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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色语文”概述

针对近些年来语文教学存在的严重异化现象，黄厚江提出了

“本色语文”观，企图让语文教学回归本真。“本色语文”的核心

观点就是“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前者

的关键在于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质

的提高为目的。“语文的方法”则是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方法，要

求教师引导学生用语文的方法思考问题，回答问题。

“本色语文”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语文共生教学法”，“共生”

是生物之间的伙伴关系，在语文教学中则表现为多种教学元素的

相互作用，共同进步。黄厚江指出“共生教学法”首先要选好共

生原点，其次激活共生现场，最后促进共生过程。共生原点即围

绕教学目标展开的出发点，共生现场即课堂，要激活共生现场就

需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及时发现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问题并能给出有效意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

深入引导，不断推进，从而促进教师，学生，知识等的共生过程。

2 基于“本色语文”观的小说教学提问艺术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1 年版）》要求7-9 年级学生能

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领悟作品内涵，从中获得

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1年版）》，第16页]初中阶段的小说选文

情节简单，篇幅长短适中，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明确，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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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可读性，因此颇受学生欢迎。这类文学作品对培养学生阅

读兴趣，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同时为其他文学作品的学习打基

础具有显著作用，可见小说教学的重要性，而一堂好的小说教

学课也离不开教师的提问艺术。黄厚江《台阶》课堂实录中就

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巧设问题，妙讲小说。

2.1 紧扣文本、围绕细节的提问，确定切入点

小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体，具有信息量大、线索多、涉及

面广等特点。这就要求小说教学必须找到最佳切入点，一个好的

切入点往往与全文相关联。而细节描写是小说常见的描写方式，

它对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将细节描写作为共生原点。

《台阶》课堂实录：

师：同学们，看过课文吗?

生：看过。

师：这篇课文是一篇小说，但和其他小说不一样的是它有很

浓的散文味，会读小说的人看完《台阶》后可能会过目不忘。请

大家说说这篇课文里的哪些句子让你印象深刻?

（略去学生的交流）

师：好了，我们梳理一下，这么多让我们难忘、引起我们思

考的细节都和哪个形象有关?

生：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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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家都很会读小说，读小说就是要抓住形象。除父亲

这个形象以外，还和哪个形象有关?

生：台阶。

一开始，黄厚江老师并没有遵循一贯的介绍作者，给文章分

段概括段意，逐段分析的教学方法，而是先问学生对哪些句子印

象深刻，接着询问这些句子都和谁有关，自然而然地引出本文的

主要意象“父亲”和“台阶”。问题虽简单，却点明了小说的核心

意象，因此就可以顺势分析“父亲”与“台阶”到底是何关系？

继而为后文的学习做铺垫。这种从文本细节处出发又回到文本的

提问如灯塔般照亮，指引着茫茫小说学习海洋中迷茫的学生。在

另一篇小说《孔乙己》的教学中，黄厚江老师也是从细节出发进

行提问的：“本文描写孔乙己哪个方面着墨最多？”经分析是

“手”，一共写了9次，而最能体现“手”的细节是“排”、“摸”两

个动作。进而带领学生从“排”、“摸”这两处动作出发分析孔乙

己人物的形象。这种围绕细节进行提问，一方面训练了学生处处

留心，仔细阅读的能力，另一方面从细节到全文，从局部分析到

整体的理解的过程也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2.2基于整体的提问，概括事件

《台阶》课堂实录：

师：这篇小说的核心意象有两个：一个是台阶，一个是父亲。

现在提高要求，请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把父亲和台阶连在一起

说一句话。

生：父亲为造高高的台阶付出了一生的辛劳。

师：一句话把小说的内容全部概括出来，多好！

生：父亲渴望家里能有一个高高的台阶。

师：刚才两个同学都是用“父亲”开头，哪个同学能倒过来

用“台阶”开头?

生：台阶是父亲耗尽一生想要追求的目标。

师：很好。还有没有同学说说?

生：高高的台阶造好了，父亲也老了。

师：很好。我们概括一下，台阶是父亲一生的追求，是父亲

一生的向往。这篇小说写的是父亲与台阶的故事，通过台阶写出

了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也写出了父亲的一生。

围绕“台阶与父亲”说一句话，这不是简单的造句，而是在

阅读完全文的基础上对文意的高度概括，目的是让学生说出“父

亲总是觉得我们家台阶低”，进而开始分析父亲造台阶的原因，为

之后的学习做铺垫。这样的提问是建立在学生通读而且熟悉全文

的基础上的，用一句话概括而不是一段话复述，既抓住了主要矛

盾，又为下一步的学习留下线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1年版）》强调：“在教学中尤

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   整体把握就是学

生在阅读完作品后要对作品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认知，团状的

而不是把作品割裂开来，以块状进行分析。整体把握要求学生立

足文本，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审视文章，基于整体把握的提问

在小说教学中尤为重要。

2.3 抓住线索的提问，深度剖析人物形象

《台阶》实录：

师:同学们，如果你们家有这样一位父亲，你们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请举手。不喜欢的请举手。你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位

父亲?

生：因为父亲为了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生：我喜欢又不喜欢。我喜欢他的勤劳和执着，不喜欢他的

逞强。

师：大部分同学都喜欢父亲，但这位同学读得就深了，他还

读出了父亲的逞强。

没有直接提问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而是问如果你们家有一

位这样的父亲，你会不会喜欢他？看似开放性的问题学生可以自

由发挥，却又和文本紧密相连。“这样的父亲”在文中是任劳任怨

的，朴实有理想的，倔强而坚强的。这个问题将学生拉入文中，有

身临其境的效果，而不是简单站在第三方读者视角去看待父亲。

小说的线索是贯穿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抓住线索也

就是抓住了文章的主要矛盾，所以小说家教学中提问时也应该

紧扣线索。如，《台阶》一文中线索就是“台阶”，围绕台阶，父

亲做了什么？做之后又怎么样了？从整个过程中看出父亲是怎

样的人。

2.4新颖的提问，总结全文

《台阶》实录：

师：如果让你为本篇文章画一幅画，你认为必须有什么？

生：父亲、我、母亲

师：父亲在哪里？在干什么？

生：父亲坐在台阶上，抽着烟，我在台阶上玩耍，母亲坐在

门槛上做家务。

师：父亲一边抽烟一边在干什么？

生：一边抽烟一边在看着别人家的高台阶。

这样的提问新颖生动，还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是本课的最后

一个问题，黄老师没有生硬的进行总结，而是以这样新颖的设问

将学生在此拉回文本，在此让学生体会父亲的人物形象。

在《孔乙己》教学中的最后环节，黄老师也同样提出了一个

新颖的问题:如果孔乙己死了，让你为他写墓志铭，你会怎样写？

墓志铭是对一个人生前的总结概括，为孔乙己写墓志铭其实是在

总结孔乙己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一幅画也好，还是墓志铭也好，这

样的课堂总结方式是不同于一般课堂的，一般情况下教师在进行

课堂小结时会带着学生们回顾本节课所学的内容，从生字词语，

分段大意到人物形象一一过一遍，这样的流水式的小结虽可以将

一节课的内容串联起来，起到复习巩固加深印象的作用，但难免

新意不足。课堂的开始我们要吸引学生兴趣，课堂结束时更要经

学生的注意点拉到课堂上来，学生在即将结束一节课时精神状态

是疲惫的，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颖的，与众不同的提问方式来引

起学生兴趣，做好课堂总结。这种新颖的提问从课文中来，又回

到课文中去，既是复习巩固又是拓展提高，这种提问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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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语文”的核心主张，“本色语文”拒绝狭隘的语文观，不

主张囿于“语文”教语文。

2.5 关联性提问，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阅读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封闭式阅读，而是建立文本与读者

的有效关联，在交互中发现多重意义的过程。在黄老师的这节

课中充分体现了关联二字，这节课的主要问题有：①读完课

文，你记住了哪些细节？②围绕父亲与台阶说一句话③如果你的

父亲像文中的父亲一样，你会喜欢他吗？④标题能否换成“父

亲”⑤小说能不能没有我？⑥我对台阶的态度是怎样的？父亲对

台阶的态度是怎样的？⑦母亲视角写父亲和“我”的视角写父

亲，哪个更好？⑧“若有所失”父亲失去了什么？⑨文末，似

问非问，问了吗？问的谁？⑩如果让你为文章画一幅画，你认

为必须有谁？这样的提问恰恰是共生教学的体现，共生教学的过

程，是不断推进的过程，或者说是共生原点不断生长的过程，

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教学活动，不断促进共生过

程。这些问题由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从细节出发与

整体相关联，又从整体出发分析细节，一个个螺旋式问题将

“父亲”、“台阶”、“我”、教师、学生、文本、课堂

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本课的小说学习不再是读者与文本间简单的

对话，而是读者与作者、读者与人物、读者与读者间的对话。

3  小结

初中语文小说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地认识到提问艺术的重

要性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好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是至

关重要的。在黄厚江老师“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用语文

的方法教语文”和“共生教学法”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总结出

紧扣文本、抓住细节的提问法，基于整体的提问法、抓住线

索提问法、新颖提问法、关联性提问法等适用于小说教学的

提问方式。小说教学的提问方式多种多样，用黄厚江老师的

话说只要能促进学生学习的能使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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