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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用”既是出发点、生根处，又是落脚点、归
宿处，这是语文的学科特性决定的。无论我们
的教育核心指导思想是双基，是三维目标，还
是学科核心素养，“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
科的根本。这是语文教育的“静”与“常”，我们
也必须充分维护和发展好这个“静”与“常”。那
么何为“动”与“变”呢？那就是“语言建构与运
用”不能只专注于言语本身的阐释、剖析和挖
掘，还需要用审美、文化来丰富和支撑语言的
建构，用思维来引领语言的运用。这是语文教
育的“动”与“变”。我们无需花太多心思去追求
教学技术、教学模式的花样，更需多用力在有
利于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阅读场”的建
构中。比如余映潮老师把普希金的《假如生活
欺骗了你》、宫玺的《假如你欺骗了生活》和邵
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置于一个“阅读
场”中，以诗解诗，让诗心互鉴、诗韵相融。有了
“合宜”的“阅读场”，我们才能把“阅读场”转化
为有灵气、有思维含量的“教学场”。在这个过
程中，动静须相宜，常变当相谐，我们的语文教
育切忌凌空蹈虚、好高骛远，务须脚踏实地。

综上所述，新时代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
我们有必要拒绝在浅层次的教学手段与技术
上折腾。一方面，我们要坚守长期以来语文教
育领域的优良传统，要遵循语文学习的基本规
律，不急躁，不冒进，涵养语文教育的静气和定
力。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
意改革和创新，尤其是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
丰富和优化学生的阅读内容，从阅读本体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改观少慢差费的教学格局，创设
一个个容量适度、结构有序的“阅读场”，共建
一个个生动简洁、有生成性和沉淀感的“教学
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维护和发展（而不
是固化、僵化甚至瓦解）学生的想象力，激活学

生对祖国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热爱，如此，学生发
展语文核心素养方可落到实处，方可渐臻佳境、
行至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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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组织有追求答案的倾向，学生的思
考与表达被动，且不乏“抄”来的答案或结论。学
生表达机械，言语停留于已有水平，言语经验没
有改善。高中新课标倡导“自主”“主动”的语言
实践，本文以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教学为例，
针对阅读教学中学生表达不足的问题，提出课堂

组织学生主动表达的
方法与策略探析
———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阅读教学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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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让学生主动表达，探索学生主动表达的教
学方法与策略，以实现有效“语言建构与运
用”。

一、阅读教学中的语言建构现状
一位青年教师教学《十八岁出门远行》一

课，教学安排为：
第一阶段，预习。印发预习材料。前一天晚

自习学生完成课文与材料的阅读。
第二阶段，课堂教学。后现代小说及作者

作品介绍。苹果、汽车、红背包等的象征意味分
析；标题《十八岁出门远行》分析；小说的“暴力
主题”分析；结尾在小说结构中的意义分析。

下面是“小说‘暴力主题’分析”教学片断：
师：“我”十八岁出门远行，遭遇成年世界，

“我”和汽车都遍体鳞伤，说明了什么？
生：遭遇暴力。
师：余华写现实，是更加真实的真实。余华

成名之前的文字都是愤怒的。余华说，我的文
字曾经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文中的两种逻
辑是什么？

生：暴力逻辑与人情逻辑。
师：两种逻辑的关系紧张。接烟即是接受，

但乘车却遭拒绝。
生：有人情逻辑……
师：车上有苹果，代表美好。“我”递烟，司

机接烟，“我”是好朋友，是人情的逻辑。
生：可司机的表现具有暴力特点。
师：我乘车遭拒，苹果被抢，“我”被揍。
生：暴力逻辑……
师：苹果被抢，司机抢走了“我”的背包，表

明了社会的荒诞，这是暴力逻辑。司机笑，站在
抢苹果的人的一边，抢走“我”的红背包，暴力
合谋，施虐受虐一体。司机，只懂暴力，转移暴
力。抢苹果，抢车，集体无意识的暴力。[1]

该片断师生互动后能得出阅读领悟。授课者
阅读功底深厚，文本感悟表达流畅，其讲授时时
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对学生起着强大的示范影
响作用。观课者钦佩教师的积淀及课堂风采，认
可教师的阅读引领作用。

但该片断中学生的表达少而简单，有的近于
嗫嚅。显然，这个片断的组织教学还有值得探讨
的地方：

1.追求答案或结论。上面教学片断是师生互
动，但更多是追求答案与结论。这种情况在日常
教学中是常见的。如果授课教师是通过对文本
的阅读而深刻感悟到的，那么就有积极引领阅
读的可能；可有的教师给出的是“抄来的”感悟，
学生面对的是“背书式”的结论告知，其收获就
会极其有限。

2.思考停留于浅层次。片断中学生的表达少
而孤立，感受不深入思考不深刻，尚未固化，过
后易忘。交流中学生是应对式的口头表达，止于
动动口，少动笔或不动笔，少有深层次思考及提
升性活动。

3.少有言语生成。学生表达少而简单，从问
到答，活动简单往返，快节奏，快速展示答案，不
要求学生展开表达，学生无言语生成机会，少有
当下的言语品质改善的活动。

4. 没有语言建构方法策略。教师的组织引
导，停留于“你们只要能说出答案或答对即可”，
有时是功利性地直指考试答题“采分点”。课堂
活动止于学生获得阅读结论，少有引导或深入
到交流“我是怎么读的”层次，没有语言建构方
法策略。

二、主动表达与有效语言建构
1.语言建构与主动表达
高中新课标在“课程性质”部分提出“自主的

语言实践活动”，在“学科核心素养”部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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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2]强调语言实践活
动中学生语言的自主性积极性。“自主”“主动”
落实至具体阅读教学的组织，不应是学生简单
应付式的表达，而应是学生主动表达，主动进
行语言建构。

主动表达，即教学活动中学习主体积极探
索并展开表达以提升语言经验与品质。主动表
达的关键要素有：表达主体，是学生而非教师；
内容，学生语言实践；积极，学生为达成某种目
的的主动作为；目的，改善语言经验提升语言
品质。

上面教学片断中，教师问学生答，或是教
师说到什么，学生才跟上，学生表达被动。没有
自主调控的机会，没有改善与提升的表现，与
高中新课标所倡导“自主”“主动”主张显然是
相悖的。

2.主动表达的具体表现
阅读教学中的主动表达，不是通过教师的

讲解，给学生答案、结论，而应是通过学生积极
的自主阅读及读后有效的交流互动以提升语
言经验品质，走过“阅读→交流→提升”的过
程。从时间纵向上表现为：
（1）阅读中自主语言建构。不同于课外自

由阅读，学生阅读时有阅读后的具体交流任
务，需自主深入阅读，形成领悟文本的成果性
材料。
（2）交流中自主语言建构。学生须积极分

享阅读所得，积极参与互动表达，深化阅读感
悟，提升语言经验、品质，促进语言建构。
（3）教师指导中自主语言建构。教师组织

指导，学生主动梳理，自主获得语言建构的方
法和策略。

3.主动表达的意义
课堂的整体设计及组织上授课教师充分

重视学生的阅读、思考与表达，围绕学生的表达
设定任务，设置读、交流互动，但实际课堂每一环
节学生的思考及表达均不主动，教师要求什么他
们才做什么。虽可归因为授课教师教学观念有问
题，教学设计与组织上有问题，但课前学生却不
读或应付读课文，课堂上学生不思考少思考，终
至表达不积极，表达困难。前面的教学片断，可
看出教师虽用心组织，学生表达却是有问才答，
且惜“言”如金，只给简单结论，表达主动性差。

学生表达不足是外在表现，内在表现是学生
表达消极被动。只有学生主动表达，方能有充分
的语言实践，方能表现其言语发展的存在问题，
表达中得以有效调整，进而提升言语经验、品质。

三、组织学生主动表达的主要方法
如何组织学生主动表达，下面所列举的是处

于探索阶段的几种方法，还有待于发展与完善。
前面提到的课例，该青年教师在“红背包、苹果、
汽车意象分析”教学片断如下：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
象。红背包的含义是什么？

生 1：父亲的关心。
生 2：父亲对“我”的希望。
生 3：“我”的十八岁充满希望。
……
师：红背包的意象含义是……接下来我们来

分析苹果的意象。
……
几个意象含义的解决，结构上是教师提问学

生回答，教师小结。形式上是“你说”“你说”“你
来说”，学生逐个回答，最后教师综合出完整的答
案。看似师生“一起”解决，看似最终有“完整的
答案(结论)”，但相对于某个具体的个别学生，其
语言实践及获得，显然是孤立的，碎片化的，尚
未能连成一个意义整体及言语经验上的整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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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现语言品质的提升。解决这种常见问题
的方法有：

1.“阅读报告”
叶圣陶说：“上课做什么呢？在学生，是报

告和讨论，不再是一味听讲；在教师，是指导和
订正，不再是一味讲解。”对学生的零碎表达应
有整合要求，表达应达成文本化或作品化，可
如叶老所提出的让学生做阅读“报告”。

上面意象分析片断，一个任务抛出，多个
学生的表达来完成。如果教师觉得学生能有这
么些回答已经难能可贵，且止步，[3]是教学资源
的浪费。正确的做法，是让学生整合、扩展表
达，形成一个完整的“阅读报告”文本。

如，教师抛出任务：小说结尾的红背包的
含义有哪些？试结合“我”遭遇的暴力经历说一
说。

学生的表达，要分解出小说结尾中叙写的
亲情、信任、希望，揭示红背包的象征意义，同
时需结合暴力遭遇，形成一个充满坎坷而又不
失细腻与温度的报告文本。

如，本文开头所述片断中，既然课前阅读
材料中提及“暴力逻辑”，那么，就可以给任务：

提取小说中表现暴力逻辑的情节，分析暴
力逻辑于“我”的成长意义。

学生完成任务的表达要点需有：
课文暴力情节要点；暴力逻辑分析；“我”

的挫折与成长。
如此，学生的表达交流就是一个“阅读报

告”，是一个有份量的文本。学生在准备报告的
过程中，能主动地对文本阅读进行梳理、整合，
内化与积累；在阅读与表达过程中，能有效“形
成个体言语经验”。

2.批注式写作
过去对阅读教学中的学生动笔，常是要求

学生记知识点。现有教辅资料丰富，语文知识查
找获得方便，抄写知识已无意义。这就要把过去
常提的批注写作化，落实学生的主动表达，所感
所悟能以有品质的文字表现出来。

如可有下面活动设计：
任务：在课文中找出表现暴力逻辑与人情逻

辑的细节，分别在文字下标画波浪线与横线；在
有感悟处写出分析性文字，点明内在逻辑联系。

批注可有眉批、旁批、尾批。曾有一学生阅读
小说结尾部分写下如此分析性文字：

感谢作者为这篇小说安了一个抒情的尾巴。
看到主人公躺在汽车心窝里时，我的心中生出许
多感动。即使在这个险恶暴力的成年世界中，一
旦安静下来，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初心的。父亲亲
手准备的红书包，虽然被这个世界抢走了，它依
然还在我的心中。[4]

小说中两种关系紧张，暴力逻辑充斥于“我”
十八岁这一天的历程。但这位学生依然读出小说
中温情与积极的因素，依然表达出对生活的积极
理解。更可贵的是，批注写作首句挑明主旨，然后
准确细致点明暴力世界里的温情，“看到……心
中生出……”“即使……还是……”“虽然……(但)
……”表达婉转细腻，其中的温情与希望，跃然纸
上。从写作角度审视，是一段好文章，学生的语言
品质，因而得以有效提升。

3.再表达
消除应付性表达，摒弃已有水平层面滑行的

表达，就必须促进学生再思考再组织再表达。
（1）阅读感悟再表达。一是教师对学生表达

的组织不停留于已有的阅读感悟，应激活新的表
达需求，促使学生进行新的审视，进行新的组织
与表达。二是交流互动之后，学生的阅读感悟丰
富了，此时应组织学生在更高的层次上表达阅读
感悟，如前面所提出的让学生做“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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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辅材料再表达。促使学生对手头的
材料重新审视，重新组织。这就要求交流任务
能迫使学生结合课文阅读感悟，对已有材料深
入思考，重新整合，有效避免念材料回答问题，
避免出现学生找答案、记概念、记结论行为。
（3）听课内容再表达。有的教师沉迷于自

己的精彩讲授，讲完即视为完成任务，以为学
生听懂了，实际上是学生没听懂或懂得很少，
或是懂得很肤浅很表面，过后很快就忘记。可
组织学生提炼教师讲授要点，促使学生重视听
讲与理解，让学生听懂且内化。如教师阐释“红
背包的象征意义”之后，可让学生提炼并分点
表述“红背包的象征意义”。
（4）课文内容再表达。让学生合上课文，把

精彩处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甚至是动笔写出
来，再翻开课文对照，发现文本的精妙处，形成
有效积累。这似是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行为，但
放至高中会让学生有新的发现。还可既有课文
材料的再表达，同时加上自己表达与对文本比
较的分析表达。如结尾部分红背包的温情表现
集中、突出，即可让学生边复述边尝试分析。

四、提升主动表达有效性的基本策略
下面是该堂课的“标题分析”教学片断：
师：对标题“十八岁出门远行”，你有什么

想法？
生 1：“十八岁”的“我”遭遇了挫折，对世

界的看法从此改变。
师：对，“我”“十八岁”这一天充满了殴打、

鲜血、失败。“我”一直在走，走了一整天。乘
车，车往回开，越走越远，不靠谱。

生 2：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
生 3：十八岁经验丰富了，却远离了少年

时代。
生 4：十八岁成熟了生命。

生 5：实现了对社会的认知。
生 6：远离了理想化的世界。
生 7：走向独立。
师：……
上面案例中，学生的表达具有主动性，形成

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的言语质量，是大家认可的，
但还有可拓展的空间。我们可梳理，并做相应的
补充拓展，形成提升言语质量的基本策略。

1.课堂表达文本化
上面教学片断里，学生发言可拼凑成一个思

考结果，看似是学生思考与表达达到某一高度。
但这是表面的“集体行为”“集体效应”，个体学生
并未能达到。矫正的办法可以有：教师设计一个
有难度的任务，只让某一学生完成具有一定规模
的言语表达，教师不断追问乃至深入；几个学生
零碎或片断式地表达之后，让具体的某个学生做
综合“阅读报告”，从已有言语出发，聚合而上升
到高品质的语言实践活动。

个别学生的语言实践，其学习同伴易于沦为
看客，易于边缘化，教师需要设置相应的驱动任
务，促使他们积极参与互动，实现同步提升。

2.任务驱动提升语言建构水平
学生独立阅读建构了什么，怎样建构，于语

文教学研究而言还处于探索之中，还是一个黑
箱，还需要解码。阅读教学是教师在场的交流活
动，以任务驱动学生在阅读中动笔，要求学生在
阅读中思考“我读到什么”“我为什么会读到这
些”，形成交流基础，是较为有效的办法。

上面教学片断中，可做改进，要求学生表达
时扣紧标题与小说内容之间的联系，表达内容不
但有结论，还应有“我读到 XX，因为 XX，所以认
为标题 XX是有 XX含义”的表达，以任务驱动学
生把自主阅读语言建构中内隐的内容显性化，以
落实阅读活动“黑箱”的解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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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化获得结论的过程
课堂上学生如果能马上给出完整的答案，

是可质疑的，因其缺少思考，缺少过程。正常的
情况，是学生思考及表达是片断的、碎片的，有
个逐步走向完整的过程。教师可追问，促进学
生主动补充完善。更深入的思考，是学生说出
了，似已经获得时，应放在品质、能力的维度去
审视，去组织学生再表达。如要求学生：能不能
综合起来讲？能不能分析其内涵？换一种方式
能不能分析？这种表达方式或思考方式换一种
情境能不能用？等等。
“给结论”很简单，是“懒”教师的乐于采用

的。细化学生获得结论的过程，促使学生自主
获得结论显性化，才是有效的阅读教学。

4.“怎么学”的表达促进学习方法策略的
形成

上面提到的课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学
习资料，共有八个专题，从余华的简介、经历直
至余华的作品主题，字体宋体小四行距 18 的
32K纸八个页面，资料不可谓不丰富。此资料
本身可视为对学生阅读一篇小说方法指导的
设置，即要了解作者情况，直至了解作者作品
的主题。但材料中却没有具体怎样阅读的要求
或方法指导。

课前阅读材料提供的几个专题中，就可设
置“怎么读好这篇小说”专题，提供他人如何阅
读这篇小说的典型案例。课堂上组织学生讨
论，思考怎样读，说说该怎么读，可促进学习方
法策略的形成。

5.即时创作激发主动表达的潜力
以教师年龄层次及思想，会认为后现代小

说阅读难度大。但我们不可低估学生的阅读潜

力，00后学生是与动漫卡通一起成长的一代，应
是很容易读懂小说，很容易获得共鸣的。如果能
有此认识，随之的理想教学设计即是如何激发学
生的阅读潜力。同样不能低估学生的后现代思维
方式的表达潜力，让学生来一段青春魔幻的创
作，并非不可能。青春的心灵感受到的挫折并不
少，生活中理想愿望与现实追求相悖是常有的，
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并非没有魔幻般的遭遇或感
觉，“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内心诉求，往往会
有魔幻般的挫折。

新课标的“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提出“尝
试文学写作”，“借以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交
流能力”。可让学生模仿余华该小说的手法进行
创作，尝试的主题可以有：

学习现实与理想成绩间的魔幻交织；青春期
对异性或恋爱的幻想；同学关系或家庭关系中的
魔幻现实，等等。

阅读教学活动中如果学生只得到结论与答
案，少有语言实践，就不可能主动对“语言建构与
运用”。阅读教学应让学生有充分的语言实践，有
促进学生主动表达的方法、策略，才能提高语言
建构与运用的有效性，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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