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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三层次与教学内容的确定

◎陈华香

教材文本是教学之本，一切语文教学

活动的开展都应当立足于教材文本的基础

之上。只有切实把握这个基础，根植于教

材文本的世界，语文课才能是有血有肉、

实实在在的；教学内容才会是具体的、确

定的。只有深入发掘教材文本资源构成的

这些教学内容，让学生贴近教材文本，与

教材文本亲密接触，走进教材文本的世界，

具体领略教材文本世界内部构成的绚丽风

光，即切实深入的教“教材”，真正打开

教材文本构成的本体世界，才有可能上好

语文课引导学生在教材文本构成的语文世

界里领略语文的美、体悟语文的奥妙，从

而扎扎实实地学好语文、用好语文。

那么，如何教“教材”，发掘教材文

本资源而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呢？笔者认

为，其关键在于单元阅读知识内容中所述

的要把握教材文本的“多层次结构”，即

根据教材文本的“多层次结构”来具体确

定教学内容。

发掘教材文本构成的“语体层”资源，

确定消解性教学内容。

语体，是指教材文本的语言秩序所构

成的文本体式，它是一种完整的语言构造。

绘画用色彩和线条构造世界，音乐以音响

和节奏为表现手段，语文教材文本是“语

言的艺术”，自然把语言作为建构教材文

本世界的材料。这些语言材料在具体文本

中分别是以各种形式组合起来，就构成了

五彩缤纷的语言体式。教材文本构成的这

种“语体层”，其实就是所谓的“语音构

成层次”，它包括语言的声音组合、语言

的韵律节奏、语调的轻重缓急，文句的长

短、整散，字音的响沉、强弱，语流的疾

徐、曲直，以及字句语序的声态变化等。

任何教材文本结构都存有这样一个语

言构成的语体层次，以其特定的语体形态

来表现它富有张力的意义空间。因此，它

是发掘教材文本资源确定教学内容所必须

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层面。在教学中，对

消解性教学内容的确定，就是让学生具体

把握教材文本构成的这一语体层次，通过

不同形式的感知教学，特别是诵读教学，

如品味阅读、感动阅读、陶冶阅读活动等，

让学生感受教材文本，在教材文本构成的

语体形态中消解与教材文本陌生化的鸿

沟，从而融进教材文本，对教材文本进行

整体把握，揭示教材文本语体构成的特点。　　　　　　　　　

发掘教材文本构成的“语象层”资源，

确定描述性教学内容。

教材文本构成的“语象层”，是凭

借语言呈现的物象事象、场景、画面、气

象与景境等。它是由形、神所统辖的多种

客体再现因素——如古人所说的“应物象

形”“随类赋彩”“人物感应”等交互作

用形成的有机动态结构系统。在教材文本

的阅读过程中，它浑整地作用于学生的主

观心灵感受，并诱发学生的想象和联想，

情感与理思，给学生带来一种阅读召唤性

和吸引力，使学生会不期然地去关心教材

文本中特有的事物形象，或者是一个特定

的场景、画面，或者是一派浓烈的色彩，

或者是富有悟性的情景。如《最后的常春

藤叶》，老贝尔曼的死，换来了最后一片

叶子这幅他追求终生的杰作，而这最后一

片叶子关系到琼珊的生死。叶子是希望的

象征，如若叶子落了，她也就给自己找到

了放弃抗争的理由；当然，只要叶子不落，

她就有所期待，有所抗争，在最后一片常

春藤叶的鼓舞下，重新振作起来，直到康

复。 老贝尔曼的死和琼珊的生，这样一

个强烈的冲突，让我们看到了贝尔曼平凡

的甚至有点讨厌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的爱

心，虽然穷困潦倒，却无私关怀、帮助他人，

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穷苦朋友

相濡以沫的珍贵友情和普通人的心灵美直

击人的心扉。对教材文本用语言构出的这

种事物形象、画面和境界，在教学中就应

该确定为描述性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描

述以联接整合式的直感、体验和领悟去具

体把握。这就是说，根据教材文本构成的

“语象层”特点，让学生具体描述教材文

本的事物形象、画面、气象、景境，或情节、

事件、人物活动、生活场景等等。这种描

述性教学内容，就是为了让学生具体感受

和体验教材文本的形象、画面、气象与景

境，促使学生通过描述与教材文本对话。

发掘教材文本构成的“语义层”资源，

确定理解性教学内容。

这种理解性教学内容的确定，主要是

着眼于学生对教材文本的形象、情感与意

义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即理解把握教材文

本的事物形象、场景、画面和图象背后的

情感、思想和意义。如《故都的秋》中描

述的秋天画面及其景境背后的情感和意义

是什么？诗人通过这种画面与景境表达的

意趣和思想在哪里？在教学中确定理解性

教学内容，就是引导学生领悟诗人热爱美

好的春天、珍视美好的生活之真义以及对

春花被风吹落、被雨打落的惋惜之挚情。

使学生把教材文本中渗透在形象、画面和

景境里的这种真义和挚情深深地根植于心

底，即理解教材文本的诗意，建构自我的

精神家园，达到既建构教材文本意义又建

构自我的教学境界。这是因为教材文本的

“语义层”，即情感与理思、精神与思想、

灵魂与生命，也就是教材文本的内在意蕴，

它是教材文本所含的情思与义理的总和。

教材文本这种语义内蕴的构成是以语象为

基础的，是教材文本语象整合组织结构的

内在揭示，是教材文本的一种“意义系列”

的整化传达。

总之，教材文本语象的整合呈示就

隐含着深层的语义内蕴，它是在教材文本

语象的组合机制里生成和构成的，可以说

教材文本的语义内蕴是教材文本语象的虚

化，或者说是教材文本语象的自我领会状

态，作为“语象能指”的所指形态，它与

教材文本的语象 相互溶解，是灌注于教材

文本结构体内的精神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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