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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教学模式初探

内容摘要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已 成为时代的要求。布鲁纳强调应该让学生主

动积极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从 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把这一思想精髓运用于小

说阅读教学中,就 产生了
“
读一议一移

”
这一教学模式。该模式旨在让学生主动积极地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为克服这一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特增设两个辅助环节,使这一教学模式更趋完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小说阅读教学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

t 理论基础

⒛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21世纪已眺然可望。在这世纪之交,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前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传统的应试教育
“
主

要面向少数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 ;偏重知识传授,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生产劳动教育 ;

忽视能力、心理素质的培养 ;以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训练为方法,妨碍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

习,使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以 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挫伤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了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
”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有民主精神

的人,培养有创造能力的人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创造能力的核心就是主动积极地去发现问

题、探萦问题。布鲁纳认为,发现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学生的发现,其意义可与科学上的发现

相比。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
“
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

”
,其实质在于强调学生主动地学习而不是被

动地学习。他把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迁移能力的发展放到了核心地位,与 我国传统的注入式教学

中
“
重知识轻技能

”
、
“
重灌注轻思维

”
是不同的。布鲁纳发现学习的思想,学生是主体,教师的主

导作用是开启学生思维的门扉,让学生的思路得以流畅。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学生

的主体作用,教师应尽一切可能调动学生自身的潜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学生自己参与学习

的过程就是思维不断发散、不断整合、不断创新的过程。把这一思想精髓运用于小说阅读教学

中,就产生了
“
读ˉ议—移

”
这一教学模式。该模式旨在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但布鲁纳的发现学习也有它的局限性,即 知识不够系统。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也存在这个缺

陷。因此,为弥补其不足,特在教学中设置了两个辅助环节,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那么,“ 读一议—移
”
小说阅读教学模式在高中阶段实施有无可行性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

君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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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丰富的思想,学生能体会吗?回答是肯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高 中生思维的独立性和批

判性迅速发展,善于独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喜欢探讨问题发生的原因。t有关问题解答和对

人物评价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如对《项链》中的女主人公,更多的学生是同倩她。与传统的批判态

度是不同的。高中生的情感范围已日趋扩大,感情内容已日渐丰富。而且当代屮学主÷t其是大

都市的中学生)接触的生活面广、信息量大,关注社会、人生的愿望也比以往的中学生更肯埕烈 :

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父母及周围人的下岗迫使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流行音乐上,而 是开始关注社

会。因此,以学生为主体的
“
读一议—移

”
模式是可行的。

人教社准备⒛00年在全国全面推行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的第四册,小说是主要的文学体

裁,篇 目多、课时少,按传统的讲法课时根本不够。根据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看,传统讲法哪怕是

通过巧妙提问,学生思维仍然不很活跃,大概是传统讲法提问太多、太琐碎,学生的思维反而不能

充分调动。而
“
读一议—移

”
这一教学模式,给 了学生很大的思维空间,学生思考的欲望被调动起

来后,不仅节约了时间(大多一节课、最多两节课便可完成得很好),而且学生课堂上思维非常活

跃,分析人物有板有眼,往往还能讲出一些教师想不到的方方面面来。

二 “
读一议-移”

模式基本环节的操作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的第一环节是

“
读

”
。不仅读作品本身,还包括读作家经历、写作背景、有

关该作品的评论,目 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筛选信息的能力和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为后面
“
议

”
打下

基础。以《项链》为例,学生手中的《教学用书》后面附录了两篇评论文章。这两篇文章认识角度

不同,观点也就不同。学生看后,思维一下被激活,视野更为开阔,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很多

同学还从当前实际生活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在
“
议

”
的时候,学生间交锋相当激烈。因此,多

读,有 助于学生发现问题。在
“
读

”
当中,既要求学生圈点批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要求学生

重视自己的第一直觉,并把它记下来。布鲁纳说 :“ 直觉思维和预感,是正式的学术学科和日常生

活中创造性思维的很容易被忽视而又重要的特征。
”
因此,每 当学生阅读完一篇小说之后,应要求

学生谈谈对小说的整体感受。学生的第一直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
灵气

”
与
“
悟性

”
,应该努力保

护学生的这种灵气与悟性。

不仅读教材,也要求学生看录像,这是读的另一种形式。录像,作 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之一,

具有直观性、形象性,能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同时参与学习的功能特点。因此,近年来,在教学中广

泛运用。实践证明,录像不仅可以调动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还可以加深对作品人物、主题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教学中,与课文内容相配套的录像,在上此课之前或之后放给学生看,使学生更直观、更形

象地感受作品,从而加深对人物、主题的认识。以《祝福》为例,当 电影中祥林嫂那惊恐的眼神反

复出现的时候,当祥林嫂满怀的希望被鲁四老爷一声怒喝毁灭的时候,当 电影中愤怒和哀伤的音

乐弥漫整个教室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同学眼里噙满了泪花。这样深刻的感性体验会深深地印在

学生心里,为
“
议

”
打下基础。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的第二环节是

“
议

”
,即在阅读的基础上,分析人物形象、挖掘思想意义、品

评写作特色。在形式上,以 同桌或前后四个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同 学之间可互相批驳,将形成的

观点写成提纲,允许保留不同的观点。目的在于,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中来,锻炼每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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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这一环节中,一定要有民主的观念,应认识到语文学科的特殊性 :答

案不唯一。应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肯定学生有根有据的观点。这样,学生会从老

师的肯定中获得成功感,因 为这个观点完全是他独立分析的成果,从而获得 自信心,今后分析问

题时也就能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再满足于书本或单纯接受教师的讲解,而这些正是创造力所

需要的个J眭特征。在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有学生指出,刘各在整个小说中是一个仁爱的君

主,但在这一章节里,侧重展现的却是他的机智、沉着、忍耐和善于等待时机的特点。而刘各的仁

爱,也带有政治智谋的色彩,他在长坂坡摔阿斗,就有收买人心的目的。得到老师的充分肯定后 ,

学生很有成就感,对 自己学习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进一步激发了内心创造的欲望。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的第三环节是

“
移
”
,即在

“
议

”
的基础上,运用昕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现象,

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中学阶段,应 为学生走向社会打好基础。要走向社会,不仅仅要进行某种职

业训练,以便能够在社会上找到某种职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从小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使他

们了解社会、了解他人。这种社会责任感只有建立在对社会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鲁迅

也说过,读
“
死书

”
,也要读世间这部

“
活书

”
。
“
移
”
这一环节的目的在于,让 学生通过学习小说来

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在方法上,可采取设置一个题目让学生讨论或写作,这个题目必须找到内

容与社会现实的契合点。例如 :学 了《阿 Q正传》,可让学生写《现代生活中的精神胜利法》;学 了

《套中人》,可让学生写《现代别里科夫》;学 了《项链》,可谈谈《虚荣与人生》;学 了《守财奴》,可 淡

谈《吝啬与幸福》。做到分析课文调动生活经验,学习课文以后再思考生活、指导生活。培养学生

分析社会人生的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社会人生一课的基础。

三 “
读一议一移

”
模式辅助环节的操作

辅助环节的目的在于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一 )X寸较难理解的地方,教师巧设问题,扫清学生分析的障碍。

在
“
读一议—移

”
模式当中,学生为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教师撒手不管。教师的主导作用在

干,拨开学生认识上的迷雾,走 出困境,打开思路,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间思考问题。

同样以《祝福》为例。分析祥林嫂死因时,不少同学提出祥林嫂的死好像跟封建礼教和封建

观念没有关系,她的死是因为她自己丧失了上进心,自 甘堕落造成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教师是

把自己的想法灌给学生,还是让学生自己另找角度思考呢?无疑后者更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发现问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 :“ 祥林嫂两度丧夫,后一次丧子,在这样

巨大的人生惨剧面前祥林嫂没有死去,为什么后来竟惨死在冰天雪地之中呢?现代社会里也有

人丧夫丧子,为什么没有出现祥林嫂这样的结局呢?” 此问一出,学生思路一下就通畅起来,纷纷

发言。可见,遇到学生
“
议

”
r卜 思路有障碍时,教师不能大包大揽,讲完了事,而是应看到学生思路

障碍的症结所在,巧妙解开,让学生自己来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二 )教师要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全文,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对全文有一个清晰、

明确的认识。

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讨论有它的优点,能培养学生系统化地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的各种智慧技能会得到极好的锻炼和提高,并产生独立获得知识的成功感,增强

学习的自信心。但这种方法也有它的缺点,即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人或不全面。对这个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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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教师认为:何必求深求全,学生能认识到哪个程度孰到哪个程度为止,没必要把老师的想

法加给学生。可我不这样认为。学生在课堂上除了利用已有芑t'孑、维能力、知识经验获得新知识

以外,还应该从教师那儿获得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系统的知识:这佯芝课堂才是高效率的,学生

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学生的知识积累才会越来越丰富。况且,有一芊△差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

法根本就不对,更需要从教师的分析总结中来获得知识,获得分析问题茁方
=∶

以《阿 Q正传》为例。在认真研读作品及观看录像之后,对阿 Q的 自轻自咳 莪羽怕强、善忘

仇敌等,学生一般能进行分析。但对阿 Q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是下全面空:∶ 玎 Q的性格

比较复杂,具有双重的性格特征,如既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所有未庄的居民。呵 Q全 T文在

眼里,对赵太爷和钱太爷也不表格外的崇奉。他的名言是 :“ 我们先前一— 比你阔自1多 哐!仃算

是什么东西!” 达到自负自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阿 Q又很能自轻自贱,打败了就轻易承入 圭

己是虫豸而求饶 ;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走,竟然自打嘴巴,用 自贱的手段来消除失败的痛苦:孛主

往往能认识到阿 Q的 自轻自贱这一点,却不能认识到阿 Q自 尊自大这一方面。同样,学生能认

识到阿 Q向往革命这一点,却不能认识到阿 Q也有保守和排斥异端的弱点。因此,在讨论之舌、

教师要点出阿 Q性格具有的双重性,并举一两例分析、对比阿 Q性格的双重性。学生听了,诱发

了想重新分析阿 Q这个人物的强烈兴趣,教师此时就要因势引导,启 发学生继续思考。结果,学

生又得出一些结论 :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不满现状而又安于现状 ,

等。学生的创造思维成果是可喜的。教师此时又可趁机总结 :分析人物应认识到人物性格的复

杂性、多重性,不可片面化、简单化,今后在生活中工作中也应如此。这样,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认识又向前进了一步。在学了《守财奴》以后,我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 人们追求金钱,本是为了改

善生活,而葛朗台却是为金钱追求金钱,葛朗台如此,泼留希金仍是如此,所有守财奴的特性都是

如此,中 国的严监生也不例外。在守财奴的手里,金钱不能带来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
这段话给学

生印象很深刻,后来不少同学引用到作文中。可见,教师的总结是必要的。

四 实现条件

(一 )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要具各一定的学习基础和自学能力。在
“
读

”
的阶段,学生能自己查字典、词典,扫 清字

词障碍,读懂课文,了解评论观点,读完一篇小说后知道从何入手分析,了 解刻画人物的方法,表

现主题的方法。教师可通过一两篇范例讲授分析的方法,亦可在学生的
“
读

”∵议
”
中穿插进行。

学生要潜心读,认真想,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具有倾听和反驳对方意见的能力。没有学生

的潜心阅读、独立思考为前提,学生的
“
议

”
和

“
移

”
就是走形式而无实质内容,是表面上的热闹而

不是真正的思维活跃 ;女口果学生畏畏缩缩,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那 么
“
议

”
和

“
移

”
两个环节根本

就无法进行 ;女口果学生不具备倾听和反驳对方意见的能力,则 学生之间思想不能互相碰撞,也就

不能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或纠正自己的看法。因此,倾听和反驳的能力也很重要。

学生要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高中生的自律性已经能坚持坐完 40分钟,但 由于
“
议

”
、
¨
移

”

这两个阶段经常让学生自己讨论,若学生组织纪律性不强就会使学生在讨论中谈论与学习无关

的内容,影响课堂学习效率。因此,实施这一模式一定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

(二 )对教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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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充分地掌握和驾驭教材。几十个学生自由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要涉及方方面面。倘

若教师对教材不熟悉,没有深入分析,就难以对学生的观点加以评判。以《项链》的主题为例,只

简单地归纳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荣心,那么,面对学生提出的
“
命运是无常的,人在命运面前是

渺小的
”
观点的时候,就会简单地、粗暴地加以否定。事实上,作者的本意正是如此,在小说中,作

者有一段议论 :“ 人生是多么奇怪,多 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 可以成全

你 !” 很鲜明地表明了这个意图。所以该教学模式要求教师要非常熟悉教材,才能驾驭课堂,这比

传统教法中单纯由教师讲解的难度更大。

教师要有民主观念。教师对作品的理解要尽量多层次地、多角度地思考,对学生言之有理的

观点要加以肯定,在语文课堂上不能按教参讲唯一答案,那样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能力。当然 ,

对学生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仍然要加以分析。仍以《青梅煮酒论英雄》为例。学生分析曹操的

时候,有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曹操是奸诈狠毒的小人;一种认为曹操是英雄,胸有大志 ;还有一种

则认为曹操是奸雄,既有
“
奸

”
的一面,又有

“
英雄

”
的一面。就这个

“
奸

”
字,又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

为是曹操卑劣之所在,一种认为是
“
英雄

”
必各之计谋。显然,第一和第二种观点都不全面,第三

种观点中对
“
奸

”
的两种认识都应加以肯定。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奸

”
是卑劣、狡诈 ;从

“
政治家

”

的角度来看 ,“ 奸
”
是成功的计谋。学生这两种认识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学生的充分肯定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没有民主的氛围是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学生的。

教师要对社会人生有深刻的洞察力。只有一个对社会人生有深刻洞察力的教师,才能真正

读懂小说。因此,要求语文教师必须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由于现实中人性的弱点依然没有根

除,所以,让学生谈《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胜利法》;由 于现代生活中依然有麻木的茶客,所以让学生

谈《〈药〉里的茶客子孙仍然健在》。如果教师没有这个能力,是无法深刻地总结全文,无法在
“
移
”

的阶段提出有价值的题目进行讨论的。

教师要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
议

”
和

“
移

”
这两个环节都是很灵活的,学生的观点有时不在教

师的意料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只 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吗?那样无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

此时教师应迅速调动知识储备,对学生的观点加以分析。如前文对曹操的
“
奸

”
分析为

“
成功的智

谋
”
就是意料之外,此时我脑中迅速闪过毛泽东评价刘邦与项羽的话,刘邦是政治家,而项羽则不

是。因此,我大胆肯定了学生的想法并引毛泽东的话对该同学的分析加以肯定。学生听了之后

觉得自己的想法居然与毛泽东评价的意思一致,很有成就感。可见,该模式的操作要求教师有很

高的应变能力。

(田 勇君:四川师范大学附中,四川成都 6100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