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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散文阅 读鉴赏教学 中 ，

教师要发动 学生展开 多种形 式的 阅读学 习
，
引 导学生抓住鉴赏切点 ，

因

声循情 、 寻点趋线 ，
自 然形成完整鉴赏 学法体 系 ，

以有效提升 学 生 阅读鉴赏品质 。 频诵读 、抓线 索 、 巧联想、

细揣摩、识文眼、会意境、常品味 ，都属于散文阅读鉴赏方法范畴 ，教师要给出 匹配性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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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语文教材中 的散文大

多 出 自大家之手 ，具有极高文学

鉴赏价值 。 教师 引 导学生展开

多种形式的阅读鉴赏活动 ， 势必

能够给学生带来更多学习启迪 ，

以促进学生语文综合能力 的成

长 。 散文阅读鉴赏方法众多 ，
教

师需要深潜文本之中 ，
对鉴赏 内

容进行深度解析 ，
以便找到文本

生本思维对接点 ， 自 然形成阅 读

情感共 鸣
，
确 保阅 读鉴赏 顺利

展开 。

一

、频诵读 ，
多共情

散文阅读鉴赏 内容大多属 于

经典之 中 的经典 ，
教师要发动学

生对这些鉴赏 内 容进行反复 诵

读 ， 自然建立情感认知基础。

“

书

读百遍其义 自见
”

，
让学生反复诵

读鉴赏内容
，
无疑是非常有必要

的。 如果能够达成熟读成诵 的程

度 ，

一定能够对阅读鉴赏形成更

多强力支撑。 诵读时 ，
学生需要

对文本主 旨和作者情感有更多体

会和理解 ，
而且散文阅读鉴赏离

不开关联思考 ，
让学生在诵读 中

自然形成情感共鸣 ， 确保散文阅

读鉴赏顺利展开。 在诵读时
，
教

师需要根据其内容特点推介诵读

方法
，
如意读 、悄读 、美读 、研读、

品读等。 不 同阅读方法有不同着

力点 ，
鉴赏效果也会有

一

定差异 。

教师为学生布设诵读学习任

务时 ，
不妨划定一个范 围 ，

让学生

能够凝聚心神展开深度品析。 如

教学人教版高 中语文必修二 《故

都的秋 》 ，
在课堂教学启动后 ，教

师先利用多媒体播放配乐朗读音

频材料 ，并要求学生找 出最为精

彩的片段。 学生认真倾听诵读音

频 ，教师要求学生小声跟读。 在

筛选阶段 ，
学生都能够找到 自 己

喜欢的片段 ，
教师要求学生 自行

诵读训 练 ， 并准备参与班级诵读

展示。 为让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文

本情感基调 ，
教师为学生做 出具

体提示 。 为学生播放配乐诵读音

频
，

会给学生带来更多心理触动 ，

因为专家诵读有更强感染力 ，
学

生能情不 自禁地进入文本情境之

中 ，
对作者表达情感有了 更贴近

认识 ，
自然引发情感共鸣 。

二、抓线索 ，识文眼

散文通常 有 明 晰 的写作线

索 ，
抓住这些线索展开阅读鉴赏 ，

可以帮助学生梳理散文意脉
，
进

而理清文本结构。 从文本构建角

度展开鉴赏操作 ， 也可 以获得不

少阅读体验。 散文写作线索表现

形式多元 ， 有明线
，
也会有暗线 ，

甚至有多条线推进 ， 这都是鉴赏

需要关注的内容。 散文中有一些

关键词 ，
可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作用
，
这无疑就是

“

文 眼
”

了 。

文眼常 常是作者感情凝聚点 ，
也

可能是文本点睛之笔 。 抓住文本

文眼展开 阅读鉴赏 ，
也能够顺利

进人到文本核心 ， 形成展开阅读

鉴赏认知 。

在学 习 《 囚绿记》 这篇散文

时 ，
教师先让学生展开 自 主阅读 ，

并给出 具体的阅读任务 ： 体会题

目的含义 ，捜索文本写作线索 ，找

出 文本文眼 ，准备参与阅读鉴赏

活动。 学生拿到 阅读任务后 ，
开

始阅读研究文本内容 ， 有学生积

极査阅相关教辅材料 ， 也有学生

开始 自 发讨论 。 阅读展示时 ， 学

生都能够给 出 自 己 的阅读见解 。

有学生认为本文的写作线索有两

条 ：

一条是明线 ，
是作者对绿的行

为 ；

一条是暗线 ，
是作者思想情感

的变化。 有学生认为文眼就是
“

爱绿
”

，或者是
“

囚绿
”

。 学生通

过对线索 的发掘和文眼的探求 ，

对文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学

生学习 展示情况能够体察到 ， 学

生对文本 内涵有了更多把握 ，
这

说明线索文眼寻找为阅读鉴赏提

供了更多助力支持 。

三 、巧联想 ，会意境

散文在行文上有多种呈现形

式 ，
这无疑属于

“

形散
”

了 。 在具

体阅读鉴赏时 ，
教师需要 紧紧抓

住
“

神聚
”

，
对散文所有 内容和情

节进行关联性思考 ，
由远及近 、 由

此及彼 、 由物及人 、 由景及情 ，这

样才能顺利抵达文本鉴赏 中心。

散文都有丰富的意境 ，
深度挖掘

这些意境因 素
，

是阅读鉴赏 的重

要任务 。 教师要引 导学生透过散

文表象 ，
对深处的意境进行品鉴。

借景抒情 的
“

情
”

、 托 物言 志 的
“

志
”

， 都属 于意境的范畴 ，
教师

要给学生传授更多操作方法 ，让

学生从 意境 体 味 中 提 升鉴 赏

能力 。

如 《湖光水色》 ，
这是一篇写

景散文 ，
教师发动学生展开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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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嫂
”

的语言及教学感悟

张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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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济南 ２５０２００ ）

摘 要 ： 《故 乡 》有关杨二嫂形象语言描写 的解析是引 导学生感悟其形象魅力 的前提 ，
也是 引 导学 生借

鉴 、掌握语言描写 方法的兴趣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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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 中 的杨二嫂是
一

个

令人难忘的形象。 虽然作者在塑

造这个形象的时候运用了多种描

写方法 ，但在这诸多的形象塑造

方法之中 ，
语言描写却是一个值

得深说 、细 品的方法 。 在文中 ，杨

二嫂的语言颇具特点。 作为一个

小市民 ，
她的每一句话都彰显着

自 己的生活境遇 ， 作为一个贪婪

而又 自私的人 ，
她说每一句话的

目 的无不体现着 自 己 的性格特

阅读鉴赏 ，并透过文字 ，说说作者

借景抒情的写法运用 。 学生开始

阅读课文内 容 ，教师参与学生互

动讨论 。 在涉及文本意境探索问

题时 ，
有学生认为 ，作者对湖光水

色进行经典描绘
，
其情感落脚点

在对大 自 然 的热爱和珍惜之情 ，

同时表达了对宁静恬淡生活的主

观追求意愿 。 为成功激活学生阅

读思维 ，教师让学生根据生活经

历
，
说说曾经见过的最美的河湖

水色。 学生听说要介绍 自 己 的见

闻
， 自 然有展示的兴趣 ，

纷纷发

言。 教师对学生个性解读给予肯

定评价 ， 给学生更 多学习 确认 。

教师为学生设计的阅读任务 ，
学

生都能够顺利梳理作者情感走

向 。 这说明教师阅读鉴赏设计难

度系数不大 ，
给更多学生提供了

学习探析机会 。 特别是让学生展

示 自 己 的生活见闻
， 将学生带人

特定学习情境之中 ，
学生心理触

动更为剧烈。

四 、细揣摩 ，常品味

经典散文语 言更具有经典

性
，如何对散文语言进行重点 品

味 ，
这是教师最需要考虑的 问题。

征 。 故而她成了一个可怜、 可笑 、

可恨的人。

“

哈 ！ 这模样了 ！ 胡子这么

长了 ！

”

这是杨二嫂出场时讲的第
一句话 。 结合她说这句话的语境

可知 ，
她讲这句话的 目 的意在拉

近与
“

我
”

这个陌生 的熟识人的

关系 。 细读原文可知 ，

“

我
”

这次

回故 乡距
“

我
”

的 出走 已二十余

年了 。 在这二十年里 ，
我们之间

是未曾谋面的 。 当母亲外 出去应

学生在语言鉴赏时 ， 常常缺少好

的角度。 不少学生离开修辞便不

会鉴赏语言了 ，
这是学生 阅读鉴

赏存在的普遍问题。 教师在语言

鉴赏指导时 ， 不妨从角度选择方

面给出更多观照 ， 让学生从典词 、

佳句 、句式、语段 、色彩 、语体等角

度展开思考 ， 不妨对具体案例进

行鉴赏展示 ， 给学生以 更直观引

导
，
让学生逐渐建立丰富多元的

语言鉴赏学法体系。

例如朱 自 清的 《荷塘月 色 》 ，

其语言精美度是显而易 见的 ，
教

师围绕语言鉴赏展开阅读布设 ：

认真阅读文本内 容 ，
找 出最为经

典的语句 ，
展开语言鉴赏 ，

尽量避

免从修辞角度展开 ，
注意理清鉴

赏路线。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快速

行动起来 。 如 ：

“

曲 曲折折的荷塘

上面 ，
弥望的是田 田 的叶子。

”

学

生认真阅读后给 出 自 己 的 鉴赏 ：

“

曲曲折折
”“

田 田
”

两个叠词 的

运用
，
将荷塘荷叶个性特点展示

出来了 。 特别是
“

田 田
”

对荷叶进

行修饰 ， 给人带来特别恬静 、 温

馨、融合的感觉。 再如 ：

“

月光如

流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

对那些前来买木器的人的时候 ，

“

我
”

正在 与 自 己侄儿宏儿拉家

常。 既然是拉家常 ，那么
“

我
”

与

宏儿之间的谈话就不可能是高谈

阔论。 但为 了 引起
“

我
”

对杨二

嫂的注意 ，
她却另辟蹊径 ，

用
“

尖

利的怪声
”

，
以一种

“

突然
”

的 方

式向我讲出 了上边的话 。 结合这

样的语境 ，
细思这句话的用词 ，我

们可知如下的结论 ：

“

哈
”

是一个

发语词 ，
它 旨在把

“

我
”

的注意力

子和花上。

”

学生这样鉴赏 ： 这句

话最为经典的地方不是比 喻 ， 而

是
“

月光
”“

静静地泻
”

，
这里运用

了拟人手法 ， 将月 光荷叶都写活

了 ，富有 了 丰富的生命特征。 教

师为学生提供揣摩语言的机会 ，

学生在仔细揣摩品 味中获得的阅

读鉴赏体验是丰富的 、 多元的 ，
这

无疑是教师布设的成功。

教师在散文阅读鉴赏时 ， 为

学生提供更多学习 提示 ， 引导学

生 自然进人鉴赏环节 ，
对全面提

升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有重要帮

助。 高中学生有一定阅读能力和

鉴赏经历 ， 其学法积累也比较丰

富 ，
教师在具体引 导时 ，

需要充分

考虑学生的 阅读基础 ， 给 出 匹配

性方法推介 ，
以 有效提升学生阅

读鉴赏品质。口

参考文献 ：

［ １ ］ 肖 丽？ 示 之 以形 ，
悟之 以

神——探微 高 中 散 文 语 言 鉴 赏

［ Ｊ ］ ． 中 学 语 文 教 学 参 考
，
２０ １ ８

（
１０ ）

．

［
２

］ 巴 文君？ 高 中 语文 写 景

散文教学鉴赏方 法初探 ［ Ｊ ］
？ 中 学

课程资源 ，
２０ １８ （ ４ ）

．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