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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 阅读教程

文/深圳市宝安区新湖中学 席晓影

一、教学目标

1． 阅读 《威尼斯商人》 （全） 剧

本。
2． 通过读剧、编剧、演剧、小组

辩论、批注交流等方式探究作品主题及

人物性格。

3． 鼓励学生多种形式写作。（含自

由批注、改编剧本、写独白、分析写

作、书信、新闻报道等）

4． 了解在语文考试中名著阅读的特

定内容和技巧。（至少有一次测试评估）

5．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拓展阅读

莎士比亚剧作或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集》，了解莎士比亚生平、作品及创作

背景。

二、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活、生命的理解体悟，反映她对于生命

的珍惜、从容、平静、满足的人生态

度。正如她所说，生活和生命的分野也

许就在这里罢，前者只是一种我们经历

过的无法逃避的，在有一天终于都会过

去的分分秒秒，而后者却是我们执着

地、不断想要珍惜地记起来的那些人和

事的总和。
主要篇目：《中年的心情》《夏天的日

记》《谜题》《黄粱梦》《两种时刻》《写给幸

福》《生命的滋味》等。
展示形式：自由批注和读书感悟分

享交流。
小组总结：不断地充实自己，锻炼

自己，告诉自己：要了解世间美丽与珍

奇的无限，要安静，要知足，要从容，

要不后悔我所有的抉择，所有的分离和

割舍。因此，对现在的时刻就要越发地

珍惜起来。所有被匆忙地抛在后面的日

子，对于它们，我是再也无能为力了。
可是，对那些即将要来临的，对眼前的

这一个时刻，我还来得及把握，还可以

用我的全心与全力来等待、企盼与经营。
第 6－7 周 拓展阅读。
1． 比较阅读三毛、张晓风、林清

玄的作品。
比较阅读要点：

①三毛与席慕容———女性作家，经

历相似，游学欧洲，文笔细腻。
推荐阅读《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

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等。
②张晓风与席慕容———家庭生活，

细腻的亲情与爱情。

推荐阅读《张晓风散文精选》（长江

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
③林清玄与席慕容———关于生活的

哲思。
推荐阅读《林清玄散文精选》（长江

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林清玄散

文自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版）。
2． 任选以上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

进行比较阅读，撰写阅读报告。（可自行

上网查阅资料，阅读报告不限格式）

3． 阅读报告分享交流。

四、教学成果

PPT、批注、读后感、比较阅读报告。

五、评价建议

1． 过程性评价：读书活动全员参

与，每个活动环节都进行小组展示，由

学生自行发挥，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

PPT、短剧表演、美文朗诵、写作分

享、歌曲欣赏、小游戏、读后感悟。
2． 结论性评价：拓展阅读后，撰

写比较阅读报告。

六、教学反思

散文阅读是九年级学生新接触的文

体形式，虽然说在平时他们也或多或少

接触过，但是真正大篇幅、有目的性地

接触散文，还是在九年级的语文学习

中，所以笔者选择席慕容的《槭树下的

家》这部作品。应该说这部作品主题相

对简单，易于把握，笔触细腻，情感丰

富，非常适合九年级刚刚接触散文的学

生。
这一次的读书会活动笔者主要采取

了泛读和精读两个部分，泛读主要是让

学生从宏观上对席慕容的散文主题有全

面的了解和认识，精读则主要针对这部

作品中较为经典或者内涵较为深刻的作

品，让学生从微观层面对席慕容的思想

意识有透彻的体会，从而在“面”和

“点”上全方位地解读作品。最后还有

拓展延伸的部分，与三毛、张晓风和林

清玄等人的作品进行主题比较阅读，来

拓宽学生的视野。
从整体的设计来看，学生能够基本

把握席慕容作品的思路和内涵，并能够

结合网络资源对她关于生命、人生主题

的内容进行深入解读。但是在比较阅读

这一环节中，由于学生对于另外三位作

家的作品阅读量的不足，明显理解深度

不够，撰写的阅读报告也不够深刻，仅

仅停留于表面，或者仅仅来源于网络资

料中的评价，而缺少个人的认识和理

解。另外，从网络资源的使用方面看，

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较弱，对于各种资

源的利用和筛选的能力，需要在今后的

学习中逐步训练加强。
当然，对于读书的热情，学生始终

不减，笔者感到这是开展读书会的最大

成功之处。让学生热爱阅读，将阅读变

成生活的习惯，这才是语文老师对学生

的终生影响，才是语文带给学生的真正

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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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专题

辅助材料：

1．《＜威尼斯商人＞夏洛克人物形象

分析》（作者：罗欢）

2．《压抑的时代 悲戚的人生———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悲情解读》（作

者：高建坤）

3．《无望的对抗》（作者：傅书华）

4．《法律、人道与智慧》（作者：段

崇轩）

5．《＜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形象透

析》（作者：杨超）

6．《刍议鲍西娅的论战艺术》（作者：

耿长彦）

7． 《金币编织的戏剧———重读＜威

尼斯商人＞》（作者：曾小玲）

8． 《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谈

＜威尼斯商人＞的情节线索》（作者：龚南

庭）

9．《论＜威尼斯商人＞中的“两个世

界”》（作者：黄建岚）

10． 《同一经典著作 别样教学境

界———中英＜威尼斯商人＞教学设计比

较》（作者：杜红梅）

11． 《我为什么推荐看＜威尼斯商

人＞》（作者：刘良华）

12．《慈悲与正义：＜威尼斯商人＞两

极价值的平衡》（作者：李聂海）

三、教学计划

第 1 周 阅读文本， 了解剧中角色

和主要情节。 （共五幕， 每天读一幕）
具体阅读要求如下：

1． 每天概括一幕中每一场的大概

内容，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主要情节列

表。

2． 试着将 《威尼斯商人》 分解为

若干个独立的小故事，并把难懂或较长

的对白转化成生动易懂的现代汉语。
导读问题示例：

1． 第一幕中你比较喜欢哪个人物

形象，为什么？

如果要把这一幕改编得更简洁些，

你会删减掉哪几个人物？

（出场人物有安东尼奥、萨拉里诺、
萨莱尼奥、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鲍

西娅、尼莉莎、夏洛克等。）
2． 第二幕中夏洛克家里发生了哪

些事？

3． 读第二幕第八场和第三幕第一

场，了解夏洛克对杰西卡离去的反应。
4． 第四幕中，夏洛克为什么在法

庭上那样对待安东尼奥？ （这样拒绝金

钱赔偿只要安东尼奥一磅肉的夏洛克与

视金钱为生命的夏洛克矛盾吗？）

5． 第三幕、第四幕和第五幕中，

鲍西娅展示出了哪些特点？

6． 第三幕第二场中，夏洛克说，

不愿把妻子送给自己的绿玉指环送人；

第四幕第一场中，巴萨尼奥最终在鲍西

娅假扮的律师算计下，把爱人送自己的

指环送了人。请你比较这两个细节，谈

谈你的看法。
第 2 周 课堂交流展示

（一） “鲍西娅的婚事”
要求：1．以“鲍西娅的婚事”为线

索串起相关情节，删去联系不紧密的内

容，编剧表演。每个小组可以负责其中

一个片段。
2． 小组合作把角色的对白转化成

现代汉语。
（二） “罗兰佐和杰西卡”
要求：1．以“罗兰佐和杰西卡的爱

情”为线索串起相关情节，编剧表演。
2． 小组合作把角色的对白转化成

现代汉语。
（三） 分角色朗读或表演第四幕中

“法庭上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部分：

1． 从夏洛克进场到“我现在等候

着判决，请快些回答我，我可不可以拿

到这一磅肉”。
分角色朗读安东尼奥、夏洛克、巴

萨尼奥、公爵等内容。包括夏洛克的声

明及巴萨尼奥、公爵竭尽全力、义正词

严地规劝夏洛克。或改编后表演出来。

2． 鲍西娅化装成律师去保护安东

尼奥。
分配角色：公爵、鲍西娅、安东尼

奥、夏洛克、巴萨尼奥、尼莉莎和葛莱

西安诺。通读这部分内容，或改编后表

演。请学生填写“法庭审判记录单”。
（四） 小组合作：说说“我眼中的

夏洛克”
1. 前置独立完成家庭作业：

●把两栏标题写在笔记本上：夏洛

克是受害者、夏洛克是恶棍。
在每个标题下至少列出五点来证明

自己的观点。
2. 课堂环节：

●把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组给一

张 A3 纸，小组的一半成员收集所有能

为夏洛克辩护的信息以及他所遭受的国

家和种族的压抑、歧视、欺凌等不公平

待遇，另一半准备相反的材料，进行组

内辩论。
●给小组十分钟的时间记下他们已

经了解的信息，形成正方、反方的主要

文本 （含立场、支持性材料等）。
●所有的小组都发言后，记录员把

他们的有关立场、支持性材料的列表拿

给对立方，他们应该解释从中发现了什

么，看看对立方能否增加一些支持性细

节。
●从细节中寻找剧中的偏见并讨论

偏见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进一步分析夏

洛克的性格和行动动机；讨论人们对夏

洛克可能寄予的同情。
3. 作业：

●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围绕“夏洛

克”自拟题目成文，也可写成辩论稿。
●拓展阅读辅助材料，选取合适的

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威尼斯商人》
读后感；或选写《给***的一封信》、
“沉船事件”新闻报道、人物独白等。

（五） 自由展示

示例：《威尼斯商人》续集 （学生

编剧、表演）。
第 3 周

1． 布置阅读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集》，并收集有关莎士比亚生平资料，

以 小 组 为 单 位 ， 选 一 个 故 事 ， 制 作

PPT，展示阅读收获及感悟，并编剧准

备表演 （要求有改编好的剧本）。小组

之间可先沟通以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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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 阅读 《渴望生活———梵高传》，

了解梵高生平，通过欣赏梵高作品学习

他执着追求的精神。
2． 鼓励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小论

文、批注字句或段落，引导学生多元化

深入解读。
3． 通过讨论交流、读书报告会等

方式将读书收获立体化、活动化。

二、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渴望生活———梵高传》
（欧文·斯通著，常涛译；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2008 年版）

辅助材料：

1．《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
永恒的＜梵高传＞》（作者：丁宁）

2．《读一读＜渴望生活：梵高传＞》
（作者：刘海燕）

3．《细腻传神见真功———读欧文·斯

通的＜梵高传 （节选）＞》（作者：王松泉、
王静义）

4． 《兄弟情绽放了“向阳花”———
品读＜梵高传＞中提奥形象》（作者：易延坚）

5． 《执著铸就辉煌，创造凝成不

朽———＜梵高传（节选）＞导读》（作者：唐

仕伦）

6《最后的梵高》（作者：冯骥才）

7《投给燃烧的感情》（作者：林清

玄）

8．《火中取栗的人》（作者：周晗）

9．《亲爱的文森特·梵高》（作者：安

妮宝贝）

10． 《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

哥》（作者：海子）

三、教学时间

四周

四、教学计划

第 一 周 ： 激 趣 导 入 ———让 学 生

“爱” 上梵高

《渴望生活———梵高传》 阅读教程

文/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 黄翀

2． 个人完成自由批注或读后感，

并出一份“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手抄

报。
第 4 周

1．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汇演。
2． 批注、读后感等作品的交流、

点评；手抄报评奖、展示。
3． 进 行 一 次 《威 尼 斯 商 人》 及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阅读评估。

四、教学成果

PPT、辩论稿、批注和读后感、剧

本、手抄报。

五、评价建议

1． 过程性评价：读书活动全员参

与，每个活动环节都进行小组 PK 赛，

兼顾学生的差异性，采取呈现写作、
PPT 制作、辩论、编剧、戏剧表演、手

抄报等多种展示形式。
2． 结论性评价：活动结束后，组

织评价小组对所读内容命题，进行阅读

评估。

六、教学反思

最初的阅读要求中，每天概括一幕

中每一场的内容，既是为了最终形成一

个完整的主要情节列表，也是要培养学

生的概括能力。有些同学的概括抓不住

重点或不简洁，故展示其他同学的概括

作为范例。
试着将《威尼斯商人》分解为若干

个独立的小故事，则是为了与辅助的阅

读材料呼应，梳理出更清晰的情节线

索，体会作者结构艺术的匠心独运。由

此也可以看出，阅读辅助材料，可以获

取很好的设置问题的角度和写作小论文

的灵感，对师生都是很好的帮助。
对于初中生而言，《威尼斯商人》

剧本稍嫌冗长，少数同学还觉得难懂。
这恰好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不懂就

问，试着把对白改编成现代汉语。这个

环节老师可以做出示范，以能更好地引

领学生深入文本，激发学生改编的兴趣。
同学们第一次展示交流的时候有很

多自己的选择，交流会出场顺序如下：

第一、鲍西娅与侍女谈论求婚者；第

二、金匣子；第三、银匣子；第四、铅

匣子；第五、法庭斗争之夏洛克篇；第

六、法庭斗争之鲍西娅篇；第七、《威

尼斯商人》续集；第八、我眼中的夏洛

克 （小辩论）。其中不乏精彩内容，比

如“双线”演绎了“鲍西娅与侍女谈论

求婚者”；比如亮点笑点层出不穷的

《威尼斯商人》续集等。评价等级为优

的有“第七”，良有“第一、二、五”。
初次交流时有些小组选择的情节是

很生动的，但改编剧本的意识不强，导

致演出乏味；也有的小组只有情节缺少

细节，比较单薄。这个进一步说明了改

编剧本的重要。有的小组忽略了肢体语

言，演出的走位、声音欠妥，这需要用

心积累经验，并辅以较专业的指导。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