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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对文学作品做个性化解读
陈玉环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背景下，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审视中学语文课堂中的个性化解读就会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

尝试结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对个性化解读的涵义进行简要梳理，并针对当下个性化解读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提

高学生的个性化解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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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

累与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

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

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

文学作品的解读是阅读教学的关键，对文学作品进行个

性化解读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丰富学生的阅读实

践。个性化多指事物的独特性，解读即解释、理解、阅读。

个性化解读是指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作为阅

读的主体要保持对文本的独特理解能力。

通过归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个性化解读”的研究在逐

年增加，并在近两年达到一个最高峰的趋势。以“个性化解读”

为切入点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相关研究 811条，筛选整理后

170 篇论文与主题相吻合，其中期刊论文占多数，博士论文

2 篇，硕士论文 43 篇。近年来，学者对“个性化解读”的关注

有增无减，不仅是研究具体文学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还将着

力点置于个性化解读的现状及策略研究，更为关注具体理论

下的个性化解读研究。相较之前的研究而言，近两年对于个

性化解读的研究更为深化。对中国知网关于“个性化解读”的

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仔细分析后发现个性化解读教学方面存

在：教师依赖教参，缺乏文本解读创造性；教学目标设置不

合理，组织教学失序；课堂讨论氛围不高，学生难以产生个

性化观点。要想解决个性化解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从语

言、思维、审美、文化这四方面着手，全面提升学生的思维

能力，促进学生在个性化解读中认知能力及思维能力的发

展。

1 在个性化解读教学中教会学生语言运用的规律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指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过程中，通

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分析，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言语经验，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正

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在中小学

语文个性化解读课堂中，常见的问题是教师指导无序和低

效，学生学不得法。注重把握文本语言，形成良好的语感以

及掌握文学作品中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才能让个性化解读

教学出成效。

1.1把握文本语言深入研读

教师引导学生研读文本时，要提醒学生反复揣摩和品味

语言，感悟作者精巧的语言技巧，理解作品当中的重点词句，

方可达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融会交流。才能形成独特

的阅读见解，形成自身的个性化解读。

如教学《故乡》一文时，引导学生深入研读描写中年闰

土的片段。先让学生仔细品读，感受其精妙之处。再引导学

生从外貌、语言、动作、神态等进行赏析，感受中年闰土的

苦难。不同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会有所差异。个性化解读的方

法可以在作品解读教学中巩固，发展学生在具体语言情境中

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1.2创设具体的语言情境

情境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种常见的方法，一个富有意

味的情境能让学生更好地进入文学作品的阅读当中。余映潮

老师认为：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情境”设计，从种类来看，形

式不少，例如情节表演、配乐朗诵、角色诵读、身份假设、

“情景对话”等等，但大体不外乎两个类别，一类是用语言的

描述来形成“情境”，一类是用实物的装饰来形成“情境”。简

单而言，语言情境是利用话语描述创设的情境。让学生在真

切而有富有韵味的情境中思考，不失为一种妙趣横生的教学

方式。

2 在个性化解读教学中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高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提到：“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通

过语言运用，获得的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

思维能力的发展，以及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

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也就是说，教师在进行文

学作品个性化解读教学时应注重引导学生把握文本中的语

言，尤其要注重引发学生思考，这样写好不好、对不对。

2.1质疑问难深化思维

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究精神，深化学生的思维品质。需要

教师在课堂当中引导及点拨。如黄厚江老师在教学《背影》

这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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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圈画出最能表现父爱的词语，教师开始读……

生：蹒跚……艰难……照应前面的肥胖等。

师：换“徘徊”行不行，恩，这个是内心活动，不是动作

生：向左微倾……吃力

生：攀 缩 吃力

师指着屏幕上的插图：这幅图是两手向上攀？

生：是

师：我生气了，怎么读书的，这是攀么？（动作示范，

借助黑板）

师：这是攀，还是爬？所以画得不好，你们要敢说。

黄厚江老师在这个教学案例中，做到了逐步引导学生对

文中语言进行赏析。首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插图，然后让学生

配文，在配文的过程中让学生通过勾画圈点的方式找出最能

体会父亲感情的词语。接着，利用词语替换的方式引导学生

理解父亲的内心活动。感受父亲攀爬月台的艰辛。一步一步

的引导，促进学生思维的拓展，激发学生的敢想、敢说，让

学生的思维更加灵活。

3 在个性化解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

学生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个性化解读过程中，可以借助各

种方式方法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如借助审美体

验，进行审美评价来促使学生养成健康的审美眼光，逐步掌

握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3.1 体验情意美之课文重读

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可能会有不一

样的感受和体验。因为经历、经验会使人得到成长，观察事

物的态度和想法也会有所改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作

品的理解和感受会不一样。赏析阅读是个人的个性化行为，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巧妙设计“重读”活动，激发学

生产生别样的思维。比如，在课堂中让学生重读朱自清的散

文《背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篇作品，得出的主题

也不一样。

3.2 学会创造美之改编续写

把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其他的文学形式是编者对原作的

主体、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解读。例如改写《三国演义》中项

羽过江东的结局：有人改编为项羽忍辱负重过了江东，而后

挽回大局。有人认为即使项羽过了江东也无法东山再起，因

为他本身具有性格的缺陷，他也无颜面对江东的父老们。不

同的人心里会有不同的想法。续写、改写都是作者对原作的

再度思考。借助原来的文本，对文本进行再度思考，加工创

造，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创造。在阅读教学实践中，尊重学

生的看法和体验。并且，巧妙利用“课文重读”“续写改编”等

活动激发学生的对文本重读、改编的兴趣，发展学生的审美

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创造能力。

4 在个性化解读教学中传承中华文化

阅读承载着传承文化的重任，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个性化

解读教学更要促进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引导学生在个

性化解读学习中感受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热爱祖

国语言文字，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4.1促进理解要继承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进学生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如体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爱之心；理解“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精神。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

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才能更好的奠定个人的优良品

性，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不仅在语文学习上有着重要作用，在为人处世当中的

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4.2诵读经典常积累

中华文化精深博大，经典文学常读常新。在个性化解读

教学中，更不可忽视经典文学作品。要想提高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提高学生的个性化解读水平，必不可缺少的是学生

对于文学素养的积淀。这就告诉了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能

忽视经典文学。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学

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积累的过程中拓展文学常

识，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有助于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个性

化解读，形成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5 结语

结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对文学作品做个性化解读应当

综合考虑语言、思维、审美、文化这四方面。建立开放、多

元的评价机制。学生就不容易对文学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失去

热情。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个性化解读的乐趣。并能在文学

作品的世界中徜徉，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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