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教学设计 

《祝福》教学设计（通用 6 篇） 

作为一名辛苦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时常需要用到教学设计，借助

教学设计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那么优秀的教学设计是什么样的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祝福》教学设计（通用 6 篇），欢迎

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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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１．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理解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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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塑造人物的方法。 

教学难点 

准确把握祥林嫂的形象特征，理解本文倒叙手法的作用。 

教学方法 

点拨、分析、研讨 

教学过程 

一、检查作业： 

二、分析、讨论写作特点： 

１．精当的环境描写。 

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

祝福"的特定的环境里，三次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了祥林嫂悲

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印下祥林嫂悲惨一生的足迹。 

①第一次是描写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 

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富人们要在这一天"迎接福神，拜求来

年一年的好运气"，以便继续他们贪得无厌的"幸福生活"，而制作"福礼



"却要像祥林嫂一样的女人"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没日没夜地付出自

己的艰辛，可见富人们所祈求的幸福，是建立在榨取这些廉价奴隶的

血汗之上的。这样通过环境描写就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预

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性。同时，通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

自然也如此"的描写，也显示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的状况：阶级关

系依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一句话，封建势力和

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这样，通过环境描写，就揭示出祥

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 

②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 

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

封建宗法思想和反动的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四老爷不准"

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沾手的告诫下，祥林嫂失去了祝福的权力。她为了

求取这点权力，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赎"罪的门槛，但所得到

的仍是"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一句喝令，就粉碎了她生前免于侮

辱，死后免于痛苦的愿望，她的一切挣扎的希望都在这一句喝令中破

灭了。就这样，鲁四老爷在祝福的时刻凭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

的淫威，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死亡的道路。特定的环境描写，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与感染力。 

③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对祝福景象的描写。 

祥林嫂死的惨象和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

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化了对旧社会杀人本质的揭露，同时在布

局上也起到了首尾呼应，使小说结构更臻完善的作用。 

２．富有特色的人物刻画： 

①肖像描写： 

三次变化： 

②画眼睛（眼神）： 

３．倒叙的手法： 

三、小结： 

以《祝福》为题的意义： 

１．小说起于祝福，结于祝福，中间一再写到祝福，情节的发展



与祝福有着密切的关系。 

２．封建势力通过祝福杀害了祥林嫂，祥林嫂又死于"天地圣众""

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祝福声中。通过这个标题，就把"

凶人的愚顽的欢呼"和"悲惨的弱者"的不幸，鲜明地摆到读者的面前，

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表现主题方面更增强了祥林嫂遭遇的悲剧性。 

四、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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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小说的教学一般是从人物、情节、环境的分析中，

获得对小说的理解。本课堂设计试图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重

点抓住小说中几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小问题，来把握人物的主题，体会

小说的创作技巧。 

【问题设计】一个日子；二次微笑；三样眼神；四场飞雪：五张

账单。 

【课堂准备】投影仪、视频材料 

【课堂时数】二课时 

【一课时】 

【教学要点】感知课文，理清情节线索。分组研究问题。 

【教学步骤】 

一、导入课文： 

我们在初中曾经学过鲁迅的小说《故乡》《孔已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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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己，都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开始学习鲁迅的又一篇杰出小说《祝

福》，这篇小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

电影或多种话剧。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请看课文。 

二、初步感知课文： 

⒈速读课文，划出文中表示时间的词语。 

⒉指名学生讲述故事梗概，理清情节。 

⒊解读课文的叙述技巧。 

板书： 

情节内容时间 



序幕祝福景象和鲁四老爷 

倒——结局突然死去——————  

叙开端初到鲁镇三个半月五 

发展被迫改嫁两年 

——高潮再到鲁镇约两年——年  

尾声祝福景象和“我”的感受 

⒈“祝福”的日子到底在那一天？具体时间呢？ 

⒉祥林嫂在祝福前夜寂寞死去，但她生前曾给世人留下过甜甜的

笑容，请你找出来读读，你能在这些笑容背后发现什么吗？ 

⒊鲁迅先生说“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

睛”，在本文中，鲁迅是怎样实践他的写作主张的?请你找出本文描写

祥林嫂眼睛的句子，并品出其中的内蕴。 

⒋鲁迅先生在他的《花边文学》中的《大雪纷飞》一文中，盛赞

《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中写雪的“神韵”。其实，他

《祝福》中的四次写雪更加值得一赞。请你找出来，品味品味。 

⒌熟读课文，找出小说中关于金钱零星表述的语句。比较阅读，

看看能发现什么。 

【二课时】 

【教学要点】交流心得，总结课文。 

【教学点拨】 

⒈“一个日子”： 

简析：“我”是在“送灶”的这一夜回到鲁镇的，在鲁四老爷家

里呆了两天，“我”遇到祥林嫂是“昨天下午”，“又过了一夜”，

所以我从短工那里知道祥林嫂死的消息是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晚饭

前”。短工说祥林嫂是昨天夜里死的，即二十四或二十五夜里。“我”

回忆祥林嫂的半生事迹是在二十五或二十六上半夜。“我”给“极响

的爆竹声惊醒”，当时在二十六或二十七日“五更将近的时候”，鲁

四老爷祝福正是这个时候。 

点拨：小说从鲁镇准备祝福写起到“我”听到祝福的爆竹声结束，

都是围绕这个日子、紧扣题目展开情节的，所以用“祝福”为题。而



又把祥林嫂的悲剧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钱

人在祝福中祈求幸福，穷苦人却在祝福中悲惨地死去。这对旧社会进

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⒉“二次微笑”： 

简析：这是指小说主人公祥林嫂露出的两次笑容。一次是祥林嫂

从婆家逃出，在鲁四家做工的时候，“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

也白胖了”，这是一种真心实意地笑，心满意足的笑，透过这“笑

影”，我们领略到的是祥林嫂在婆家非人生活的辛酸和她随遇而安的

保守心理。祥林嫂的第二次笑，是在厨房里同柳妈闲聊的时候，柳妈

取笑她改嫁反抗后的屈从，祥林嫂在无奈之中“笑了”，这是一种含

羞的笑，是以“笑”来掩盖新婚之夜那些难以启齿的行动，同时也可

以看作是对过去短暂而和美生活的甜蜜回忆。在写法上，这是伏笔，

为鲁镇人嘲笑祥林嫂又提供新的资料，同时也是“以乐写哀倍增其哀”

的反衬写法。 

点拨：两次笑容突出地表现了祥林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困。

由此引发出去可以进一步读到祥林嫂的悲惨命运。 

⒊“三样眼神”： 

简析：第一次是在小说 34 自然段，写她“顺着眼”，突出的是祥

林嫂安分守己的性格；第二次是在小说第 66 自然段，也是“顺着眼”，

但“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这是她在又一

次遭受夫死子亡打击后痛苦心灵的写照；第三次是小说开头，“我”

看到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

活物”，这时的祥林嫂已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只在渴盼死后的安宁，

精神已经完全麻木。 

点拨：通过品读三次眼睛描写，我们可以勾画出祥林嫂一生悲苦

命运的轨迹，从而更加清醒认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 

⒋“四场飞雪”： 

简析：是指小说中四处看似轻淡点染|、实际上却颇具意蕴的飞雪

描写。第一处是为祥林嫂悲惨的死作环境烘托和气氛渲染：天色愈阴

暗了，下午竟又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



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第二处是在祥林嫂死后，表

现“我”的雪样心情——无可奈何和无法言说的愤懑：雪花落在积得

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第三处写

雪穿插在柳妈同祥林嫂谈话之前和之间，有两句，点到即止：“微雪

点点的下来了”和“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

自去看雪花”。这里一方面将过去短暂生活的甜美与现实生活的冷酷

形成强烈对比，另一方面又暗示柳妈讲的雪样故事将对祥林嫂造成严

重的精神打击。第四处写雪在小说的结尾：远处的爆竹联绵不断，似

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这里

借雪的猖狂，讽刺了封建势力暂时的得意，更为含蓄地展示出了下层

劳动人民无法抗拒的雪样命运。 

点拨：雪的阴冷之气，也是作品的情感基调。 

⒌“五张账单”： 

简析：是指小说中零星流露出的关于钱的表述。概括起来有如下

五处： 

①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 

②初到鲁家的工钱:每月五百文； 

③婆婆从鲁家支走的工钱：一千七百五十文； 

④卖祥林嫂的钱：八十千；娶亲费用：五十千；剩余：十多千； 

⑤捐门槛的价钱：十二千（十二元鹰洋）。 

点拨：分析这五张帐单能够以小见大剖析封建制度下政权、神权、

族权、夫权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无情压榨：祥林嫂辛辛苦苦做工三个半

月，还买不下两盘“价廉物美”的清炖鱼翅，可见封建卫道士代表鲁

四老爷对她经济上的盘剥；婆婆能从鲁家支走钱并把祥林嫂一抓一捆

一塞就把她给卖了八十元，花了五十元给小儿子娶媳妇，除其它花销

外，还净赚十多元,这是族权和夫权在替其婆婆撑腰；祥林嫂把自己两

年做工挣得的工钱干干净净捐了门槛,还“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

神”,这也是神权思想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深毒害。 

【课堂小结】（重点从研究性的学习方法去总结） 

【学习迁移】用研究的眼光在本单元的小说单元中去发现问题，



探讨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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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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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方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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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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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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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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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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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用具 

课本 

设计理念 

《祝福》是短篇小说的精品，提供了丰富的小说鉴赏资源。但鉴

于教学时间的限制，有如面面俱到，不如有所侧重，力求有一定的深

度。首先，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有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其

次，小说刻画的形象鲜明生动、刻画人物的方法丰富多彩，值得体味；

再次，小说的主题特别深刻，但学生对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又比较

陌生，理解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要重点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计划用三

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鲁迅先生曾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封建社会概括为两

个时代“……”，在《狂人日记》中他说：“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

个字‘吃人’”。在浸透了封建文化的环境当中生活着的中国百姓，

不敢对生活有什么奢求，他们只求生能存命，死后安魂。可就是如此

可怜的要求，也被社会冷漠的拒绝。这即所谓先生所说“想做奴隶而

不得”。在天地圣众歆享牲醴的爆竹声中，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

的可怜女人，躺在了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上！今天，我们一起来

看鲁迅先生的《祝福》。 

教师提问： 

（1）这篇小说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呢，还是另有特点？明确：在序

幕后写出了故事结局，属倒叙手法。 

（2）这种叙述方式有何特点及作用？明确：从情节安排看，把祥

林嫂悲剧的结局放在前面，巧妙地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对读者有

较强的吸引力；从小说的矛盾关系看，小说开头写祥林嫂在富人们的

一片祝福声中死去，而且引起了鲁四老爷的震怒，突出了人物的矛盾

关系。 

一、自读思考 

1、把握小说的故事情节，编写出结构提纲。 

2、简单概括小说的叙事特点。 

3、仔细阅读小说中关于“祝福”场景的描写，体会小说以“祝福”

为题的深刻含义。 

二、研读讨论 

1、讨论小说标题的含义。小说以“祝福”为题，很巧妙。小说起

于祝福，结于祝福，中间一再写到祝福，情节发展与祝福有密切关系。

同时，小说主人公又死于“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

福的祝福声中。通过这个标题，就把“凶人的愚顽的欢呼”和“悲惨

的弱者的不幸”鲜明地摆到了读者的面前，增强了祥林嫂遭遇的悲惨

性，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 

2、概括结构提纲（学生讨论，教师归纳总结，见板书）3、学生



思考、讨论。 

板书设计 

祝福鲁迅故事情节提纲：情节内容时间序幕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

结局祥林嫂寂然死去开端祥林嫂初到鲁镇三个半月发展祥林嫂被迫改

嫁两年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约两年尾声祝福景象与我的感受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分析探讨主人公的命运。 

祥林嫂的悲剧是一场发人深思的社会悲剧，是一出令人同情的人

生命运悲剧，值得我们细细地体味、深思。探讨： 

（1）祥林嫂几次不幸遭遇都发生在什么时间？教师概括：立春之

日，丈夫死亡孟春之日，被卖改嫁暮春之日，痛失爱子迎春之日，一

命归天引导学生得出结论：祥林嫂真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女人。 

（2）是谁剥夺了祥林嫂的春天？让我们从祥林嫂的死因来探寻她

的悲剧命运。教师概括：死于贫穷，祥林嫂是个乞丐；死于悲伤，祥

林嫂失去了爱子；死于恐惧，她惮于死后的酷刑；死于绝望，她认识

到虽然捐过门槛也无法赎回生前罪孽；死于孤独，她的周围没有同情，

只有冷漠；……那么，这些责任是不是应由祥林嫂来承担呢？引导学生

结合文中的具体描写来具体分析。教师总结归纳：谁剥夺了祥林嫂的

“春天”？是封建礼教和吃人的宗法制度害死了祥林嫂，具体说来，

是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害死了祥林嫂。她被迫改嫁是族权的唆使；

她的再嫁被认为“败坏风俗”，是夫权的影响；而她这“耻辱”到

“阴司”还洗不掉，是神权的控制；鲁四老爷对她的迫害和侮辱，依

靠的又是封建政权。 

二、归纳总结祥林嫂形象的社会意义： 

1．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剥夺了祥林嫂的春天。作者刻意把丧夫、

再嫁、失子、归天几个最关键的情节都安排在春天发生，将生机盎然



的春给祥林嫂悲惨命运作自然背景，有养深刻的用意，它能造成强烈

的对比，更有力地提示出封建制度的罪恶。 

2．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不推翻

吃人的封建制度，象祥林嫂这样的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是不可能改变

的。 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抢答。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抢答。学生结合

文中的具体描写来具体分析。祥沦为乞丐，是不是她不愿劳动所致？

否。相反，她十分勤快能干，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更重要的是她对

能劳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她沦为乞丐的主要原因是被人剥夺了参

与祭祀的资格，来自精神的重击使她丧失了以往的劳动能力。祥林嫂

因什么失去了儿子呢？狼。祥的不幸，有的来自人祸，有的来自天灾。

第一个丈夫的亡故应属天灾，祥是无辜的。没有从一而终招致生前死

后惩罚的原因在祥林嫂吗？回答也是否定的。改嫁是婆婆所逼，她曾

做过拼死抵抗。……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了祥的清白无辜，她对自己的

死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谁应为她的死负责呢？首先，我们可能会

找出许多在祥林嫂死亡事件中犯有过失的人物，如鲁四、四婶、婆婆、

柳妈等，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中没有一个可以承担祥林嫂

死亡的直接责任！但我们又明明知道，祥并非死于自杀，在久已走投

无路的绝境中还苦苦挣扎到最后一息，那怎么会没有加害者呢？加害

者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的宗法制度。再度审视鲁四老爷等活动在祥林

嫂周围的的人物，她们无一不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行动的。例如鲁

四老爷，他有三次“皱眉”。第一次是祥初到鲁镇时，他“讨厌她是

一个寡妇”，所以皱了眉，他也许是嫌她没有立即自裁，随亡夫而去；

第二次是在猜测祥可能是“逃”出来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同情，反而

嫌弃，只能说明他恪守礼教的顽固；这位老爷第三次皱眉发生在祥二

进鲁镇时，这次，他不只是和四婶嘀咕，而且暗中叮嘱不可让“败坏

风俗”的祥林嫂参与祭祀，成为日后在精神上彻底击垮祥的直接原因。

再如鲁镇的众人，竟一致把祥因抗拒被卖而撞伤的额头视为“耻辱的

记号”，把她的悲哀“咀嚼鉴赏”成渣滓后，再行“唾弃”，他们所

取的立场仍是礼教的立场。所以用丁玲的话来说：“祥林嫂是非死不

行的，同情她的人，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



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 

板书设计 

立春之日，丈夫死亡孟春之日，被卖改嫁没有封建礼教暮春之日，

痛失爱子春天宗法制度迎春之日，一命归天 

课后记 

第三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引导学生研究环境（景物）描写的特点和作用。 

全文典型的环境描写有三处，各有特点各有作用，教师引导学生

阅读、体悟，讨论归纳。 

二、引导学生鉴赏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 

这篇小说在塑造祥林嫂时，运用了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

写等多种手段刻画人物，其中肖像描写运用的特别成功。要求学生找

出三处肖像描写，比较阅读，思考肖像的变化反映了什么。教师总结：

三次肖像描写，相互对照，诉说了祥悲惨的一生。作者正是通过这样

的肖像描写，塑造了一个被封建礼教束缚、被践踏、被遗弃的旧中国

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有力地鞭挞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三、拓展训练电影《祝福》有这样一个情节：祥林嫂捐了门槛，

仍然被禁止参与祭祀活动，于是拿起菜刀，跑到土地庙怒砍门槛。你

觉得这个情节合不合情理？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短文，说说你的看法。 

学生讨论归纳： 

第一处（第一、二自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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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

声。“沉重”、“阴暗”、“乱成一团糟”等词透露出了作者对这种

气氛的压抑和反感。其中有一句话“年年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值

得注意，这句话点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风俗习惯依旧，封建思想依旧，

而破折号后插入的部分又反映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无福可

言。这些语句，勾勒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祥悲剧的社会基础。 

第二处（第八页第二段）：渲染了悲凉沉寂的气氛，烘托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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