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5期 2020 年

文本深度解读能力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俗话说：“多读书读好书。”如何判断文本的好坏，在于学生是否具有对文本深度解读的能力。当具有对文本深度的解读能力时，

不仅可以通过文字与其作者产生共情，更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这在语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有极大的益处，语文教师如何培

养学生对文本深度解读的能力，是整个语文教学过程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解读一篇优秀的文学文本作品，从中理解深层次的

内容，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汉语文学文字的博大精深，提升自我修养以及自我人格的升华。

文本深度解读能力；语文教学；作用分析

新课改中明确指出学生文本解读能力的重要性地位，加强对文
本解读能力的培养，是每一位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重视的关
键性环节。文本解读能力不仅是语文教学中最基础的一种能力，更
是衡量一个学生语文综合基础能力的准则。所以。能否培养学生优
秀的文本解读能力，是每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一、文本深度解读能力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教育简单来说是教会学生成长当中所必须要具备的基础知识，
语文的教育则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学
生从学习拼音到认识汉字，都是在为沟通和交流打基础，而文本解
读则是在教学生如何有效地理解他人话语文字背后的所要表达的意
义，在解读文本的同时促进学生的进步。学会解读文本只是起步阶段，
深层次去理解文本的含义，具有深度解读的能力才是最终目的。

教师的课程目标包含：知识与技能；过程与发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教师在教会学生知识的同时，也要把如何掌握知识的方法
技能教给学生，要十分注重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在课堂上要增加
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创新的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
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积极向上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注重课程目标的明确，语文的教材多
以文本、诗歌形式编写，如果学生不能对文本有深度的解读能力，
就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学习效率。教师应当激发学习兴
趣，引诱学生的探知欲和求知欲，有计划性有目的性地教会学生筛
选文本的方法，积累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开拓学生的眼界，激励
学生努力汲取新知识。

二、文本深度解读能力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 对学生文本解读能力的忽视
我国教育长久受到传统教育的荼毒，目前语文教育仍然以教学

为主 , 以死记硬背为辅。教师要求学生读规定范围内的文本，但却
不会要求学生去解读文本中更深层次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仍然
是通过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和抄写来达到记忆，教师一般会告诫学生
的一句话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性再好，都不如多写几
遍来的深刻。忽视理解的重要性。在信息花花绿绿的时代，学生难
免会被新鲜的事物所吸引，浅显易懂的现代小说更能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反观文学文本却无人问津。学生缺乏辨别文本的好坏的能力，
教师同样缺乏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导致最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遭遇
层层阻碍，不利于学生在文本解读能力上的提高。

2. 教学范围狭窄较为统一

   在现阶段的语文教育中，课本选材范围狭窄，所反映的主题思想
基本一致，毫无多样性可言，学生在解读一篇文本后，便会以同样
的方式方法解读另外一篇文本，做不到提高文本解读的能力，思考
模式受到一定的限制，被局限在同一个框架之下，所接受的知识也
较为单一，这些都对文本解读能力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3. 教学模式较为古板
   语文的教学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三位一体多层次的过程，在语文
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无视掉学生阅读文本，理解文本，体会文本
的过程，直接将自身的感受感悟和理解替代学生的理解和感悟，无
法让学生真正做到对文本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对提升文本解读
能力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没有有效
地养成学生对文本解读的兴趣和培养学生文本解读的能力，甚至许
多偏远落地区的教学模式仍采用的是“满堂灌”和“填充式”。仅
仅只是以教会学生知识为目的，而并非是以教会学生方法为目的。

三、提高文本深度解读能力的办法

1. 学会分享感悟与心得
语文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每一位学生每周分享自

己所解读过的文本，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同样的文本，因为阅读它的人不同所以就会有不同的
心得感悟。阅读本身就是增强学生沟通能力的一种方法，文本的解
读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有的只是每一位学生对文本不一样的感悟，
分享这种感悟，从别人的感悟中再一次解读文本，当心境发生变化
时同样的文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分享不同的心得就是在加深学
生对文本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增加阅读文本的数量，开始时可以要求学生
每周解读一篇书本之外的文本，然后循序渐进地增加学生解读文本
的数量。荀况曾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没有开始就永远不会积攒知识，增加阅读文本的数量，
慢慢汇聚增加最终形成自身的习惯。

2. 尝试放宽文本解读种类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多数时期还是停留在课本内容及考试内容，

课外读物的筛选也是学生必读范畴之内的。中国文学文本题材包含
诗歌、散文、小说、戏本等，学生对文本的选材不应仅停留在固定
的范围内，应该拓展文本的种类不拘于一方天地中。比如：阅读人
物类文本时，要注重解读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怎样的人？主人
公具有哪些形象特点？主人公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和优良品质？阅
读环境类的文本时，要注重解读作者通过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
的？通过这样的环境揭示了什么时代背景？作者通过环境表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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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怎样的社会本质？阅读情节类的文本时，要注重解读作者通过情
节的描写表达了主人公怎样的心境？这样的情节描写有什么好处？
作者对情节的描写有什么变化？
  不同文本类型有着不一样的描写方式，通过解读文本中的细节，
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深度。只有深刻的文本解读能力才能辨别一
篇文本的好坏，面对种类繁多形形色色的文本，学生要学会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3. 积累文本语句
   阅读写作相辅相成，阅读是吸收他人的知识，写作是表达自我的
意识，培养文本深度解读能力同时也是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日
常的学习生活中，首先，学生可以将自己觉得好的文本中的语句记
录下来，增长自身的知识储备的同时陶冶情操提升修养；其次，学
生在阅读文本后，可以写下从文本中得到的感悟，结合实际生活情
况谈一谈对自身有什么影响，学生在写作的同时提高了对文本的解
读能力；最后，学生可以写一篇自己的文本，不拘于题材上的要求，
可以是散文、小说、诗歌等等，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运用到自己解读
文本时积累的语句，发挥学生创造能力的同时也让学生再次加深对
文本的理解。

四、如何培养文本深度解读能力

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的高低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学习效率的高低，注重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每一位教师都要注意的方面。通过调查发现，一
部分学生对于文本解读的兴趣并不高涨，更多学生在调查中表示文
本解读没有难度，只要把解读模式熟记于心，套用公式就可以，在
这个过程中毫无兴趣点。更有一大部分学生表示根本不知道文本到
底讲述的是什么内容，文本太过于枯燥、乏味、难以理解，所以更
加不喜欢解读文本，只想应付了事。

2. 增加教学模式种类
面对这种调查结果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中增加语文教学模式

的种类，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新课改之后提倡让学生做课
堂的主人教师辅导学生学习。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增加情景

教学法，讨论教学法，而不是单一的问答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是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讨论文本中的某一个问题，从讨论中得出结论、
得出理解。随着学生年龄上的增长、知识储备量的增加，一方面学
生逐渐地遇到问题会提出自己的疑惑，而不是一味地信服。另一方面，
学生会有想展现自己的欲望，在熟人面前或者陌生人面前都会想要
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渴望展示自己并得到他人认可。学生通过讨
论的教学法进行有效地交流，交互自己的见解，在讨论中得到真理，
使掌握的知识不再片面单一，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得到
提升，对文本解读能力有更显著的效果。
  情景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模拟文本中的片段，用情景再
现的方式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人物当时的所思所感。比如在学习《荆
轲刺秦》时，教师就可安排‘荆轲’‘燕国太子丹’和‘秦王’等
文本中出现的人物来进行模拟，通过对文本的情景再现，来让学生
更深层次的理解当时荆轲内心的忐忑和重义轻生，为燕勇于牺牲的
精神。情景教学的方法使课堂氛围轻松活跃，有效地吸引了学生的
目光和注意力。

3. 培养学生文本解读方法和自学能力 
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培养学生文

本解读的自学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在的教学模式就像
在做填空题，只要填满就可以也不在乎对错与否，这样极其不利于
学生的身心发展，教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不在于学生究竟学到了多
少知识，而在于学生是否学会了学习知识的方法。朱熹先生曾经说
过：“读书之法无他 , 惟是笃志虚心 , 反复详玩 , 为有功耳。”学
习需要有坚持的毅力，延绵的耐心和不骄不躁的品性。

五、结语

阅读文本是了解世界的办法，是学习知识的途径，通过对文本
的解读来建设精神世界，通过加深对文本的解读来完善精神世界。
深度的文本解读能力是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掌握的一项技能，
以此更好地对语文的学习升华一个层次。教师一定要重视对学生解
读文本能力的培养，养成良好的文本解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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