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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散文的教学往往面临相似的困境，即在多元阐释与刻板印象中寻求出路。立足于语文课程
的基本特性，提出经典散文的教学策略：返璞归真的“文本细读”，探幽析微的“问题情境”创设，拨云见日的
“比较阅读”，由言语到思维，由知识到文化，通过师生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以期进入现代经典散
文阅读教学的文化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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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泳经典 返璞归真

◆教学探索

现代经典散文，主要是指入选语文课本的现代

散文名篇。如何讲好经典散文作品是对教师的一种

考验，因为对于经典散文作品，一方面审美及鉴赏

的方式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另一方面则容易被贴

上概念化、程式化的标签。本文立足于语文课程的

基本特性[1]：言语性、思维性、知识性和主体性，提出

了经典散文的教学策略：返璞归真的“文本细读”，
探幽析微的“问题情境”创设以及拨云见日的“比较

阅读”，由言语到思维，由知识到文化，通过师生与

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进入现代经典散文阅

读教学的文化审美境界。
一、“文本细读”，返璞归真

“文本细读”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西方

“新批评派”，他们反对根据文学的“外部特征”（诸
如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来解读作品，提出了文学

研究须以文学语言的研究为基础，用语义学分析的

方法对作品加以细读和分析的观点[2]（P.225）。
当我们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论面对现代经典

散文教学时，第一步不再是先入为主地了解前人的

评价和观点，或试图通过解读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

寻找作品的意蕴和内涵，而是首先回到文本，阅读

文本，并走进文本。“文本细读”法与语文课程的基

本内涵是相呼应的，因为从语文课程的内涵来讲，

言语实践性是语文不同于其他课程的显著特点，只

有通过对学生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才能真正实现

母语课程对学习者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熏陶和

培养。因此，立足文本，涵泳体察，这是经典散文阅

读教学最为核心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文本细读”
法，就是要指导学生在阅读经典时，回归到作品的

“言语”中，通过对“言语”的涵泳琢磨，达成对作品

的体悟和理解。
如何进行“文本细读”？从教学的角度来讲，首

先要从散文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特征入手，思

考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文学特性”。总体来讲，散

文中的语词、句子所唤起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因

为语法规则和逻辑是比较稳定的，而对文学作品的

联想所唤起的意义则是不稳定的，且是丰富而深邃

的。例如郁达夫《故都的秋》一文，拿到文章之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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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急着去深究作者、社会背景等文学的“外部特

征”，而是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品味言语的韵味，理

解文章的独特结构，思考文字的旨趣，涵泳作者书

写的情怀。《故都的秋》在开篇这样写道：“秋天，无

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

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句话是本

篇散文的“文眼”，接下来教师就要引导学生通过细

读文本，看看作者为了突出“文眼”选取了哪些景

物，作者又是如何描绘这些景物的，进而探究“景

语”背后的“情语”，理解文章在景语的选取、叙述的

特点、结构的安排、价值的取向等方面独特的“文学

特性”。
运用“文本细读”法，还应注意体味文学“延异”

的特性。根据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观点，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避“延异”，所有的事物都不是

纯一的，一切都是“差异的自由运动”的结果，一切

都在“延异”中[3]（P.79）。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文学，它

的内涵和意义也是在“差异”当中得以呈现，在空间

和时间维度的延衍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例如写“北

国之秋”，作者通过反复与“江南的秋”的比较呈现

出空间上的“差异性”，从总是“混混沌沌地过去”
“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的江南的秋天，

衬托出了北国之秋独到的醇厚韵味。在时间上，“不

逢北国之秋，己将近十余年了”，在当下与回忆的交

错中，在“不远千里”赶回与年年酝酿的思念中，将

散文情感的内在张力凸显了出来。运用“延异”的方

法进行文本细读，将有原本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发

现，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文学语言的含义从来就不

是确定的、单一的，它不但总是溢出读者的理解，而

且总是溢出作者原初赋予其中的意义。阅读的过程

也是对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和创作的过程，因此，

从关注文本“是什么”到关注文本“如何呈现”，正是

“文本细读”法对“文学特性”的挖掘和贡献。
二、“创设情境”，探幽析微

教学当中，如何引发学生对散文作品进行探究

的热情和兴趣，体现着教师的教学智慧。课堂上，教

师有效的“知识问题情境”的创设，可激发学生自觉

的言语实践活动，探幽析微，进而生成创造性的言

语产品。
例如在《荷塘月色》的教学中，教师创设了两处

精彩的“知识问题情境”，将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

活动推向深入。
（一）创设情境，巧妙“破题”
教学中教师并没有按照段落顺序设计教学，而

是直接进入文章最为精彩的第 4 段，通过创设“知

识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破题”。
师：第 4 段开头“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说明该

段是写“荷塘”的。大家思考一下，第 4 段有没有写

到“月色”呢？（学生众口回答，有人认为写到月色，
有人反对。）

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

们先来背诵一下第 4 段，然后进行讨论。（全班背诵
第 4段，之后小组讨论）

“第 4 段有没有写到‘月光’？”———这本身是一

个有争议的话题。当教师抛出这个问题后，学生中

明显有两派观点。教师不置可否，而是让学生回到

文本———背诵第 4 段，进而让学生各持己见。在讨

论的过程当中，学生不乏创见，而这些“创见”和思

考始终是围绕文本阅读展开的；在小组讨论中，学

生的不同观点相互碰撞，形成了教学过程中“相观

而善”的局面。这种立足于文本细读的创设，使我们

看到了学生精彩的言语生成。
正是由于教师恰切的情境设置，将学生有效地

带入了课文的情境，围绕语文知识展开有价值、有
意义的对话活动。教师在肯定学生观点的同时，提

出“不唯书、不唯上”的思想理念，这实际上也是对

学生阅读的方法指导———阅读文本，研读文本，从

而生发出自己的思想和体悟，而不是拘泥于既成的

观点和“标签”。
（二）创设情境，整体感知

当教师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引发全班学生对

全篇写景最为精彩的 4、5、6 自然段进行深入的文

本研读后，教师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 4、5、6
自然段是公认的《荷塘月色》中最美的部分，那么写

“所思所感”的第 3 段和第 7、8、9、10 段能不能删

去？为什么？经过思考，有学生进行了回答。
生 1：第 3 段主要写的是作者内心的感受，类似

于内心独白，语言非常朴实，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

心境的淡泊、随性与脱俗的精神境界，这样就可以

收到一种情景交融的效果。

19



教学

生 2：如果没有情感，那么只是一种空的景，而

作者所写的景，都是自己情感的一种表现。第 3 段

刚好写的是一种心情，其中写道：“我也像超出了平

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一句很重要，正

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然的心态，作者才能在后面欣赏

到这样美丽的荷塘月色，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景物

当中。
……
教师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引导学生

对现代经典散文进行总体感知的策略。散文作品一

般讲求“状物抒情”，其中“状物”是表征，“抒情”是
内核，二者相辅相成。在本教学案例中，教师巧妙地

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知识问题情境，让学生思考

“写‘所思所想’的段落能不能删去”。学生再次回到

文本，通过品读文本，体悟、思考作者的情感态度。
因为是带着知识问题去阅读，激发了学生解决问题

的兴趣，培养了学生整体感知文本结构的能力。
这里的“知识问题情境”不仅是“问题情境”，源

于这些问题的设置都是立足于“语文知识”这个中

介的；在语文知识的问题情境中展开的探讨，始终

是具有语文内涵的真问题，可使学生的言语实践活

动不流于表面和泛语文的状况。
三、“比较阅读”，拨云见日

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进行经典散文的教学，

这是立足于“文本间性”提出的阅读策略。在对话

哲学的理论背景之下，“耶鲁学派”的哈罗德·布鲁

姆提出了著名的“误读”理论。他认为，文学作品的

意义存在于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比较、影响、转
换关系———也即“文本间性”之中。同时，文本的意

义也依阅读行为而发生，阅读行为使得文本内在

的差异关系活动起来，使意义在关系当中发生。当

阅读行为发生之时，读者理解的内涵一方面具有

文本的原意，另一方面则发生了一定的合理偏转。
因此，阅读总是一种“误读”，总是在比较之中相互

影响和转换，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生成作品的文化

境界。
之所以强调阅读中的文化境界，是因为阅读如

果仅仅停留在“言语分析”的层面，那么如同剥洋

葱，一层层剥开之后，最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教

育是教人变得更为敏感的艺术，其出发点和归宿都

在于“人”的发展。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在历练学生

言语实践能力即听读说写能力的同时，还需强调母

语教育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与意蕴。
师生研读文本之后，如何进一步理解文字背后

的意蕴和精神，关乎语文课堂的文化境界。为此，教

师选取了人教社配套阅读教材的文章《一朵午荷》
与《荷塘月色》进行比较阅读，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分

别从“内容比较”“写法比较”以及“主旨比较”三个

角度进行研读，学生在讨论后得出各自的结论。如

“主旨比较”中，有学生总结道：“《荷塘月色》主要表

达了作者对‘月色下的荷塘’的喜爱之情，以及对宁

静生活的向往；而《一朵午荷》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

一种态度，坦然地去面对生命的盛与衰……”
“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

象，语文教学立足内容、写法、主旨比较的方法，可

以很好挖掘“荷”的不同韵味和内涵。从《荷塘月色》
的朦胧、纯美的意境延伸开去，到懂得欣赏《一朵午

荷》的意蕴———正是在深秋枯败的景象当中，找到

“一朵将谢而未谢，却已冷寂无声的红莲”，让作者

“惊喜得手足无措”，是这种对生命的孤寂淡然不惊

的态度，带给学生深刻的生命感悟。当然，比较阅读

不仅仅限于两篇文章的比较，还可以进一步延伸，

让学生联系相近主题的文学作品，或所学的不同时

代的名篇，以某一个视角拓展开来，如苏轼的《赤壁

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步步深入，将文学的

课堂延展成充满文化意蕴和生命体悟的课堂。
倡导现代经典散文阅读教学的返璞归真，实际

上 也 是 倡 导 阅 读 教 学 应 该 努 力 回 到 语 文 的 根

本———即涵泳言语、历练思维、发展个性的路上来。
从词源来看，“璞”乃是未经雕琢、天然美质的玉，因

此，归真返璞，正是要远离过多的琐碎分析和简单

定论，回到文本，让学生在涵泳中体悟，在思考中历

练，在比较中走向融会贯通，还原文学阅读乃至阅

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参考文献：

［1］靳健.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兰州：甘
肃教育出版社，2006.
［2］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3］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4.

（编辑：李小叶）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