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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中鲁迅形象及作品研究
——以部编版六年级上册鲁迅单元选篇为例

姜寒贻 郑蒙朦 华来盈

（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鲁迅的文学作品在众多现当代文学作品之中极具代表性，他用他的文字唤醒国人麻木的心，同

时，鲁迅的作品一直以来也是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对不同历史时期鲁迅作品在教材之

中的流变进行分析，并以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六年级上册鲁迅单元选篇为例，探讨教材之中的鲁迅作品

所传递的理念与教育意义，分析鲁迅作品应采取的教学策略。本文从学生与教师不同角度出发，发掘鲁迅

文学作品与小学生、小学语文教学的种种联系，基于此进一步探索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小学教育阶段的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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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含蓄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具有

重要的启蒙作用，代表着属于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在小学阶段

语文课本之中，关于鲁迅的介绍、鲁迅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

学生们在此之中品味鲁迅先生的儿童情怀、走进鲁迅作品之中

的经典人物。

一、历史流变：在流变中“不变”的经典

小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

之中，鲁迅作品在语文课本之中的变化历程是与时代背景息息

相关的。鲁迅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20世

纪20年代。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作品成为小学语

文教学的“钦定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共选入教科书有20多

篇。1956年前后，紧随着新政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规整与重塑，

鲁迅作品受到高度的关注，在那二十年之间，鲁迅是作为文学

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圣人形象在中小学生心目中呈现

的。但这一形象在文革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被逐

出了中小学语文课本由于“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

后是“得到谨慎的恢复”在“‘文’的范围稍有扩大”之后。改革开

放之后，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各

种版本教科书的主要入选对象，在此时与先前的“圣人形象”、

“逐出课本”又有所不同。

在不同历史时期语文教材之中鲁迅作品的入选呈现着不同

的变化，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也是或

认可或怀疑的态度。持质疑态度的人们似乎都以“时代变了”来

否定鲁迅作品在如今的价值。认可且推崇鲁迅先生作品的人认

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国在实现民

族复兴的艰难而坚毅的跋涉中，虽然在“器物”和“制度”上的现

代化有显著的进展，但从人的现代性来看，“自晚清到现在，我们

还与鲁迅同处在一个‘启蒙’之中，他们认为，鲁迅作品仍然是

“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在我看来，鲁迅作品应是在流变中“不变”的经典。像文革

之中那样掺杂了时代因素的对鲁迅作品的全盘否定，以至于使

其在语文教材之中消失殆尽是不可取的；像五六十年代教科书

中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仅仅为达到特定的目的，把它作为政治的

工具和手段，将其捧向神坛，亦是不必要的。捧上神坛也好，拉

下神坛进行研究也好，鲁迅的作品终究是在历史的流变之中被

保存在了课本里，这就是对他作品意义最大的肯定。在研究之

中，人们对鲁迅思想的了解一步步透彻，他那些不朽的文字从未

过时，不会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改变，而是会通过各种不同的解读

熠熠闪光。诚然，有很多晦涩难懂的文字不适合在小学语文课

本之中呈现，但是文学大家的鲁迅形象、鲁迅笔下纯真质朴的童

年、耐人寻味的经历见闻，是适合小学阶段的学生们仔细解读

的，在小学阶段有必要去了解那样一个时代，尝试初步走进文学

大家鲁迅的字里行间。

二、作品理念：纯真质朴的儿童情怀

鲁迅先生以笔代戈，战斗了一生。手中的笔杆犹如划过灰

蒙蒙的阴暗天际的一道闪电。众人印象之中的他一直以《自题

小像》“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诠释着革命战士的英勇无畏，他

用犀利的文笔大声疾呼，大声唤醒那些沉睡的国人。然而，也有

一些文章之中的他，褪去了犀利与冷酷，寄托着美好情感，带着

纯真质朴的儿童情怀。他的儿童情怀源于亲身经历，源于家道

中落前美好而幸福的童年时光。可随着时代变迁、家族没落，忍

受了世态炎凉后那段童年回忆愈发弥足珍贵。

入选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两篇鲁迅文章（《少年闰土

（节选）》、《好的故事》）彰显着鲁迅先生针对儿童教育的“启蒙”

理念，拥有纯真质朴的浪漫色彩。鲁迅先生的文章，抛除一切，

真实袒露自我，直截地从儿童视角出发；鲁迅先生对笔下的儿童

有着真切的爱意，将儿童教育以艺术形式真正融入到作品之中。

在小说《少年闰土（节选）》中，作者特别善于抓住典型有趣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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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例来描写人物，比如“看瓜刺猹”片段的描写之中，虽然面对

的是那么狡猾、凶猛的猹，但闰土丝毫不惧怕，勇敢地刺猹，动作

熟练、果断，画面感很强，读来让人身临其境。“雪地捕鸟”之中那

细腻的笔法，“系”、“牵”、“拉”、“罩”等一系列动词细致描绘了捕

鸟的情节，用的十分传神。散文《好的故事》是鲁迅先生很难得

的一篇温柔的散文，内心孤独苦闷的作者在晚上做了一个很美

的梦：梦里有花鸟虫鱼，有蓝天白云，有红日碧水。文章用诗画

一样的语言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就都会越来越好。

这些，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不一样从鲁迅，他用充满了童真童

趣特征的语言，用儿童单纯简单的思维方式来呈现他们对这个

世界的探索和发现，流露着浓浓的稚嫩，符合儿童时期应有的语

言特点；他笔下的孩子拥有那个时期所独有的纯洁无暇，引起回

味起幸福的童年时光，产生内心的共鸣。入选小学语文教材之

中的作品不是横眉冷对，也并非高高在上，传递的是纯真质朴的

真实感受。正如《好的故事》新选入教材，意味着小学阶段鲁迅

启蒙教育有了新的提升，更鲜明地指向“回到鲁迅，回到语文，回

到儿童”的阅读目的。

严家炎在《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之中写道“鲁迅是超前的，

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20世纪，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

纪，属于未来。”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作品那么多、名家那么多，其

中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家，鲁迅一定是其中的一员，他在字里行

间传递的教育理念与启蒙思想，影响着每一个童年时捧起教科

书的孩子，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三、作品意义：点亮梦想的有效引领

鲁迅先生的文章真实地伴随了我们的成长，儿时对鲁迅先

生文章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如今通过阅读作品与课

程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了鲁迅先生，站在教育者的角度尝试提出

自己的思考：小学生们通过教材之中鲁迅先生文章的学习，通过

鲁迅单元的学习，他们真正能收获什么呢？是不是仍然只会像

当初小学阶段的我们一样“不甚理解”后满脑子只留下几个精彩

的场景片段呢？那这些作品带给小学生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相较于人教版教材，在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之中，专门设置

了鲁迅单元。在此之中，可以对鲁迅先生其人与文章有系统的

了解。在小学阶段学习鲁迅作品、了解鲁迅，是点亮梦想的有效

引领。正如部编版教材的主编温儒敏先生所说，“鲁迅对人性的

了解是最深的，读鲁迅可以让我们跳出庸常和习惯，获得思想的

动力”，他强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要读点鲁迅”，也说过“作为一

个中国人，不读鲁迅说不过去”。

但是，对尚未接触过鲁迅先生的小学生来说，事实上鲁迅先

生是一个基本陌生的客人。他的作品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上，

都明显带着时代特征，距离今天的时代已然太远。但是即便如

此，我依旧认为小学阶段是认识鲁迅的好时机，正如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论述：童年经历是潜意识最丰富的资源，童年

的记忆或事件对长大后有深远的影响。这个阶段的鲁迅教学如

果采取合理的方法，一定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烙印，为以后的思

想认识奠定根本的基础。

再者，教科书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是

编者根据相应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学生们认识鲁迅，就

是应该从一开始的轻松、童趣到后面的沉重、责任感。在鲁迅和

孩子之间，需要一座桥梁，学习鲁迅的文章，搭好这座桥，能让那

个严厉的“战士”变成学生们真正乐于亲近的大师。小学阶段的

这些作品是为了减少孩子与鲁迅先生的距离感。

小学阶段通过鲁迅笔下的文字与他人笔下的鲁迅，初识了

鲁迅，小学生们才能在未来的政治历史课本之中、必读书目之

中、初高中的语文课本之中，感受其中的逻辑与力量，走近和理

解他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来获得前行的力量。

四、教学策略：启蒙教育与多元对话

前文对于小学阶段鲁迅作品的分析是站在小学生角度对学

习意义进行的思考，认识鲁迅是有必要的，如何带领学生认识鲁

迅，亦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大大地激发学生“初识鲁迅”的兴趣，

达到此目标，教师的教学策略是重中之重。鲁迅教学成败的关

键在语文教师的素养 ，在小学阶段让同学们体会鲁迅作品的意

义与价值，感受其中的启蒙意义与引领作用，需要教师采取合适

的教学策略进行正确的引导。

过去的教师往往用“伟大的鲁迅”去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在

我看来，如今的教学需要从“真实的鲁迅”寻觅“立人”的精神。

小学阶段是“鲁迅教育的启蒙”。不要期望给学生一个完整的鲁

迅，更不能要求学生一下子就直达鲁迅的最深处，而是播下一粒

种子，认识一个新朋友——一位慈祥的鲁迅爷爷，听他细细地讲

述自己曾经拥有的“烂漫童年”，畅想着自己的美好未来图景。

在精读鲁迅单元的文章，分析课后习题、单元要素，结合课

程标准与优秀名师的教学实录、教学设计之后，我认为鲁迅单元

的教学要立足于启蒙教育与多元对话。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教材编排教学有所侧重

在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下，“鲁迅单元”由几篇文章

形成一个主题单元，都是关于鲁迅。在此之中安排了四篇课文，

前两篇为鲁迅本人所写，为精读课文；后两篇由鲁迅侄女周晔写

的回忆性散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当代诗人臧克家现代诗《有

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构成，为略读课文。独到的编排方式通

过个人、身边人、他人，不同的视角呈现鲁迅，让学生初步了解他

的文学成就、感知他的性格特点、体会他的精神境界。教师在教

学设计时应根据编排进行有所侧重的教学，从整体出发，与文本

对话。

（二）点到为止把握好教学的“度”

“鲁迅单元”作为铺垫性的学习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应立

足于学生初步了解、认识鲁迅，而不是灌输式地告知学生他是怎

样的人，空谈爱国与革命这些大概念。对难懂的课文，如《好的

故事》一文，课文之中有很多又拗口又难以理解的词句、课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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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感情理解起来也不甚容易，这些部分不做硬性要求，教学时

大可以采用让学生跳读、猜读的方式。点到为止把握好教学的

“度”，不过度解读、深入挖掘，而是以兴趣为引，为认识鲁迅打好

基础。

（三）多元对话多角度走进鲁迅其人

1.资料导读，走向鲁迅

学生可以通过阅读，从网络、书籍之中，课外搜集鲁迅童年

生活的资料。对幼年鲁迅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的了解，能很大程

度上激发“初识鲁迅”的兴趣。通过资料导读，了解到幼年鲁迅

的性格特点，走向鲁迅先生成长的环境。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适当调整教学顺序。

2.文本解读，认识鲁迅

虽然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鲁迅文章，经过了教材编者十足

的考量与筛选，已经是适合这个年龄段孩子读的篇目，但它其中

的内容也未必全是字字都读得懂。鲁迅先生含蓄内敛的表达方

式往往困扰着思想较为单纯的小学生们。在鲁迅的作品中，对

人物描写与场景刻画方面独具特色、活灵活现，教师在教学时要

注重对这些方面的讲解，引导阅读理解。

如，在《好的故事》这篇散文教学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帮

助学生和文本进行对话，从多方面对本文进行解读。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通过连续追问、问题设置、任务支架，循序渐进引导学

生解读文本。如小说《少年闰土（节选）》授课时，应结合相关小

说内容，体会其中语言的丰富性；透过闰土形象，体会鲁迅语言

的深刻性，着重分析鲁迅先生对情景的刻画。适时引导学生们

走进情境之中、联系生活实际感受，可以跨越时代的鸿沟品读出

新的味道。鲁迅看似表达追忆童年日子的字里行间，其实默默

透露出了现在每个孩子的心声。虽然这心声六年级的学生尚且

说不出、道不明，但也在心里埋下了小小的种子。

3.课外拓展，亲近鲁迅

学习完鲁迅单元，其实才是一个启程。真正亲近鲁迅要通

过丰富多样的拓展与课外积累。对“鲁迅单元”的学习，一方面，

借助部编版语文书中现有课文构建初步知识；另一方面，是学生

走出课本、走出课堂的进一步扩展。教师可以推荐诸如《故乡》

《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把握学生们阅读学习关键期，让单元

课文学习之后萌发的对鲁迅的兴趣进一步延伸至课文之外，进

而加深同学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了解。除此之外，也可以从学

生的视角出发，采取学生们喜爱的方式，让课本“活起来”。将课

文精彩片段改编成一个小小情景剧，进行展示，情景再现；借助

绍兴地区优势，前往鲁迅博物馆、鲁迅故居等地参观，从而更加

深入地了解鲁迅。在趣味性演绎之中，在面对面的拜访之中，获

得共鸣，亲近鲁迅。

鲁迅作品作为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出色的代表，在小学语文

教材之中是流变中“不变”的经典，拥有着纯真质朴的儿童情怀

与启蒙教育色彩。在小学阶段了解鲁迅先生、阅读鲁迅作品，对

学生来说是点亮梦想的有效引领，有利于感受其中的启蒙意义

与引领作用；在小学阶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鲁迅及其作品，需要

教师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让学生们真正走向鲁迅、认识鲁迅、亲

近鲁迅，为学生们未来进一步了解鲁迅精神乃至现当代文学作

品的魅力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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