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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教学教什么》读书笔记

徐晓军

王荣生教授的系列丛书“参与式语文教师培训资源”，是一

套适合语文教师慢慢读、用笔读的好书。其中，《散文教学教什

么》带给我的理念冲击是非常大的，给我带来了一些更理性的思

考。

本书的“主题学习工作坊”中，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对散文教

学的见解：第一，中小学散文教学的问题及对策；第二，散文阅

读教学的设计原理；第三，散文的特性与教学内容的开发。这三

个层面地解读使我从各个方面对散文的教学产生了新的理解，有

了新的思考。

由于历史的机缘和人为的选择，散文一直是我国中小学阅读

教学的主导文类。我国语文教学界所指的“散文”，涵义比广义

的“散文”窄，又比狭义的散文宽，大致沿用 1963 年语文教学

大纲的界定，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

文、议论文、科学小品等。中小学语文课绝大部分课时用于阅读

教学；语文教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阅读教学中。中小学阅读教

学，所教的课文绝大多数是散文；阅读教学的问题，自然聚焦在

散文教学中。散文教学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境与问题，就是不

能从学生的人生经验出发，让学生品味作者在散文中所传达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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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体验，通过学习提升自己阅读散文的知识与能力。教师的散文

教学有“两个向外跑”现象：一是跑到“外在的言说对象”上去，

二是跑到概念化、抽象化的“思想”、“精神”中去。

引入中学语文课堂的散文并不是人们休闲精神的寓所，应该

把散文当做课文来教。对此，王荣生教授认为对散文的阅读教学

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一是散文阅读教学，要建立学生与“这

一课”的链接。这是阅读教学的基础与通则。阅读教学中所说的

课文，与其它科目中所说的课文有本质的区别，语文教学中的“课

文”既是学习的材料，又是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学生所面对

“散文”这样一个独特的学习对象，是属于“这一篇”的独特的

文本，学生所面临的学习任务是理解、感受“这一篇”文本所传

递的作者的认知情感，是理解、感受“这一篇”中与作者独特的

认知情感融为一体语句章法、语文知识。二是散文的阅读教学始

终都在“这一篇”里。语文教学所说的“文学性散文”，是有着

外在的言说对象的，即使没有《荷塘月色》《故都的秋》《长江三

峡》，清华园里的荷塘、北平的秋天、美丽的三峡，也是真实的

存在着的。散文不尚虚构，但散文的写实，也并不是纯粹的写实

（如同新闻也一样），散文中所呈现的，是“这一位”作者极具

个人特征的感官所过滤的人、事、景、物，散文中的所思所感，

是“这一位”作者所依照其独特的境遇所生发的极具个人色彩的

感触、思量。三是散文阅读教学，实质是建立学生的已有经验与

“这一篇”散文所传达的作者独特经验的链接。散文的精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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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散文的动人处，在于细腻，在于丰富，唯有通过个性化的句

法章法，我们才能感受、体认、分享它所传递的丰富而细腻的情

感。

书中指出，散文的阅读教学设计可以从散文的文类特征、“文

学性散文”的着眼点、散文阅读的要领、散文阅读教学的原则等

四个方面把握散文文类特点，把握散文文类阅读的特性，把握散

文阅读教学的原则。所以散文阅读教学，要引导学生学会区分人

我，引导学生体察在散文中所表露的、对学生来说可能是很陌生

的经验；要引导学生学会分享，在认识和理解别人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的过程中，观照自我；要引导学生细读，体味作者言语

表达的功力，体会精准的语言表达所蕴含的意味，体味语言的滋

味和作者的情调；要培养学生以言逮意的追求，防止脱离语句，

跑到概念化、抽象化的“思想”、“精神”，演变为谈论口号的行

动。

因此散文阅读教学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散文阅读教学的四

条原则：一是，设计理念要依据散文体式进行教学设计，既不能

只教散文的共性，还要教出这一篇散文的特质来；二是，设计核

心问题，是依据散文的体式特征确定合宜的教学内容；三是，教

学目标是通过散文精准的言语表达，体认与分享作者丰富、细腻、

独特的人生感受；四是教学方法，是学生通过教师指导下的文细

读，增长自己的语文经验。依据这四个原则，在散文阅读教学中，

首先要定体裁，要确定它是写景、抒情、忆人、文化等散文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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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然后，再依据文类来确定教学的内容、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等；第二要确定情感。散文里面有情感的，它要表达的是一种什

么样的情感，也需要认真揣摩和确定下来，这样也便于帮助学生

理解、感受“这一篇”文本所传递的作者的认知情感，是理解、

感受“这一篇”中与作者独把握特的认知情感融为一体语句章法、

语文知识；第三要确定学习内容，一篇散文教什么，哪些学生可

能是理解的，哪些学生可能是不熟悉、不理解的，这就需要老师

根据“学情”“生情”去做出判断，以便在教学过程中做出取舍；

第四要确定教学的程序和教学的方法，也就是在散文阅读教学过

程中，我们使用怎样的教学程序，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来让

学生理解“这一篇”散文的情感，掌握“这一篇”的知识点。

通过阅读本书，自己对如何进行散文阅读教学有了一个较为

清晰的认识，也厘清了自己过去在教学中的一些困惑；同时书中

也供了大量的教学案例，对散文教学做了详细的可操作性的说明，

能够让我们教出“这一篇”散文所具备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