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闲谈艺术

信息化教学设计



春末闲谈

鲁迅



教学目标

l 鲁迅理解本文用闲话的方式表达出的深刻思想。

l 认识本文运用形象说理的特点，理解课文幽默
生动的语言营造的旨趣。

l 总结议论性散文的特点和欣赏方法。





背  景

 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日益高

涨，以北洋军阀政府为中心的封

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

在思想文化战线提倡“尊孔诗

经”，企图用封建思想麻痹革命

人民的斗志，维持自己摇摇欲坠

的统治。





1.作者谈及哪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细腰蜂抓青虫               我和前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法布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E君发愁 

我国圣君圣贤黄金世界的理想      特殊知识阶级 特别国情 

遗老的圣经贤传法       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      莫谈国事律 

外国的统治手段         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 

对造物主的三恨         刑天舞干戚

          



2. 这些内容是怎么串联起来的，能找出文中
的过渡语句吗？

A
思维导图

B

自然现象 社会现象 表明观点

• 细腰蜂的

• 毒针自然现象：细
腰蜂抓青虫

社会现象：统
治者作威作福
奴役百姓

结
论

统治阶级
没有细腰
蜂的毒针
那样有效
的控制术
百姓也并
非想青虫
那样毫无
反抗能力

联想

对比

统治阶级的御民术





1.课文中有哪些文字是介绍的社会现实。刑天在文中比
喻什么？

A
思维导图

B

自然现象 社会现象 表明观点

• 细腰蜂的毒针

自然现象：细
腰蜂抓青虫

社会现象：统
治者作威作福
奴役百姓

结
论

统治阶级
没有细腰
蜂的毒针
那样有效
的控制术
百姓也并
非想青虫
那样毫无
反抗能力

联想

对比

统治阶级的御民
术C

无法禁止
人们的思
想：阔人
的天下无
法太平
对人们的
反抗精神
的乐观：
刑天无头
仍有猛志。



尝试根据提供的格式概括课文主旨

主旨

       本文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作者通过

_________________这一自然现象描述，由

此联想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样的

社会现象，揭示了________________的实质，

表达了对____________________的信心。

自然现象 社会现象 表明观点

思维导图





学生漫画和表演

细腰蜂：今天天气真好！
孩子不久就要出生了，
我得给他们准备好食
物！欸，那儿一只青
虫，     肥肥的！

青  虫：啊哟，谁！蛰了
我 一下？

剧本一
我：前辈，看——青虫被蜜蜂抓走
了。
前  辈：可不是蜜蜂，那是细腰蜂。
那只青虫能被选上，是他的福气，
等着瞧，四十九天一过，青虫就
变成小细腰蜂了。《诗经》里不
是说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我：可是青虫看上去好不情愿，
一直在反抗呢。
前  辈：她是不识好歹。
我：法布尔那个夷人，居然说细
腰蜂残忍的凶手，把青虫抓去给
自己的幼蜂做食物，可恶！

蜾蠃负虫



请同学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对同学的表演点评

A演员的语言是
否与课文的形象
一致，能否表现
出课文的理性、

思辨性；

B有没有表现出
文章的趣味性

小青虫-----被治者   懵懂  后知后觉   想反抗却无法反
抗

细腰蜂-----统治者 狡猾 凶残 得意洋洋

老前辈------迂腐 甘心被奴役 

“我”-------貌似被毒害 

生动形象的中国"社会相"类型形象

形 象 化 的 说 理

鲁迅所指的“社会相”,不是社会表层
上的习俗风貌,而是社会世态的神髓,
社会某类人群的灵魂。



细腰蜂的毒针与统治者的麻痹术有什么异同？

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受害

者甘心被奴役，不反抗。

其效果不一样。

细腰蜂的目的达到了，

让青虫处于“不死不活”

的状态，成为自己子女

的食物。

治人者却不能真正控制

被治者的思想，麻痹术

不能真正奏效。

其实质都是一种精

神麻痹术，都是通

过控制受害者的中

枢神经，来供自己

奴役。



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有哪些精神控制术呢？（展示）

《孟子》：“劳心者治
人，劳力者治于人。治
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于人

《尚书》“惟辟作福，

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左传》 “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
 

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

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

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

不准集会

不许开口

丰富的知识性



不能奏效

陈涉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孙悟空黄巢01 0302



课文的有趣只是在于作者讲了一个蜾蠃捉小青虫的故事吗？听同学
朗读，品味幽默和生动的语言

反语：“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   搅坏了我们的好梦”。

故意用封建卫道士的口吻发议论，幽默中加强了讽刺议论的力度。第三节

第七节

第八节

1.找出录音中的应用反语的句子，揣摩句子的含义。

1.找出录音中的应用反语的句子，揣摩句子的含义。

有趣的叙述方式



比较本文与《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文字体会本文“闲谈”
的形象化说理的艺术特色

比较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

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

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

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

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

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

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
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
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
的事可就证实了。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
“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
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
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
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
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
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
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
屈劳神之至……。

“闲谈”实为正说，寓意深广更委婉;
更显心态的从容，展现出鲁迅先生充满智慧的斗争艺术





“闲话风”式议论性散文

闲话风也称漫笔，打破了传统散文贵族化、程式化的桎梏，选

材更加丰富，议论更为自由，是对现代白话散文的一次重大的

革新。特点有三：题材丰富       心态从容     议论自由

       首先整体了解“谈了什么”，找出作者谈到的话题，抓住文中的关

键语句理清材料之间的关系，理解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关系；

       理解作者“为什么谈”在理清材料的基础上，理解作者的目的，并

能用精炼准确的语言概括出作者的观点；

       再次能赏析“怎么谈”，应该注意议论性散文常常将抽象的理论融

入生动具体的范例解说之中的特点，重点赏析典型语句的表达效果。

闲话风

欣赏方法



议一议

我

我 答

问文中的“我”是作者本人吗？

课文既写了自然现象，又介绍
了现实的社会现象，这些材料
之间的有怎样的关系？揭示了
什么主题？

作者的写作思路是怎样的？
本文语言幽默生动，用了哪些
修辞手法？





小青虫的悲剧在于体格虽强健，却被细腰蜂的毒针
的“毒”控制了中枢神经，只能被动地成为细腰蜂的幼
虫的食物。

老前辈的悲剧在于四肢健全，却被统治者的麻痹术
的“毒”所控制了精神，自动地维护这明显不公平的社
会准则，更可悲地是还不自知，甚至已知却因为已经习
惯自己不愿意走出来，还继续把流毒延续。

 鲁迅就是要打破这样的天地间的美谈，捣碎世人的
美梦，他呼吁人们包括现在的我们要做一个思想者，
对社会问题深入地思考，不做行走的米蛀虫。



  分析身边的违反交通规则、破坏生态环
境、不讲社会公德等异常社会现象的原因，
提出治理良策。



我们的成果

预习题
作业

我们的
作品

课堂检
测成功



课后练习

结合所学鲁迅先生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根据提

供的情境，重新设计细腰蜂和青虫的故事，也可

以用漫画展示，并配上文字说明。

1.想象并描写小青虫被抓时的心理。

2.如果小青虫是刘和珍，她会如何想？如果是华老

栓他会怎么想？如果那只青虫是穿越后的你，你

有会有怎样的心理？

3.分析身边的违反交通规则、破坏生态环境、不讲

社会公德等异常社会现象的原因，提出治理良策

课后作业

想一想 写一写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