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授课学时 2课时 

授课章节 《变形记》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关知识； 
2.了解本剧的思想主题。 
◆能力目标： 
1.掌握格里高尔的人物思想与性格； 
2.体会人物变化前后家人的反应。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鉴赏小说荒诞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和心理描写的艺术
效果。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分析格里高尔的人物形象及其内心矛盾； 

2.理解并阐述《变形记》中的核心主题。 
◆教学难点： 
1.表现主义的艺术特征； 
2.分析小说中复杂的语言艺术，包括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 
3.将小说中主题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讨
论。 

教学方法与 

策略 

◆教法：讲授法，角色扮演法 
◆学法：讨论法、小组探究法 

◆教学策略： 
背景知识引入、情节概括与解析、人物形象分析、戏剧冲

突探讨、象征手法解读、深刻主题剖析、互动讨论与分享以及
反馈与总结提升等策略。 

思政元素设计 

《变形记》通过格里高尔从一个勤劳的职员突变为一只甲

虫的荒诞情节，隐喻了在异己力量下逐渐失去自我、被物化的

过程。格里高尔变形后的遭遇，如被家人嫌弃、排斥，直至最

终被遗忘，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体的冷漠与无情。

这一部分通过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和剥夺，表达了对个体命

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 



 

教学过程 

 

◆视频导入（10分钟）  

播放《变形记》的相关视频 
◆作家作品简介（30分钟）  
1.作者小传 

弗兰兹·卡夫卡（1883年 7月 3日—1924 年 6月 3日），
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捷克德语小说
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
形记》等。 

卡夫卡 1883 年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 岁入布拉格大学
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 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
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
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

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
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
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
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2.卡夫卡主要作品 

《判决》《失踪者》《审判》《城堡》 
3. 《变形记》背景及剧情简介 
变形记背景资料简介：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
《变形记》完成于 1912 年，1915 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
刊》10月号上。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
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
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
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
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
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
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
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感知故事，把握情节（25 分钟）  

1.格里高尔突变为甲虫，引起惊骇，遭遇驱赶。 
2.格里高尔虫形人心，忍受痛苦，眷恋家人。 

3.格里高尔为家人所弃，深感绝望，断食而死。 

“变形”是小说的主体内容。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使他

的家人对他（它？）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1）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旅行推销员，有一份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

奔波，并且不断倒换班车，吃得差，活得累，还缺少朋友。为

了还清父母欠的债而克制自己的生活，谨小慎微，害怕被解雇。

工作勤奋，有责任感。他内心有着一些愿望：尽早还清债务；

时来运转，炒老板的鱿鱼；筹款让深爱着的妹妹进音乐学院深

造。 



教学过程 

2．家人如何对待变形前的格里高尔？ 

家人爱格里高尔，感激他，依赖他，但也对他的辛苦赚钱

养家的举动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应当。他的父亲在享受安逸的

五年里发胖了，行动迟钝了。妹妹十分亲近哥哥，和他讲些关

于理想的知心话。    

◆深入理解内涵（15分钟）  
1.荒诞：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一情节比照现实生活显然是荒诞

的。它的“荒诞”更在于：这种变化是毫无征兆，又找不出确
切的原因的。这种“变形”有如下特点：一、突如其来，难以
预料；二、来势凶猛，人力无法抗衡；三、能够疾速改变人的
命运和生活。 

这荒诞的情节其实是一个隐喻：作为小人物，作为偶在的
个体生命，面对神秘的外在世界，我们永远是渺小的、无助的、
无能为力的，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生活中其实有许多事情与此类似：健康人遭受意外的严重伤
残，富翁突然破产，无辜百姓卷入战争或遭受恐怖主义的袭
击……无非，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更诡异而已。 

2.真实： 
人物心理的真实，细节描写的真实，人物关系的真实。再

加上冷峻、客观的小说语言，显示出一种司空见惯的漠然，营
造出荒诞背后的本质的真实感。 

3.梦魇 

读卡夫卡的小说犹如经历着一场梦魇，如真似幻，无法摆
脱，无能为力。灾难总是突如其来，如影随形。目标总是时隐
时现，无法企及。《变形记》的开头部分就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而《城堡》《审判》（特别是《在法的门前》这一章）更是通
篇笼罩着梦魇的气息。 
◆关于异化的探讨（10 分钟） 

马克思对“异化”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
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侧重于
物质生产方式方面） 

学者袁可嘉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里这样解释“异
化”：“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
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

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
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
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 
简言之，人失去人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
助。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
最终抛弃了他。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
在现代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
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
实世界容纳不了人。 
 

  



反思与改进 

该小说用了许多笔墨描摩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内心

世界，创作手法上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征。课文中屡次出现的

时空倒错、逻辑混乱、思维跳跃等心理描写常让学生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学生预习的普遍反映是读不懂。因此，假设用传

统的提问答问的授课方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是在

课文讲授的整体构思上，利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用反推法找出格里高尔的死因，进而引出关于“现代人心灵

困惑”的拓展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