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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立足诗歌文本，构建“语用型”课堂 
◆周  薇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313000） 

 
摘要：教材中有很多语言精美，意蕴深远的诗歌，如果只是将这些课文
作为诱发学生情感的“煽情作品”，显然“大题小做”。正确的处理文本
的方法就是利用课文带学生把某个语用点分析透彻，一步步建立起语言
运用的知识体系，通过课文的语言形式领悟到藏于其中的言语智慧，达
到领悟作品深刻含义的境界。 后，通过这些学习活动能够完成语文核
心素养的提升。 

 
 

王君老师认为教材中大部分的课文都应该被处理成语用型
文本，原因就在于语用型文本教学着眼于于学生语言的建构和运
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思维可以触及文本内核。学生从学习课
文语言运用的艺术到自己能够自如地运用其到语言实践活动，这
个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整合能力、思维能力都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王君认为“文本特质”不是指向文体，而是指向一个文本的
标志性属性。①语用型文本的标志属性是文本中蕴藏着的丰富语
用资源，这里的语用资源涉及对篇、段、句、词、意等多个层次
的语言文本的分析。对语用点的学习不局限于修辞方法，而是在
不同层次的分析过程中，在词语选择、句式选择、段落衔接、语
篇结构、作品风格等多方面透视文本。当一个文本被定义成语用
型文本，并不意味着课堂中就不用进行主题的教学，更不意味着
整堂课只讲语用点的教学。语用型文本的教学意味着教学的主体
被集中在语言的训练上，主题的探究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功能出
现在课堂上。 

《天上的街市》是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
篇教读文章，体裁为现代诗歌。《天上的街市》是初中学生第一
次接触到“新诗”，郭沫若以其丰富的想象力、通俗易懂却又意
味深长的语言，对传统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进行改编，为读者打造
了一个美妙的天上街市。漫游于作者编织的奇幻世界里，我们可
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幸福和自由的热切向往。运用王君的“聚焦
法”，我们不难看出《天上的街市》中 为突出的语用点就是联
想和想象的手法。教学内容因此也可以确定为重在体会这首诗联
想和想象手法的表达效果，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学习诗人的写作
手法。除此以外，作为诗歌重要教学点之一的意象，在这首诗中
起到的作用也十分典型。诗人写诗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意象，这些
意象通常都代表着诗人当时的某些情绪和个人的情感。教师在教
学中可以选取较为典型的意象（例如街灯、明星、牛郎织女）作
为切入点，通过对意象的解读帮助学生走进文本，贴近诗人内心。 

运用第二种方法来看，《天上的街市》的表达方式也蕴藏着
许多语用点。比如诗歌平易而亲切的语言。“好像”“我想”“你
看”这些词仿佛是作者在对他亲近的朋友平静的表达，诗中所描
述的场景和事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打动了读者的心，学生在阅读过
程中很容易就跟着作者的思绪飞到了天上，去看那条长长的街道
上布满了琳琅满目的物品，仿佛还看到了牛郎织女相会的场景。 

一、如何构建“语用型课堂” 
1.找准目标，准确切入课堂教学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这是高

等教育中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需要研究的内容。语文教
学的根本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
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归根结底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学生学习
课文并非只是为了学习其思想内容和写作的手法，更重要的是品
味作家语言，认真研读文章的语段、句子、词语甚至是标点符号。
当然方法是很多样的，仅仅是分析一个词性、词义或者将句子割
裂成几种语法成分这种做法是 低级的，也可以说是 低效的，
并且还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抵触心理。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我们
可以参考洪镇涛老师的《天上的街市》的教学案例。他在教学中
始终坚持让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感受诗歌的语言，体会作者
高超的艺术构思和用词、造句的精妙。学生在朗诵中积累自己的
语言，培养自己的语感，教学设计的指向就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理
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2.咬文嚼字，补充语用知识的空白 
教师可在课堂上提出相应问题帮助学生学习品味诗歌语言。

可以从语言的运用及诗歌的艺术构思两个方面出发，例如，“‘现

了’能否换成‘亮了’？”“第一节分号前后的两句话能否调换
位置？”②通过这两个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又让学生依据老师提
问的角度和方法，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教学中，
教师启发学生品味语言的方向，并教会学生自己用这样的思考方
向举一反三，对整篇诗歌进行自我体悟，进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文
字的认识能力。 

这里的语用知识可以大到一篇诗歌，也可以小到一个字或者
一个词。教师在这一环节中可引导学生对诗歌的字词、段落、标
点反复琢磨，运用“加”“减”“调”“联”“换”“改”六招，即
在原文基础上增添或减少字词、句段或调整、改换原文语序，通
过这样的方法使学生思考作者为何要像原文这样创作的原因。 

3.研读课文，掌握课文的谋篇布局 
现在语文教育界提倡读写要结合，但是现状是很大一部分学

生读完或者学习完课文之后，仍然觉得写作是件很难完成的事
情。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教师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太注重情感的
熏陶或者又太沉溺于对某单个字词的赏析，这相当于是走向了两
个极端。那么如何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呢？我
想，除了语言的积累，对于课文的谋篇布局的关注也是十分必要
的。优秀文章的结构布局一定是经过作者的一番深思的，教师需
要从课文的形式上挖掘到独特之处。譬如诗歌的布局看似随意，
但是蕴藏了一定的逻辑和规律。《天上的街市》从现实到虚幻，
从实景到虚景的安排是作者想象过程的体现，教师要在教学中关
注到这一点，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指
导学生掌握写作的技巧。 

4.迁移运用，提升学生语用能力 
从 2017 年出版的高中新课标来看，“情境”是被重点关注的

话题。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创建具体的语用情境，引导学
生学会将从文本中感受到的语言现象转化为具体语用情境下的
言语实践。例如在课堂上进行对课文某个句子的仿写，可以是仿
照它的艺术手法（联想、想象），也可以是模仿它的句式，然后
在课堂上进行分享、点评。这样做可以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不
仅可以深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促使学生将文章中的表达
方式和表现手法融入到自己的言语系统之中。当然，迁移运用的
方式很多样，可以是仿写，也可以是课上交流、讨论。总之，教
师要树立起建立学习情境的意识，帮助学生学习到的语用点可以
学以致用。教师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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