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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语文文本解读教学
王　韵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00010

摘　要：文本解读，历来是读者与作品、作家以及世界进行互动的过程，是这些信息要素共同交织的结果。近些年，人们逐

渐意识到文本解读的重要性。纵观当前的初中语文教学现状，文本解读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本文结合具体的

教学案例，深入分析初中语文文本解读的相关策略，旨在打造真正具有活力的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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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语文教师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是文本解读。所

谓“文本解读”，指的是用一种科学、合理、有效的方式对文

本展开细致分析，将其中的精华进行提炼，为学生升华阅读

的体验。文本解读，是让语文教学变得精彩的重要途径。只

有探寻最佳的文本解读策略，才能让语文教学变得更加生动。

一、素读文本，避免定式

所谓“素读文本”，指的是教师和学生不借助任何教学参

考资料，单纯用个体的直觉、判断力以及语文基础进行文本

阅读的方法。事实上，纵观近些年的初中语文教学现状，很

多教师常常错误地理解文本解读的概念，让文本解读变得更

加套路化、单一化，甚至一些教师脱离了教参的辅助，完全

不知道该如何教学。当教师完全依赖于教参，文本解读的出

路又在哪里 ? 我认为，只有素读文本，注重教师个人的思考
与分析，才能让文本解读变得更加深刻，避免形成思维定式。

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教师需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

对此，教师提倡素读文本，用一种更加独立的方式阅读文本。

只有这样，学生内心的声音才能发出来，文本解读才能实现

其价值。

二、细读文本，发掘内涵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既需要“解”读文本，更

需要“细”读文本。有时候，一篇文章并不只有表层含义，

还有很多重的含义。如果只是解读了第一层内容，并不算真

正理解了课文内涵。而且这样解读太过片面，很容易出现误

读的现象，甚至会严重背离原文的主旨。因此，只有提倡细

读文本，用更加细腻、细致的方式阅读文本，才能将多重内

涵层层解析，让文本解读更加鞭辟人里，从而有效实现教学

目标。所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对文本进行更加

细腻化的处理，才能有更加多元化的收获。

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教师需要打破传统思维的限制，用

更加多元化的方式细读文本。细读，强调的是读出文本同汇

间的细微差别，读出作者文风的区别，读出文字架构的特别。

只有细读，才能实现精读。

三、借物抒情，以文本寄托情感

可以用物质性和精神性来解读借物抒情类文章。

借物抒情，是一种以描写事物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写

作方法。运用借物抒情的方法，关键是找准物品的特点与自

己的感情引起共鸣的地方，使物品与感情相统一，使感情有

所依托。

以部编版教材中的课文《黄河颂》为例，平时肉眼也可

以观察到，黄河本是一条自然的河流，它的物质性体现为万

丈狂澜、惊涛澎湃，体现为九曲连环、浩浩荡荡，体现为对

人民的哺育。

但在作者光未然的笔下，首先描写了黄河的奔腾不息，

就是其物质性；接着运用了记叙的手法，概括了自古以来，

黄河身边的英雄故事，赋予黄河以历史文化内涵；再运用比

喻、夸张的修辞手法，黄河成为了巨人，成为了摇篮，成为

了屏障，它已经有了人一样的精神，这就是其精神性。

当遇到借物抒情类文章，便可生发出对文中事物的物质

性和精神性的探究。首先解读事物的物质性，再通过文本运

用的艺术手法对文本语言进行解读，联系事物的历史文化内

涵，便可生发出事物的精神性。同样，借景抒情类文本是类

似的，也可以用物质性和精神性解读文本。

四、适读文本，取其精华

所谓“适读文本”，强调的是合适、恰如其分、适度。在

以往的文本解读中，教师常常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追求面面

俱到，恨不得在一节课上讲清楚所有的知识点。但是这样做

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力，反而因为面面俱到，

导致每一个点都不深人。之所以提倡适读文本，这是因为每

篇文章涉及大量的知识点，不论是语言特色还是章法结构，

都包含若十个内容。如果要在一节课上全部讲完，会耗费大

量时间，进而导致主次不分。所以，只有适度地解读文本，

恰如其分地教学，才能发挥文本解读的真正价值。

例如，在教学部编版初中语文《天净沙·秋思》这一课

时，针对原曲中“古道西风瘦马”一句的解读出现了很多争

议，学生不知该如何理解“瘦马”这一意象。事实上，理解

“瘦马”这一意象的关键在于“瘦”字，用马之消瘦突出诗

人在旅途过程中的劳苦，更从侧面写出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

暗示诗人凄侧困苦的心境。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生给

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想法。他认为，这首元曲的创作人是

马致远，而马致远又和诗中的“瘦马”意象不谋而合，可见

“瘦马”指的就是诗人自己。尽管从表面来看，这样理解符合

现实，但是仔细推敲，会发现并不恰当。文学意象和创作者

之间能否画上等号，这是文本解读中常见的问题，都说艺术

来源于生活，但是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生活。同理可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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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诗人理解为是“瘦马”，那么后面提到的“断肠人”又是

谁呢 ? 由此可见，这样的解读方式不仅不能感受原文的内涵，
甚至还会造成误读的现象。“适读”远远胜过“强读”，也更

容易读出文章的深意。

从上述案例中可知，如果过分解读文本，就会让语文教

学变得尴尬可笑，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误解与嘲讽。只有用

一种更加适度恰当的方式进行文本解读，才能避免出现类似

情况。

五、紧扣文本。突出重点

解读文本，究竟解读的是什么，这是每个教师都需要慎

重思考的问题。有的教师认为解读文本是解读思想，解读作

者的心声；有的认为，解读文本是解读其中的精髓，尤其是

作者运用的好同佳句；还有的教师认为，解读文本就是用一

种更加细致的方式阅读文本……林林总总不胜其数。每个教

师都有自身的独特观点，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文本解读侧重点。

我认为，文本解读“解”的是文章的重难点。只有紧扣文本，

突出重点，才能落实文本解读的价值。

例如，在教学部编版初中语文《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一

课时，教师首先需要研究教学目标，确定教学重难点。这篇

文章出自《红楼梦》第四十回，主要讲的是刘姥姥二进大观

园，史老太君和一众小姐公子款待刘姥姥的经过。这篇文章

有两个重点需要引起格外注意：第一个重点是学习曹雪芹刻

画人物的方法、体会刘姥姥的形象特点；第二个重点是体会

文章中人物各种不同的笑，体会笑容背后对人物性格塑造的

作用与影响。为了突出这两个重点，教师在进行文本解读时，

就需要以此为切人点。不论是问题设计，还是教学分析，都

需要以这两点为主导。针对第一个重点，教师需要引导学生

阅读原文，并找出课文中描写人物的相关语句，同时重点关

注刘姥姥的相关描写，从中概括刘姥姥的性格特征；针对第

二个重点，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重点阅读原文中的“笑剧”场

面，让学生从每个人物不同的笑容中，感受其性格的不同。

在文本解读时，教师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重点，

紧扣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重点突出，学生学习也会更

加有针对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品质，让学生读出更多的

内容，深化学生的阅读质量。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文本解读并不只是草草读过一篇文章，而是

用一种更加负责任的态度阅读文本，将原文中包含的信息全

方位析出，进而提升语文教学的质量，让教师的教学更加有

深度、有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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