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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校教师和家长过于关注学生的成绩，而忽视学生

在语文课堂中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无论是教师在课

堂上的讲解，还是学生课后作业的自主阅读，模式都比

较单一，并且教师过于依赖答题模板。这样的教学，很

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语文的兴趣，而且教师更偏重于传

授学生与文本内容有关的知识，从而忽略了引导学生感

知并体会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

1　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

意义

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教师在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

的同时，从而忽略了学生的本质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各项能力均不能得到有效锻炼和提升。在初中语文

课堂教学当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一种技巧性的训

练，也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水平的重要手段。

因此，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时，需要重视学生文学鉴赏

能力的培养，从而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提升

道德品质与审美情绪，塑造健全的人格。如今流传下来

的很多文学作品包含了许多文学家对时代的感悟，也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文学鉴赏能力，还能引导学生与这些文学大师发生灵魂

碰撞，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思维更加活跃，同时，

学生还能在其中获取更多的写作灵感与写作素材，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此外，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

学生还能了解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与生活态度，从而受到

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道德品质高尚

的人，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教师的教学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符合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改革的标准 [1]。

2　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现状分析

2.1 文学鉴赏教学功利化，学生学习兴趣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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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下，教学成绩成为了衡量教学水平、学习

水平的重要参考，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教学内容就偏向

了传授考试所考察的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字词句的赏析、

文学表现手法的分析等功利化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

方面，很多的学生为了语文学科的成绩不得不背诵大量

的鉴赏模板，成为了只会套用模板不能灵活变通的背书

机器，另一方面，学生学习难度也随之增大，影响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甚至产生了对于文学作品鉴赏

的厌恶抵触心理，这些都不利于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高

效开展以及学生素养的提升 [2]。

2.2 教学形式单一，学生难以感知文学作品

在文学鉴赏教学中，很多的教师迫于应试教育的压

力，存在着根据答案进行教学、“灌输式”教学等不利于

学生自身鉴赏能力培养的问题，经典的文学作品，例如

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外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契

诃夫短篇小说》等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而很

少有学生能够耐心读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应试教育

所考察的节选、短篇文学作品的鉴赏学习如果还进行这

种快餐式的教育学习，学生是很难真正地感知文学作品

的美感与情感的，改变这种传统的、单一的教学形式才

能更好地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学习。

3　语文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策略

3.1 激发学生想象，感受文章传递的生命力

音乐的主体是听觉，绘画的主体是视觉，那么文学

的形象则是想象。文学作品鉴赏需要不断想象才能透过

文字领略其中内涵，最终享受语文学习和获得良好人生

感悟。但学生都是单独的个体，不管是思维方式、文化

底蕴、人生阅历、语言修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当前大

部分学生都缺乏想象能力，无法读出文章真正含义，甚

至作者风趣幽默的表达方式也无法理解，写文章更不知

从何谈起。对此需要语文教师在作品赏析中运用生动直

观形象的语言描述文本，尽可能为学生创设想象情境，

激发学生感知。例如在赏析《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时，

其中经典语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如

果在讲解过程中只单纯地停留在字面，是无法激发学生

想象思维的。该语文教师就通过语言描述引导学生想象

诗中场景，“马行处”是归骑留下的浅浅足迹，可惜朋友

已看不见了，而诗人还在停留在原地望着马蹄印，是为

难以相见而感叹，还是在忧虑长路关山何时尽，可谓此

处无声胜有声。此外还可运用转换语言方式激发学生想

象，常见方式为将课文中含蓄深刻的语句替换为简约的

文字，夸张的描写则替换为朴实的记叙。例如某语文教

师分析《荷塘月色》一课时，课文中一段“曲曲折折的

荷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借助语言转换巧妙地将荷

叶和芭蕾舞女相结合，静态的荷塘瞬间换身为动态的舞

台，一群身着绿色裙子的舞女们轻盈旋转，学生也进入

到这如梦般的荷塘美景中 [3]。

3.2 加强课外阅读，拓展学生文学阅读量

对初中生来说，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只在平时的课堂

教学中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

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学生不仅要进行课内阅读，还要

进行课外阅读。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在课外

时间增加自己的阅读量，积累丰富的文学知识，提升文

学作品鉴赏能力。

例如，教师讲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为了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丰富学生的课外

阅读量，教师可以向学生简要介绍鲁迅的生平，并且推

荐鲁迅的作品，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鼓励学生到

学校的图书馆借阅鲁迅的相关作品，如《呐喊》《彷徨》

《朝花夕拾》《野草》《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与

课文内容相关的课外阅读书籍固然很重要，但一些与课

文内容关联不大的世界名著对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

能力也很有帮助。教师不仅可以根据课内的阅读情况向

学生推荐相关的课外阅读书籍，还可以推荐其他的经典

文学作品，如国内的《三毛流浪记》《骆驼祥子》《草房

子》《朱自清散文集》，国外的《巴黎圣母院》《飘》《傲

慢与偏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培养学生的文学作

品鉴赏能力，教师应引导学生适当增加课外阅读量，对

学生的课外阅读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3.3 积累文学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学积累之上，

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常识，学生很难读懂

文章，文学鉴赏能力也不会得到提升。因此，教师在培

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学生的文学积

累，让学生能够充分掌握各类文体的主要特征，掌握一

些鉴赏方式。文学知识的积累没有捷径，只能通过不断

的学习和阅读，所以，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

为学生选择合适的阅读文本，帮助学生积累文学知识。

例如：教师可以选取类似《现当代小说鉴赏》《中

国文学鉴赏》《散文的艺术魅力》等书籍，让学生对一

些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行了解，同时，在课堂教学

活动当中，教师也可以从生活中寻找案例，让学生学会

感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素材，从而加深对文学作品的

理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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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深入讲解，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思考角度。

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需要区分精读和粗读。但是初

中生尚未受过系统训练，当教师布置阅读任务时，学生

在进行全篇精读或全篇粗读时，会大大降低阅读的效率，

这样就会使学生对文章的深入理解造成影响。有的文学

作品，譬如小说，就不需要全篇精读；有的文学作品，

譬如较短的诗歌，往往需要全篇精读。因此，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

能力 [5]。

例如，教师在教学《社戏》时，由于这篇课文有大

量的细节需要学生发现，因此，教师需要选择课文中最

精彩、最有深意的部分，引导学生理解、思考和感悟。

教师可以多问一些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让学生关

注到课文中的重点细节。例如：“为什么‘我’会称平

桥村为乐土？”在文章第二部分“去看社戏”当中“我”

有很多心情变化的词语，如盼望、焦急、欣喜等，教师

可以提问：“为什么作者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刻画‘我’的

心情细节呢？”在少年们划船的描写当中，作者刻画了

少年们的动作，那么“为什么在此处要对动作进行仔细

描写”？在“归航偷吃罗汉豆”的过程中，作者对少年偷

豆过程进行细节描写，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细节深入思考，

“文章明明是讲‘社戏’的，为什么少年‘偷豆’过程作

者要如此仔细描绘呢？作者对‘偷豆’的细节进行重点描

写，同学们认为这些少年具备怎样的人物性格特点呢”？

这些看起来零散、琐碎的问题最终指向都是为了让

学生更加深入理解文章的主旨—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

和淳朴自然生活的向往，这有助于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

深度思考，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学生纷纷说

出自己的想法后，教师再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文章中的

哪些部分最吸引你？”随后，教师讲解精读和粗读的区

别，指导学生精读课文的方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生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

成长，是需要教师每日的孜孜教诲。文学作品是中华民

族的重要瑰宝，是古代文人墨士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

修养。通过文学作品鉴赏教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和欣赏能力，同时这种人文教育形式也有利于提

高学生文化修养。所以，应有效利用课堂教学资源、选

用对比教学分析文学作品、强化传统文化教学以及提高

语文教师学识修养，进一步提高文学作品鉴赏教学成效，

培育广大学生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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