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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家孙绍振教授说：“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学，文本

细读都是一个重点、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证明文

本细读是一道无法绕过去的坎，只有细读文本才能真正完成阅读

与欣赏。”《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

师、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对话的载体是语言文字，因此

教师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潜心揣摩，层层剥笋，细心

解读，关注语言文字的意蕴，把脉语言文字的温度，探究语言文

字的奥妙。对文本中的“关键词”进行微探究，可以让学生在语

言的建构与运用中充分发展学科思维能力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

力[ 1 ]。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所定义

的“关键词”有两个相关含义: “一方面,这些词在某些情境

及诠释里是重要且相关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

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文本中的词语总是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

背景而改变,也在具体的语境中生成不同的意义。关键词有显性

关键词，也有隐形关键词，显性关键词可以直接看出作者的情

感，而隐形关键词在传情达意的时候较为含蓄，这就需要我们

在教学中去挖掘它的含义，理解作者的情感意蕴，从而探究文

本的深层意蕴，让学生在“关键词”微探究中形成学科素养，

让课堂教学完成从传统教学的知识取向向新课标倡导的素养取向

转变[2-3]。

为此，特以公开课《定风波》为例，谈一谈关键词微探

究式教学策略在语文个性化解读文本中的应用。

1　关键词微探究式人物形象感知

人物形象凝结着作者的“知、情、意、行”，传达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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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在引导学生对人物形象解读的时候，可

以引导学生抓能体现人物个性的关键词，这样会引导学生在探究

中去全方位多元化地解读人物形象。

《定风波》文本很短，但意蕴丰富，如果直接提问“这

首诗塑造了一个怎样的苏轼形象”，显然这种教学方式落入俗

套，激不起学生的情趣。既然文本很短，那么每一个文字应该

都有他的意蕴，为什么不尝试着以抓关键字、词的方法，于细

微处探珍奇呢？要做好这个关键词微探式引导，就要从导入开始

就精心设置问题。

我的问题是：人们常说苏轼是千年一遇的旷世奇才，余秋

雨先生更称苏轼为“中国古代最高贵、最亲切、最有魅力的文

人”，仔细品味小序，思考一下苏轼的“奇”和“魅力”表

现在哪一句话上？

不难看出，文本的一句话“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正

是体现了这两个特点。由此又可以进一步由关键句引导到对关键

字的解读：“苏轼的精神内核又集中体现在小序的哪一个字

呢？”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和探究，这个精神内核完全可以集中

在“独”这个字上，而后继续探讨苏轼是一个怎样“独”特

的人呢？这样就引入了对人物形象的感知： “一蓑烟雨任平

生”。有一种任凭风吹雨打的感觉，读出了一个“乐观旷达”

的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再大的穿林打叶声，都打不乱

作者既有的步伐，照样吟啸徐行，面对风雨他从容不迫，读出

了一个沉着冷静的苏轼；“也无风雨也无晴”，对阴和晴都不

在意，读出了一个乐观淡定的苏轼；“料峭春风冷，山头斜照

暖。”气候不定，人生不定，但是他能从容面对，听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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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了一个“随遇而安”的苏轼等等。苏轼形象的各种解读纷

纷呈现，以前没有出现的答案，没有呈现出的思维被唤醒了。

一个字的探幽与深入分析，可以引发积极的思考，也使教学开

始变得灵动、活泼、有魅力，既完成了苏轼形象的整体感知，

也让语言表达的能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又如《归去来兮辞》中我们可以抓住“归”探究人物形

象，《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可以探究“演”字精神

内涵，分析梁启超形象。在探究人物形象时，可以采用浓缩关

键句，再抓关键词的方法，开启发散思维，这样既可以调动思

考积极性，激发好奇心，在探究中不断形成语文学科思维，同

时唤醒自我觉醒意识，用巧抓文本核心字词的方法个性化地解读

人物形象。

2　关键词微探究式思想内涵探究

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元素，语言是思想的外

在表现形式，思想是语言的内核，关键词中蕴含着作者丰富的

情感，探究文本中的意蕴丰富的关键词，可以进一步体会人物

的精神内涵。仍以《定风波》为例，通过字词的魅力，继续

深化文本解读，在整体感知苏轼外部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苏

轼的精神内核，进一步激发阅读兴趣，感知文本的深层意蕴。

《定风波》中，哪一个字最能浓缩苏轼的精神内核呢？有

的认为应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中的“任”。这里的“一

蓑烟雨”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蓑烟雨”，应该还有其他的，

比如生活的困顿、人生的风雨，他经历了“乌台诗案”，

“任”就是一种对人生风雨的的乐观和旷达，本首词就是要表

达他这种面对人生风雨的坦荡和从容；有的认为是“竹杖芒鞋轻

胜马”中的“轻”。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走路，比起骑马，何难何

易，这是不言自明的，更何况又是在雨天的泥泞地上走。可是《定

风波》中却说“竹杖芒鞋”比骑马轻快得多!一个“轻”字写出作

者在风雨中也很乐观从容。拄着竹杖，穿着芒鞋的应该是平民百

姓、隐士、布衣，这种做布衣百姓的快乐远远的胜过在官场的快

乐，作者在此用借代的意象，其实想表达的是超脱官场世俗后内

心的轻松喜悦，是一种心灵上的解脱，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的超脱。也有学生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中的“无”

字，当时苏轼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不畏惧风雨，像什么

都没有发生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一种宠辱不惊的大

气，有一种不计得失的潇洒等等。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体会当时苏轼的全部思想内涵，但是这种

思辨和探索，把对文本的解读推向了更深层。个性化的语言、个

性化的思考、个性化的思维被激活，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都

得到发展与提升，这正是关键字微探究式教学策略所要达到的效

果和目的[4]。

3　关键词微探究式作品主题解读

雷蒙·威廉斯说：“我相信借由挑选常用的词汇来讨论研

究，我可以对这些词义有新的认知，并且有某种程度的厘清，

这个动机明确，我一直将其视之为写书的最大目标。”由此可

见，对关键词的探究可以对作品的意蕴有新的认知，从而更加

贴近作者的心灵，更好地探究作者的写作动机，更深层次地解读

作品主题[5]。

《定风波》中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归”如何

理解？苏轼的“归”和陶潜的“归”一样吗？最后通过对比阅读

分析得出：陶潜的“归”是归隐田园，是归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 的生活。苏轼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

生活和仕途生活，苏轼是归往内心深处。人生就是一场雨，无边

无际，无可躲藏，最好的避风港就是自己的心灵了。这是一种宁

静和旷达。苏轼现存词作中，“归”字出现了一百余次，但终其一

生，苏轼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退隐。他一生宦海沉浮，刚直如

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支撑他的是内在力量，是儒家的入世

思想，是为民请命的担当。最后拓展延伸他的诗歌，总结出苏轼

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儒家的经世致用、积极入世、关注

民生，道家的出世、避世、清静无为，佛家的超然物外，杂然一

身，这样使他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

适，达观处世。他不仅仅多才多艺，更能协调自己的思想，管理

自己的情绪，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这样作品

的深层意蕴被挖掘出来了。

语文教学的本质在于引导人们的语言感受和思维品质，同时

学会认知，学会发现，学会思考，学会创造。在语文教育教

学活动中，全力营造和创设开放的语文情境，在细读品析中形

成语文学科缜密的逻辑思维，在语言建构归纳总结中形成语言学

科综合分析概括的能力，在丰富的语言运用实践活动中，通过梳

理、积累、整合、生成，把握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

成独特个性的言语经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语文学科发展探

究出一条新的教学模式，让探微研究获得更加扎实有效的案例材

料，为进一步推动语文学科教学的发展提供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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