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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闰土》文本解读

看鲁迅如何表达



初读文本，“认识鲁迅”



解读这个文本，落脚点是“认识闰土”还是“认识鲁迅”?

初读文本，“认识鲁迅”还是“认识闰土”？

聪明能干 机智勇敢 见识丰富



一、认识真实的鲁迅

“真实的鲁迅”应该是一个中国儿童必须亲近的鲁迅。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思想源泉

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些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汲取力量。每个国家

都会有这么几位家喻户晓的大师, 其精神渗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钱理群



“真实的鲁迅”应该是一个中国儿童必须亲近的鲁迅。

“真实的鲁迅”应该是一个童心灿烂、热爱儿童的鲁迅。鲁

迅热爱儿童, 理解儿童, “后起的生命, 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

完全, 因此更有价值, 更可宝贵”，他发出了“救救孩子”“完

全解放我们的孩子”的呼吁。鲁迅是永远属于儿童的!



什么样的“天”才是属于儿童的“天”？“自由的游戏、自然的回归



二、从闰土身上，认识鲁迅

童年情结是鲁迅叙事性文学作品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寄寓着鲁迅对“童年”

这一人生初始阶段应有之义的理解， 寄

寓着鲁迅对儿童天性的充分尊重和深刻

理解。



“天”是无瑕的友情



二读文本，感受表达



曹文轩教授说：“讲鲁迅，怎么能不讲

鲁迅小说的表达艺术呢？”



1.素描的笔法

作者描写闰土是以传神的轮廓勾画集中

概括了闰土性格的诸多特征，并且这样的外

貌描写留有生活经历的烙印，与后文的事件

叙述互相映衬，浑然一体。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
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
银项圈......



2.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少年闰土的语言，明显的特点是句子

短，连用了许多的动物名词，活画出小

孩子说话时绘声绘色的神气。对话文字

既简练，人物性格又活现。

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

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

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

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有色彩

有形态
有神态

有静态

有动态

有声音
有手感

有温度
有情感

3.语言富有声音和色彩

这声音和色彩无一不表达着作者感

觉上的情调，因此语言带着深厚的抒情

意味。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用力地刺去。那猹却将
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传闻”中的闰土

记忆中的闰土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
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4.人物描写有层次

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
弶捉小鸟雀的。

初见到的闰土



月夜瓜地刺猹

盼闰土—见闰土—识闰土—别闰土

5.文章结构精巧

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原文结尾： 我在朦胧中，眼前又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首尾情通意合、一脉贯底



三读文本，还本初心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

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少年闰土》让我们扪心自问：过去和现在，面对学生的一切

教育教学行为都做到“先行理解”了吗？



地上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鲁迅



三读文本，立足课堂



《少年闰土》 只是一个例子

淡化认识闰土，突出认识鲁迅（本单元主题）。鲁迅是大文豪，通

过鲁迅作品来认识鲁迅，认识鲁迅高超的写作艺术，这才是“认识鲁迅”

的核心。《少年闰土》不过是个例子，它只为我们认识鲁迅的思想和表

达艺术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引导我们去读他更多的作品。

1.立足课标看文本



2.对话“编者”解读文本2.对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