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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趣 理趣 润趣 意趣
——

“

趣味语文
”

教学实践谈

余孝忠

（浙江省龙游 中 学 ，浙江 衢州 ３２４４００ ）

摘 要 ：
语文姓

“

语
”

。
一堂姓

“

语
”

的语文课 ， 应该是一堂有趣而有味 的语文课 ，
是为趣味语文 。

它追求疑趣 ，
师生于课堂共生共鸣 ； 它追求理趣 ，教学在层层深入 中事理通达 ； 它追求润趣 ，

因 为 师生的

广泛阅读而课堂丰盈 ；
它追求意趣 ，课堂情真而 意切 ，

溢满
“

语文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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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新课标 ，其中最深刻的

一句就是 ：语文姓
“

语
”

，

“

语文

味
”

是语文课之本色 。
一堂

“

语

文味
”

浓郁的语文课 ， 教师教得

有趣 ，学生学得有 味 ，课堂让学

生
“

唯恐聆听之不周 ， 不知铃声

之既 响
”

， 是为趣味语文 。 那

么
， 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

笔者以为 ， 这样的课堂应具备

四点 。

一

、追求期趣 ，
让问题促成

“

共鸣度
＂

教学《桥边 的老人 》 。 我通

读后发现 ，
这篇文章没有曲折感

人的情节 ，反战的主旨从末段中

能够 比较清晰地读出来 ，那么 ，

这样的课该怎么上 ？ 怎么让学

生产生学习的趣味？ 怎样通过

教师的引导 ，深刻理解反战的主

旨背景下对老人的同情与关怀、

对战争的厌恶与控诉？

于无疑处巧设疑 ， 于无声

时悟 自 起。 正如 《林黛玉进贾

府 》中鲜有林黛玉的 肖像描写

却不难发现她的美 ， 海明威对

老人 的相貌描写 同样惜墨如

金 ，但是 ，

一起笔便写道 的
“
一

个戴钢丝边眼镜的 老人
”

和第

９ 段的
“

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
”

构成的反复似乎在这里构成了

反常 ：作者为什么没有着笔描

写一 位 在 战争 背 景 下
“

卖 炭

翁
”
一般的外貌 ， 以强烈地勾起

人们的同情 ，却两度写到
“

钢丝

边眼镜
”

？

一位 ７６ 岁的老人与
一

群动

物为伴 ，孤独而平静地生活。 但

是 ， 战争来了 ，
老人与动物们相

依为命的平静生活被无情打破 ，

老人不断地说着对动物们的忧

虑 ，他甚至说
“

那 时我在照看动

物
” “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

，两相

比较 ， 区别只在
“

只是
”

，他为什

么这么说 ？

这样的问题一找 ，似乎文 中

大有疑处 ！ 当师生进一步探讨
“

钢丝边 眼镜
”

，

一个斯文而孱

弱的老人形象便在这无疑处立

起来了 ； 当 问题围绕着
“

只是
”

展开 ，这些同样弱小的生命个体

带给这位老人最后的温暖与牵

挂的
“

最低要求
”

终于被无情剥

夺 只是
”

二字所带来的无奈

便直接将师生带入了控诉的世

界 ！ 那么 ，
我们一起找到它们 ，

一起走进老人的世界 ，走进海明

威的
“

冰山
”

。

没有问题 ，就没有共鸣 。 没

有共鸣 ，如何产生语文学习的趣

味 ？ 因为趣味 ，学生体悟出的才

叫
“

语文
”

！ 因为语文 ， 我们便

足以深深浅浅地走近 《外 国小

说欣赏》的
“

语文
”

世界。

二 、追求理趣 ， 让教学富有
“

层次感
”

有一堂课 ， 我记忆犹新。

《金岳霖先生 》 的教学 ，执教者

设计了 四个教学环节 ： 初读文

本 ，
思考并回答

“

在学生汪曾祺

眼中 ，金先生是
一

位怎样 的人 ，

请从文中找到一个词语形容
”

；

再读文本 ，
思考并回答

“

哪些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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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细节 表现 了 金先生 的
‘

有

趣
’

， 请细细罗列 ， 概括归纳
”

；

三读文本 ，思考并回答
“ ‘

有趣
’

的背后 ，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金

先生 ，请找出其中的 ２—３处
‘

有

趣
’

分析解读
”

；
四读文本 ， 思考

并回答
“

文章的最后两段 ， 两处

‘

好好写
一写

’

怎么理解 ，有人

说
‘

这是汪 曾祺先生的 散文 闲

笔
’

，你以为呢？

”

其中 的三读部

分 ，设置了
一

次小组讨论 。

至今想来 ，不禁莞尔 。 环节

的一二三处 ，分明可以看到汪曾

祺先生写活金岳霖形象的
“

起
”

“

承
”

与
“

转
”

，通过三个层次的

渐进分析 ，教师带学生走进了
一

个
“

有趣的教授
”

到一个
“

有着

一肚子学问 、 为人天真、热爱生

活的大哲学家
”

的
“

华丽转身
”

。

但是 ，如果我们的教学仅仅进行

到这里 ，则这篇文章于
“

闲笔
”

处抒大家真意 的更深亦更有
“

趣味
”

的东西就会被忽略 ：

第一 ，从
“
一个人

”

到
“
一批

人
”

。 艰危的西南联大时代 ， 自

由率真的联大精神 ，无论政治环

境如何的恶劣 、生活条件怎样的

艰苦 ，西南联大的教授坚持教书

育人 ，坚守文化的高地 ，
以各 自

独特的人格魅力培养了优秀的

一代人 。

第二 ， 品质需要弘扬 ， 精神

需要传承。 大师已然远去 ，记住

他们 ，

“

写
”

便是一种缅怀与弘

扬 、传承与担当的符号 ！
“

我对

金先生所知甚少 ，希望熟知金先

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

，

文字的背后 ，不免让人唏嘘
“

熟

知金先生 的人
”

对于弘扬与继

承金先 生 的学 问 与 精 神 之

“

少
”

，不免让人赞赏这个
“

对金

先生所知甚少
”

的人对于新的

历史时期希望更多的人学习金

先生 、投身祖 国建设 ， 勇 担社会

责任的殷殷期待。

语文教学
“

要 以文本 中 的

语文本体知识教学为基础
”

， 有

序
“

引 导学生带着强烈 的个体

阅读去感受或感悟文本所 （ 能

够 ）表达的主 旨 （ 与 ）情感
”

，从

而
“

在教学 中接受语文知识
”

的

过程中
“

学会用语文知识去解

决阅读的认知问题 ，进而使语文

阅读素养得到提升
”

，这样的课

堂
，才有

“

味
”

！

三 、追求润趣
，
让＿读成为

“

黏合供
”

这里 的
“

阅读
”

， 有 三 层

意思 。

首先 ，教师要泛阅读。 教师

的教育行为 ，尤其是课堂教学行

动 ，
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 不仅

在教育 内容 的选择上要丰富多

彩 、耐人寻味 ，
还要在教学策略

的运用上旁征博引 ，惟妙惟 肖 。

作为语文教师 ，
要有

“

文
”“

史
”

“

哲
”“

美
”

的底蕴 ，
这样 的语文

课堂才有厚度 ，才有诗意 。

其次 ，教师要带着学生一起

阅读。 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
这本

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

法有很多 ，这里不一一赘述。 要

打造
“

趣 味语文
”

的教学课堂 ，

师生共同打造至关重要 ：第一 ，

言传者在课堂 ， 身教者在陪伴
；

第二 ，这样的 阅读课不是
“

泛泛

而读
”

， 它有任务驱动 ， 它是教

学课堂的幸福
“

外延
”

；第三 ，它

将深谙文学魅力的语文教师引

向趣味化教学之路 ， 促使学生

“

趋向鼓舞 ， 中心喜悦
”

。

再次 ， 这是学生在课堂主

动的阅读 ， 要把读书权还给学

生 。 初读 ，
可 以暴露学生可能

出错的字词句读、情感表达 ；
再

读 ，可以读得准确流畅 、情感到

位。 比读 ，可以引领文本解读 、

反映理解层次
；
演读 ，

可以把握

形象特征 、理 解 主 旨情感 ； 重

读 ， 可 以 细腻感知文本深意。

范读 ，
可以 引

“

高山 流水
”

奏响

幸福课堂 的乐 章。 在这里 ， 情

动于中而发于言 ，

“

夫缀文者情

动而辞发 ，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

沿波讨源 ，
虽 幽必显。

”

（ 刘 勰

《 文心雕龙 ？ 知音 》 ）

精致的阅读 ，润泽的必是师

生的阅读力 。 养成阅读 ，是丰富

知识储备 ， 形成阅读能力 ，
开拓

解读文本 、看待问题的视角与思

维方式。 阅读的黏合 ，激发的是

语文学习的兴趣生成 ，引领的是

语文学习课堂的趣味养成 ， 岂能

缺位 ？

四 、追求意趣 ， 让锞童澹满
“

语文味
＂

语文课必须是
“

语文
”

的 。

从
“

语文味
”

出 发 ， 引 导学生在

趣味学习 中受到美与善 的熏陶

才是语文课。

片段呈现 ：

师 ：张爱玲在述说故事时 ，

文字也是
“

内 敛 而平静
”

的
， 你

能读 出这
“

近乎冷漠的笔调
”

背

后的情感吗 ？ 请从小说的 字词

分析入手试一试 ？

生 ：

“

噢
”

这个字 用得好 ， 千

言万语都在这个词里。

师 ：哪
“

千言
”

？ 哪
“

万语
”

？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高中 ２０１ ９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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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腼腆 ， 笑 。 ）

师 ：什 么 时候说
“

噢
”

？

生 ： 想 要 和 对 方 说 话 的

时候。

师 ：
这说明什么

？

生
：说明 男主人公早在心 里

默默与女主人公说话千百遍 了 。

师
：
老 师把它 改成

“

啊
”

好

不好 ？

生
：
不好。

师 ：为什么 ？

生
：

“

啊
”

太 强烈 了
，
不能将

男 主人公那种一直想说又没敢

说的性格地刻 画 出来 。

师 ：

“

噢
”

用 在这里 ，有什 么

作用 ？

生
：
自 然流露 出 男主人公的

性格形象 ， 生动形 象地表现 了 男

女主人公之间 那种朦胧的情感 ，

把一个早 已在心 里想要对女主

人公表达但又至今没能表达的

人物形 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 面

前 ，
也为 两人无果而终的结局埋

下伏笔。

师 ： 来 ，请你按照这样的理

解 ，把它有感情地读一读 。

什么 是
“

语 文 味
”

？ 在 这

里 语文味
”

其一就是文本的
“

言
”

。 其二就是文本承载 的
“

意
”

，
透过师 生 的层层解析 ，

“

语言本身 的 内 在魅力
”

足 以
“

震撼学生
” “

感染学生
”

。 其三

就是这里的
“

言
”

与
“

意
”

通过听

说读写的言语行为交融在一起 ，

师生在语文实践中收获语感与

审美能力 ，还有在这场对话中作

为言语主体的学生因此而养成

的个性色彩与审美取向 ， 岂能不

进而
“

打动学生
”

，具有更强的
“

语文味
”

？

语文首先姓
“

语
”

， 语文课

就应该旗帜鲜 明地追求
“

语文

味
”

。 让师生在充满
“

语文味
”

的课堂里或书声琅琅 ，或议论纷

纷 ，或笔尖沙沙 ，或倾听细细 ，这

样的意趣课堂 ， 怎一个
“

味
”

字

了得？

古人云 ：

“

教人未见其趣 ，

必不乐学。

”

工夫在
“

诗
”

内 ，
工

夫亦在
“

诗
”

外 。 打造
“

趣味语

文
”

教学课堂 ，

“

共鸣度
”

是机

理
，是内容 ，

“

层次感
”

是脉络 ，

是框架 ，

“

黏合剂
”

是血液 ，是氛

围 ，

“

语文味
”

是心脏 ， 是 目 标。

王阳 明说 ：

“

大抵童子之情 ， 乐

嬉游而惮拘检。 如草木之始萌

芽 ，舒畅之则条达 ， 摧挠之则衰

萎。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 ，

中心喜悦 ，则其进 自 不能已 。 臂

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 ，莫不萌动

发越
， 自然 日长月化 。

”

梁启超先生 １９２２ 年在东南

大学演讲说 ：

“

学问 的本质 ，
以

趣味始 ， 以趣味终。

”

这是
“

学 问

趣味
”

的独到见解 。 期待我们

的
“

趣味语文
”

课堂枝繁叶茂 、

花盛果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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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１ 页 ） 自 己看得很小 ，

大大的精神世界中可 以容一切

难容之事 ，
从而乘天地之正 ，

达

到 自我的逍遥游 。 所以 ，赤壁游

玩回来的苏轼 ，拿起笔写下 了那

个乘 在 苇 叶 中 的 小 小 的 自

我
——

苏子 ，
这是赤壁的山 、水 、

月 、风馈赠给他的 ， 让他放下 自

己的骄傲 ，
重新认识到 自 己的平

凡与渺小 ，在 自然的大千世界中
“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

所止
；
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 羽化

而登仙
”

， 自然地活着 ，像水 、像

月 、像风 ，不计较流逝 ，不执着圆

缺 ，潇洒 自 然 ，
风度翩翩。

写到这里 ，笔者想起了柳宗

元
，他看待 自 己的角度和苏轼正

好相反 ，柳宗元没有苏轼潇洒 ，
因

为柳宗元没有苏轼那种博大广阔

的宇宙意识。 面对失意挫折 ，柳

宗元执着于 自 我 ， 在永州 的 山 、

水 、石、潭中寻找知音 ，照见 自我 。

他傲然不屈 ，选择把自 己看
“

大＇

从而睥睨一切不平 ，孤傲不屈 ，到

底意难平。 而苏轼懂得变换视

角 ，跳出 自 我 ，站在万里长空 ，把

壮阔永恒的 自 然世界装进胸中 ，

把自 己看
“

小
”

， 从旁观角度完成

了对 自我的宇宙观照 ，完成了对

痛苦的超越 ，找到了真正的 自 由 。

这个来到黄州赤壁夜游之后的苏

轼 ，在秋天的赤壁山水中完成了

第一次突围 ，走出 了春天 的凋零

和苦雨 ，心灵之湖变得如秋天的

江水一样平静、浩大 ，他的个性和

生命不断开阔 、圆融 、旷达。 □

ｚｈ ｏｎ ｇｘｕｅｙｕｗｅｎ （
ｉ ａ ｏｘｕ ｅｃａｎ ｋ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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