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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
特点。“形”指选材广泛,行文自由,

“神”是指散文要表现的中心。正
因为散文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学生

在阅读和理解散文时觉得比较费
劲,在做与散文相关的习题时也往

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么,如

何才能真正读懂散文呢? 笔者认
为阅读散文时,应顾及全篇,从作

品的整体出发, 感受艺术形象,理

解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简言之就
是要学会领悟散文的主旨。

一般情况下,散文阅读的重要

一步是通读文章,理清文章的脉络
层次,然后整体感知文章的内容和

主旨。
一.把握散文主旨常用的方法
1.整体入手，理清文章脉络。

材料丰富，思路灵活是散文的主

要特点之一，阅读时一定要着眼
于文章的的整体，注意理清内部

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驾驭文章，
体察作者寄寓其中的意，倾注其

中的情。如《长城》一文，从深秋晚

景写起，引入对历史的回顾和反
思，再从历史回到现实，在历史与

现实的对比中深化主旨，卒章显

志，含蓄而又深沉。在这种整体阅
读的基础上，再来回答题目，就会

洞若观火，游刃有余。
2.了解背景，透视创作历程。

作品是社会的折射，内容是背景

的产物。有不少散文的创作，往往

受环境的影响。因此，了解文章的
相关背景，是阅读鉴赏散文的一

把钥匙。
3.借助想象，体察作者情感。

散文属于文学范畴，阅读散文必

须发挥联想和想象,结合个人生活

体验,和作者情感发生强烈共鸣。
4.辨识手法，找准突破口。托

物言志是散文常用的主要表现手
法之一，托物言志类散文也多次

出现在高考试题中。
5.明确技巧，提高答题效率。

阅读散文，掌握一些常见的修辞

手法和表达技巧，可以提高阅读
效率，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6.瞻前顾后，分析句段关系。
阅读散文时还要瞻前顾后，注意
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前后

勾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阅读散

文还需注意文体特点。叙事散文

讲求以小见大，形与神的关系是

重点，写景散文注意情景交融，情
与景的契合是关键；咏物散文托

物言，尽可能体味象征手法。但有

一点更重要，那就是，阅读鉴赏散
文要用自己的“心”去发现“散文

的心”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智慧
去解读“作者心灵弹奏的乐章”。

二.阅读散文应注意以下要领

1.寻找“情物。“情物”在散文
中用来表示理念、传达情感的人

物、事物、景物、器物等等。这个

“物”被注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后，就不再是普通的“物”了。《白

杨礼赞》一文中，“白杨”被赋予了

丰富的象征意义，通过白杨，作者
抒发了对华北抗日军民正直、质

朴、团结、进取，力求上进，坚强不

屈的精神品质的赞美之情，可以
说，找到了一篇文章的“情物”，也

就基本领悟了作品的基调，掌握
了整篇文章的精髓

2.探究“情缘”。“情缘”就是情

感的缘起。比如鲍昌的《长城》作

者采用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写

作手法，借“长城”抒发了对中华

民族命运的关注之情。作者为什
么如此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我

们只要沿着作者的写作思绪就不
难找到答案。三个排比段，追昔抚

今，含蓄地表达了对闭关锁国的

否定，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期望。
3.体悟“情义”。“情义”就是文

本的意旨。体会作品意旨要避免

望文生义、避免主观臆断、避免无
中生有、避免断章取义、避免以偏

概全，避免节外生枝

4.品味“语言。散文的生命力
在于它的“自然美”，实质上是强

调散文语言的真情、真心、真语、
不矫情，不做作。在散文阅读中，
一要注意捕捉贮满作者感情的重

要语句。对那些喜悦、或悲伤、或
愤怒、或忧思、或景仰的句子要特
别关注。如《荷塘月色》一文中，点

活了月光和雾气的“泻”、“浮”二
字；把量词活用为形容词的“一

丝”、“一带”、“一道”、“一二点”等
等，也生动地起了丰富、润饰、强
化形象的作用。

5.发现“技巧”。语文教材中的

《米洛斯的维纳斯》虚实相生的手
法，《黄鹂》长短错落的句式，《荷

塘月色》朴素典雅、充满诗意的语

言，《内蒙访古》形联神系、浑然一
体的结构，《胡同文化》不瘟不火、
炉火纯青的文字，《琐忆》画龙点

晴的议论，形散神聚的格局……
如 果 在 鉴 赏 散 文 能 有 这 样 的 发

现，说明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就
有一定的审美感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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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如何才能真正渎懂散文呢?笔者认为阅读散文时,应顾及全篇,从作品的整体出发,感受完美的艺

术形象,理解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简言之就是要学会领悟散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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