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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记叙文教学"观念!目标及路径选择

王文营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10$$$%

摘4要"记叙文是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重心% 辨识文体"明晓文意"把握结构"品味语言!从外到内明晰记叙文的阅

读方法和写作技巧是记叙文教学的基本观念&记叙文教读课的目标是形成#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发展的统合力!自

读课目标则是达到能读会读!构建课内向课外阅读跨越的桥梁!学生最终养成的是课外阅读的习惯!在课外阅读中构建

阅读的广度与厚度&其路径应该是以读为根!尊重记叙文的文类特征和价值性"尊重学生的阅读#前见$!由之读出#课文

意$和#读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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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记叙文是统编初中语文课文的重心' 日常所

说的记叙文#主要是以记事写人发展变化为宗的

文类#它不仅指写真人真事的非虚构故事&日记随

笔&新闻通讯&报告特写&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

也包括了一部分虚构的小说&散文&神话&寓言&童

话等文体样式' 夏硏尊&叶圣陶在-国文百八课.

中说!(记叙文的目的在把事物的形状或者变化

写出来传给大家看#叫大家看了文章#犹如亲身经

验到的一样'*

+!,这里特别强调了是记事物的形

状&光景#叙述事物的经过和变化' 中国叙事学

中#关于写人&记物&言事的叙事文#其实涵盖的属

类很驳杂#有历史类的编年体&纪传体&方志体&典

志体&记事碑&墓志铭等#也有志怪志人&杂传野

史&笔记诗话&传奇话本之类的虚构文' 西方的叙

事文和中国不尽一致#杨义认为是走着(神话传

说
!

史诗悲剧
!

罗曼司
!

小说的历史历程*

+#,

'

这样看来#西方的叙事文理解比较狭窄#强调了叙

事文(以故事情节安排和叙事言语为中心*

+",

'

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而言#一般记叙文是以叙述和

描写为主要方式#其内容是写人&叙事&状物&写

景&抒怀的一种文体' 这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来归

类的#和说明文&议论文并列' 记叙文所记载的

人&事&物#贴近日常#形象丰富&生动&具体#通过

记叙文的阅读#学生能够进入课文的语境#来循文

识相&借事察人#并直面文字的形象#体察文字的

情意' 阅读教学通过触摸记叙类课文#既能让学

生体味到记叙文文体的独特秘妙#又可以澡雪其

心灵世界'

!4记叙文教学的观念

!(!4辨识文体"识得记叙文的特点与功能

所谓文体#也称体裁#指文本所体现出的文本

样式和结构规范#是一篇文章的外在形观' 不同

的文类呈现出不同的文章特点&结构形式和语言

风范'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认为(文体*是

(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并

(区别于另一系统的个性特征的总和*

+2,

#对文体

的表述强调了语言的个性以及和其他文体的差异

性' 让学生具有文体感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有

学者认为#(没有文体意识#阅读&写作就无章可

循#阅读&写作教学就不得要领'*

+),文体虽然呈

现的是文章体式的特征区别#但不同的体式却制

约着写作者独特的感受特征&思维个性&文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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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章样貌' 体裁形式不同#必将带来题材选择&

文章立意&结构安排&语言风格的差异' 记叙文要

求写人记事状物的具体化和生动性#其特征是内

容由人&事&物构成#结构有起伏#情节依循线索#

多用记叙和描写手法#语言是叙述性的' 它作为

教学文体的功能是让学生掌握记叙文的知识#养

成记叙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记叙文虽

然是言人说事&叙述过程的文体#但其种属驳杂#

有各自的文类独特性' 同为记叙文#杨振宁的

-邓稼先.是写人的纪实性散文#突出了邓稼先在

民族和国家背景下的性格和操守$而-皇帝的新

装.虽也是写人#却有很强的虚构性#是一篇童

话#有一定的想象性和夸张度#适合儿童心理#体

现了丰富的儿童情趣' 作为教学文体的分类#如

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虽然文类区别明

显#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区分' 各种文类的

形成是历史和文化存在的产物#是文字使用过程

中自然的变化和区分' -尚书.就有典&谟&训&

诰&誓&命的区分' 曹丕的-典论1论文.曾言说

一些文类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

实#诗赋欲丽'*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文艺学的荦

荦大者#也是系统的文体论' 体式一方面显示文

体对内容选择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因体式

差别造成的体式思维和体式形式的差异性' 阿来

的-一滴水经过丽江.是一篇写景散文#但课文把

它归属游记#其视角(我*却是一滴水#以一滴水

的游踪为序#写出了雪山&丽江的风貌'

!(#4明晓文意"识得记叙文课文的滋味与情感

文意是指文章呈现的主旨&意义和滋味' 一

般说来#作者写出一篇文章#就有表达的意图#这

是作者意$但写出的文本因文字的变化#或散逸或

聚拢#呈现一定的变异性#也就造成与作者意有一

定差距的文本意$由于读者生活阅历或者阅读积

淀的差别#其(前见*"或者(前理解*%自然不同#

就会造成理解的差异#这就形成了读者意' 实际

上#文章作为教学文本进入不同年级层次的课文#

是教材编写者选择的结果#所以课文还形成了独

特的课文意' 这也是有些课文#部分专家解读虽

然深刻#具有独特性#却不能作为教学文意的原

因' 程翔说!(阅读文本#首先掌握2作者意3#然

后走向2读者意3'*

+0,可以看出目前语文阅读教

学视野的丰富和变化#不再认为课文只有一成不

变的文意' 知晓文意#其实就是把握(作者意*和

(文本意*' 应尊重文本&触摸文本#按照古人说

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记叙文是对世界和人的

观察#首先应关注文中的人&物&事#整合文本的基

本信息来概括大意#也就是对记叙文的人和事物

有整体感#然后再推测叙述背后所散发出的(滋

味*与(情感*' 鲁迅的-孔乙己.塑造了孔乙己这

个迂腐&落魄而又善良的读书人的悲剧形象#但作

者却是要体现社会的冷酷和麻木#用鲁迅的话来

说#(将社会对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写出

来*

+1,

' 明晓文意#是在完整感受记叙文的人和

物事之后#贴近文本中的情感态度和写作意图#尽

量明晓课文的(作者意*和(文本意*'

!("4把握结构"理清记叙文写作的框架与脉络

记叙文的结构是人物事件存在的内容形态和

整体格式#记叙文的结构可以体现出题材的取舍&

运思的先后&行文的主次' 其首尾的贯穿&段落和

层次&过渡和照应&情节和线索#都是围绕着人&

事&物做相应的安排与合理的腾挪' 阅读时要有

意关注作者写人记事的思路#把握文脉&梳理线

索#探求其安排故事层次和段落的依据#体味故事

的变幻性&人物的形象感和渗透其内的情思' 鲁

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中年之(我*对童

年之(我*的一次回眸#题目显示了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的空间腾挪!百草园记自然景观&美

女蛇传说&冬天捉鸟$三味书屋叙拜师&问询怪哉

虫&读书上课' 这是两个空间#也是两种生活!自

由好玩和强制约束' 在失去中有温情也有感伤#

也是两种生活阶段的转换' 其间的过渡蕴含着情

感#其首尾的连接相呼应#显示出记叙文结构的闭

环性' -孔乙己.的叙述视角是咸亨酒店的小伙

计#叶圣陶先生曾分析这个叙述视角的价值性和

独特性#认为是(最简要*#既(把孔乙己活动的范

围限制在酒店里*#也显示出(小伙计*是最合理

的在场者+*,

' 所以#小说有这样的叙述#就呈现

了这样的结构$有这样的结构#就呈现了非同常态

的(小说意味*'

!(24品味语言"感受记叙文文体的文学意味和美

学情趣

记叙文的具象化和形象感来自记叙文的形象

语言#其语言更具文学的意味和品格' 文学的语

言在能指和所指上存在着对应和对立的各种变

化#而文学语言有很强的隐喻性' 言不尽意&意犹

未尽#自然都是一种常态' 记叙文的遣词用句#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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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的准确性#也有文学趣味的张力#比如对孔

乙己的介绍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文学的语言往往有情境性和情感性#体味这种语

言的情感#方能感受文学的美意' 老舍的-济南

的冬天.这样言说!(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

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

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

界0*简单几笔画出济南老城的安适&闲情和温

和#笔下透出的是对这种慢节奏的满足和陶醉'

记叙类课文的语言也是斑斓的#毕竟它借助了各

种修辞#无论比喻&借代#还是夸张&拟人#都是要

让语言充满张力与变化' -安塞腰鼓.的叙述中#

短句急促#长句豪阔#夹杂着排比&夸张&比喻等修

辞的渲染#让人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勃发与张扬'

自然#每一篇文字都会有独特的语言格调和个性!

-土地的誓言.是深沉的&激越的&灼痛的$而-昆

明的雨.如话家常#淡而悠远' 借助品味语言#可

以领悟课文的情意与美意'

#4记叙文教学的课型目标

#(!4教读课"形成'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发

展的统合力

教读课的课文是教师用心&学生用力的篇什#

而记叙文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 记叙文的教学#

通过细读&研读#教师带动学生应该做到!读出人

事#读出文体#读出方法#读出自我' 读出人事#是

能感知到作者所叙的人&所言的事#体味文章的物

事情境#晓得文章的意蕴情感' 这就是感知作者

意&文本意乃至课文意' 读出文体#是说读出这一

篇文章的文类特征&文体风格#明晓文本个性和语

言风范' 读出方法#要求对这类文章#能学会读的

各种方法#无论朗读默读&熟读细读&品读悟读#还

是速读浏览#都应该针对记叙文体现的样式#懂得

读的方法$自然也要懂得写的方法!无论是写景

文&叙事文&抒情文#还是游记&科幻乃至童话等等#

也要学会细处的方法招数#比如叙述&描写#详写&

略写等等' 会读会写#才是读出了方法' 读出自

我#是指通过体察记叙类的课文#能读出文本滋味&

融入文本#领受文本带给自己的感受与体验' 不仅

能会心其境#也能和同学言说交流文本带给自己的

思考#甚至写出自己的体悟和心得' 用说和写来沟

通文本&自我和生活#形成立人和立言的合力#促进

学生语用能力的发展和人格修养的养成'

#(#4自读课"能读会读&构建课内向课外阅读跨

越的桥梁

自读课并非学生自选篇目的阅读#仍然是教

材中的固定篇目#是学生需要把握的内容' 自读

课文安排在教读课之后#目的是在教读课习得方

法#学生能借助这些方法#以渔得鱼#自己来领会

品读这一篇记叙文文本所独有的个性品格' 能

读#强调学生自我阅读的独立性#无论是默读跳

读#都能凭借教读课习得的阅读方法#独立把握这

篇记叙文的完整事件和人物个性#晓得文章的情

感意味#理解文章的真正价值$会读#是要求拿起

这文章#自己会迅速找到适合阅读这一篇记叙文

的方法#并迅速获取合理的信息和提取有价值的

内容' -走一步#再走一步.是七年级上册的一篇

自读课文#是莫顿1亨特写的#记叙了童年攀爬悬

崖的冒险往事和心得' 这篇课文是在另一篇教读

课文-植树的牧羊人.之后#也是外国人写的#让1

乔诺的作品#语言的风格上有表达的类似性' 能

读#是学生通过自读#能把握故事脉络&复述故事$

会读#是通过这个单元历练的默读方法#能迅速提

取信息#找出写心路历程的句子' 同时#把这种阅

读延展到课外#-走一步#再走一步.是删节文#课

外找到全文)))-悬崖上的一课.#阅读全文#领受

课文带给作者的人生影响' 自读课是(瞻前顾

后*#为学生架起课内向课外延展的桥梁#(2瞻前3

就是合理应用在教读课文中获得的经验#通过自主

阅读#完成阅读任务#沉淀阅读能力' 2顾后3就是

要形成成熟的经验#为扩大阅读量和加快阅读速度

做好准备'*

+7,自读课是要让学生达到能读会读#

收获独立阅读带给自己的丰硕成果'

#("4课外阅读"用互文的方式拓展阅读!增加阅

读的广度与厚度

课外阅读强调互文#是说可以群文互读&主题

互读&文类互读#从而把(!

>

8*中和与(!*有共通

性的(8*找出来)))选出更多课外共类的作品#

引导学生阅读' 尤其是记叙文涵盖了许多文体#

文学的如散文&小说&故事之类#写实的如传记&新

闻&特写之属' 每一个文种都可以延展更多的篇

章' 可以读完一类#再换它类$也可以同时读几种

文类' 课外阅读关键是养成习惯#放开手脚#让学

生照着自己的心性去读#读得自由自在' 用默读&

浏览乃至品读的方式#扩大阅读的面#增容阅读的

量#让阅读成为学生语文生活的日常' 在阅读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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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学生喜欢#可以放纵其心性' 首先是读得有

趣' 是说能随心顺意地去读#只要自己喜欢#无论

闲书杂书&长篇短制#都可读#需要珍视的是学生

的这种阅读趣味' 有了这种阅读的趣味#才能养

成坚持读书的习惯' 其次是读书无限制' 这是指

读书无禁区#只要是正规出版的书籍#都可读' 这

里既强调了阅读数量没有限制#也强调了阅读内

容没有限制' 阅读审美力的提高来自阅读量#阅

读辨别力的提高同样来自阅读量' 自然#课外阅

读也要学会分享#和老师同学交流自己读的书#写

出自己的感受心得' 在阅读到一定程度之后#要

敢于读有难度的书&经典的书#强化读书的深刻性

和评价力' 教师不能游离于学生的课外阅读活动

之外#更不能在学生的课外阅读中角色缺位#而应

立足于阅读书目的选择和阅读方法的指导上#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读好书&读经典的书#避免学生在

玄幻&穿越&漫画&仙侠&言情等类型的网络小说中

沉迷' 教师也要通过微信群&cc群&读书会&讨

论课&演讲课等方式#给学生提供课外阅读的交流

平台#让学生在讨论&辩疑&品鉴的共话中提升自

己的读书水平和欣赏趣味'

"4记叙文教学的路径选择

"(!4直面文本&理解'文本意(

(作品*#一般认为是作者意图的物化形式'

读作品#就意味着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

是理解作家和寻求作者原意的过程#所以强调阅

读时要知人论世' (文本*#是文本理论对作品内

部特征和语言本体侧重后的产物#一般认为是书

写固定下来的语言#或者说是语言的编织物#重视

作品是语言的产物#并非哪个作家的(私生子*'

文本是语言的结构层次#对文本的理解自然是对

作品的语言意味和叙事结构的把握' 读作品#就

是对语言文字的感知与体验#是探寻语言的陌生

化和潜在结构$当然#在接受理论中#对(文本*的

理解则呈现动态化#认为(文本*不过是留有许多

(空白点*的心理图式#是一个意义空筐#等待阅

读者来填充意义' 阅读文本#就是要构建文本的

意义#也就是读者要借此说出什么'

初中语文强调的是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

用' 记叙文的课文毕竟是形象化的文字#更多文

学品质#其作为教学文本的价值#是让学生触摸文

字&感知语言&体味情感' 课文构成的教学文本#

其(文本意*应该是三部分的组合!一是作者原

意#二是文本原意#三是课文原意' 有时(作者原

意*和(文本原意*的差距并不明显#甚至有一致

性' 所谓的(课文原意*#是指教材编者选入某一

篇课文的目的性&教学性很强#把选文作为游记归

到描写自然的单元#然后放在某个学段#对文本也

有删减#这已经给予文本明确的边界和意义指向'

在此层面的选文#也就有了在作者原意&文本原意

基础上的课文意' 直面文本#是说尊重作者&文本

和课文的规定性' 理解(文本意*#是对作者意&

文本意和课文意的直接把握' 通过朗读#感知文

字的声音韵致$通过细读#品识遣词用句的巧妙$

通过熟读#涵泳文字的情感流转#这些是记叙类课

文教学的必要立足点'

特级教师沈庆九在上-雨的四季.时#尝试了

三次阅读!初读#读出文字承载的内容$二读#有感

情地朗读#读出你认为文字所表达的感情$三读#读

出作者可能想表达的感情#这是读出作者+!$,

' 三

读的最后意图#就是读出作者意' 教者特别强调读

出语言的诗味和作者想表达的情感' 这就是直面

文本本身所体现出的意味与情感'

"(#4重视学情&尊重'前理解(

记叙文的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课堂的群体交

流与沟通#但阅读毕竟是个性化的活动#所以要熟

悉学生阅读的基本状况' 用阐释学的观念说#就

是尊重学生的(前理解*' 所谓(前理解*#又称

(前见*(偏见*#是指学生阅读文本前所拥有的生

活阅历&阅读状况和阅读能力与水平#或者说是阅

读该文本前所拥有的生活积淀和阅读经验#这是

指向读者理解文本前的认知结构' 阐释学从积极

的意义认知(前理解*#(我们是以来自我们自己

的事实关系的意义期待作为根据进行理解

的*

+!!,

#换言之#没有(前理解*#理解就无从发

生#文本的意义就不可能存在' 阐释学认为#(前

理解*不同#对文本的认知也就不同' 过去#认为

学生因生活经验简单和阅读积淀不足#对许多作

品的理解存有(偏见*和(误读*' 从阐释学的角

度来看#所有的(前理解*没有对错之分#它是理

解的起点' 尊重(前理解*#才是真正地尊重阅读

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重视学生的阅读直感和学

生的阅读语感#首先就要尊重学生对文本的原初

感受力和认知图式' 学生对记叙文文本的意味能

读出什么#取决于学生的(前理解*#即阅读积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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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经验#而(前理解*随着生活积累的丰厚和

阅读量的增加是在不断变化的' 有学者认为#

(阅读教学#也可以理解为是建构学生合理的前

理解结构的教学*

+!#,

'

我们可以通过朱自清-背影.作为课文的教

学史#来感受不同时期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变化'

-背影.!7#)年 !!月在-文学周报.刊发#!7"$ 年

首选于赵景深编写的国语教科书#直到今天仍然

保留在最新的部编初中教科书中' 其(课文意*

随课程理念的不同而变动' 除了(父子情深*的

理解#对其解读变得多元化#文意迭现' 最典型的

有三种!一是(父亲不堪*论#二是(儿子愧疚*论#

三是(刹那主义*论+!",

' 学生更是读出了违反交

通规则&父亲不潇洒之类' 尊重学生的 (前理

解*#是知晓学生的阅读现实#以之为基础#尊重

学生的意义把握和阅读感受' 这是文本欣赏的基

础' 但选文成为课文#不是没有限制#课文有它自

己的教学指向性$而教学尊重言说#也并非没有边

界#言说应不脱离文本的基本规定性#更何况教学

也需要评价#它要寻求价值的合理阈限' 这才是

真正的生生对话&师生对话'

"("4鼓励创造&读出'读者意(

记叙文的阅读#更多是文学意义上的阅读'

无论是精读#还是略读#在理解(文本意*之后#应

该是对文本的美读&赏读' 应该是以心会心&以己

度人#贴近文本的情理脉络#体验文本构建的世

界#玩赏记叙文中的形象&语言和情感世界' 学生

在阅读中的痴迷#对文本的静默&言说和书写#就

是创造#就是学生读出的文本意' 用接受理论的

话说#是读者视界和文本视界的融合' 这种融合#

是学生用想象和情感对文本空白&缝隙的填充#这

是读者意#也是学生构建的文本世界' 这种构建其

实是文学欣赏的沉醉迷离状态#傅庚生曾这样描

绘!(使读者掩卷惝?#有无限迷惘依恋之思#此际

读者之胸中已他无所有#唯有一片同情'*

+!2,实际

上这是学生阅读的共鸣感#是神与物游' 也是课

程标准所强调的!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

理解' 中国古代的解读有(断章取义* (见仁见

知*(欣然会意* (不求甚解*的说法#都指向了读

者对文本的个性化理解$而西方的读者理论强调

意义的动态性#文本的意义是读者阅读时在时代

和个人的知识背景下与文本共同构建的#这种视

野融合是自我的&个性化的' 读者每一次的阅读#

体验不同#自我融入文本的结果自然不同' 多义

是常态#衍义和歧义也难免#读者理论并不认为这

些是误读&错读' 在把握了文本意以后#记叙文的

阅读应该是在精读和拓展方面#强化这种创造#教

师提供一定的文本情景和契机#让学生说出或写

出自己对文本的感受和体验'

楚云老师教学-秋天的怀念.时#打通语文和

生活&文本的联系#让学生说出对母亲的(忍*和

(要好好儿活*的品味#学生既关联文本#也关联

自己#说出自己对母亲&生活的感受+!$,

' 这就是

文本和自我的视野融合#既读入了文本#也读出了

自己#是实实在在的(读者意*#是学生真正的感

受&体验与理解'

"(24文文互通&体现'互文性(

语文教材不仅是一篇篇选文的组合#而且是

一个考虑了知识序列&学习规律&学生心智的文本

系统#它有一定的整体性&序列性和延展性' 这个

单元的选文是(四季美景*#另一个单元变为(至

爱亲情*$有的单元文字是大川大山的豪阔壮美#

有的单元又成了小桥流水的闲适优美$这个单元

在谈记叙文的要素#那个单元又去说叙述的线索

和顺序' 有的某一篇课文甚至链接着课外知识与

拓展篇目' 它们之间是关联着的#是整体中的分

支' 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篇#要重视文文互

通#强调读文的单元意识和群文意识' 阅读教学#

有单元阅读&主题阅读&群文阅读#应该把它们勾

连起来#体现(互文性*#做到课内文本之间&课内

文本与课外文本之间的交流延伸#来拓展阅读的深

度和广度' (互文性*是文学符号学里的一个概

念#最初茱莉亚1克里斯蒂娜强调的是任何文本都

是其他文本的镶嵌#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借鉴'

在-诗性语言的革命.里#她这样解释(互文性*!

(将其看成是一个"或多个%转换为另一个"或几

个%符号系统的移植'*

+!),国内的翻译和理解差别

很大#译成(互文*(互文性*(文本间性*等' 国内

学者李玉平认为#(狭义的互文性#指一个文学文

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广

义的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文

化&符码和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

+!0,

' 我们使用

它#就是看中(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涉关

系#能让我们体察文本的共性和差异'

既然课文是个系统#对文本#就可以从题材共

性&主题共性&文类共性&作家作品的品质共性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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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互文性*' 对(互文性*#荣维东认为可以

(互文参照!于群文中寻找意义坐标*#对课文可

以分别以主题&原型&结构为坐标进行互文性解

读+!1,

#强调作为一种解读方法的合理性和独特

性#也指出了其方法的有限性#应注意合理使用'

而黄伟&梅培军则把(互文性*作为一种阅读范

型!互文参读' 这是(把文本置于一个有效的参

照网络中#形成多种文本的相互参照#互释互

解*

+),

#既有利于扩大阅读量&加快阅读速度#也

有利于信息的选择鉴别#自然也提供了文本多种

意义解读的可能性' 这种阅读#为整体性强的单

元阅读&主题阅读&群文阅读乃至课外阅读#提供

了一个开放和整体把握的视角#突破了阅读的线

性思维#可以说#是对课文文本的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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