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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窦娥冤》课例研究

（附关汉卿《窦娥冤》教学设计）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褚凤

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环节。语文教学的根

本目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而阅读便是其中最基本的。学习任何

一篇课文，学生要做的首要任务便是阅读，教师则是引导学生更有效地阅读。通

过反复阅读，我们才能了解课文，进而通过挖掘课文内容信息去理解课文的思想

感情和写作特点等深层次的内容，同时，这也对提升学生的语言理解与应用、思

维的发展和提升等中职语文核心素养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而中职生普遍存在“阅读积极性不高”，“阅

读浅”的问题，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是提高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效

果的重点。

《窦娥冤》选自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语文》第三册第五单元第二十

六课，是本单元戏剧欣赏的经典篇目，上衔第二册第六单元（舞台大社会）《雷

雨》。这两篇课文，恰恰是中国古代戏剧大师关汉卿与现代杰出戏剧家曹禺的代

表剧作，都极富悲剧魅力，这一古一今的两部悲剧的构成戏剧欣赏的完整脉络，

学习这两者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下面。笔者将以

《窦娥冤》课例研究为例，将其与《雷雨》进行矛盾冲突、人物形象、艺术手法、

主题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来谈谈如何通过比较阅读的教学方法建构课堂，

来培养中职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突破学生阅读积极性不高的教学难题。

一、立足核心素养说目标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开展双边活动与文本进行对话解读的呈现，因此，教师进

行教学设计时，首先要分析的是教材和学情，并基于这两者制定教学目标。本课

《窦娥冤》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元杂剧中最富盛名的悲剧，甚至成为世界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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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悲剧。因此笔者将学习本课的重心定为品味经典作品，体味悲剧魅力，提高

悲剧审美。而戏剧的核心内容包括矛盾冲突、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和主题意义等

方面。因此，《窦娥冤》是如何通过窦娥与张驴儿、太守的矛盾冲突酿造千古奇

冤，刻画出据有孝节和反抗精神的窦娥形象，并以“三个誓愿”的形式，用浪漫

主义手法揭露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戕害，提升作品的悲剧意义。这些也自然成

为学习本篇课文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笔者授课的班级是会计 1班全班五十四人，人数较多，且以女生为主，认真、

情感细腻，有一定的感悟能力，但缺乏创新意识和多维思考的能力，需要教师的

引导和调动。且学生虽对《窦娥冤》的基础背景故事情节有一定的了解，对故事

的兴趣较浓，但对戏剧语言、表现手法的认识和理解不深，缺少戏剧鉴赏的有效

方法，需要教师的不断引导和启发。

基于以上的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再与《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相对应，

提出个性化且有效有用的教学目标，及了解戏剧，尤其是元杂剧的特点和发展；

全面理解斗的人物形象；理解“三桩誓愿”的意义，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从而

体悟其悲剧意义。在过程与方法上牢牢抓住比较阅读，从矛盾冲突、人物形象、

艺术手法、主题意义等戏剧的重要方面来进行对《雷雨》和《窦娥冤》的比较。

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与文本、作者和生活

对话的过程中提升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在比较和思考的过程中提升思辨能力和

审美鉴赏力量力，从而加强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紧扣比较阅读解过程

围绕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将以学生为主体，开展自主学习和小组

研习，牢牢抓住比较阅读，从矛盾冲突人物形象艺术手法主题意义等戏剧的重要

方面来进行对《雷雨》和《窦娥冤》的比较，既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又有助于学生对文本的深层次、多方面滴解读。

（一）承上启下，我激学生意

教师以讲述自身经历导入，创设情境，以“真是比窦娥还冤哪！”作结，从

而提出问题：窦娥是什么人？她因为什么受冤？为什么我们对“窦娥冤”如此印

象深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紧接着回顾《雷雨》的内容，同为戏剧中的悲剧，

这两者有何共性和个性，激发学生的思考，进而导入到本课的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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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对比，我知杂剧事

课前笔者设计了本课的学习任务单，在班级群上上传了一些视频和资料，引

导学生开展课前的自主学习与小组讨论。首先，请学生从形式上找出《窦娥冤》

不同于《雷雨》的地方，并搜集整理关于杂剧和关汉卿的知识。课堂上，采取小

组抢答与积分赛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预习成果，完成了了解杂剧的常识的学习任

务。

（三）分组朗读，我读杂剧本

朗读是诗词鉴赏中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环节，在具体分析文本之前，引导

学生准确有效地朗读，提高朗读能力有助于文本的理解。以小组为单位诵读，一

组轮流读一部分，轮两轮，要求读出“怨”来，读完后教师立刻点评，并加分，

让下一组有所改正，更为准确深入的体会文本的情感，提高朗读水平。

（四）冲突对比，我解窦娥冤

完成对杂剧的理解和诵读后，进入对“悲剧”的分析和解读。首先戏剧的冲

突是戏剧的核心，窦娥为何会受冤，这必然与围绕着她的矛盾冲突有关。请学生

先回顾《雷雨》的矛盾冲突，回顾教师已讲解过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的知识，

然后小组合作，以同样的方式分析《窦娥冤》的矛盾冲突，并思考：《窦娥冤》

中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什么冲突？从而得出《窦娥冤》的矛盾在于窦娥与张驴儿、

太守等人的外部冲突，而非内部冲突，窦娥本身的性格不变，为下面深入解析人

物和主题打下基础。

（五）人物对比，我判窦娥女

遭遇不公之事乃受冤，何人遭遇也影响了悲剧的效果，若是恶人遭遇不公，

观众称快之，若是好人遭遇不公，世入必扼腕长叹，那么，本文受冤的主人公是

怎样的形象呢? 又是怎样的悲剧意义呢? 由此进入第二个教学环节: 用比较

阅读分析窦娥的人物形象。先请学生自由阅读在《窦娥冤》 ，找出其中能体现

窦娥性格的语句并加以概括。然后，教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思考讨论:课文

《雷雨》塑造了鲁侍萍这一悲剧女性形象，而窦娥同为有悲剧命运的女性，与她

相比有何共性和个性之处呢？同样需找出剧本中的语句说明理由。

这两步的设计意图题是在学生能独立思考、概括出安窦娥的“孝”“节”的

基本性格特点后，能通过与《雷雨》中悲剧女性的对比感受窦娥性格中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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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依赖的“局限性”，从而突破全面解读人物形象的教学重点，为完成全面

感受悲剧审美的目标做铺垫，同时，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朗读能力和思维能力。

(六) 结局对比，我叹窦娥愿

教师请学生用一句话概括《窦娥冤》和《雷雨》 的结局，并进行比较异同。

相同之处在于这两个结局都是超现实的，是为了凸显现实的无能无力，由此引入

浪漫主义的手法介绍；不同之处在于《雷用》 的结局是荒诞的、令人唏嘘长叹

的悲剧，而《窦娥冤》中窦娥的冤情得以大白，属于悲喜剧，例如还有《梁山伯

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然后请学生思考，这不同之处说明什么?得出这

样的结局是符合当化观众审美的，同官吏每无心正法，使姓有口难言时他是作者

写作意图：关汉卿写《窦娥冤》 是为了揭露元代吏治，伸张正义，“官吏每无

心正法，使姓有口难言”；而曹禺创作《雷雨》是为了批判旧中国地主阶级的黑

暗，发人深省。自然地，主题也露出水面，继而引导学生进行主题的总结。

(七) 诵中结情，我结窦娥命

请学生集体朗读端正好、滚绣球和三愿部分，再次感受窦娥的控诉和冤情。

然后请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总结和感悟，最后教师从本课内容和戏剧鉴赏方祛说

说自己的总结：

关于悲剧，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出:“悲剧产生主要是在于与

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没有对灾难的反抗，就没有悲剧”: 鲁迅先生

曾在《论雷锋塔的倒掉》中道:“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

《窦娥冤》通过塑造窦娥勇敢善良、孝顺忠贞的人物性格，以命运坎坷、受冤被

斩的叙事，刻画出窦娥面对不公不屈不挠、呐喊反抗的形象，并以“三个誓愿”

一一实现的超现实写法，在人们心中引起震撼，唤起人们的悲哀，痛苦和同情，

体现了悲剧的感染力，无愧立于世界悲剧之林。我们通过本课的学习，不仅要学

会理解窦娥性格的闪光点、作者的批判主题，更要学会比较阅读，学会戏剧鉴赏

的方法。

三、回顾课堂实录展亮点

回顾整堂课，笔者认为最有收获的当属“人物对比，我判窦娥女”这一环节，

这个环节从自由朗读、文本概括开始，再到小组讨论，设外对比，形成了自主学

习与小组研习相结合，对比阅读的有效教学模式，立足文本本身分析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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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比较阅读，深入了解人物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将单一的文本解读转变成

了学生积极参与的全面分析，真正将语言理解和应用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

等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到了实处。下面是对这一教学片断的精彩回放：

教师:遭遇不公之事乃了一重悲，何人遭遇也影响了悲剧的效果，若是恶人

遭遇不公，观众必称快之，若是好人遭遇不公，世人必扼腕长叹，那么，本文冤

死的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呢? 请同学们先自由朗读课文，找找其中体现窦娥性格

的句子划一划，并进行初步概括。

(教师下讲台查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教师: 看同学们都找得很认真，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现在把你的成果

与你的小组分享讨论，整合成一个更好的回答，2 分钟后教师请小组代表发言。

(教师下讲台查看同学们的讨论情况，鼓励各组积极讨论，并给予指导)

学生：我们小组认为窦娥是个很善良的人。

教师: 嗯，你们是从哪些细节中发现的呢?

学生: “刀刀令”中，窦娥说:“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枉将他

气杀也么哥”，突娥不愿让婆婆担心，说明她很孝顺。

教师:你找的很好，那么你能用一个字概括她这种性格吗?

学生：善良(下面小组成员有人说“孝顺”）

教师:没事，你再找找有没有突出她这一性格的语句，然后再来判断。

学生：还有“我怕连累了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一句，也体现了她的孝，

我觉得应该用“孝顺”来概括更贴切。

教师: 是的，“孝顺”更符合这折中窦娥的形象，你说的很好。请坐。其实，

“孝”也是我国传统道德，“孝顺”也更符合关汉卿塑造人物的初衷。让我

们集体读“刀刀令”。感受窦娥的孝心。

教师: 既然我们刚刚说到了传统道德“孝”，那么，传统道德有忠孝节义，

在窦娥身上是否也有其他的体现呢?

学生: 有! 我们觉得窦娥很忠贞，她不愿意跟张驴儿成亲。

教师: 你们很细心，我们上节课说过窦娥因不愿屈服张驴儿而被陷害，这篇

节选中也有语句说明，是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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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

为妻。

教师: 是的，很好。记得我们要尽量结合文本分析，不要脱离文本，请坐。

所以，窦娥还有“忠贞”的性格特征。同学们都找的很好。我们上节课把《窦娥

冤》与《雷雨》进行了形式上和冲突上的对比，那么，人物形象上，《雷雨》也

塑造了一系列悲剧性女性，我们是否也可以进行对比呢? 老师请一位同学来简单

回顾下《雷雨》节选中出现的鲁侍萍的人物形象。

学生: 善良、勇敢，又备受欺辱和压迫，对现实充满了仇恨。

教师: 对，你对我们学过的知识掌握的很好，请坐。那么，鲁侍萍对现实有

仇恨，她有反抗吗?

学生：没有，她选择再嫁，默默地生活。

教师: 嗯，她没办法再见周朴园，那么，后来不小心她与周朴园相遇，她还

没有反抗吗?

学生: 没有……她都不敢相认。

教师:她起初确实没有相认，但一直没有相认吗?

学生: 不是，后来还是认出来了。

教师:是的，那认出来后她是选择逃跑呢，还是怎么样呢?

学生: 没有，开始跟周朴园聊天。

教师:嗯嗯，聊得如何呢? 从哪里看出来?

学生: 不太好，鲁侍萍对周朴园激动地说:“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比较激动，然后，周朴园给她支票，毫

不犹豫撕掉了。

教师: 是的，看的很仔细，请坐。鲁侍萍对现实的压迫有软弱逃避也有反抗

么，窦娥与鲁侍萍比较，有何异同?

学生: 窦娥也有反抗，她一个古代人敢于骂天骂地。

教师: 嗯嗯，你说的很直接也很对。这一点在文中哪里可以体现。

学生: 滚绣球和端正好。

教师:好的，那我们集体来读一读滚绣球和端正好，感受窦娥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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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朗读)，好的，同学们读得很响亮，但是悲愤反抗的情绪还不够。我们是否和

鲁侍萍一样曾有过软弱逃避呢?

学生: 没有，她一直都很勇敢，反抗张驴儿，反抗县令，反抗刑罚。

教师: 是的，窦娥是极富反抗精神的，所以我们再次朗读滚绣球和端正

反抗的情绪读出来。(集体朗读) 好的，同学们这一次读得情感比较强。

学生(举手): 老师，我觉得窦娥也不是非常反抗天地的，她最后不还是希望

借助天地的力量为她报仇吗?

教师: 嗯嗯，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这也是老师接下来要提的问题。

窦娥对古代崇敬的天、地大声控诉，最后她却还是立下“三个誓愿”，希望

老天能给她清白，这又说明什么呢?

学生: 还是像很多古人一样比较迷信的。

教师: 是的，你说的很好。好的，同学们都概括的很好，我们总结一下，窦

娥虽有迷信的古人固有思维局限，但极高反抗精神。那么，孝顺、忠贞、勇敢反

抗的窦娥形象与我们之前分析“冤”有何联系呢?

学生: 窦娥这么好却被冤枉，这更让我们同情。

教师:你的感受力很强，所以窦娘的形象其实有衬托突出冤情、感染读者的

作用。让我们集体朗读立誓愿部分，感受窦娥的冤情。

四、分析课堂教学勤反思

本堂课，笔者进行了比较阅读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为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培

养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首先，笔者之所以将感受悲剧魅力做为本课的教学目标是因为这篇《窦娥冤》

是学习元杂剧和悲剧的典范。通过概括人物形象和理解“三个誓愿”，引导

学生感受悲剧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经典阅读能力和审美感悟能力。

其次，笔者之所以选择“三个誓愿”作为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一方面是因

为“三个誓愿”是窦娥情感爆发的至高点，抓住这点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窦

娥的形象以及窦娘冤的根源; 另一方面，“三个誓愿”也是元杂剧常用表现手法

一一浪曼主义手法的体现，探究“三个誓愿”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理解浪漫主义

的作用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有深刻的意义。总之，通过鉴赏“三个誓愿”有助于

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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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任务，不仅要切实立足文本

解读，更要善于运用教材和教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文本

且培养学生文本比较的思维意识。

五、落实核心素养听点评

课后，笔者请学校听课老师对本堂课进行了点评。老师说: 这堂课采用比较

阅读的教学方法，抓住“杂剧悲剧”两个重点，引导分析人物形象，体味“三个

誓愿”感受悲剧魅力。并且，立足文本，在引导学生和评价反馈上做得很到位，

上课学生积极性很高，有效地完成了教师、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对学生提高语言

的理解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发现与鉴赏等核心素养能力有很大的

帮助。然而，面面俱到，却没了亮点，她建议: 本堂课可以选择一个方面更深入

地挖掘，让学生对重点的学习更加深刻。

以《窦娥冤》为例开展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研究，让笔者充分的认

识到了语文教学不仅仅是要根据教材与学情有针对性的教学，更要根据培养学生

何种能力和素养为目标进行稍高难度的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和应用能

力、思维能力等。比较阅读法无疑为培养中职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提供了一条行

之有效的

通过比较阅读，发挥学生的主体思维能力和合作能力，更多元地理解课文，

并培养课外比较阅读的意识，拓展思维能力，真正提升中职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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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同中解异，异中求同

——关汉卿《窦娥冤》教学设计

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褚凤

一、教材与学情

《窦娥冤》 选自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语文》第三册第五单元第二

十六课，是本单元戏剧欣赏的经典篇目，上衔第二册第六单元（舞台大社会），

形成清晰有层次的戏剧欣赏脉络。本课的内容是通过窦娥与张驴儿、 太守的矛

盾冲突酿造千古奇冤，刻画出具有孝节和反抗精神的窦娥形象，并以“三个誓愿”

的式，用浪漫主义手法揭露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我害。具有重要的悲剧审美意

义。学习本课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元杂剧欣赏的方法，提高悲剧的鉴贯能力，进而

养成康的审美情趣，这对培养中职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朗读能力、语言表达和运用

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签贯能力等有重要的意义。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会计 1班，全班 54 人，人数较多，且以女生为主，认

真、情感细腻，有一定的感悟能力，但缺乏创新意识和多维思考的能力，需要教

师的导和调动。且学生虽对《窦娥冤》 的基础背景、故事情节有一定的了解，

对故事的兴趣较浓，但对戏剧语言、表现手法的认识和理解不深，缺少戏剧鉴赏

的有效方法，需要教师的不断引导和启发。以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为目标，引导

学生进行比较阅读，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有助于学生在搜集、思考、

讨论的过程中，有效提高语言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

(一) 教学重点

能通过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概括“窦娥”的人物形象，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和审美签贯能力。

(二) 教学难点

能通过资料查阅和比较分析“三桩誓愿”体会浪漫主义的特点和作用，培养

学生深层次解读戏剧的思维能力。

(三) 突破重难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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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为突破，以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形成对戏剧鉴贯方

法的理解为最终目标，紧扣一个“冤”字，重点分析窦娥的人物形象和“三桩誓

愿”的意义和作用，形成了冤人一冤语一冤情的层层深入的学习链。通过比较阅

读和小组合作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与文本、作者和生活对话的过程

中提升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在比较阅读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思维能力和审美鉴

贯力，从而实现对本文重难点的突破。

三、教学目标

(一) 搜集资料，了解戏剧，尤其是元杂剧的特点和发展。

（二） 立足文本，比较赛娥与鲁侍陣，全面理解窦娥的人物形象。

(三) 诵读结尾部分，比较《窦娥冤》和《雷雨》的结局，理解“三桩誓愿”

的意义和作用，体悟悲剧意义。

四、教学方法

比较阅读法，小组合作法。

五、课时安排: 3 课时

六、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前热身 结合教学设计的

要求设计预习案

1.学生收集掌握

元杂剧的常识，尤

其是科、白、唱及

卜儿等的含义；

2.了解关汉卿的

生平事迹和相关

作品；

3.阅读《窦娥冤全

篇，整体地了解窦

娥的性格和命运；

4.回顾《雷雨》的

相关知识；

5.成立学习小组

让学生在与社会

和资料互动的过

程中，提高搜集能

力和思维能力，为

个性化解读这篇

杂剧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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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习任务单

激趣导入 1.教师以讲述日

常小事导入，创设

情境以“真是比窦

娥还冤哪！”作结，

从而提出问题：窦

娥是什么人？她

因为什么受冤？

为什么我们对“窦

娥冤”如此印象深

刻？回顾上一课，

《雷雨》的内容同

为戏剧中的悲剧，

这两者有何更共

性和个性，激发学

生的思考。

大部分学生预习

到位，能七嘴八舌

地讲出窦娥冤的

部分情节，但对窦

娥的形象和悲剧

性却支支吾吾，请

同学们带着疑问

进入本课的学习。

自身经历和疑问，

激发学生探究的

兴趣。

我知杂剧事 1. 课前，请学生从

形式上找出《窦娥

冤》不同于《雷雨》

的地方并搜集整

理关于杂剧和关

汉卿的知识。

2. 课堂上，采取小

组抢答与积分赛

的形式检验学生

的预习成果，完成

了解杂剧的常识

的学习任务

各小组抢答，答对

了加分，答错了，

不加分。按分数高

低获得不同的礼

品。

通过填空题抢答，

既对元杂剧、作者

有了充分理解，又

促进课堂答问的

主动性。

我读杂剧本 朗读是诗词鉴赏 学生课前自由朗 在具体分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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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不可少、至关

重要的环节。以小

组为单位诵读，一

组轮流读一部分，

轮两轮。要求读出

“怨”来，读完后

教师立刻点评并

加分，让下一组有

所改。

读，课堂以小组为

单位诵读，一组轮

流读一部分，要求

读出“怨”来，读

完后教师点评，下

一组根据教师建

议进行调整，更为

准确深入地体会

文本的情感，提高

朗读水平。

之前，分析朗读技

巧，提高朗读能力

有助于文本的理

解。

我解窦娥冤 戏剧的冲突是戏

剧的核心。

1. 请学生回顾《雷

雨》的矛盾冲突，

回顾教师已讲解

过的内部冲突和

外部冲突的知识

2. 小组合作，以同

样的方式分析《窦

娥冤》的矛盾冲

突，并思考：《窦

娥冤》中的矛盾冲

突主要是什么冲

突？

1. 结合《雷雨》的

回顾、课外《窦娥

冤》全篇和楔子的

阅读，学生尝试用

一句话概括《雷

雨》和《窦娥冤》

的内容和冲突；

2. 从叙事上分析

窦娥与其他人之

间的矛盾冲突，思

考这些冲突属于

何种冲突，说明了

什么？

学生在自主思考

并小组讨论的过

程中，初步理清本

课的叙事脉络，通

过对比阅读，理解

本课的矛盾冲突，

为下面深入解析

人物和主题打下

基础。

我判窦娥女 遭遇不公之事乃

受冤，人的遭遇也

影响了悲剧的效

果。那么，本文受

冤的主人公是怎

1. 学生自由阅读

《窦娥冤》，找出

其中能体现窦娥

性格的语句加以

概括。

学生能独立思考，

概括出窦娥的基

本性格特点，能通

过与《雷雨》中悲

剧女性的对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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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形象呢？又

是怎样的悲剧意

义呢？

2. 以小组为单位

思考讨论：课文

《雷雨》塑造了鲁

侍萍这一悲剧女

性形象，而窦娥同

为有悲剧命运的

女性，与他相比有

何共性和个性之

处呢？同样需找

出剧本中的语句

说明理由。

受窦娥性格中的

“反抗性”和依赖

的“局限性”，从

而突破全面解读

人物形象的教学

重点，提高学生的

概括能力、朗读能

力和思维能力。

我叹窦娥愿 1. 教师请学生用

一句话概括《窦娥

冤》和《雷雨》的

结局，并进行比较

异同。相同之处在

于这两个结局都

是超现实的，是为

了凸显现实的无

能为力，由此引入

浪漫主义的手法

介绍；不同之处在

于《雷雨》的结局

是荒诞的、令人唏

嘘长叹的悲剧，而

《窦娥冤》中窦娥

的冤情得以大白，

属于悲喜剧。

2. 请学生思考这

1. 充分诵读结尾，

充分诵读基础上

小组内讨论交流，

比较《窦娥冤》与

《雷雨》结局的异

同。

2. 独立思考后小

组讨论：这不同之

处说明什么？得

出这样的结局是

符合当代观众审

美的，同时也是作

者写作意图的结

论，继而引导学生

进行主题的总结。

学生在朗读、视频

比较、通过《窦娥

冤》和《雷雨》的

结局对比，小组讨

论，从而完成理解

“三大誓愿”及浪

漫主义的作用、体

会其悲剧意义和

主题的教学目标，

实现对教学重点

的突破，提高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审

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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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说明什

么？进而引导学

生进行主题的总

结。

我结窦娥运 1. 请学生集体朗

读端正好、滚绣球

和三愿部分，再次

感受窦娥的控诉

和冤情。

2. 请学生用自己

的话说说总结和

感悟。

3. 教师从本课内

容和戏剧鉴赏方

法说说自己的总

结。

1. 诵中体悟

请学生再次诵读

端正好、滚绣球以

及包老儿至煞尾

全部，在诵读过程

中再一次感悟和

总结。

2. 个性总结

请学生结合自主

学习、小组学习以

及课堂学习的内

容感悟，以自己的

独特体验，再次对

这篇杂剧的人物

和主题进行个性

化的解读和概括。

让学生在诵读的

过程中进一步提

升思维能力和表

达能力，实现对教

学难点的突破。

七、板书与作业。

（一）板书 《窦娥冤》关汉卿

以事述悲

唱云科 以人衬悲 苦

孝

杂剧 悲剧 节

反

浪漫主义 以愿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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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

1. 完成有关杂剧、文本的巩固测试卷

2. 写作：结合文本在不脱离人物性格的前提下，请您试着改编《窦娥冤》的结

局，不少于 5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