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2 期） 

1399 

文体艺术 

浅谈散文教学之我见——以汪曾祺《昆明的雨》为例 
◆刘贺华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中学） 

摘要：要“如何教”才能让学生独自鉴赏散文、读懂散文，一直困扰着

广大语文教师，这也是语文教师之间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笔者认为，

首先语文教师要有过硬的文本解读能力，善于为学生创设阅读情境，其
次要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引导学生自学，使其仔细揣摩散文中词

语含义、品味语言精妙所在，最后要让学生了解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作品

所处的社会背景，关注并联想文中提到的人、事、物。这样就能让学生
读懂散文，读出散文的内在风格，感受作者内心所想，使学生在阅读散

文过程中获得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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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散文在初中教材比重增加，散文要“如何教”已成为每

一个语文教师心中的难题，如何教散文？过去语文教师在教授学
生散文时会常说一句话“散文形散神不散”。其实鉴赏散文是没
有固定方法的，若想提升学生鉴赏散文能力，语文教师需要为学
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独立阅读并加强文本解读能力，深入体会
作者生活，与作者情感产生共鸣。下面，笔者将以汪曾祺著名散
文《昆明的雨》为例，谈一谈如何教会学生读懂散文，提升自学
鉴赏能力。 

1 语文教师需具备较强的文本解读能力，并为学生创设阅读
情境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师授课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连接教师、
学生、作品之间的桥梁。在学习散文过程中，语文教师要摒弃传
统教学弊端，不要过于依赖参考教材中的注释，需不断突破自己
的文本解读能力，形成独特有个性的认知，然后将这种方法传授
给学生，在此基础上，还要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通过文本
对话方式来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以往我们在阅读散文时，从文中直接找出作者表达内心所感
的句子，或用词比较巧妙的语句，就以为读出了作者的真实用意
和内心感受，没有认真深入解读文本，缺少思考和创设情境，这
样的做法显然太过草率了[1]。例如，作者在《昆明的雨》一文中
写到“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
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按照常理分析，漫长的雨季定会使
人内心烦闷，而作者却说了一句“不使人厌烦”，所以很多学生
找到这句话，会认为当时作者内心所想就是不厌烦，其实这样的
草率下结论是错误的。此时，语文教师应该在阅读中抓中容易误
导学生的词语，通过文本解读出作者真实用意，在为学生创设文
中情境，分析出作者用意是想表明对昆明雨季那份特别的爱，再
将文本解读的过程传授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创设“我”对昆明雨
季那份爱的阅读情境。 

语文教师要先突破自身文本解读能力，才能更好地传授给学
生，要指点学生发现和抓住作者内心真实写照，把分析过程与学
生分享，再通过创设阅读情境加深理解，并让学生独立思考揭开
其中的缘由。 

2 引导学生自学，反复揣摩文中语句含义与作者情感产生共
鸣 

散文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的一段生活经历，阅读散文的同时也
是在读作者的回忆和生活。假如阅读过程中不能理解作者想要表
达的意境，就很难在情感上与作者产生共鸣[2]。因此，我们要反
复、仔细地揣摩文中语句含义，与作者拉近距离，亲身感受作者
内心情感变化。 

在《昆明的雨》一文中有多处记忆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情感
变化。例如，文中描写昆明小街时提到了莲花池、小酒店、一碟
猪头肉、半市斤酒、绿釉的土磁杯、几只鸡、院子、木香花……
这些景物是作者在昆明小街的深刻记忆，从文中叙述内容分析，
“我”和德熙到莲花池观看陈圆圆石像后下雨了，随即进入小街
内一家小酒店喝酒。但为什么作者从始至终都没有把德熙这位友
人的形象和言语写在文章中呢？作者着重描写了当时记忆深刻

的景物，这合乎常理吗？其实，我们在揣摩词语调动生活体验时，
需将自己设身于当时场景之中，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作
者是不想让这样静谧的气氛被破坏。试想一下，外边下着雨，闲
来无事能和友人在小酒店中对酌，此种情景怎能不美？这样的场
景和气氛，怎能忍心破坏？即便作者当时心中有些许的淡淡忧伤
也一扫而空了。此时，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设身处境，在文中流
露情感地方做好批注，通过反复阅读，融入当时场景之中去体会
作者的感受和生活，才能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阅读时并不是每位学生都能感受到作者的内心变化，语文教
师要鼓励引导学生独自思考，不断感悟当时作者所处情景，体会
作者真实意图，试图让学生自行感悟作者情感，这样才能拉近学
生与作者内心距离，感触作者的内心所想。 

3 了解作者个人经历和作品所处社会背景，读出作品内在风
格 

教科书中大多数散文距离我们的生活时代比较久远，有些散
文更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因此，我们在阅读散文时
需要了解作者个人事迹和特殊生活经历，以及结合当时社会背景
来分析作品表达的意境。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找一些同作
者的其他作品让学生阅读，通过阅读同作者不同题材、不同时期
作品，有助于学生了解作者更多个人经历，可以让学生读出作品
内在风格，通常我们将阅读同作者其他作品称之为“群文”阅读
[3]。 

汪曾祺先生也有其他作品是回忆昆明生活的。例如，他在《昆
明菜》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映时春有雪花蛋，乃以鸡蛋清、
温熟猪油于小火上，不住地搅拌，猪油与蛋清相入，油蛋交
融……”学生在读这篇散文时，会感受到汪曾祺先生对昆明菜有
一种特别的爱，会感受到浓浓的生活味儿，而这种生活感受在《昆
明的雨》一文中也多次出现过。例如，“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
家饭馆卖炒牛肝菌。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
这是一种生活的味道，在回想起当时艰苦岁月能够吃到牛肝菌的
心情，说明在汪曾祺先生记忆中那时候的生活是美好难忘的。 

通过“群文”阅读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作者个人经历和社
会背景，读出作品特有风格，对学生感悟作者内心情感和体会生
活有巨大帮助，这也是群文阅读的好处。 

总结 
当然，鉴赏散文的方式、方法很多，无论语文教师采用何种

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为学生创设阅读
情境，揣摩文中词语用意，感受作者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在情
感上与作者产生共鸣。此外，还需要关注教材文章单元主题，明
确编者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找出适合
自己学生鉴赏散文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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