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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读对于青少△丰说,是他∷学习一切

学科的蕞主要的方式。根据国外心理学家研

究,中学生的学习,百分之七十至八丨郡是

通过阅读这种方式来进行的。法国安德碎·夷

罗瓦说 :“ 当今的文明是我们前人世世代代知

识和经验的绪晶。要想享有它,就要阅读。
”

要享有当今莳文明,需要阋读;要创造比当

今更高由1叻丿j:文 明和枯神文明,更 需 要 闵

读。苏联的鼓肓家苏霍姆林斯基把阅读、书

写、计算、观察、表达合称之为
“
五 把 刀

子
”
。说阅读是

“
刀子了,元革是强调它是

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必不可少的
=具

,阅

读能力走必不可少 r勺能力o正因为如此,所

独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 “一 个 革 命 干

诲,必须蹦肴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

白然常识,以 为从事工作白1基础与学习理论

的基础,工作才有儆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

学好的希望。
”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

簋成儿何级娄t的急剧增加,需要读的东西越

来越多,仵为现代化的人才就耍求必须具有

更高的阅读能力。为了通应我国 经 济 的发

展,为了中华的腾飞,我们要培荞出一代又

一'f℃ 的具有创造枵神和创造能力沙人。耐这

种精神的有元,这种能力的大小同一个人的

学识总是成正比的。 “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

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

青午们

要想在
“
四化

”
建设中大展宏图 , 作 出 贡

献,必须重视阀读,提离自已的阅读能力。

为了改IF阅读教十,亢分发诨阁读对青

少讠iⅡ丿J1长所赶∴t汀用,我钔下西就有关闵

读汐几个主要问题,亻 i∶ 一些礼步油探讨。

阖 瀵 妁 恭 璜 辑 捱
∷

我们这里所论述的阅读,是特指 r河学生

的语文阅读。那么这种阅读的本 质 是 什 么

呢?日 前语文教育界对
“
阅读

”
的本质属性

还没有 一个纨一的认识。例如囚十年弋美囤

话言学家布卢姆·幸尔德和 C· C· 弗挨斯说 :

“
文字是口语的柠甘,问读足识别.领会这些

待号的过程,本质还是一种与口语相关联的

听说行为。
”(见 《夕卜冂奴亩动j仝》1981午笫2邓 )

他仅仅把闶读 看 戚 一 种 饣F说 沟活栌。近

年 来,美 国学 者 W· S· 格 亩 说 :阅 读

是
“
一种识宁、悟意、联想与实际相联系的

四位体的复杂活动。
” (J1-彡 |`0政 南动忘》

1981年第2期 )这个认识大大前 过 了一 步。

雨奥地利学右里夏特 ·巴姆尔格 的 见解 更

按近于对阅读淘本从 沟认 识,'|色 说: “
阅

读苜先是一种感觉活动,人们通过祝觉搽官

认识了l吾言符号,这些语言符号反映Ξ大脑

中转化为概念,许多概念又组合戍较大的单

位,成为完整的思想,然后发展 戍 为更 复

杂的思维活动,联 崽、评 价、想 象 苷。
”

(见 《奥地利阅读技学新途径》,^t载 《北京扭

宙》1980年笫11期 )虽然到目前为止 就 我 们

的见闻所及还投有一个关于阅读这-ˉF概念卉1

完各的定义,还缺少一个对于阅读本潢属性

n;食面概扦, u足 冖:iⅠ△谤家∴I∶ 亠iji∶ ,闽读汕



本质特征大致可以集中概括为下面三点:

(一 )间 读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实践活动。

阅读是内化的吸收。书面上的文宇符号对阅

读者来说是一种外部语言,阅读的过程就是

读者把看到的外部语言,转化为 自己的内部

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通过理解

读物的内容,从而把读物的思想变成读者自

己的思想,把读物的语言变成读者自己的语

言,即朱熹所说的
“
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
,

f意 皆若出于吾之心
”
。把外部语言转化为

内部语言,形成阅读者的语言能力,这就是

阅读这一语言实践活动的全部过程,也就是

阅读者掌握语言知识,发展语言能力的全部

过程。

(二 )阅 读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各种

不同方式的阅读都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

下面仅以默读和朗读为例,来加以说明。默

读的心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①视觉感知

文宇信息 ;②传导神经将文字信息传入太脑 ;

③大脑的中枢神经从获得的信息中提取所需

要的信息。朗读比默读的心理过 程 更 为 复

杂,它包括五个步骤:①视觉感 知 文 字 信

息:②传入神经将文宇信息传入大脑;③ 由

大脑指挥发音器官口,把文字信息转变为声

音传递的信息;④ 听觉器官耳感 知 声 音 信

息,进行监听;⑤大脑辨别由声音传出的信

息与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信息是否 一 致 。 总

之,无论朗读还是默读,都是一种复杂的对

文字感知的心理活动。

但是,对文宇的感知仅仅是 阅读 的开

始,理解才是阅读的核心。在理解过程中,

大脑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既有从形式到

内容的逆向思维,又有从内容到形式的顺向

思维;既有由浅入深的纵向思维,叉有由此

及彼的横向思维;既有概括时的求同思维,

又有分析时的求异思维;既有以吸取、理解

为主的一般性思维,又有以鉴赏、评价为主

的创造性思维;读文学作品要进行丰富的形

象思维,读论说文章要运用严密 的逻 辑 思

维。因此,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大脑运用

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比较、

想象、联想的复杂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阅读者的思考力得以增进,创造精神得

以发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蕴藏在文章中

的各种智力因素,转化而为阅读者的智力。

这就是阅读能使头脑聪颖思维敏捷的奥秘所

在。

(三 )阅 读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活动。文

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 “
缀文者 情 动 而 辞

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

如果说读理论文

章,读科技书籍重在披文见理,是一种冷静

的心智活动,那么读文学作品、读文艺书刊

重在披文入情,就还伴随着一种炽热的情感

活动。好的文学作品,它象磁石一样于读者

有极大的吸引力。阅读这样的作品,就是同

作者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它感人肺腑,扣人

心弦,使人移情动容,同作品中的人物共喜

怒、同哀乐,在思想感情上和作者以及作品

中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

有如春风化雨,对于美化和净化阅读者的心

灵,,起着不可估量的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

作用。

在整个阅读的全部过程中,复杂的语言

实践活动,复杂的心智活动和复杂的情感活

动,总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 可 分 割

的。这就是语文阅读的本质特征。在阅读教

学中,这个本质特征体现得如何,是衡量阅

读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培莠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

从学校教育来说,科学的即严格意义的

学生的阅读实践活动,是以教师为主导、以

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线的充分体现阅读

本质特征的阅读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基本

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培养这种能

力的基本途径则是阅读训练。这些就是我们



所说的阅读教学的全部含义。

为什么说阅读训练是培养阅读能力的基

本途径呢?

首先,阅读能力作为一种特殊能力,它
的形成离不开一般能力形成的规律。心理学

告诉我们,形成能力有三个重要条件,这就

是:一、素质,这是人们先天具有的生理特

点;二、知识,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的

认识:三、实践,这是人们有意识的能动的

活动,包括入们运用知识或按照规程所进行

的实际操作活动。在这三个条件中,实践是

决定性的条件。因为如果素质上有了缺陷,

可以通过实践得到不同程度的弥补,知识必

须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能力。训练是教学过

程中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学生所应具有的

多种能力都只能在这种特殊的实践过程中才

能形成,阅读能力当然也不例 外 。 它 的形

成,离不开阅读训练,即本文前面说过的那

种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实践活动。

其次,阅读能力作为理解书面语言的一

种能力,它的形成必然要受语言 特 点 的制

约。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具有很强

的实践i生。要获得运用这种工具的能力,须
靠语言知识和阅读知识加实地操作,而实地

操作是基本的。只懂得语言知识 和 阅 读 知

识,很少或甚至不去实地进行阅读实践,要
想获得阅读白1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能力,包括阅读能力,必须通过训

练,必须在学生的实践中形成。对此,我国

古代教育家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两千

多年前,我国古代教育家孟子在 《孟子。尽心

下 》中说: “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

使人巧。
”
孟子的这句话说明,能力具有非传

授性(即不依靠田耳授受),必须而且只有在

实践中才能形成。又如,清代颜元,更明确

地强调了学生学习实践活动的重 要 。 他 在

《总论诸懦讲学 》中说:“ 使为学为教,用 力

亍沸读者一∷,加功丁习行胬∧九。″闯元

90

还以弹琴作比喻,说明训练的重 要 。 他 在

《存学篇·性理评 》中写道 : “
譬 之 学 琴

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 、 讲 解 分

明,可谓学琴乎?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

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
”

颜元

的这个比喻,向我们说明:要具有弹琴的能

力,绝不只是对琴谱的烂熟,听分明讲解所

能奏效的,还必须手弹心会。同理,要具有

阅读诗书的能力,不通过认真刻苦的阅读训

练,动手动脑,当然就只能是渡河而望江,

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外国许多知名的教育家也都强调了训练

的重要。比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 《大

教学论 》中就曾说过: “
一切语文从实践去

学习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这是指的听、

读、重读、抄写、用手用舌头去练习,在可

能的范围以内,尽量时时这样去儆。
”

夸荚

纽斯在这段话中,从语文学习的角度,不仅

对阅读训练这一柠珠闸实践活动:1作用,而

且对阅读训练的方式和实施训练的范围,都
作了扼要的说明。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

入探讨,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叶圣陶先生吸取古今中外教育家和语文

教育家在论述这个问题中的桔华,创建了他

博大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沟、完整的语文

教育思想体系。这个语文技肓思想体系的一

个理论支柱就是训练论。他十分强调地说 :

“
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

以训练之
”

。从叶圣陶先生开始,训练论被

明确地提到了广大语文教师和语文工作者面

前,而成为语文界公认的不刊之论,并且已

为广大的语文教师的教学实践所一再证明。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

绪论:着眼于能力,若力于训练,是有效地

提高阅读教学的必由之F氵 i。

阖嫒咖l练 巍皂本漯剡

根据阅读∴∷卞ⅡⅡ∶
=征

,忄 i适 抿现代数学论



的原理,在 阅渎训练屮,必须贯彻下列几项

基本原则 :

(一 )以 教师为主导,以 学生为主体。

建立这种师生的双边关系,是增强阅读训练

的活力和提高阅读训练的效益的一项重要原

则。叶圣陶先生说: “
训练训练,训是教师

的事,练是学生的事。
”

在阅读 训 练 过 程

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
“
训

”
字上。诸

如训练计划的设计,训练活动的组织,训练

方法的指导,必要 f晦讲解,恰当的示范,适

时的点拨,有的放矢的解惑答疑,等等,这

些都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广阔天地。其目

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有所事事,令学生运用其

才智,勤其练习,自 为研究, 自求解决。在阅

读训练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
练

”
字上-诸如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 自

查、自读、自思、自练、白改,域向教师质

疑问难,或与同学切磋琢磨,等等,这些都

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良好时机。其目的都

是为了使学生 自奋其力, 自求得之。这样,

师生双方,既各司其事,又配合得体,在整

个阅读训练过程中,友会加大全体 (不是个

别,也不是部份 )学生实地进行有效的阅读

实践的活功量,就会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生

动活泼地学习的局面,,就会提高阅读训练的

效益,加速形成阅读能力山1进 程。

(二 )发挥阅读训练系统的整体功能。

阅读训练系统是由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诸多元素,例 如训练的项目, 丿l练 的范

例,训 练的目n∶ 要求,训练的方法等所构成

的具有特定功能 |i∶ 有机整体。在 这 个 系 统

中,任何∵个元幸犭i身,对较低一级的不统

丽言,都是较低一级的系oⅠ ,而任何一个较

低一级的系统,部构戊为较高一级系统的元

素。例如在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阶段,高 中

阶段,每册课本,每个革元,每 柚课文,都

各有其特定沟阅读训练的目标,以它们为元

萦便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又

有若不同层次的若千系统。例如每个阶段是

一个系统,每一册课本又是一个系统,每个

单先又是一个系统,每篇课文又 是 ∵ 个 系

统,等等。它们之闯从大到小,一个统摄一

个,从小到大,一个从属一个。因此,整个

阅读系统就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型的具

有多层次的完整的有机体。它具有各个元素

所没有的整体功能。所以,在阅读训练中,

对各个阅读训练要素必须从整体功能上加以

考察和研究。从纵向上体现训练系统中不同

等级的元素的层次性,从横向上体现训练系

统中相同等级的元素的相关性,从而从宏观

上发挥阅读训练系统的整体功能 的最 太 作

用,从微观上收到各个具体训练项目的最佳

效果。

(三 )遵循科学的训练序列。工方面,

因为阅读训练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的有

机体,另一方面,又因为循序渐进是教学中

必须遵循的一条铁的规律,这就决定了阅读

练训必须遵循一个科学的序列。决定这个序

列的主要因素,除学生学习的心 理 特 征 而

外,还包括大纲的犟求,教材中的知识和阅

读训绔项目与内容的数量、程康及重点。而

这些因素又都是作为一种变动的状态而存在

于阅读训练的系统中的。这种变动的状态主

要表现为:首先,数量的递增和递减。比如

识字量,初 中与小学相比,高中 与初 中相

比,都是递减。语法,初中与小学相比,、 是

谭增,高中与忉中相比是递减。逻辑,高中

与初中相比,是递增。这种增和减,只是新

知的数量的变化,而不涉及细识的总量和对

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程度。因为从知识的总

量以及对其理解和掌握的程度来说,则总是

累进的。其次,程度的递升和递降。好些相

同的训练项目,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单元

和不同的课文都同样具有,但要求的程度各

不相同。一般是由低到高,总 的趋 向 是 递

升。这种情况,各种训练项目,开不如此。



但有时由于训练目的的侧重点不同,也有在

此升而在彼降,或在此降而在彼 升 的。 比

如,初中一册《草地晚餐 》和 《一面 》的训

练项目都有记叙的要素和人物的外貌描写,

但在 《草地晚餐 》中,对二者的要求程度是

前者高而后者低,在 《一面 》中,对二者的

要求程度却是前者低而后者高。这种降也是

总的升的趋势中的降。再次,重 点的延续和

转移。以初中阶段三种文体的阅读为例,三
个年级记叙不断,这是重点的延续;初二侧

重说明文,初三侧重议论文,这是重点的转

移。即使同一文体的阅读训练,在不同的册

数,不同的单元,不同的课文,也有重点的

延续和转移。比如初一册记叙文的阅读训练

重点就是由记叙的要素转移到观察和记叙,

再由观察和记叙转移到记叙的顺序,而这三

个重点又都依次往后延续。这种延续,并不

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量有所增加,度有所加

深;这种转移也不是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 ,

而是前有所承,后有所继。这种状况突出地

表现在重点单元、配合单元、穿插单元的设

置及其训练要点的确定,以及它们的相互作

用上。于是,在整个阅读训练系统中,便 自

然形成四种类型的训练项 目,即预各型、主

体型、巩固型和发展型。上述这些情况,犬
牙交错就形成了整个阅读训练的序列。有了

这样一个序列,阅读训练就可能做到瞻前顾

后,全局在胸,有序可循,不致超级越等,

轻重倒置。从而加强计划性,减少随意性,

提高有效性。当然,这个序列也 应 根 据实

际,加以调整,以达到不断增强它的可施教

性和可接受性的目的。

(四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进行。

阅读训练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必要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教以阅读的方法 ,指 引自学的

门径 ,培养学生 自学的能力。阅读的方法是多

种多样的,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是语言学
的方法,文学和文章学的方法,思维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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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其他技术性的方法。语言学的方爨
法包括识字、释词、析句等方面的方法。文学:

忍啻鬈∶蝥垂鸯霁霉智↑蝥票曼查依蛋猡寡胥
析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方法。思维科学的方法

包括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方面的逻辑

思维的方法和想象、联想等方面的形象思维

的方法。技术性的方法,如精读和略读,^默

读和朗读等方面的方法,以及如何思考,如
何记忆,如何画符号 (圈、点、勾、画 )、

作摘录 (包括制做卡片 )、 写提 要 、 列 图

表、加评注、作简析、写心得等 方 面 的方

法。上述种种方法,都应在训练的过程中根

据不同的训练项目、训练的目的,训练范例

和学生学习的心理特征,加以优选,适当采

用,Ⅱ 具体指导,让学生掌握各种阅读的诀窍

和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逐步培养学生独立

阅读的能力。诚如叶圣陶先生所说: “
老师

能引导学生俾善于读书,则其功至伟。
”

(五 )智 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和谐统

一。在阅读实践活动中,有着众多的因素,

在共同地起着作用,其中包括智力因素和非

智力因素。在阅读训练过程中,必须把二者

统一起来,如赞可夫所说的那样, “
触及学

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 的精 神 需

要
”
, “

允许每个人按照 自己的智力、情感

和性格特点去领会文艺作品
”

。要尽可能地

发掘课文中固有的有关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

等方面的智力因素和有关意志、 情 感 、 性

格等方面的非智力因素,并使他们成为外部

的诱因,在学生俯而读,仰而思 , 心 与理

会,披文入情的阅读训练过程中,去开发学

生的智力,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思

想。比如分析人物性格,实质上是在对人物的

思想、感情、语言、行动等进行道德评价;

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或爱慕

向往,或憎恶仇恨, 自然就会提高学生的道

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道德感情和



肀道德意志,并由此转化雨为学生 的道 德 行  用、美育作用、教育作用,必然会得到更好

为。这些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萦,一经和作  的发挥,成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这样的阅

品中的语言文学因紊结合,作品 的认 识 作  读训练,对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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