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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性强是语文学科的特点，是学生在学习阶段极

为重要的学科，学生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而且在能力、

情操方面都能得到培养与提升。初中阶段的学生开始有

了自己对语言的感悟、理解，在部编版的初中语文教材

中，现代散文的篇目更是占据了一大半，现代散文体式

自由、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对学生建立审美的帮助极

大，如何带领学生更好地学习现代散文，是当今教学中

的一个热点。1

一、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散文的选编情况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散文细分为抒情散文、

叙事散文、议论散文。

叙事散文：叙事散文以记人叙事为主，以对人和事

物的具体描述和描绘为突出特色，同时表达作者的认识

和感受。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例如：

《秋天的怀念》、《散步》、《回忆我的母亲》等等。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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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叙事性散文时，要让学生走进作者的真实背景，活生

生的人与事，从而更好、更贴切的与作者的内心进行情

感的交流。

抒情散文：抒情散文是指或因人、因事感怀，通过

写景状物以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例如：《济南的

冬天》、《紫藤萝瀑布》、《安塞腰鼓》等，在学习抒情散

文时，要通过意象、意境理清文章主旨，感受作者在文

中所抒发的情感。

议论散文：议论性散文就是用“散文”的笔法“议

论”，或者说是以阐述某个观点为中心的“散文”。例

如：《纪念白求恩》、《最苦与最乐》、《我为什么而活着》、

《谈读书》等，在学习议论散文时，要通过具体的充满

情感的描写，去感受一幅幅画面。

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散文是学生们学习

的重点，分量也较重。现代散文的题材宽广、内容包罗

万象、写法自由、形散神聚。有鲁迅、郁达夫、季羡林、

余秋雨等散文大家的作品。所选现代散文具有时代性和

典范性，辞藻华丽，意蕴深远，潜移默化的对学生产生

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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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编版初中语文现代散文教学现状分析

（一）老师教学现状分析

在老师们自身学习的那个年代，并没有如今的社会

发达，很多知识的学习是有限的，因此自身对散文的了

解也是囫囵吞枣，没有特别深刻，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

展，散文理论知识也在不断更新。但老师的学习却没有

及时跟上。一线教师不仅需要更新自身的知识库存，也

还需要进行教学管理、班级管理，真正给到教师提升自

己知识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面对这些情况，老师对现

代散文的教学，很容易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大部分老师还是在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来对现代散文

进行教学，以教师的“讲授法”为主，教师单方面的对

学生灌输知识，这种方法虽然最为常见，但在散文教学

中，却有很多的弊端：教师不能关注到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特别性，不能使得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的主人，忽

略了学生对不同题材的散文有着不同的感受与思考，无

形之中，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生在“讲授法”

的过于饱合的情况下，不给学生思考空间，且目的性极

强的授课模式中也很难走进作者，真正静下心来去感受

作者笔下的散文语言文字及独特的情感表达，并获得美

的体验与享受。

（二）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特点，为现代散文披上了一

个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一旦有了这

种认知，在学生的潜意识里，就会对现代散文学习的兴

趣大打折扣。大部分学生都更喜欢中长篇小说，如《鲁

滨逊漂流记》、《骆驼祥子》等佳作，而对于《朝花夕

拾》一类的散文集锦，感兴趣的更是寥寥无几，散文对

他们来说不够连贯，不能理解作者表达的独特情感，难

以理清文章的脉络结构，难以把握文章背景及中心思想。

许多老师，为了能够快速的提高学生的成绩，会过

于重视现代散文答题技巧的训练，机械的训练学生，然

而这样，对学生来说，散文教学，少了散文味，少了对

散文的揣摩和感受，只是为了获得分数而学，未曾真正

的了解散文。大部分学生对现代散文这一文体的总体认

知呈较差趋势，学生逐渐产生了畏惧心理，就更不愿意

在课前花时间去预习，从而学习散文的过程会艰难一些，

对一些知识点的掌握也就更有难度一些，从而感到厌倦与

恐惧，阻碍了原本预计的课堂进度，降低了课堂的效率。

三、针对部编版初中语文现代散文教学现状的对策

研究

（一）增强教师现代散文教学能力

增强自身知识储备量。当你有了一桶水，给学生一

杯水不是轻而易举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知识

的更新越来越快，要想不被社会淘汰，就需要不断学习，

不断给自己充电，加强书籍的阅读量，无论是文学知识、

专业知识或是散文知识，只有自身的知识量储备的越多，

才能解决学生的种种疑难困惑，才能更好地教育教学学

生，才能使学生得到真正的提升。

围绕学生特点教学。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认知能力，

男生与女生的认知水平有区别，七、八年级学生又与九

年级的学生认知水平有区别，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孩子与

在乡下捉鱼摸虾的孩子认知水平有区别，七八年级的学

生更喜欢故事性强的散文，九年级学生对散文的接受度

更广。乡村的孩子可能对大自然、生活化的散文更有体

会，城市的孩子可能对议论性的散文更加熟悉。因此，

教师在进行现代散文的教学时，要结合学生的不同认知

水平能力，要综合考虑，要根据不同经历的学生的不同

认知水平来进行教学。要综合考虑到不同的学生的不同

身心发展情况，要选择更加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教学

语言，要尽可能选择适合大众学生都能接受的学习方式，

使现代散文的教学不落下任何同学。

（二）根据题材，选择教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

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的总称。”[1]

是根据不同的散文题材进行调整的，是散文教学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

叙事性散文，是散文类型中相对来说，学生接受更

快，兴趣更浓厚一些的散文类型。叙事性散文主要是讲

述一个事件及人物的发展，要注意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

要掌握人物的特点特征，以及作者通过这个事件、这个

人物所希望表达的情感是什么。人物、环境、情节是叙

事性散文的三个重要要素。要努力为学生和文本构建对

话的桥梁，让学生置身于散文所描述的情节中，自己的

心灵与文本所传达的内在境界产生更深层次的契合，使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更加深入、深刻。

抒情性散文，通过对景、物、人的描写，表达作者

的内心情感，在进行此类现代散文教学时，要注重对文

字的赏析、揣摩，以及作者通过这些文字所传达出的浓

厚感情。老师可以用诗意朗读法，使学生读，小组读，

教师读，通过朗读，来体会优美的语句，从而身临其境

的感受到作者最真实的感受与情感。

议论性散文与叙事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相较而言，

议论性散文更有难度一些，接受力没有另外两种散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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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在讲述议论性散文时，要找到合适的节奏，

选择最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要带领学生理清

文章脉络、找到论点，掌握论证方法，从中获得启迪。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因为这对于他

们来说有一些难度，需要慢慢跟上节奏，故教师可以适

当的采取讲授法，耐心的向学生传授议论性散文的知识

点，帮助学生理解议论性散文知识，使学生慢慢发现议

论性散文的有趣之处。

（三）培养学生对现代散文的兴趣与习惯

创设教学情境。教学情境可以使学生集中注意力，

可以更加直观、清晰的向学生说明散文的表达方式与意

境，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得现代散文的教学能够更

加顺利的开展，学生对于知识点也能够更好更快的理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想要老师和学生对现代散

文都能得心应手，这离不开学生本身对现代散文的兴趣。

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与

习惯。虽然“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2] 但老师的正

确引导也尤为重要，阅读现代散文需要用心去读，用心

去思考，在阅读过程中，对文中的许多知识点进行合理

的思考与推测，进行思维运转，而且不止是读，还有思

考，思考的可以是一个很小、很细的点，也可以是一个

大的方面，深奥的问题，只要学生在思考，那都应该得到

鼓励，教师也应当通过教学，使学生最终能找到答案。将

阅读与思考相结合，对于现代散文的教学是有很大的辅助

作用的，应将二者合理联系，搭建学习现代散文的桥梁。

部编版现代散文在初中生的语文学习中有着不可撼

动的地位，对老师和学生来说既是难点也是重点，因此

本篇论文从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现代散文的选编情况，

教师、学生的现状入手分析，最后从增强教师现代散文

教学能力、根据题材，选择教法、培养学生对现代散文

的兴趣与习惯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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