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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育心

——《林黛玉进贾府》课例研究

（附《林黛玉进贾府》第三学时教学设计）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徐晓军

近年来，在多种思潮的推动下，中职语文教学围绕“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培

养”开始了教育理念的深化发展。语文教学以语言、思维、审美、文化为基点，

真正实施了教育的“人化”。本课的教学目标的设计力求“以人为本”，结合学生

在高中阶段对语言文字的感知和阅读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借助中国古典文学

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来设定。让学生在语言文字阅读的基础上，对阅读方法进

行归纳和领悟，借助阅读方法的自主运用，感受和发现语言文字带来的形象美和

情感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自身的审美品位。

职业中专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是中国社会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担当者，是儿童

对美的启蒙者和引领者。该专业的学生以女生为主。青春期的女孩子注重追求外

表的美感，而在一年的专业教育中，接受的也是乐感、形体等外在美的熏陶，相

对比较缺乏对美的领悟和鉴赏能力。因此，借助文学提升幼师学生的内在美，将

之塑造成内外兼修的教育者是中职语文教育教学的亟待达成的任务。

一、有梯有度，落实核心素养培养

以知识技能、情感体验、审美提升和文化继承为梯度确立教学目标：通过比

较支架的构建和任务达成，品析人物性格，概括人物形象；以文本为基础，形成

个性化解读，探索作者的内心世界，实现情感共鸣；通过对外在美的直观感受，

引发对美的实质思考，提升美的鉴赏力，内化为自身的素养。将运用比较阅读法

探讨贾宝玉和王熙风的人物性格，概括人物形象确立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这是基

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只停留在可见的文字范围，比较阅读法的运用可

以让学生从不同角度的比较中获得对人物形象更鲜明、全面的认识。将通过人物

形象的分析，由文及人，尝试探索作者的思想世界确立为本课的教学难点。难点

是基于这一阶段的学生还只停留在“按字读字，以文读文”的水平，思维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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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自主跳跃式阅读，更无法从文学形象的设定中去领悟作者的内心世界。重难

点突破方法连接了学生的

就近发展区和可发展区，让找出和贾宝玉有关的文字材料进行组合，分析其中有

相似之处和可比之处的地方，联系课外能找到的相关材料，从而最终形成对一个

人物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评价。

二、构建比较支架，循血肉、理经络、触摸文本的生命情感温度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既有对建筑、饮食、服

饰、礼仪等的解读，又有对其思想性和文化性的探索。相对于前者，文字的解读

足以，相对于后者，人物形象的立体剖析显得尤为重要。本课引入的比较阅读法

和小组探讨学习不仅仅在于引导学生借助一阅读工具去探根究里，更重要的是学

会多角度思考问题，多渠道整合学习资源，多触点更新思维方式，从而获得对所

研究的事物的

更立体、全方位、综合性的解读，整个教学过程完成方法体验(实践)一一理论归

纳理论)一一实践应用(实践) 的过程，体验到一代文学大师所塑造的文学形象真

正的美丽和魅力。

（一）以美之初印象为抓手，明晰人物形象刻画的多种方法。

本环节采用情境导入法，通过介绍《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最和主人公贾宝

玉的悲剧一生，让学生回顾复习王熙风、林黛玉等人物形象以及这些人物的形象

刻画方法来重申人物形象复杂性和交互性，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获得对经典人物形

象的全面深入的把握。

（二）以美的碎片整合为原点，绘制贾宝玉人物形象网络。

这一环节，我们在整理学生搜集描写贾宝玉句子的基础上，寻找比较点，感

受人物形象的动态美、发展美、艺术美探讨一个立体可感、有血有肉的贾宝玉。

随着人物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活动逐渐成为了比较的经线，

而不同的角色对同一主人公的不同评价则形成了考察人物形象的纬线，至此，由

比较阅读法构建的人物形象网络初步形成。通过横向(不同人物) 和纵向(不同时

间) 的比较找出这些描写同一人物的不同点，分析这些不同点形成的原因。

学生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以时间为线索贾宝玉的形象塑造，并以表格形式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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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前：……

出场时：……

见面后：……

通过比较分析贾宝玉和王照风的相同和不同出场，完成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

象的丰满填充，以表格形式呈现。

相同行为：不同点及不同原因

相同迎人方式：不同点及不同原因

相同进门方式：不同点及不同的原因

相同的见面人物黛玉的不同感受

同样锦绣的服饰：不同的对服饰的态度

这一过程重在通过对人物性格的纵向和横向剖析，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归

纳的能力，让学生能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人物的发展变化，得到“动态美”！

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培养他们用全面的眼光分析、解决事务的能力；学会采纳

不同人的观点来参与社会事务讨论的能力，从而得到“整体美”！

（三）以美的直观体验为融合体，揣摩验证人物艺术之美

多媒体衔接影视片断：《熙凤出场》和《宝黛初会》。这一环节通过惟妙惟肖

的表演让学生更直观地体会二人的不同性格，从而明晰、巩固贾宝玉的鲜明人物

形象，学生在接近生活的艺术演示中有对“动态美”“发展美”“整体美”的综合

体验。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将人物形象的体验深化，在下节将进行“我爱扮宝玉”

比赛，看看谁的神情、语气更像你心目中的贾宝玉。

（四）以美的纵深挖揭为云梯，一览人物形象的深刻之美。

比较《西江月》词对贾宝玉的评论和《枉凝眉》对宝玉的描述，通过二者的

分析，形成对宝玉的个性化解读，挖掘其艺术魅力的根源，由文及人，体悟作者

创作这一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培养学生对文本——作者——社会三者之间的整

合能力，提升其看待问题的深度，体验经典文学“深刻之美”。

（五）以点带面深化文本阅读，美的心灵涵养落到实处。

文学滋养了人的心灵，语文阅读和教学最终都是为了提升学生对语言文字的

感受能力，对美的需求中加强感受能力，并由课堂真正输向书香世界，输向灿烂

可感的人生，为此，本课作了如下设计：(1) 找出文中其他可以运用比较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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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进行文本的细致研读。(2) 在同一文体或不同文体中进行比较阅读，将领

悟到的文学之美内化成自身的语言美、行动美，并在同学之间相互评价。

三、链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和可发展区，展现精彩纷呈的人物体

验和思维新角度

回顾整个课堂，笔者发现，最精彩的思维喷发期在学生回顾己掌握的人物刻

画方法，在她们已知，但不会熟练使用的“比较阅读法”脚手架搭建时。下面是

一个片段的展示：

教师：一曲红楼，一曲哀歌，我们从字里行间的触摸中见到了贾府中形态各

异的人物，以我们熟知的林黛玉和王熙风为例，作者用什么手法?

学生：有外貌描写，语言、神态、动作描写。

教师：嗯，这些手法在课文中出现了多次，那么，还有其他补充的吗?

学生：还有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和侧面描写。

教师：这位同学看书比较细致，还注意到了人物心理的刻面和细节动作的设

定，那么，侧面描写的作用是什么。

学生：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物，可以凸显出人物某一方面的其他人观察不到或

者带着观察者主观判断的评价，从而使我们对人物的评价更完善。

教师：是啊。苏轼曾经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一座静止不动的山，不

同的角度，每个人看到的风景都是截然不同的，更何况是一个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呢。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贾宝玉身上，

看看我们能不能看清楚一个真正的贾宝玉。

既然人物的静止刻面和动态发展是结合的，那么我们就试着通过横向（不同

人物）和纵向（不同时间）的比较找出这些描写同一人物的不同点，分析这些不

同点形成的原因。

学生：我找到了一个时间点。纵向比较——出场前，初场时，出场后。

学生：老师，我找到了林黛玉还未见贾宝玉之前，周围人对贾宝玉的价：（横

向比较）

王夫人眼中的宝玉：孽根祸胎，混世魔工，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日无天，

一时又疯疯傻傻。

林母眼中的宝玉。衔玉而生，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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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眼中的宝玉：贾府核心人物王夫人唯一的儿子，自幼受““老太疼爱”，

所以在贾府居于“无人取管”的特殊地位。

黛玉最初印象中的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人物，懵懂顽童？

教师总结：众人从兄弟姐妹到丫鬟下人对宝玉的种种贬斥的态度，连照理应

该最了解自己儿子的母亲都劝黛玉“休要信他”，可见这人的所价所为不符封建

正统观念，不为大家所认同。

学生：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我发现曹雪芹在写贾宝玉的出场

和王熙凤的出场时，有很多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具休的是他们的服饰都很华贵，

作者作了重点描写，都写了林黛玉对他们的初印象，都写了他们的外貌。

教师：这位同学在看课文的时候，学会作者使用材料的意图了，不同的描写

方法，涵盖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以及对人物的设定，那么，通过这两个人的描

写，我们还能找出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吗?

学生：黛玉对王熙凤是诧异、惊奇，而对贾宝玉是猜测，想象。

教师：能不能体会到这感情为么会不同?

学生：我觉得这是由于林黛玉对他们的感情不同所引起的。

教师：的确，因惊诧，所以相见时不敢怠慢，因猜想，所以能引起内心的震

动。两个人才能气息相同，志趣相投。所以她对王熙凤是敬畏有加，与而对贾宝

玉则是灵犀相通。

学生：老师，同样是写华美的服饰，他们对自己的衣服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

教师：哦? 说说你读到的。

金唯：宝玉对自己的“包装”不太看重，所以一进门就立马“卸装”，并因

此招来贾母的批评。实在是贾母溺爱他，母亲宠爱他，众姐妹喜欢他，他身上的

担子很重，所以他不得不穿。而而凤姐是贾府的总管，她的服饰是她最喜欢的，

她要让贾府的荣华富贵，自己的地位权势、自己的审美趣味、自己的张扬个性在

衣服的穿着上表现出来。她看起来好像想把整个贾府穿在身上。（众生笑）

教师总结：的确，不同的解读，能画出不一样的贾宝玉，众人眼中的贾宝玉，

林黛玉眼中的贾宝玉，和王熙凤比较后特点鲜明的贾宝玉，不同时间中不同形象

的贾宝玉等等，这就显示了读文本，我们不仅要读出字面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学

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学会从比较中触摸我们遗留掉的多重信息。我们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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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再找找还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继续深入阅读，读出滋味，读出

真实立体的贾宝玉。

四、源于美，成于美，借助比较阅读的云梯，塑成了“四美并具”

的审美对象

源于美：本课的教学设计“以人为本”，从学生的职业需求出发，兼顾学生

的专业需求和审美需要。

成于美：教学源起于在学生的已知和未知中搭建一个趁手的脚手架。《红楼

梦》本就是一部美的宏著，个中信息量浩大，人物浩繁，合理的阅读法指引就显

得尤为重要。本课意在让学生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体会到方法的重要性，能够从

实践上升到理论，再应用于实践。

“四美并具”：在运用比较阅读的过程中，学生细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物形象的

“动态美”“发展美”“艺术美”和“深刻美”。

归于人：本课的作业设计不仅仅停留于纸笔的形式，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分数，

而侧重于文学之美带给学生的语言行为的改变，真正实现素质的提升。

五、课堂点评引人深思: 美人、美文、美的投射方式

本课请了职教特级教师钱和生老师作点评：锦绣文章锦绣心，美文美育美华

年。本堂课以比较阅读法为主线，依据《红楼梦》的特点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需求出发设计裁剪，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新思维，我们看到学生从“以文

读文”的基础出发，从无处入手开始，到了课堂行进中的思维迸发，乐在其中，

找出了贾宝玉形象的一个又一个闪光点。在课后，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学生开始

自觉地谨言慎行。如果说人文素养的提升，对审美的深入思考可以给学生带来什

么改变的话，我认为本堂语文课真正做到了，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美，更体会到了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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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繁华下的悲凉

——《林黛玉进贾府》第三课时教学设计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徐晓军

一、学情分析

职业中专学前专业的学生是中国社会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担当者，她们是儿童

对美的启蒙者和引领者。该专业的学生以女生为主。青春期的女孩子注重追求外

表的美感，而在一年的专业教育中，接受的也是乐感、形体等外在美的熏陶，相

对比较缺乏对美的领悟和鉴赏能力。因此，借助文学提升幼师学生的内在美，将

之塑造成内外兼修的教育者是中职语文教育教学的当务之急。

二、教材分析

《林黛玉进贾府》选自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语文第四册第

五单元“世间百态看人生”的第一篇课文。《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

其人物形象丰美、其内心世界复杂隐晦，这是学生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感受美、

认识美、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形成高雅的文学品位的合适的教学材料。

三、教法分析

教师引导学生收集各种教学材料，通过阅读、比较来分析贾宝玉这一人物，

借助语言文字去感悟丰美全面的人物形象，探索其艺术生命力的根源，这就是比

较阅读法。这种阅读方法的自主运用还可以使学生对文章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

结构层次、写作技巧和语言特色等诸方面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提高文本分析、鉴

赏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想象和知识迁移能力。

四、目标设定

1.通过比较支架的构建和任务达成，品析人物性格，概括人物形象。

2.以文本为基础，形成个性化解读，探索作者的内心世界，实现情感共鸣。

3.通过对外在美的直观感受，引发对美的实质思考，提开美的鉴赏力，内化

为自身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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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运用比较阅读法探讨贾宝玉和王熙风的人物性格，概括人

物形象。这是基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只停留在可见的文字范围，比较

阅读法的运用可以让学生从不同角度的比较中获得对人物形象更鲜明、全面的认

识。

（二）教学难点：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由文及人，尝试探索作者的思想世

界。这一阶段的学生还只停留在“按字读字，以文读文”的水平，思维单一，不

会自主跳跃式阅读，更无法从文学形象的设定中去领悟作者的内心世界。

（三）重难点灾破：找出和贾宝玉有关的文字材料进行组合，分析其中有相

似之处和可比之处的地方，联系课外能找到的相关材料，形成对一个人物全面、

系统的综合性评价。

六、教学方式

比较阅读法 小组讨论法

七、教学课时

一课时

八、教学流程

教 学 流

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情 景 导

入

介绍《红楼梦》创作

的时代背景，主人公

宝玉的悲剧一生。

学生回顾复习王熙

凤、林黛玉等人物形

象以及这些人物形象

的刻画方法。

在重申人物形象

的复杂性和交互

性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思考如何获

得对经典人物形

象的全面深入的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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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资

源 的 分

析 与 归

纳

设计问题，引导学生

搜集信息。

找出课文中涉及贾宝

玉的句子。

培养学生有目的

搜集信息的能力。

整合句子，寻找比较

点。形成比较的纵向

坐标。

学生通过阅读整理、

归纳以时间为线索的

贾宝玉的形象塑造，

并以表格的形式呈

现。

出场前：……

出场时：……

出场后：……

让学生体会人物

刻画的方法，培养

学生比较、分析、

归纳的能力，培养

学生以发展的观

点来看待事物、人

物的发展变化，得

到“动态美”。

提示学生从不同人物

之间描写的比较进行

横向剖析

学生通过比较分析贾

宝玉和王熙凤的相同

和不相同的出场，完

成对贾宝玉这一人物

形象的丰满填充，以

表格的形式呈现。

相同行为：不同点及

不同原因

相同迎人方式：不同

点及不同原因

相同进门方式：不同

点及不同的原因

相同的见面人物黛玉

的不同感受

同样锦绣的服饰：不

同的对服饰的态度

第一次见到黛玉时的

不同态度：……

让学生学会多角

度看待问题，培养

其能用全面的眼

光分析、解决事务

的能力，得到“发

展美”。学会采纳

不同人的观点来

参与社会事务讨

论的能力，得到

“整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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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赏 品

评

多媒体衔接影视片

断：《熙凤出场》和《宝

黛初会》。

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

让学生更直观地体会

二人的不同性格，从

而明晰、巩固贾宝玉

的鲜明人物形象。

让学生有对“动态

美”“发展美”“整

体美”艺术体验

讨 论 探

究

展示贾宝玉评词，引

导学生探究作者的内

心世界和创作意图。

比较《西江月》词对

贾宝玉的评论和《枉

凝眉》对宝玉的描述，

通过二者的分析，形

成对宝玉的个性化解

读，挖掘其艺术魅力

的根源，由文及人，

体悟作者创作这一人

物形象的良苦用心。

培养学生对文本

—作者—社会三

者之间的整合能

力，提升其看待问

题的深度，体验经

典文学“深刻之

美”。

归 纳 总

结

引导学生总结归纳文

学鉴赏的方法——比

较阅读法。

学生回顾总结并举例

说明比较阅读法在本

文中其它地方及其它

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通过对文学作品

美的鉴赏和领悟，

将之内化为自身

素养，从而真正内

外兼修。

九、板书设计

（一）文本阅读：

出场前：（横向比较）

王夫人眼中的宝玉：

林母眼中的宝玉：

众人眼中的宝玉：

黛玉最初印象中的宝玉：

出场时：（横向和纵向比较）

相同行为：迟到 不同原因

相同迎人方式: 先声夺人 不同点及不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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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进门方式： 不同点及不同的原因

相同的见面人物：黛玉的不同感受

见面后：（横向比较）

黛玉眼里的宝玉：

黛玉的印象改变：

（二）方法明确：比较阅读法

（三）拓展延伸:

比较《西江月》词对贾宝玉的评论和《枉凝眉》对宝玉的描述，挖掘人物形

象塑造在小说中的深层意义。

十、作业布置

（1）找出文中其他可以运用比较阅读的地方，进行文本的细致研读。

（2）在同一文体或不同文体中进行比较阅读，将领悟到的文学之美内化成

自身的语言美、行动美，并在同学之间相互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