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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言文学中小说欣赏的发展

1.1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

在小说赏析的过程中，对古代小说进行一定的研究能更好的

把握我国的历史，也能更好的把握我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

明清时期，古代的小说可以说是达到鼎盛，现在社会依然有很

多人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在分析红楼梦的过程中有些人穷尽

一生也觉得没有深刻的理解红楼梦，正是因为其包罗万象的内容

才吸引了更多的人，也更好的反映了清代社会。在明清时期还有

很多不出名的小说，也同样组成了我国近代小说的重要内容，吸

引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题材，各种各样的内容才深刻的反映了

社会现实，给后代人研究历史带来更多的帮助，更给现代文学家

的小说创作带来一定的启发。

1.2研究小说的主要方向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欣赏小说的方式是绝对的，只能说是在

小说欣赏过程中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喜好。即使是在大学

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小说欣赏而言也主张发扬自己的风格，也主

张能够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想法。有些人着重把握其背后隐藏的社

会现实以及当时的历史内容，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西游记等小说，

往往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特点及突出表现出的一些矛盾，让

人们更好的了解到当时的社会情况，这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

有了很多的帮助。我们依然强调小说欣赏的方式不是绝对的，也

不是唯一的，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从独特的角度都能看出

一些特殊的内容，这样才是文化发展的繁荣性。

1.3小说鉴赏在教育体系中的发展情况

在当代大学的小说鉴赏教育课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

问题，方法较为单一，教学内容比较单一，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机械的记忆一些小说写作技巧以及小说鉴赏的结论，往往为了应

付当下的一种教育模式才学习小说鉴赏的一些技巧，根本没有自己

的一些内容，也没有一些创新性的发展，更别提具有灵魂性的去进

行小说创作。这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发扬我国文化是有着一定阻

碍作用的。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切合社会实际需要，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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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发展进行重点分析，相应的开设课程，才能够更好的培养高

素质人才，也能够为国家文化事业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对汉语言文学中小说分析的主要意义

2.1见证汉语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语言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象形文字阶段的原始社

会，而汉字与语言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与传承，在当前的教育

发展中依然是被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小说的角度来说，不同时期

的小说是对中国汉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证。比如在上古时期的

上古神话小说、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等，虽然这些文字记载还不

是现实意义上的小说，但是它借事论述的意义与当今的小说如出

一辙。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其中蕴含的汉语言文学知识都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从古至今的小说，是对中国传统汉

语使用发展进行记录的一本“大书”，记载了从汉字出现到古文、

文言文、现代白话文等各个阶段的发展。所以说，汉语言文学中

小说分析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对汉语发展历史的记载与见证，是

我们研究汉语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在课堂上将汉语言文学的小

说分析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利于提升学生对汉语言知识的科

学认识。

2.2见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大部分的小说尤其是纪实小说，主要是以中国的社会发展为

背景的，或者说是以作者生活的年代、自我的发展为背景的，或

者是在历史基础上的进一步创作与虚构。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

社会发展还是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的。《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就

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进行创作的，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之后的短暂

混乱，也可以看到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的艰辛与苦难，同时对社

会发展中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表述。《平凡的世界》

也带领着我们走过了农村的“批判”岁月与经济时代的创伤，走

向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与发展。虽然很多的故事情节都是作者

杜撰的，但是其历史发展背景与社会发展现状都是可供研究与参

考的，“伤痛文学”“山药蛋派”等一系列小说家与小说的出版，正

是对时代发展的见证。所以，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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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小说也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重要内容。

2.3对写作语言的发展有影响

写作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风格。“鸳鸯蝴蝶

派”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故事在语言的使用上更能让人感受一种美；

崇拜泰戈尔而组建的“新月派”，一度占据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孙犁作为“荷花

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山地回忆》以及刘绍棠的《蒲柳人

家》都是“荷花淀”文学的主要代表作；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

蛋派”，又被称为山西派、赵树理派，其朴实的语言是中国文学史

发展中一颗闪耀的明星，推动了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

3　当前汉语言文学中小说分析的主要方向

3.1人物分析

人物分析是教师在教育中对小说进行分析的“重头戏”。

在当前的小说分析中，对小说人物的分析数量较多，有些是从男

性人物的角度出发分析，有些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分析，但是不管

如何，都是以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些是研究人物的性格，

有些是研究人物的自我发展，有些是透过人物的本身对社会发

展、心理变化以及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发展进行研究。人物在这一

研究过程中作为一个主体，有其特殊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

当前的小说分析中，教师在很多时候将任务分析的教学放在主要

人物身上，在教育的过程中里缺乏对一些小配角的分析，这一现

象很容易导致主角光环的无限放大，缺乏从全面性、科学性角度

出发进行人物分析的意识，不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全面性与

科学性。

3.2语言分析

语言分析应该是教师在文学教育中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语

言分析在小说分析中有两个主要角度，一个是对研究对象的语言

分析，比如在研究《血色浪漫》的过程中，很多作者都从钟跃民的

语言分析中体会时代发展与变迁，有些从周晓白的语言中体会她作

为女性的倔强、自信另一方面是从整体的文学写作的角度出发对小

说语言进行分析，比如语言的平实、生动、优美等等。教师在教育

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整体的时代发展角度出发，如现当代文学教育

这一整体角度出发进行教育的，缺乏从个体的纵向发展角度出发进

行教育的意识与习惯。比如凌力小说中的语言，在《少年天子》与

《暮鼓晨钟》这两部长篇小说中是否有所异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

因有哪些等。因此，教师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还要关注这方面的

教育。

3.3写作手法分析

写作手法分析是教师在汉语言教育中应该关注的主要内容。

帮助学生掌握这一学习重点，是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写作

手法是汉语言学习的关键知识之一，在写作的过程中，既是对学

生所掌握知识的一种考核，也是对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比

如很多人对《少年天子》的研究就是从其写作手法入手的。这是

从“庖丁解牛”的角度出发，将小说中包含的各类型的写作手法

进行分析，以此作为自主探究小说的主要方式。教师在教育的过

程中也能更加科学地兼顾到写作手法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在小说

分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写作手法分析。

4　如何对汉语言文学小说分析进行创新

4.1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创新

小说分析这一教学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庖丁解牛”

的“解”上，还要关注到整体的发展。因此，在课堂教育的过程

中，教师既要关注到基础知识的教育，也要关注到整体知识的

应用。比如在《血色浪漫》这一伤痕文学学习过程中，教师

在具体某一教育内容上要关注其深度，如在写作手法的应用上，

巧合的使用、人物聚焦的使用、白描的写作技巧上，教师在理

论基础知识上进行教育，这样，通过事例教育的方式对专业知

识进行学习，提升了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程度。

从整体的学习角度来说，在某一专业课程结束后，比如写作课

程教育结束后，教师可以从小说的角度出发，对其中的人物、

语言、技法等一系列研究内容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而提升

学生在小说分析方面的学习能力。

4.2关注语言意境的赏析与创新

在当前的汉语言教育发展中，我们既要关注到知识的学习，

也要关注到教育的创新。传统上教师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对

其中的知识进行简单的分析，很多学生并不能及时接受到教师的

教育。但是在当前的教育发展中和当前的文学社会发展建设中，

教师也要关注到语言意境赏析与创新。比如在赏析模式上的创新，

教师通过课件的方式让学生对某两个主要点进行对比，以这样的

方式进行语言的意境赏析。比如在《少年天子》这一小说的赏析

中，教师可以将对乌云珠的描写与对庄太后的描写进行对比，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对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推动学生文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4.3关注写作手法的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应该贯穿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

在写作手法的创新上，教师也要进行创新。与语言的教育分析不

同，写作手法的创新或者说写作手法上的教育创新需要从学生的

需求角度出发进行教育。还是以《少年天子》为例，在写作手

法的对比上，南明王朝的朱三太子与福临是同一时代、同一年龄

的人，但是在对他俩的描写与写作手法的创新上，我们从其中写

作手法的运用就可“窥见一斑”。比如写作手法的选择上，福

临的写作主要是通过正面的人物烘托来体现他的睿智，而对明朱三

太子的描写主要是偏向于负面的，胆小、懦弱而又残暴，他们之间

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关注到这些

正、反面人物的创新性教育。只有这样，才更能将写作手法的教育

与学习显性化。

4.4“古为今用”，对小说撰写的时代背景进行赏析

时代的发展是创造小说的关键。因此，在小说研究的过程中，

要关注到时代背景的发展。小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因此，在学

习的过程中，教师既要关注到基础性的汉语言知识，如语言的使

用、写作手法的使用等，也要关注到写作背后的时代背景。只有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有特定的文学作品，比如《芙蓉镇》、《南

寻记》等一系列小说，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的一种文

学化的表现。因此，在对小说进行分析的时候，也要关注到对中

国历史背景的学习与涉猎。同时，还要关注到有些小说改变的影

视作品，比如《南寻记》《少年天子》《血色浪漫》《平凡的世界》

等等，小说中的有些经典镜头也会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更能激发学生对小说分析的欲望，同时也让小说“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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