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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通过网络获

取信息、进行交往，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输出和输入信息

的重要途径。人们在网络聊天和发表意见的过程中，也在运用

着这种有着特殊含义的新型的语言内容———网络热词。网络热

词的产生不一定来自网络，政府工作人员也捧红过不少词，例

如“蛮拼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这类新语言虽然自身模式固

定又有其应用的局限性，但鉴于网络之发达，这些新词都借由

网络这个平台迅速流行，进而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

那么，语文教师难道还要以一副义正词严的态度杜绝网

络热词等流行语言元素进入自己的课堂吗？不仅自己不用，也

不让学生用，显然这样因噎废食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愈挡不

可挡之势，反而会使师生关系失去一个有趣、有益的链接纽带。

2 案例叙述

戏剧阅读教学应围绕台词（文本）这一中心，由台词而知

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剧本价值。但是在当前普遍靠快餐文学

为营养品喂养出的阅读经验下，学生对存在于台词内部的潜

台词，缺乏感受能力，甚至缺乏阅读耐心[1]。

面对教学困境，借助网络热词来架构教学设计，从口头输

出到文字输出，会产生怎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呢？

2.1 借网络热词，浓缩中谈感受

网络热词本身是一种富于语境意义的浓缩式表达，比如

“某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教师应用在当堂批评学生时，

既有批评的效用，也不至于使学生太过尴尬而心理受创。让学

生用最常用、最合适的一个网络热词来表达自己的阅读初体

验，既是在一定程度上用网络热词本身具备的语境意义来概

括表达了自己的阅读初感受，也是对热词在类似文本语境下

的迁移应用[2]。

为了提高课堂效度，将这一环节以课前任务单的形式作

为预习内容，课堂上把写有感受（一个网络热词）的任务单投

入阅读感受箱，再由点名器抽签，被抽到的“幸运儿”才有机

会畅所欲言。得来不易的机会，令表达愈加精彩，截取一二，

如下。

生 1:鲁侍萍是很可怜的，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惨字，投

河的时候，人间对她来说就是不值得的。后面为了孩子，为了

活下去，又嫁过两次人，生的女儿还是跟她一样做下人，所以

我的阅读感受是“人间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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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我的感受是周朴园是个戏精 boy，他特意在新宅子

里弄了一个房间来纪念鲁侍萍，但是当鲁侍萍真的站在面前，

他却变严厉了，真是太假了，演的太像，只感动了自己。

整理同学们应用到的网络热词，明确大家的感受集中在

三方面：对周朴园的批判———“戏精”“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对

鲁侍萍的同情———“苦得不要不要的”“扎心了，老铁”“人间不

值得”；对爱恨纠葛的疑问———“梗”“什么仇什么怨”。

2.2 围观名场面，冲突处说人物

“名场面”一词指在影像世界中为人熟知的经典片段。名

场面的形成要素是具备视觉张力的影像、具备能成为整个作

品或时代或事件的精华的特质。该词最早出现在日语中，因网

友对电视剧某片段的强势围观而在网络中大火。

学生发觉名场面的过程，实则是对文本细节和潜台词的

关注和探索，对人物矛盾冲突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和把握，进而

获得画面感。因为越是冲突到极点的时候，戏就越足，也就是

所谓的“名”场面。而表达讨论结果就是学生对思维过程的呈

现，对人物关系和矛盾的思考，对文本到戏剧场面的转化，即

戏剧阅读的要素———场面思维的形成。这里呈现得分高的三

处名场面。

淤鲁侍萍假以第三人身份，在知彼而不被彼知的情形下，

渐渐脱出周朴园“心心念念”的鲁侍萍现在还活着、便在此地、

过得极不如意，甚至直言“老爷，您想见一见她么？”进而“老

爷想帮一帮她么”的时候，作为看者，希望两人相认的情绪已

经到达高点。

周朴园：“好，你先下去吧。”

鲁侍萍：“老爷，没有事了？”（望着周朴园，泪要涌出）

生 3：这种“秒怂”的感觉，好恨啊，瞬间扯掉了周朴园温

情的假面具，显现出他虚伪的本性。后面他不断强调“为的是

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就更加讽刺了，特别是拿出钱来弥

补，而不是真正的道歉，十分冷酷。

生 4听完就补充：从鲁侍萍的角度来说，她本来压根没想

要相认的，就当时这个房间里的陈设、找旧雨衣、关窗户、问起

无锡口音这些细节，使得她有了想要表明身份的欲望，最后却

还是被耍了，劳动人民就是干不过资本家。

于另一组同学提出，鲁侍萍虽然像前一组同学说的干不

过，但是也有正面“刚”的时候———

鲁侍萍：“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

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

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

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

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生 5：这段台词可以说是鲁侍萍的痛陈，她亮明了身份，

痛痛快快地手撕渣男。不仅骂周朴园渣，同时也暗指他也只是

家庭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从根本上说他也是爱情里的 loser。
周朴园的“秒怂”，鲁侍萍的“正面刚”，使两个人物的形

象，有了瞬间的颠倒。周朴园从初读时的可恶可气，到现在看

来，是个冷酷自私、自欺欺人的可笑可怜之人。他看似处于权

利控制地位，生活条件极好，内心里却是一片虚假的美好回

忆，是人性上的矮子。而鲁侍萍虽是身处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却刚出了坚强、质朴的形象，反倒可敬可爱。

盂鲁侍萍一生苦命的经历在相认过程中一点点交代给看

者，她的痛她的恨在这幕戏中最终集中到“支票”上。

鲁侍萍：“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

周朴园：（由衣内取出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

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的一点罪过。”

侍萍接过支票，把它撕了。

生 6：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她不接受支票的原因是她个性

中的坚韧、刚强，是再苦再累都过来了，不可能为了钱，原谅不

可原谅的人。但是她会怎么撕，作者没有写明白，“撕”的动作

里暗含的人物情绪，是更倾向于谴责周朴园，重重地撕碎了，

丢到他面前，还是默默地撕掉支票，放下过去。一种是有对外

信息传递的，而后者仅仅是表现自我的放下。

教师总结：听了小组代表们的发言，不得不说同学们对戏

剧文本的关注落到了细处、实处，不仅读出了文本的字面意

义，也联系前后文，推敲字面背后的潜台词。明确了周朴园的

冷酷自私，在回忆里思念侍萍是对并不如意的现实生活的伪

饰，反映出他的自欺欺人，人性的虚伪；也看到了在三十年苦

日子里挣扎的侍萍坚韧、刚强的一面。

3 结语

《雷雨》的教学，文本是不难读的，但若不关注台词内部的

潜台词，是不会深入人物内心的，很容易流于人物关系和恩怨

的梳理，戏剧的矛盾冲突就会被淡化，那就也就难以体现出

《雷雨》的真正价值；同时作为戏剧文本的动作感、画面感出不

来，谈何共鸣和思考呢？完全比不上学生平日里在消化的快餐

文学好吃易读、有滋有味。而以网络热词为支架，构建《雷雨》

课堂教学，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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