办法 

  2.现代社会中，还有祥林嫂式生存状态的女性吗?如果



有，说明了什么问题?怎样改变这样的社会环境?你能为此做

些什么?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4 

  教学目标： 

  一、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理解造成人物悲剧的

社会根源，从而认识旧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 

  二、学习本文综合运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等塑造人物的方法。 

  三、体会并理解本文环境描写的作用，理解本文倒叙手

法的作用。 

  教学时数：三课时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我们在初中曾经学过鲁迅的小说《故乡》、《孔乙己》，

其中由活泼可爱而变成麻木愚昧的闰土，站着喝酒而穿长衫

的孔乙己，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学习的

是鲁迅先生又一篇著名的小说——《祝福》（板书） 

  介绍背景 

  《祝福》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鲁迅小说集《彷徨》

的第一篇。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

通过祥林嫂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在封建思想和

封建礼教摧残下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



的本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及多种戏剧。 

  检查预习 

  1.解释词语。 

  寒暄尘芥堆淡然俨然咀嚼赏鉴沸反盈天不更事《四书》

（见教材注释） 

  2.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明确：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神态描写、心

理描写和侧面描写。 

  研习新课 

  1.学生自读预习提示，了解小说的教学重点，教师点拨，

明确教学目标。 

  2.理清情节，了解倒叙的作用。 

  学生讨论，教师点拨，统一意见，形成下面的表格： 

  提问：这篇小说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呢，还是另有自己的

特点？ 

  明确：本文在序幕以后就写出了故事的结局，这是采取

了倒叙手法。 

  提问：在结构上采取倒叙手法有什么作用？ 

  讨论归纳： 

  小说将祥林嫂的悲惨结局在开始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为

读者设置了一系列悬念：祥林嫂过去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落

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又会在死前提出那样奇怪的问题使读



者急于追根溯源探求原委呢？ 

  写祥林嫂在富人们一片祝福声中寂然死去，造成了浓厚

的悲剧气氛，而且死后引起鲁四老爷的震怒，被骂为“谬

种”，这就揭示了祥林嫂与鲁四老爷之间尖锐的矛盾，突出

了小说反封建的主题。 

  提问：哪一句是在结构上承上启下，显示由倒叙转为顺

序的？ 

  明确：“然而先前所见所闻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

也联成一片了。” 

  3.指导学生研读序幕部分有关环境描写。 

  学生自读课文第 1—2 段，思考：课文是怎样描写鲁镇

祝福景象的？哪些语句带有作者的感情或有特定的思想内

容？ 

  讨论归纳：小说在开头就渲染了鲁镇年终祝福的热闹忙

碌的气氛：晚云的闪光、爆竹的钝响、幽微的火药和人们忙

碌的景象。调动了读者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写得层次分明，

具体形象，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课文中用“沉重”的

晚云，“阴暗”的天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等语句透露

出作者对这种气氛的反感和贬抑。其中有一句话“年年如此，

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

也如此”值得注意。这句话点出了辛亥革命以后农村风俗习

惯依旧，封建思想依旧。而破折号插入的部分又反映出，在



这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言。这些语句，

勾勒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基础。 

  4.初析鲁四老爷形象 

  5、小结：鲁四老爷是一个迂腐保守、虚伪落后的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 

  第二课时 

  交流作业，由两位同学读《祥林嫂的故事》，在学生互

议的基础上，教师简要评议。 

  研习新课 

  1.学习阅读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来的部分。思考：祥林

嫂第一次到鲁镇是怎样的状态？后来又有什么变化？ 

  讨论归纳： 

  肖像：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

色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年

轻，勤劳，朴实，新寡） 

  眼睛：顺着眼。（善良温顺） 

  表现：整天地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

过一个男子。做工不懈，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勤快耐劳） 

  变化：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

了。（要求极低，反衬出在婆婆家的遭遇）（择其要点板书） 

  提问：鲁四老爷对雇用祥林嫂最初是什么态度？ 

  明确：皱眉，讨厌她是寡妇。 



  提问：祥林嫂被抢走时，鲁四老爷反应如何？两次“可

恶”，“然而”是什么含义？ 

  讨论归纳： 

  鲁四老爷估计祥林嫂是逃出来的，“皱一皱眉”表示反

感，却没有丝毫同情心。寻人时，也仍然是“踱”。发现祥

林嫂被抢走，鲁四老爷说了两次“可恶”，“然而”。我们

细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里面没有丝毫是对祥林嫂的同情。

第一次“可恶”的是婆婆“抢”的举动，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然而”是书面语重转连词，后面隐含的意思是：祥林嫂私

自逃出，礼教不容；婆婆作主，理所当然，而且表示了鲁四

老爷的假斯文。第二次说可恶是针对卫老婆子的，对卫老婆

子先荐祥林嫂然后又合伙劫她，闹得沸反盈天，有损鲁家的

体面。“然而”找到像祥林嫂这样比男人还勤快的劳动力是

不容易的。 

  2.讲析祥林嫂被迫改嫁一部分。 

  学生默读，思考：为什么只有四婶还提起祥林嫂？ 

  明确：祥林嫂似乎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四婶还问起她，

也仅仅因为后来再也雇不到像她那样不懒不馋、勤快能干的

`佣人。为后文收留祥林嫂打伏笔。 

  提问：强迫祥林嫂改嫁说明什么？祥林嫂“闹”得出格

又反映什么？这部分的结果怎样？ 

  教师讲解：婆婆强迫祥林嫂改嫁说明旧社会劳动妇女没



有地位，死了丈夫还得受制于婆婆。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

以八十千的价格“卖”掉了。祥林嫂的反抗，并不是因为在

读书人家里做过事，而是她的自发反抗，她要摆脱这任人宰

割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她的反抗不可能有结果。这部分

最后交代了祥林嫂嫁了勤劳朴实的贺老六，并有了一个儿子。

读者读到这里，往往会稍松一口气。但祥林嫂的命运究竟如

何呢？我们继续研读。 

  3.讲析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这一部分。 

  学生速读这一部分内容，概括主要情节。 

  明确：①祥林嫂再次到鲁镇做女佣。②祥林嫂的痛苦悲

伤成了人们咀嚼品味和取笑的材料。③柳妈的恐吓和祥林嫂

捐门槛。④祥林嫂捐门槛后仍得不到解脱，最后被赶走沦为

乞丐。 

  提问：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时肖像有哪些变化？从中反

映出什么？ 

  明确： 

  肖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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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

精神了。（择其要板书） 

  与前面第一次来时比较，两颊和眼睛发生了变化，说明

精神上受到刺激，极度悲伤。作者正是用白描手法，在对比



中显示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悲哀。 

  提问：原来不爱说话的祥林嫂为什么反复讲阿毛的故事？

人们的反应怎样？ 

  讨论归纳： 

  是因为她心中非常悲伤，想通过倾诉来发泄心中的痛苦，

希望得到人们的安慰和同情。但人们却很少同情和怜悯，在

鲁四老爷家不让她干祭祀的活，镇上的人们很快就厌倦了她

的故事，并把她作为取笑的对象。这些，说明在那个封建礼

教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祥林嫂享受不到一个普通人

的权利，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讨论中注意理解有关

句子的含义，并分析“思考和练习”六的三个句子） 

  提问：柳妈是一个怎样的人？祥林嫂为什么要化那么大

的代价去捐门槛？捐门槛后祥林嫂有哪些变化？ 

  讨论归纳：柳妈是个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毒害的小市民。

她的话，本身没有什么恶意，但却使祥林嫂思想上更加痛苦。

祥林嫂花了 12元鹰洋去捐门槛，是她的又一次反抗和挣扎，

她要顽强地活下去，争取恢复一个普通女佣的地位。所以捐

了门槛以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祥林嫂以为

从此可以摆脱厄运了。 

  请一学生朗读“冬至的祭祖时节……那我可不知道”。

思考：使祥林嫂受到致命的打击是什么？接着祥林嫂发生了

什么变化？ 



  讨论归纳： 

  四婶在祭祀时的一句话使祥林嫂陷于绝境。祥林嫂捐门

槛后本已告诉四婶，可四婶仍不让她沾手。其实，四婶的背

后是鲁四老爷的话：“伤风败俗”，“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

她帮手。”正是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阻断

了祥林嫂的生路，把她逼向死地。祥林嫂受到打击后“眼睛

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胆怯，惴惴，是一个木偶人（阅

读时注意这一段的重点词和关联词语），作者写出了祥林嫂

精神上的巨大变化，显示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最后，祥林

嫂竟被鲁四老爷一脚踢开。 

  思考：祥林嫂悲剧的社会原因。 

  明确：祥林嫂的悲剧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封建思想

对劳动妇女的迫害和摧残。作品中，封建礼教（鲁四老爷为

代表）、家庭（婆婆、大伯）、社会（鲁镇的人们），无不一

步步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社会迫使她不能守节，又不能不守

节，“要做奴隶而不得”，正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造成了

祥林嫂的悲剧。 

  布置作业 

  1.将祥林嫂临终前的肖像描写与前两次比较，体会其对

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的作用。 

  2.思考小说取名《祝福》的深刻含义。 

  3.完成“思考和练习”五。 



  第三课时 

  复习旧知识 

  由同学回忆祥林嫂两次到鲁镇时的肖像描写，特别是眼

睛的变化，填入小黑板上的表格。 

  研习新课 

  1.阅读前面第 3 段开始的内容，思考：祥林嫂临死前的

肖像描写及其作用。 

  明确：（填入小黑板中的表格） 

  （前两次的内容从略，也可以用幻灯投影。） 

  从这一次的肖像描写中可以看出，祥林嫂遭遇悲惨，乞

讨无路，陷于绝境，内心深处受到摧残，精神麻木，已是濒

于死亡。 

  2.比较几次肖像描写，讲析作者刻画人物的特色。 

  肖像描写是本文刻画人物的一个特点。鲁迅先生说过：

“要极节省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本

文围绕人物的遭遇，三次刻画了祥林嫂的肖像，尤其是她的

眼睛。从开始时的“顺着眼”，到第二次来鲁镇时的“眼角

带着泪痕”，“没有先前那样精神”，捐了门槛以后“眼光

分外有神”，可四婶一声喝，第二天“眼睛窈陷下去”，到

临死前的“瞪”着眼，“眼珠间或一轮”，都有丰富的内涵。

眼睛与其他肖像描写相配合，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

了祥林嫂悲剧的几个过程，形象地反映了祥林嫂是怎样一步



会无声的控诉。 

  3.思考：祥林嫂的疑问反映了什么？应该怎样认识？ 

  讨论归纳： 

  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有一个核心，死掉的一家在地狱能否

见面。她希望其有，这样就可以和阿毛及贺老六见面，又希

望其无，因为害怕被锯成两半。这是长期困扰她的内心深处

的矛盾和痛苦。祥林嫂提出这个问题，是在遭受一连串的摧

残和折磨后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怀疑。祥林嫂对生活本无多少

希求，只想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得起码的生存条件，可是尽

管她不断努力地追求，拼命地抗争，却得不到这起码的满足，

反而成了有罪的人。所以，她对整个传统的封建观念发生了

怀疑。 

  提问：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态度怎样呢？ 

  明确：“我”是意外、踌躇、吃惊，回答是吞吞吐吐、

支支吾吾。实际上，正是“我”同情祥林嫂，才更觉得难以

回答，只得含糊其辞，不作正面回答。 

  后面几段，是：“我”的自我剖析，反映“我”既同情

祥林嫂，又不敢正视现实。有些议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的否定与批判，阅读时仔细体会。 

  提问：祥林嫂的死，引起什么反应？ 

  明确：没有人关心，长工是漠不关心的，唯有鲁四老爷



情，他把祥林嫂逼至绝境，到死后还是如此残忍无情。 

  4.学生个别朗读“冬日雪短……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

一节，思考：景物描写的作用是什么？怎样理解其中的一些

语句？ 

  明确：这段景物描写的作用是渲染悲凉沉寂的气氛，烘

托“我”的心情，从“寂静”、“沉寂”等词中可以看出。

中间的议论是反语，表现了“我”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憎恨。

最后一句的“轻松”实际上可理解为愤激和沉痛。 

  这一段景物描写与最后结尾的景物描写在时间上衔接，

那么最后一段景物描写又有什么作用呢？ 

  5.学生阅读最后一段，思考其作用和特色。 

  教师讲析：这一段景物描写是由回想到现实，第一句是

过渡，与前面转入回忆的句子照应，这一段描写与开头的景

物描写前后呼应，渲染了热烈气氛，同时反衬出祥林嫂惨死

的悲凉。最后一句故意虚写，那些“醉醺醺”蹒跚的“天地

圣众”，哪里会赐福给穷人呢？买不起爆竹的穷人们，得到

的只是无限的痛苦和悲哀。这个结尾，以“我”的感受来写

景，深化了旧社会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使结构更加严谨完

善。 

  6.讨论小说起名《祝福》的含义。 

  明确：小说起于祝福，结于祝福，情节的发展与祝福有



用祝福的热闹繁忙来反衬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另外，祝福是

一种封建习俗。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无福可祝，无福可言，

而祥林嫂正是因为这祝福而逼上绝境的。可见，小说取名为

《祝福》具有深刻含义。 

  7.讨论、归纳人物形象。 

  祥林嫂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朴实顽

强，但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她被践

踏、被迫害、被摧残，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封建礼教对她

的种种迫害，她曾不断地挣扎与反抗，最后还是被社会压垮

了。祥林嫂的悲剧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

摧残和迫害，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迂腐、保守、

顽固，反对一切改革和革命，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

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他自私伪善，冷酷无情，对祥林嫂

的迫害大都是他授意或得到他默许的，是导致祥林嫂惨死的

人物。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形象。“我”反感鲁四老爷，厌恶封建礼俗，同情祥

林嫂，但另一方面又是软弱无能，无力给祥林嫂以帮助。在

小说结构上，“我”又起着线索作用，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

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反映，“我”是事件的见证



 

  布置作业 

  写一段 300 字左右的短文，反映过年时热烈欢乐的气氛。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5 

  教学目标 

  (1)通读课文，理清脉络，理解倒叙手法的作用。 

  (2)体会环境描写、肖像描写等对于塑造人物、深化主

题的作用。 

  一、导语激趣 

  有人说祥林嫂是个没有春天的女人，她先是在春天里死

了丈夫，接着而她在春天里死了儿子，最后她又在春节的祝

福声中死在寒冷的雪地里。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让我们

一起走进鲁迅的小说《祝福》，看一看鲁迅先生是怎样演绎

了这个发生在春天里的人间惨剧。 

  二、整体感知，理清文章脉络 

  速读课文，列出本文的情节提纲，并且思考作者在小说

的情节结构上采用了何种顺序，这种安排有什么作用? 

  先小组谈论，后全班交流 

  情节内容 

  序幕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 

  结局祥林嫂寂然死去 

  倒叙开端祥林嫂来到鲁镇 



 发展祥林嫂被迫改嫁 

  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 

  尾声祝福景象与我的感受 

  《祝福》的结构是以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为主体安排的。

开头的序幕，交代了悲剧主人公祥林嫂所生活的典型环境。

接着用倒叙的方法，先写祥林嫂的悲剧结局，把祝福景象与

祥林嫂的死连在一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然后，对悲剧的

主体部分，即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按时间顺序展开叙

述；最后，仍以祝福情景作为尾声，深化故事的主题。 

  倒叙的作用：造成悬念，引人入胜；造成悲剧气氛，奠

定悲凉基调；突出祥林嫂与鲁四老爷的矛盾冲突；突出反封

建的主题。 

  (九曲黄河，东流入海，只有具体考察每段河身迂回曲

折的流程之后，才能对黄河入海的全程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在阅读活动中，要把握文章的有机整体，也必须对文章的有

机结构作深入剖析，细心发现各部分之间与整体的内在联系

才行。在把握了整体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精彩片段或各个

部分的思想意义，也才能对精彩片段或各个部分在艺术上作

出准确判断，因为与整体的关系，对整体的作用，是解析评

价各个局部的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整体感知部分的设计是

不可或缺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整体把握教材的能力。对提

高鉴赏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专题品析，合作鉴赏 

  鉴赏角度：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以及其他描

写人物的方法。任选一个角度，可以化大为小深入研究。如

形象这一角度，可以把视点集中于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

上。 

  分组讨论，确定本组鉴赏专题，合作探究品鉴。15 分钟

后小组长将整理有序的发现和大家交流。交流过程中，本小

组的成员可以补充论证，其他小组也可以质疑或补充。 

  1、人物姓名鉴赏 

  祥林嫂： 

  (1)、没有自己的名字，随从丈夫叫了祥林嫂。说明她

没有人生自主权。也说明那个社会男尊女卑现象的严重性。 

  (2)、祥林嫂不祥，命运多舛，数遭闵凶，她是一个没

有春天的女人。 

  祥林嫂这个名字，表明了作者对她的.悲悯与同情。 

  鲁四老爷： 

  (1)、他与鲁镇同姓，又被称为老爷，说明他是地方权

威人物、最高统治者，掌控鲁镇。他的理学老监生的身份，

更暗示了鲁镇沉浸在他礼教阴霾的笼罩之中。 

  (2)、他书房里的对联写作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是一个极

大的讽刺。因为他一见祥林嫂就皱眉的态度与他可恶不干不

净谬种的语言都鲜明地表现出他的事理不通更不达、他的心



气不平、更不和。而另一联已经脱落，说明他的附庸风雅。

那脱落的一联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可以暗示他是个不明品

节、无品缺德的人。 

  鲁四老爷这个名字表明了作者对他的嘲讽与憎恨。 

  柳妈： 

  (1)、柳，无心插柳柳成荫，柳妈对祥林嫂的精神戕害，

是由于她对迷信的执着造成的，是因善而害人，她的无知的

善良建议，使得祥林嫂最后一个精神堡垒被粉碎。 

  (2)、柳，生命力及强，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暗示

封建迷信思想及易生长、传播、普及，当时的社会迷信面及

广。 

  柳妈这个名字表明了作者对民众愚昧无知的批判。 

  贺老六： 

  (1)、俗话说六六大顺，而他贺老六是大不顺。花钱娶

来的是寡妇，婚姻不顺；死于伤寒，寿命不顺；儿子夭折，

家门不顺。 

  (2)、贺，有庆贺、庆祝之意。而贺老六的人生最终一

无所有。大伯，即他的长兄，不慈不仁，又收了他自家的房

子，赶走了祥林嫂。贺老六无喜可贺，有悲可哀。 

  贺老六这个名字表明了作者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 

  祥林嫂的婆婆： 

  (1)、卫家山人。只卫护自己的家，是个专横贪婪的封



建家长。她应酬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

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

的和小的，人手不够，堂而皇之地全部收取了祥林嫂一千七

百五十文工钱，并且又取了衣服。为了获得更多的彩礼，她

又好打算，把祥林嫂当作奇货卖给了深山野奥里的贺老六，

得了八十千钱。这就是她的从容和能干！ 

  (2)、她没有具体的名字，说明这种专横贪婪之徒远不

是个别现象，这种利用宗法家族权威无所不为的封建家长比

比皆是，有一个广大的群体。 

  小结：小说《祝福》人物形象的命名有着特别的含义，

或寄寓美(祥林嫂、贺老六)的毁灭于其中，或寄寓讽刺(鲁

四老爷、柳妈)于其里，作者的怜悯与憎恶，无奈与悲愤隐

于人物姓名的深处。 

  2、爆竹声声话祝福--环境描写 

  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

在鲁镇祝福的特定环境里，三次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

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印下了祥林嫂悲惨一生的

足迹。 

  第一次是描写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显示了辛亥革

命以后中国农村的状况：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

统治依旧，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了祥林嫂悲

剧的必然性。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表现出强



烈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威迫对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了死亡的

道路。第三次实际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祥林嫂的惨死

与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形成鲜

明对照，深化了对旧社会吃人本质的揭露，首尾呼应，结构

完善。小说始于祝福，终于祝福，中间又再一次写到鲁四老

爷家的祝福。情节的发展与祝福有着密切的联系。封建礼教

正是通过祝福这样的典型事件在精神上多次摧残，以致于杀

害了祥林嫂，而祥林嫂死时又正是鲁镇家家祝福之时。祝福

的热闹正反衬了祥林嫂临终的孤寂凄凉。以祝福为题更能揭

露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对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起到深化主

题的作用。 

  3、画眼睛的艺术--祥林嫂的肖像描写 

  眼睛是心之窗。课文对祥林嫂进行了三次肖像描写，描

写的重点是眼睛。通过她的眼睛，我们可以知道，她原本是

勤劳善良，安分耐劳的，她饱受生活的惨重打击后，在人们

对于她的苦难的鉴赏、恐吓、威逼之下，精神完全崩溃，极

度悲哀与麻木。最后变成眼睛间或一轮的活物，祥林嫂在封

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威迫下，一步步被逼上了死亡的道

路。 

  4、祥林嫂死亡之迷--杀害祥林嫂的凶手侦破 

  祥林嫂的婆婆、鲁四老爷、贺家大伯、柳妈和鲁镇的人，

都有罪责。生活在祥林嫂身边的人们，谁也无意逼死祥林嫂，



但确实是这些人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中国人世代奉行三纲

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它毒害了所有的人，而就是这

些人，又在不自觉的害别人，他们不约而同得织成了一张无

形的大网，吞噬着祥林嫂一类善良的、不幸的弱者。丁玲硕

果这样的话：祥林嫂是非死不幸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

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

所以，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

就是封建礼教。封建礼教是杀害祥林嫂的元凶。 

  (文章的意蕴，是贯注在文章生命机体的精神能量，是

作家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对自然独特的审美发现和认

识，是具有美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的闪光。在教学活动中，

怎样才能深入体会文章中的思想和艺术个性呢?叶圣陶先生

给我们作出了回答。叶老把语文阅读活动中对课文的鉴赏

(审美实践)比作采矿，你不动手，自然一无所得，只要你动

起手来，随时会发现一些晶莹的宝石。这部分的设计在于把

课堂真正还个学生，让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己选

择专题，主动去发现，去研究，在自主阅读与小组合作中不

断生成新发现与新见解。) 

  四、拓展延伸 

  1、经典具有永久的可开掘力。《祝福》中的艺术焦点很

多，请同学们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课后自己确立专题去阅读，

去发现，自主研究并写出阅读体悟。 



  2、根据《祝福》的内容，为祥林嫂写一篇小传。 

  (提倡个性化的阅读。努力摆脱从众的思维惰性，启发

学生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要站在书本

之上，开拓崭新的个性视角，勤于探索，敏于发现，言人所

不能言。这一设计对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

能力大有好处。) 

  鲁迅《祝福》优秀教案 6 

   

  1、训练学生概括小说情节的能力。 

  2、学习本文综合运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等塑造人物的方法。 

  3、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理解造成人物悲剧的

社会根源，从而认识旧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 

  4、品味文章细节。 

   

  1、理解小说以“祝福”为题的深刻含义。 

  2、学习目标 3。 

   

  1、祥林嫂有没有反抗性格，该如何评价。 

  2、学习小说传神含蓄、隽永洗练的语言，领悟其深层

含义和情感。 

   



  1、学生通过复述课文培养概括小说情节的能力。 

  2、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小组讨论分析祥林嫂的悲剧

根源。 

  3、朗读精彩语段，体悟语言的深层含义及情感。 

   

  创新设计 P14 自主学习篇 

  背景资料(见创新设计 P16 右中) 

  封建思想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1)秩序 

  封建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讲“君为臣纲，父为

子纲，夫为妻纲”，不能破坏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在鲁四

老爷这样的理学拥护者看来，像康有为那样的改良，都是洪

水猛兽，更不要说是变革了。祥林嫂的再嫁，破坏了封建夫

权秩序，鲁四老爷自然是无比仇恨，斥为“谬种”。 

  (2)妇女的“三从” 

  封建秩序对妇女的压迫尤为深重，妇女没有人身权利，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违背这一秩序的妇女，都

被视为“罪人”。 

   

  第一、二课时(预习) 

  一、描绘导入 

  大雪漫天，狂风怒吼，爆竹声声。在现代文学人物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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