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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教学中如何真正落实“语文味”①

胡梅
（邵阳市第二中学，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教学中也出现了不少误区，不少教师片面追求课堂表面的生动热闹，而
忽视了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导致学生语言感受与领悟能力的下降，也使语文课失去了自身的味道。怎样才能把语文

课上出原汁原味的语文味来呢？老师们应在课堂上认认真真抓朗读，真真切切品词赏句，扎扎实实进行语言文字的拓展

训练。此外，教师课后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它是“语文味”的催化剂。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语文课堂散发出独特的语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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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观摩过这样一些公开课，教师为了避免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或是为了让学生学到更多的

知识，想尽一切办法让课堂变得有“声”有“色”：如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先放映一段１０分钟的
《水浒》相关视频，吸引学生注意力；教《短歌行》介绍作者曹操时，先讲几个小故事展示曹操性格，再让

学生辩论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只要与课文稍有牵连的有趣材料，都被拉进了课堂。表面看来学生听得

津津有味，随声应和，可是一节课下来，真正有关语文素养的收获少之又少。这些都导致语文课堂“语

文味”的缺失。语文教师变成政治老师、历史老师，或是地理老师；语文课堂变成了“满汉全席”，各科知

识的大杂烩。而语文教学中“语文味”的丧失，只会让学生越来越懒于揣摩语言文字的精髓，越来越习

惯于轻而易举的获得审美的愉悦，语言文字的美感永远难在学生的心中泛起涟漪。语文教学理当重视

汉语言的深厚沃土，方能姹紫嫣红，满园春色；也只有把汉语言及其承载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发扬光大，才

算是凸显了语文课的特色，具备了语文的原汁原味。

１　重视对文本的朗读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语文课堂要留给学生充足的诵读时间，让学生自己亲近课文，和作者对话，

和课文中人物对话。让学生在朗读中生疑，在朗读中求解，在朗读中品味，进而受到情感的熏陶。文章

的情感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教师三言两语就能强加给学生的，只有通过反复朗读，从朗读时语气的轻

重缓急，声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中体味情感，获得与作者情感上的共鸣［１］。

如执教《再别康桥》时，我先让学生选择文中最生动、最感人的语句进行自由朗读，然后交流。有位

学生选择的语句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该生读得声情并茂，接着我让其他学生评

价。顺势启发评价的学生注意到声调的高低，语气的轻重，速度的缓急，想想为什么要这样读。并让评

价的同学自己也开口读一次，结果学生们读出了对景色的欣喜与留恋，学生也总结：“金柳”“新娘”要重

读，要读出惊艳的喜悦；“荡漾”要读出水面荡起层层涟漪的“荡”感，要读出心泉摇曳的多姿，低柔悠长，

满含深情；“油油的”要读出滑滑的、润润的感觉，要读出青荇这种水草的特点；“招摇”一词，声音可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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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一些，读出自在无束的感觉。最后，我又安排男女生交替读。至此，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在对词语语调

的揣摩中，领略了康桥景色的秀美，领悟了作者的感情。学生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自主地获取了语言

的“意义与情味”，自由地表述了感受，整个课堂充溢着浓浓的语文味。

２　重视对文本的品味
字词就是制作“语文大厦”的砖瓦，文章的思想、作者的情感无不寓于语言文字之中，“语文味”正是

从对具体词句的品味鉴赏中散发出来的［２］。许多时候，我们在教学时，对文章的布局谋篇，写作技巧或

对作家的人文精神和作品的深刻主旨侃侃而谈，却忽略了对具体字词句背后所隐含的意蕴的品味。其

实，有时候仅从一个字或一句话入手，含英咀华，就能理解文章的内涵，体会人物的感情。

如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课时，我把作者对梦境的描写作为教学的重点，意在引导学生体会梦

境与现实的差别，领会作者洒脱傲岸的性格。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在第二段梦境的描绘中，哪

些场景你最感兴趣，作者的哪些词语用得特别生动？请描绘出来。”在讨论交流中，学生结合文本展开

了丰富的想象。有学生品味的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句，他描绘：“只见一轮红日从河面冉冉

升起，放射出万丈光芒，整个云海，银装素裹。远处山峦，绛皓驳色。耳边金鸡啼唱，雄壮而高亢，真让人

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有的同学品味的是“迷花倚石忽已暝”这一场景。他描绘道：“花朵五颜六色，馨

香四溢。林木苍翠，鸟鸣婉转，美不胜收。不觉天黑了。熊在长吼，龙在怒喊。岩石中飞泻的泉水在咆

哮，飞溅的水珠腾起薄薄的白雾，弥漫开来，像茫茫的云海，真是一个恍惚迷离的世界呀！”同学们的发

言一个比一个精彩。在品味语句的过程中，学生既体会到了李白梦境的自由奇妙，又把握了李白浪漫洒

脱的诗风，也进一步领会了作者的傲岸情怀。由此可见，重视学生对文本字词、句段的品鉴，既可提升文

字感悟能力，又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回归语文课堂的本质和初衷，课堂满溢着“语文味”的馨香。

３　重视对文本的拓展
大凡优质的语文课堂都离不开适当的“拓展”训练。而拓展不能是为了拓展而拓展，游离文本之外。

“拓展”还应与语言文字密切有关，还应以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为目的［３］。然而，非语文味的

拓展在许多课堂中比比皆是。有老师执教《荆轲刺秦王》，拓展部分先通过多媒体播放《荆轲刺秦王》电

影片段，然后带领学生讨论：六国最后为何被秦王所灭了？有老师教《中国古代的建筑》，拓展是：“查阅

中国著名大学的建筑图片，看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哪些特点。”教师的这些拓展表面上提高了学

生完成作业的兴趣，也似乎与文本有些关联，但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没有多少帮助，可谓得不

偿失。

如在教《包身工》的最后，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拓展作业 ：“请你以‘芦柴棒’的身份给家里写一封信，

希望获得家中的救助。”要想写好这封信，学生必须对整节课的内容进行回顾，既要在信中反映出包身

工处境的艰难，所受的压迫之深，也要表达出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这个拓展事实上也是对全文内容的

一个总结，是学生品味了语言文字之后内心感受的一种升华。设计此环节的用意在于从文本延伸到现

实生活中来，让学生掌握更为广泛的适应性更强的语文能力，真正让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得以

提高。

４　教师自身语文素养的提高
充满“语文味”的课堂，不能仅仅是学生的自主品析，还需要老师对其原始赏析进行精心的点评，也

需要老师在其思维枯竭时进行适当的情境引导，更需要老师把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融入课堂，展示自己

独特的人格魅力。否则，语文课是单调的、僵硬的、乏味的。一个自身知识贫瘠、思维迟钝、语言枯燥乏

味的教师，是很难带动学生切身投入到文本中去的，更别提让学生领悟到文字的美感。如果一个教师在

课堂上感情充沛、旁征博引、妙语连珠，那么，这样的课堂，无疑是生动有趣、高潮迭起的。因此，教师课

后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它是“语文味”的催化剂。教师必须耐得住寂寞，花时间品读文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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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文本，“把教材读薄，把文本读厚”，力求抓住文本的本质、精髓，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课堂效率。

教师只有博览群书，勤学苦钻，方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给学生语言上的熏陶。只有教师自身的语文味

浓烈了，课堂的语文味才可能真正地浓烈起来。

如我在执教《逍遥游》品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一句时，精心设计了一个问题：我们

在哪些古代文人身上看到过庄子这种逍遥的人生境界？设计这个问题，用意在于让学生领会庄子思想

的精髓，以及领会庄子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同时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把自己学过背过的古诗运用到

语言表达中来。当时，学生的思路都没打开，思考良久还无人回答，赏析顿时冷了场。为了打开学生的

思维，我先创设情境，示范道：“我从李白的身上看到了庄子的影子，在那样一个皇命大如天的时代，何

人不畏惧高高在上的君主？然而李白带着西域骑士狂放洒脱的气质，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

不得开心颜’。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的道貌岸然并没有绊住他如大鹏般高飞的翅膀，他在自然山水中

尽情的翱翔，洋洋洒洒为我们留下了多少惊世骇俗的诗篇。”我的“示范”，句式整散结合，语言优美生

动。这都在暗示学生语言表达要有文采，尽可能引用诗句。在我的精心启发下，学生们思考片刻，纷纷

引用了诗句来作答，有的同学引用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或“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有的同学引用了苏轼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有的同学引

用了老子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学生的回答妙语连珠，一个比一个精彩。我用诗一般的语言

引导学生，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用诗一般的语言继续交流，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课堂充溢着浓浓

的语文味。

总之，如果我们的语文课堂表面热闹，变化多样，可就是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缺少对语言文字的深

入揣摩品味，欣赏不到对精彩文段的独到见解，忽略了文学味的拓展训练，缺少了必要的教师语言熏陶，

那么，即使学生的文学感悟力再强，也是难以真正学好语文的。语文课要有自己的独特味道，其味从何

而来？上面的答案也许还远远不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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