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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英雄人物的教学路径及意义
李敏芳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英雄人物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整体阅读英雄事迹，加强对英雄形象的多元解读，在教学活动中体悟更真实的英

雄形象，体会丰富的精神内涵，多元解读英雄形象，挖掘教材中英雄题材的语文教育价值，旨在提升学生的审美价值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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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出现很多英雄人物，展现的是社

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其中，涉及英雄人物形象的作品有 27 篇，其

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涉及古今中外，有男女英雄；既有个人英雄，

也有群体英雄；既有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真实形象，又有理想

状态中的虚构形象。英雄，代表着一种理想生命形式的存在，是

崇高与伟大的象征。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就是们的榜样，是推

动社会历史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在语文教学中，英雄人物的教

学是重点的关注对象，引导学生学习和成长。因此，在学习英雄

人物的文章中，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教学路径。

一、整体感知英雄，加强对英雄形象的多元解读

初中的学生可能对英雄的素材还积累得比较少，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对英雄形象还没有产生兴趣，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得

比较少。教材中出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他们有的时代不同、国别

不同、性别不同等，均给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英雄韵味。作为教师，

在阅读中就要引导学生去阅读、去感受。英雄人物会带给学生很

多正能量的情感，要积极引导。学生了解英雄人物的重要途径就

是阅读，阅读有关英雄方面的书籍，观看英雄方面的影视，通过

各种途径去了解更多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在初中阶段，学生们的

课外阅读可能还比较少，而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又出现了很多

关于英雄人物的文章，这些英雄人物都是比较典型的，并且也是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而处在初中阶段的学生，通过这样的一个正

面阅读，从主观情感上会受到很多积极影响，也可以有效消解崇

拜英雄的困惑，了解英雄人物形象的饱满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向学生传播这样的正能量人物，让英雄形象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用不同的阅读方法与教学方法加以引导，让英雄形象的内容解读

得到丰富的阐释。

在快速发展的今天，对教材中出现的英雄形象也有了多元的

解读，当代性解读和多元解读，是我们今天在学习中要重点关注的。

在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中也要求学生在欣赏文学作品时，结合自己

的领悟去抒发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知

以及启示。在学习英雄人物文章时，阅读英雄文章，分析英雄形象，

要立足于文本，同时要关注作品的多义性，有创造性地对文本进

行多元解读，构建文本意义，从而达到课标的要求。

比如对巾帼英雄花木兰的解读中，一方面她是替父从军，

体现的是孝顺这一传统美德以及保家卫国的英勇与无畏。一个

平常老百姓，普通人家的女儿，在“可汗大点兵”之时，决定

替父从军。在持久的沙场上，如同男人一般征战沙场，立下赫

赫战功，胜利归来。这是英勇无畏的巾帼英雄。但在另一方面，

花木兰也有女性柔情的一面。“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

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等，表达了木兰在艰难的军旅生活中，也在思念自己的亲人，

思念家乡，这对于一个姑娘家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

但木兰坚持下来了，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在行军凯旋时，得

到可汗的奖赏，木兰却不用尚书郎，表示只要回到家乡就行。

这表现出木兰的质朴和不追求功名利禄的精神。“当窗理云鬓，

对镜贴花黄”，看得出木兰还是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花

木兰是英雄，是平民少女，有男儿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美丽。

她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

英雄也是平凡人，英雄的形象也是多元的，在阅读学习中对

这样的一个任务形象作一个全面的解读与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

和把握这个任务形象，也才能更深入体会英雄人物散发出来的魅

力。具备这样的解读意识，会拓宽我们的阅读视野。语文课程要

面向现代化，适应时代发展，体现现代意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深入感悟英雄命运

英雄的形象是多元的，我们学习的方式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组织多样的活动去呈现英雄形象，去深入感知英雄人物的轨迹。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让学生深入参与

其中，通过多种方式重新叙述英雄故事，再现英雄形象。

杜威“经验”理论视角下看深度学习的发生，这是“教”与“学”

相统一的活动，是教师有计划、有组织地“教”和学生高水平地“学”

相互促进的活动。教师在组织学习英雄人物的活动时，也是让学

生在现有的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组织地给予指导的过程，是有

目的地将人类经验转化为学生个体经验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

充分利用课内或者课外组织活动，让学生从不同的情境当中去感

受英雄人生。比如，在课前五分钟可以开展英雄主题演讲，学生

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英雄人物，尽可能地还原英雄人物形象。这样

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英雄人物中的许多困惑。指导学生去阅

读整理英雄人物的资料，讲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培养学生的语

感，讲出富有感染力的的英雄事迹，对英雄人物进行个性化解读。

此外，教师与学生对该演讲进行点评，在交流中进行思想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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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师生互动。

在课堂外，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到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进

行参观学习，进行场馆教育，实地参观，真实地感受，让学生获

得更直接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将这种

兴趣转移到课堂之中。博物馆、纪念馆里有更多英雄人物的事迹

宣讲，特别是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等。学生在这样的真实的情境

和丰富的互动中，更能体会英雄人生，了解其一生的光辉时刻，

激发学习兴趣，从博物馆的经历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是在学

校教育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不同的，与在教科书上认识的英雄人物

或许也有不同方面的认识。课内外结合学习，从不同的方面去了

解英雄人物，对于初中生来说，更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以及适合

他们的心理发展、接受能力。这也是酿造一种真实是情境去践行

英雄精神。

三、书写笔下英雄，传承英雄精神

何谓“英雄”？《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1）才能

勇武过人的人。（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

令人钦佩的人。”英雄本身就带给我们很多的价值与意义，是推

动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把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向更高点，

也是激励着民族素质的完善。学生在学习英雄事迹之后，还要引

导他们往笔尖上书写，以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落实到我们的生

活实处。这也是在语文教学中，有必要开展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

去引导学生积累、学习英雄精神素材的原因，在积累素材的基础上，

要学以致用，在写作中展现出来，书写自己心中的英雄，也是他

们学习的榜样。结合生活实际，联想英雄精神，或许对英雄精神

会有另外一番见解。

引导学生下笔书写英雄，这是让英雄精神血液流入到他们内

心的更深处。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描述英雄，或许就在

我们身边吧。这样呈现英雄的方式多样化了，对英雄的理解加深了，

也就达到了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了。

阅读和写作课，都可以融入英雄的学习，把学习到的英雄精

神运用到实处，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初中生的作文写作还是以

记叙文为主，当学生在脑子里积累了很多的英雄的素材，他们对

英雄的形象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叙写自己内心的英雄。看

到的英雄写到本子上，这其实也是在书写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学

生将会从一个人看到社会的一类人，他们或是平静的坚守，或是

豪壮的英雄，亦或是既能享受荣誉同样能耐得住寂寞的英雄。在

学生的笔下都会呈现他们心中独特的英雄，以英雄为榜样，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中落实，践行英雄精神。

四、学习英雄人物的语文教育价值

注重英雄人物的教育，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就是因为语文教

材承担重要的任务，作为语文科目学习的载体，其中的选文应该

具有开发学生智力、完善学生品德、培养学生审美的功能。而英

雄人物形象作为教材中一种重要的人物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语

文教育价值。

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处在特殊的成长时期，他们的发展方

向也是有很多种可能的，有的中学生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会拥

有积极向上的正面思想，而有的却逐渐坠入消极负面的深渊。因

此在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学生人格方面的要求中，明确指出，

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学生“完善自我人格”以及“提

升人生境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个体的行为能够由

观察习得，被观察的对象称为“榜样”或者“示范者”，这一类

的榜样可以是真实的个体，同时“也不限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个

体人类”，个体通过观察并模仿榜样行为，形成自身独特的行为

模式。

此外，中学语文教材中英雄形象的美育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

美方面，社会主要包括生产劳动的美、革命斗争的美、科学实验

的美以及优良传统文化的美。美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进行

审美教育必须以具体的人物事迹作为载体，英雄形象便具有很高

的美育意义，能够办好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并且创造美。与之

相辅相成的是，教材出现的人物形象的身份职业多样化，体现了

各种类型的美：比如惩恶扬善的英雄杨志；推动时代发展的科学

家的居里夫人；提高人们思想境界敢于说真话的鲁迅先生；展现

情感美的牧羊人艾力泽·布菲，几十年如一日的植树造林，拯救

了地球，美化了自然；用知识保护国家的邓稼先等。这些英雄人

物形象身上的精神品质，就是学生认识美、发现美的资源。在长

期的学习之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进而也会有创造美的

冲动。

英雄人物自身承载的社会意义巨大，有着经久不息的魅力，

是人们一直热衷于探讨的对象。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英雄人

物对学生人格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挖掘英雄人物身上的

耀眼的精神，能够让学生在积极的审美体验中感受英雄人物形象

的精神品质，挖掘出更大的语文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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