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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解读概述
“多元解读”是一个主观认识范畴。在我国古代，就有多

元解读的萌芽，如《易经》中提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
谓之智”，多元解读含义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
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知识背景下，对同一文本的内涵意义产生了
不同的理解。“多元”一般包括解读者的多元、文本意义的多元和
解读方式的多元。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
程，因此，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可理解为教师在
学生自主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根据初中生的年龄特点，认知发展
水平以及个体差异，进一步启发，引导学生更广泛地来对文本进
行解读，获得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2  多元解读运用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可行性与意义
2.1可行性
2.1.1教材文本的发展多义性
文学作品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结构，它不仅具有表层

意义，还具有深层意义及言外之意；不仅具有审美特征，还有政
治、伦理、文化、哲学等丰富内涵，它具有多义性。我国的文艺
理论家金元浦提出“从共时性看，某一作品的意义是同一时代无
数读者的不同阐释的集合；从历时性看，又是不同时代读者的不
同阅读阐释的集合。”因此，文学作品总处在不断发展中，这也为
读者进行多元解读提供基础。

2.1.2初中生的个体差异性
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人

生体验、情感历程、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这些都是千差万别
的，所以对同一篇文章、句子，甚至同一个词语，每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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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学生的年龄特征不同，也会对文本进行
多元理解，使文本解读呈现差异性和不一致性。

2.1.3《新课标》的相关要求
《新课程标准》( 2 0 2 2 年版）中总体目标所描述的：“辩

证的思考问题，有理有据、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能结合
自己的经验，理解、欣赏和初步评价语言文字作品，丰富自己的
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以及在对第四学段（7-9 年级）学生
阅读目标也指出“欣赏文学作品时，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对作品
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因此从新课标理论出
发，我们也应注重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强调独特体验，利用多元
理论解读教材文本。

2.2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多元解读的意义
2.2.1 培养学生个性，增强创新能力
传统的阅读教学，大多是老师的“一言堂”，老师的理解

成了权威理解，让学生提不起自己解读的兴趣，也磨灭了创新性
和自主意识。教师应多在课堂与学生探索问题，并让学生合理自
由发言，这有利于促进学生对文本的多样解读，培养他们的个性，
增强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

2.2.2 促进师生互动，营造和谐师生关系
多元解读强调一种平等对话的过程，学生不是被动接受者，

而是与文本、教师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来进行思想交流。教师在
尊重学生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指出错误，给予他们
正确方向的指引。民主的课堂氛围以及师生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建
立和谐师生关系。

3  “多元解读”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及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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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本解读“无中生有”,脱离文本
“无中生有”的多元解读，即是在进行文本的多元解读

时，把不存在的意义解读成存在的，没有事实依据，是凭空捏
造出来的，或者断章取义，脱离文本，歪曲了事实。如教学
朱自清的《背影》时，有学生提出质疑“朱自清的父亲擅自
攀爬铁道，给儿子买橘子，这一做法不对”，认为这违反了交
通规则。这属于空穴来风的想法，老师应让学生联系文本上下
文及时代背景，不要无中生有地解读文本。

3 . 2 文本“误读”，缺乏正确价值观和方法引导
误读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错误解读的现象，产生误

读的原因，有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不到位以及学生缺乏正确的价
值观等。教师在讲授课文时，有时会因为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不
够，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学生无法正确解读课文。如在解读

《社戏》时，有学生把双喜等小孩在夜里偷豆吃这件事情解读
为不良偷摸行为，他们忽视了鲁迅想要营造的是一种人与人和谐
相处的氛围，是对文本价值标准的误读。

3.3 文本解读过度，脱离学生实际情况
学生独有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会对解读文本产生很大的影

响，因此不同的学生在读同一作品会产生差异性的感受，年龄的
差异也是多元解读要考虑的因素。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
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就是人生的差别，
指导学生进行多元解读，要关注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心理发展情况。
越往高年级，文本解读可以往深度和广度拓展。

4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多元解读”的实施原则
4.1多元解读必须立足文本
立足文本进行多元解读包含以下几点：首先，要立足文本

具有表现力的词语和句子。解读必须有理有据，要从文中找出
确切的词语及句子作为分析的依据，以此来分析文章含义、人
物形象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其次，要立足文本的文体。文章
体裁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文学体裁分为
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体裁不同，解读的方法也不同。
在教学《愚公移山》时，有同学提出“愚公为什么要移山？
直接搬家就行了”这种解读就忽视了这篇课文作为寓言来讲解的
目的。寓言是一种用假想的故事来说明某种哲理从而达到教育目
的的文学作品。最后，要立足于作者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
一篇文章的解读不能离开作者的时代背景，尽管读者的个人经验
是千差万别的，但必须以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时代背景为出发
点，才有利于正确理解文本。

4.2多元解读必须把握正确价值取向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学生做人道理，而语文更是在教书育

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初中生阅历尚浅，容易出现价值偏差，在
进行文本解读时，教师应挖掘教材中合理的价值取向，提高他们
的审美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引导学生欣赏美的高尚的符合社
会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唾弃那些低下卑劣无责任感的思想。

5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多元解读”的策略研究
5.1 文本为基点，进行有法的多元解读
5.1.1从意义丰富的语言文字来解读文本
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特殊性，是情感丰富、歧义模糊的语

言。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的特点，一个词有多个引申意义，因
此我们要结合上下语境来解读。

表示颜色的词“红”，它的本意是像鲜血的颜色，但在不
同的文学作品中表达不同的意思。在革命年代，红与“流血”相
关，《红岩》中的“红卫兵”等词中的“红”就和革命相关，具有
政治内涵。而在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中的“红”，又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枫叶的“红”展示出不被
寒霜摧残的生命力，也表现出诗人热爱生命之情。意义丰富的

词语给我们多元解读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
5.1.2从含蓄朦胧的意象组合来品味文本
意象是作者构思想象中的形象，作者通过想象、象征、比

喻等表现手法，使单一的物象相互融合，兼有感性和理性的内
容，产生丰富内涵，具有模糊性、多元性的特点。用一个词
语来表示与之相关联的事物，联系并不严格，不同的读者会引
起他们差异性的反应和多种情感体验，因此这也为文学作品的多
元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

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全篇由28 个字、11 个意象组
成。意象之间无动词连接，将孤立的自然景物巧妙组合形成了一
副萧瑟的秋景，勾勒出行旅之人漂泊不定的忧愁。从多元解读的
视角出发，含蓄的意象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对亲人的思念、对时
光流逝的感叹。同时，“断肠”的原因也值得我们多元探讨！

5.2 教师为引领者，促进有效的多元解读
5.2.1 提高自身解读文本能力，进行正确方法引导
教师在进行文本解读前应摆正态度，将多元解读理念贯彻到

教学中，提高自身解读文本的能力。在教学前，应深入理解文
本，了解课文的背景知识、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丰富自身的基
本文学常识。切勿教给学生错误的知识，对学生发生错误理解
时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其次，教会学生在解读文本时运用筛选
信息策略、推理信息策略（对意犹未尽的地方阐释推理、对空
白处展开想象联想、对文章前后时期的同一人物形象变化的比较
推理等）和逆向思维批判质疑策略。

5.2.2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解读文本的兴趣
设置多样化的情境有利于学生进行作品的多元解读。首先，

教师应巧设问题，有技巧地提问合理的问题，才能引发学生的思
考。问题要贴合文本又符合学生日常认知，且深入浅出、环环相
扣又有创新点。其次运用多媒体手段来给语文课堂注入新活力。
可以通过图像、视频、音频等让学生感同身受，产生身临其境之
感，引起情感共鸣，促进理解。课堂剧情表演让学生扮演文本中
的角色，学生读者必须主动理解课文，揣摩文本形象，置身其中，
通过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演绎出更加复杂立体的人物。

5.3 学生为实践者，落实多元解读理念
5.3.1 丰富知识储备，奠定多元解读基础
学生积极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有利于提高多元解

读能力。教师可以利用实践课程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实
践，提供他们接触社会的机会，帮助学生积累生活体验。学生
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也是记录与加深自己的情感体验的良好方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生多读课外书是最
快捷最有效的丰富知识储备的途径，可以拓宽阅读视野，培养
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

5.3.2 积极课堂对话，提升多元解读能力
课堂是多方参与互动的平台，有效的多元解读课堂应是互动

形式多样的，将教师讲解提问，学生回答讨论自主研读等多方面结
合。课堂上学生应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和自主探
究，活跃思想，于在和老师、文本与同学的互动中提升解读能力。

6  结语
随时代与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与创

新意识，因此阅读教学中也更应倡导多元解读来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多元解读理论为阅读教学提供了一种极具生命力的阅读方
式，它有利于学生与教师的发展、新课程的改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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