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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小说教学要深入领会作品的内涵，并指出其可以帮助语文教育达成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双重职能。中国古典小说不仅被视为一种反映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形式，而且其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

伦理道德理念，体现着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些独特的艺术特征对于提高学生的思维素养

和审美品位，以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理解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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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requires that the novel teaching should deeply under-
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ks, and points out that it can help Chinese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dual functions of humanity and tools.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are not only regarded as an art form 
reflec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but also contain the ethical and moral concep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mbody the “humanism” thought in Chinese culture. These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is-
tics are of great valu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and aesthetic taste, as well as realiz-
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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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典小说不等同于古代小说，它是一种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文学艺术的价值、

思想深度和历史意义。古典小说通常涵盖了社会和人类的重要议题和价值观，如道德、人性、爱情、友

谊、权利、信仰等，这些作品以其深刻的洞见和细腻的叙述，不仅能为学生提供对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

传统的理解，还能为学生提供对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深刻洞察。因此，古典小说一直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2. 高中语文中国古典小说类文本的选文现状与选编特点 

2.1. 选文现状 

在统编语文教材中，共选入古诗文 67 篇，占课文总数(136 篇/首)的 49.3%，《短歌行》《归园田居》

《声声慢·寻寻觅觅》《静女》均被选用，另外教材设计了 4 个独立的“古诗词诵读”板块和 2 个整本

书阅读单元。在古典小说的选用方面，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把《红楼梦》编写进了必修下的“整本书阅读”

单元，并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以及蒲松龄的《促织》作为节选教学，相较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编

的《林黛玉进贾府》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统编教材编写组继续甚至更加肯定了古典小说的教学价值。 
虽然高中语文在统编必修中仅选用了三篇古典小说作为教学内容，但在人教版选修中却选用较多。

选修教材有 16 本，其文章内容分为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和文化论著研

读五个系列，古典小说部分就主要收入在其中的《中国小说欣赏》一册，包括《曹操献刀》(节选自《三

国演义》)、《李逵负荆》(节选自《水浒传》)、《孙悟空大战红孩儿》(节选自《西游记》)、《香玉》《王

六郎》(节选自《聊斋志异》)、《玉堂春》(节选自“三言”之一《警世通言》)、《情真意切释猜嫌》(节
选自《红楼梦》)、《匡超人》(节选自《儒林外史》)、《兄弟逾墙》(节选自《官场现形记》)。仔细分析

这些选文，可以发现高中语文教材在收入古典小说方面所呈现的特点。 

2.2. 选文特点 

2.2.1. 种类丰富多样 
从统编版必修 3 篇选文和人教版选修 9 篇选文可以看出，教材中收入的古典小说题材范围甚广，有

人情世态小说和历史英雄小说，也有神魔小说和官场讽刺小说。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外，还涉

及了“谈鬼说神寄幽怀”的《聊斋志异》、代表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高峰的《儒林外史》以及经典谴责小

说《官场现形记》和白话小说“三言”。这些情节蜿蜒曲折、文笔优美精炼、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

向读者展示了琐屑平凡的市井生活、缠绵悱恻的纯真爱情，以及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劳动人民的反抗

斗争和英雄好汉的侠行义举，它们能使学生多方面地了解中国古典小说，了解那个特定时期各个阶段、

阶层的社会心理及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到古代人民的心灵世界和道德情操，从而“加强理性思考，增进

对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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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创作年代集中 
在这 12 篇选文中可以看出这些小说均选自明清小说，因为这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因为在

古典小说中明清小说的艺术成就最高。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萌芽，市民阶层开始兴起，这使得作家们

的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明清小说中出现了以往任何一

个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自主意识大大增强，呼唤个性解放。因此，作为中国传统的、饱

含着古代文人思想情怀的一种文学样式，明清小说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而在高中语文教材的多次改革

中，明清小说一直是教材选用小说的重点，足以见明清古典小说的价值与地位。 

2.2.3. 语言风格个性通俗 
古典小说的语言具有典型性，明清时期的小说受社会及作者影响，会出现较多俚语、方言等通俗的

语言表达，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水浒传》语言的个性化、通俗化。《水浒传》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避

免了过于繁复的文辞和词藻。它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和民间语言，使得对话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

通过这种语言风格，学生可以轻松理解和接受小说中的故事情情节。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各有特点。绝

大多数语言，既符合人物身份，又能侧面体现人物的性格。柴进、李逵先后与宋江见面，两人不同的语

言表现了各自的性格特点。柴大官人见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称道：“端的想杀柴进!天幸今日甚风吹得

到此，大感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第二十二回)李逵看着宋江对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
(第三十八回) 这两人的语言，固然共同表露了他们对宋江的仰慕之情，但柴进是贵公子，李逵是鲁莽汉

子，因此他们的语言风格便不尽相同。 

2.2.4. 原著以长篇小说为主 
在统编必修教材和人教选修教材中，古典小说共有 11 篇节选和 1 个《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在这些

收录选文中，大部分原著都是白话长篇小说，仅有《聊斋志异》和“三言”是短篇小说集，其中《聊斋志

异》收录短篇文言小说 491 篇(2022 年中华书局版)，“三言”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

言》共 120 篇白话短篇小说，整本书的篇幅都很长。另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

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六部古典小说都是章回体小说，章回在 56 至 120 之间，字数范围在 40
万到 100 万之间不等[1]。高中生在有限的课外时间阅读这些章回字数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的文学作品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学习这些内容时，教师要帮助学生熟悉作品，通晓上下文，理清故事

线索和情节，在学生对原著具有整体感知中回到选文的故事情境进行学习。 

3. 高中语文中国古典小说选文理论基础 

3.1.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一部文本的意义是读者个人的“产物”或“创造物”，强调读者在文本解读

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主张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生成的[2]。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通过个人经验、情感和理解来解读古典小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性思维。通过讨论和写作活动，

学生可以分享他们对文本的不同理解，促进多元视角的交流，从而深化对小说主题、角色和情节的理解。

这种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帮助他们在文本与自身生

活之间建立联系。 

3.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由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人提出，它认为学习者不是通过直接的知识传播过程从而

被动地感知来获得知识和理解，而是通过经验和社会话语，将新信息与已有知识相结合，建构新的理解

和知识[3]。在古典小说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情境学习活动，例如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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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学习和理解小说内容。通过小组讨论、项目研究等方式，学生可以共同探索小说中

的主题、人物关系等，促进知识的社会建构。 

3.3. 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理论是源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其核心概念“互文性”是指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

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4]。在古典小说教学中，教师可运用该理论，

引导学生发现不同古典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如《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

有诸多相似与关联之处，通过对比阅读，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古典小说的创作规律和文化内涵，拓宽文

学视野，提升对古典小说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4. 高中古典小说专题学习的价值与必要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出“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

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可见，通过高中语文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得到有效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由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

理解这四个方面构成，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教材编者将古典小说录入高中语文教材，希望通过古

典小说的学习，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素养。 

4.1. 古典小说的语言价值 

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把文言、白话等传统书面语言和通俗生活口语结合在一起，使得语言风

格丰富多彩。如《水浒传》的语言风格是通俗而生动，明快而色彩强烈的。李逵的语言几乎都是通俗的

生活语言，就反映出他粗鲁憨直、纯真浑厚的个性特征。而写林冲的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林冲气极，赶

到后“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官高衙内，先自手软”，只得“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这两句人物动作

的描写把林冲愤怒至极而又必须强忍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教师要抓住古典小说对人物个性鲜明

的语言描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提高写作能力，而且可以激发学生想象，挖掘文本丰富

内涵，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如教学《林黛玉进贾府》，可以采用师生合作对话的方式，借由王熙凤和林

黛玉的初见对话，分析王熙凤张扬泼辣和林黛玉机敏小心的性格，通过反复感受揣摩人物语言来体会人

物形象，品味人物个性。 

4.2. 古典小说的思维价值 

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这些充满历史气息和人文精神的优

秀古典作品经过历史与社会的沉淀，蕴藏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深不可测，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性思维具有重要价值。《三国演义》的传统视角多聚焦于英雄谋略，但从批判性思维出发，学生可思考

战争背后的民生疾苦，质疑“拥刘反曹”倾向的合理性。不同人物的抉择动机、道德困境等都为学生提

供了思辨土壤，促使他们突破固有认知，形成独立思考能力，不盲目跟从传统解读，敢于提出新颖观点。

此外，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写实主义描绘了人们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对当时腐败的政

治、黑暗的科举、虚伪的礼教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因此学生在学习《匡超人》时，不能仅仅看到

匡超人毫无廉耻、虚伪狡诈的一面，还要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思索清朝百姓精神贫瘠的原因，从

而体会到小说深层次的讽刺意味。匡超人是本性如此吗？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的蜕变呢？造成这种悲剧

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匡超人的人物形象是复杂的，教师要引导学生，拓展学生思维，打开学生思路，把

思维跳出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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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 

小说是以创造人物形象为主要手段和主要任务的一种文学形式，因此古典小说的审美特征是主要集

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5]。而小说在描写人物时特别注重以形传神，在《三国演义》的温酒斩华雄一节

中，作者分别对华雄和关羽的外形进行了描写，进行前后对比，通过外形来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情气质。

华雄“其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而关羽“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

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两人都是“身长九尺”，但因描写不同，关羽就显得英俊威武，而华雄

就显出一种猥琐的形态。小说通过这种不同的人物描写，不仅表现了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

而且也表现了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一种思想感情。古典小说除了上述的形象美以外，还充满了语言美、

情节美等，学生可以在这种感受美、鉴赏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4.4. 古典小说的文化价值 

古典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涵盖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民俗等信息，体现出跨文化

交际的作用。首先，古典小说承担着文化载体功能，《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百科

全书，其中涉及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书法尺牍、灯谜联额、曲艺杂技、酒令笑话、禽畜花木、园林建

造、服饰摆设、医药养生、饮食起居等，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仿若穿越时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优秀传

统文化。其次，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文化共性。尽管各国文学风格迥异，但在人物塑造、情节架构等方面

存在共性。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叙事手法，如《水浒传》里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与西方文学作

品中的伏笔设置异曲同工。学生学习古典小说技巧，能举一反三，在接触外国文学时更易洞悉其创作精

髓，以文学为桥梁，跨越文化隔阂，更好地进行情感体验。 

5. 古典白话小说教学过程设计—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古典小说课堂教学对学生的精神领域起着熏陶感染的作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会由于各种局

限，使得古典小说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岳国忠总结了古典小说教学面临三大不足，一是教学意识薄弱，

教师和学生对于古典小说的教学并没有引起重视，二是教学过程模式化，教学方法单一[6]。三是教学效

果差，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角度狭隘。接下来，以高中古典小说重点篇目之一《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尝试做一个切实可行的教案参考。 
《水浒传》并不是一个英雄主义框架的理想世界，梁山好汉们生活在真实的市井人群之中，承受真

实的生活之痛，而随着一个个悲剧纷至沓来而又壮烈地呈现，学生们可以去寻找和共情那些千百年来不

变的人性光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作为部编版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课文，学生在学习时要注重其反

映的社会生活，描摹的人情世态，表达对人生的思索。通过对这篇选文的文本细读，能够使学生更加深

入地了解大名鼎鼎的豹子头林冲，认识施耐庵笔下那个封建腐朽的社会。 

5.1. 教学目标 

1) 自主朗读，概括故事情节，理清文章脉络。 
2) 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分析林冲性格特点，探究林冲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了解小说“官

逼民反”的主题。 
3) 鉴赏文章的描写方法，体会环境描写渲染气氛的作用，学会鉴赏景物描写。 
4) 理解本文的社会意义，激发学生阅读古典小说的兴趣。 

5.2.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领会“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理解随着情节展开人物性格发生转变的写法；了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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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的作用。 
教学难点：把握林冲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 

5.3. 教学方法 

1) 自主阅读，理清脉络； 
2) 合作交流，探究主人公的性格变化； 
3) 师生对话，领会文章主旨； 
4) 多媒体辅助教学，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5.4. 教学过程 

5.4.1. 前情导入 
大家或许听过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他们的作风，但梁山好汉们也会有遭人

诬陷、有苦难言的时候。我们看林冲其人，原东京 80 万禁军教头，承其父业，出身武官世家，家有贤妻，

琴瑟和鸣。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叛上梁山，落草为寇呢？只因其上司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了其妻，

因此被设计陷害，刺配沧州。路上，押送公人又收贿赂试图多次杀害林冲，林冲在野猪林被鲁智深救下，

终于到了沧州。但林冲的传奇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便学习决定林冲人生道路一件大事——“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 

5.4.2. 整体感知，理清情节 
1) “情节的发展史就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我们要想了解林冲的人物形象，首先就要了解故事情

节，现在有哪位同学想尝试梳理一下故事脉络？ 
明确：小说的故事情节离不开人物的参与，我们可以从人物的出场顺序以及林冲的人物活动来串联

文章。沧州遇旧——买刀寻敌——守草料场——雪地复仇。 
2) 我们在读文章时可以发现这四部分情节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起伏的，请同学们小组讨论，绘

制一条情节曲线。 
明确：课文开始是林冲巧遇李小二，插入一段两人相识过往，交代事情原委，此时情节发展波澜不

起。当李小二告知林冲陆虞侯到来，“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

后巷，一地里去寻。”矛盾冲突一下跃起，仿佛下一刻就要爆发一场冲突。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又写道

“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矛盾冲突起而又伏。接下来林冲去看守草料场，其

中的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营造出一种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最后，草料场的一把火，也烧起了林冲心

头的怒火，他挺起花枪，冲出庙门，毫不犹豫地杀敌复仇，至此，故事迎来高潮。 
随着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我们也可以看到林冲的心理变化过程。沧州遇旧是“忍”，买刀寻敌是

“不忍”，守草料场是“忍”，雪地复仇是“不忍”，林冲的性格经过一系列事变，也由委曲求全、忍辱

负重转变为了坚定不屈、奋起反抗。 

5.4.3. 精读课文，研讨总结 
1)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整个事件中，林冲的情绪一直处于“忍”与“不忍”的转变中，接下来我们请

同学们分成男女两组，分别找出林冲“忍”与“不忍”的具体表现，并由此分析林冲的性格特点，然后两

组分别选出两位代表进行发言。 
引导：对于林冲“忍”与“不忍”的情绪转变，可以引导学生从概括的四个部分中分别寻找，通过描

写方法分析人物形象。 
2) 课文是怎么描写林冲的“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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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沧州遇旧——语言描写 
第一部分除了说明林冲是李小二故交的恩人外，还交代了林冲来此的原因，说“我因恶了高太尉，

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其中的“恶”和“高太尉”，再联想林冲前八十万禁军教头的

身份与他扶危济困救济李小二的侠义精神，不难让人猜到他是受诬陷发配到此。此段，我们可以得出林

冲善良安分、严守等级秩序、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 
② 买刀寻敌——动作、心理描写 
林冲在一听闻仇人来了沧州城后，也心下愤然，买了刀欲报仇雪恨，但“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

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这说明或许林冲在寻仇人不得后，也想过就此委曲求全，得过且过。 
③ 守草料场——细节、环境描写 
在写林冲守草料场时，有一段细节描写十分生动，是说由于茫茫大雪，林冲在漏顶的草屋里被朔风

吹得身上寒冷，于是出门去买酒喝。在林冲出门前，他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说他“将火炭盖了，取毡笠

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 
林冲买到酒后是又一段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说“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

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怀

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这段关于“买酒”

的描写，生活气息浓重，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了林冲收拾屋子出门打酒的各个细节，似乎有一种长期低落

后的上扬感，但又酝酿着一种未来的危机。在这里，可以看出林冲谨慎小心，而又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林冲守草料场的片段中，一直穿插着对环境的描写。林冲刚进草料场，便写“正

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大雪下的正

紧”；当林冲出门买酒时，又写“那雪正下得紧”；当林冲买完酒，又写“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反

复出现一个“紧”字，既表现了天气的恶劣，还能渲染出事发之前的紧张气氛，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感

觉。 
总结：林冲本是事业和家庭双丰收的好男人，因被人陷害流放到牢城，但他没有放弃希望，并且还

在牢城里得到了一份新工作，似乎另一种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作者通过细节

描写进行铺垫，以至于读者都忘了背地里还有陆谦等恶人在蠢蠢欲动，林冲的生活真的变好了吗？读过

课文，我们都知道现实并没有如此发展。 
3) 那么，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课文是如何表现林冲的“不忍”的？ 
① 买刀寻敌——动作、心理描写 
当林冲得知他的昔日好友、今日仇敌陆虞侯来到沧州城后，“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

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这里说明，林冲的内心并不是没有怒火的，而是之前一直

压抑在心底，听闻仇人踪迹，便怒从心起，准备报仇。 
② 雪地复仇——场面描写 
之前的林冲更多是隐忍不发的状态，经草料场一场大火，也把积压在林冲心头的怒火一起燃烧了出

来。如果说之前的林冲还对明天抱有期待，现在的他经过了二次摧毁，已经彻底放弃了回归社会生活的

希望，因此林冲在把三个仇人的头颅供奉给山神后，“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提着枪，只顾走。

那雪越下的猛。” 
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到山神庙一段，林冲一改之前隐忍不发的状态，将心里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出来，

手刃了仇人，得以报仇雪恨。林冲的反抗不是偶然的，有外因也有内因，一方面，草料场被烧，林冲就是

“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他以退无可退，不如奋起反抗；另一方面，林冲的仇

人陆虞侯是他的旧相识，他曾像帮助李小二一样对陆虞侯施以援手，这是林冲“义”的表现，但反观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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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侯恩将仇报、不讲义气，一再想要置林冲于死地，辜负了林冲的“义”，这是违背林冲的为人准则的，

因此林冲与他势不两立、奋起反抗。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林冲的性格从头至尾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确：林冲从委曲求全被逼到奋起反抗 
4) 合作探究，赏析结尾 
在林冲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后，故事并没有戛然而止，之后林冲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请同学们结

合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林冲的人物形象以及性格变化，分析一下结尾的写作用意。 
明确：林冲在杀人后，将葫芦中的冷酒一饮而尽，便出庙门投东而去，走了不到三五里，却遇到一

群来救火的群众。这时我们可以注意林冲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这里我们

可以看出林冲的机智聪敏。 
“那雪越下的猛”，继续“投东去了两个更次”，林冲感到很冷，便向草屋里看米囤的庄客借火烘

衣，但因庄客们不肯卖给林冲酒喝，林冲就把庄客们打跑自顾喝酒。喝了一半后，林冲提起枪，踉踉跄

跄出了门，但还是醉倒在雪地里。这一回的结局也是很有深意的，要知道林冲之前一向是隐忍平和的性

格，哪怕是被负责押运的公差欺负，他也没有反抗。如今为了几口酒，林冲就对素不相识，还好心收留

他烤火取暖的庄客大打出手，这个情节体现了林冲的心态转变。之前他不想得罪人，但麻烦却不肯放过

他。如今已经走到绝境，他便破罐子破摔，任性了一把，借此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快。林冲在打跑庄客后，

说了一句“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而这是他惟一一次自称为“老爷”，在雪地里醉倒时，也是他唯一

一次喝醉。 
5) 课堂小结 
课文中虽未写明林冲后续，但我们都知道林冲经此风神庙一事，便投了梁山，成为一百单八将之一。

但林冲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被诬陷刺配沧州的时候就上梁山呢？如果林冲以囚犯身份一直看管天王堂或

草料场，生活一直安稳下去，那他会不会上梁山呢？ 
明确：不会，因为林冲上梁山是被逼无奈，他是“官逼民反”的真实写照。高衙内当街调戏林冲妻

子，高俅白虎堂诬陷林冲，押运官人野猪林谋害林冲，一直到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都是在逼林冲，最后

林冲被逼到绝境，于是奋起反抗，杀了仇人后，被逼上梁山。林冲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善良可欺，这是一

个时代的悲剧，是当时社会的悲剧。通过林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个黑暗腐朽、“官逼民反”的社会。 

5.4.5. 课后思考，激发兴趣 
请运用环境描写写一篇关于描写季节的小练笔，不少于四百字。 

5.4.6.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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