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细读是上世纪40年代英美新批评提出的文学

作品鉴赏方法，而今将其移植到了阅读教学中；其实文

本细读也不是语文教学的新出路， 它是喧嚣之后的返

璞归真，是“读书”传统的回归，“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等等，正说明了这

个朴素的道理。 但是文本细读也并不简单，怎样读？ 读

什么？ 其实大有可推敲思量处。 本文拟结合史铁生《我

与地坛》的阅读教学，从细读的前提、细读的方法和细

读的姿态三个角度， 对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作一探

讨。
细读的前提：目中有人，心中含情

阅读教学中，我们面对的是文本，文本里未必有人

物，但文本的深处却必定有一个人，那就是作者。 在文

本、作者、读者三者关系中，我们往往强调文本的自足

性，读者的自主性，但实际上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抛开作

者，因为文本的独立并非封闭，它跟时代、环境、作者声

息相连。我们倡导素面朝天读文本，并不是将阅读只局

限于文本，而仍注重把握与文本相关的时代、环境，仍

强调了解作者，即，既跟文本对话，也跟作者对话。在进

行阅读教学之前， 应该尽可能多地引领学生了解有关

作者的一切：时代背景、环境特点、生活际遇……以尽

量真切地触摸到文本的生命脉搏， 让阅读对象原生态

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有不少论者指出， 作品一经诞

生，便与作者无关，我们在阅读教学时也应该拒绝阅读

教参和其他相关资料，拒绝文本之外的信息，以确保阅

读的纯净无扰。 这其实是绝对化了，既不现实，也无必

要。 试想，如果编者删去了史铁生“活到最狂妄的年龄

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查证作者生于

1951年、在1972年便只能靠轮椅“行走”的生平，我们能

更为深入地理解他有关生与死的揪心思考吗？ 我们也

许会当他是一个疯子或天才， 却不能感受到他命运的

残酷和他的精神求索之旅的漫长与痛苦。
目中有人的同时，还得心中含情。由于文本本身往

往饱含着作者的情感智慧，镌刻着作者的精神求索，所

以阅读不是无情的解剖，而是真切的体悟；不是手持冰

冷的手术刀，而是捧出一颗真诚的心。我们必须饱含感

情读文章， 善于和文本及作者进行心灵对话， 惟其如

此，才能从文章中读出文本的意蕴。 试想，如果是一个

对生活毫无热情、 对弱势从无同情的人来读 《我与地

坛》，能指望他读出什么来呢？他是决然读不出“要关爱

残疾人的内心需求”、“要珍爱生命， 热爱生活”、“要勇

于正视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克服脆弱”、“遇事要冷静思

考，不要有过激行为”等生命意识的。只有读者有情，才

能以情染情， 感受到文本深处生命的回响与我们内心

的共鸣。
细读的方法：把握脉络，叩问细节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字字未宜忽， 语语悟其

神。 ”这正是细读的一个原则。 慢慢地读，且读且思，思

而有悟，就是细读的典型过程。 不过，这里的“慢”还是

有讲究的，读一篇文章，事实上有一 个“快———慢———
快”的过程。先是“快”，较快速地把握文本的大致脉络；
之后是“慢”，耐心细致的体悟；有悟之后再读，恰如“两

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又成快读，但层次境

界已然不同。本文主要关注细读由快到慢的这个过程，
即从把握脉络到深入细节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注重

的是对文本的研读，需要我们真诚地去揣摩、体味。
凡好文章都会有清晰的脉络，完整的文章有，节选

片断也会有。教材中的《我与地坛》是原文的节选（原文

共有七部分）， 但这两部分同样有其自足的思路脉络。
教师自己应该通读完整的《我与地坛》，以期有更完整

的认识，但对课堂教学来讲，主要是让学生体悟这两部

分（可鼓励课外拓展阅读）。我们先较快地读，找到通往

文本深处的路径，一两遍之后，我们看到第一部分主要

写地坛里的无数细小卑微的生命和“我”对生命世界的

认知和悟得；第二部分主要写母亲的苦难、坚忍的意志

和毫不张扬的爱对“我”生存的启发。 把握了这两条路

径，我们就可以上路，分头寻找通幽的曲径了。
曲径就是细节， 文章能给予我们的感动往往就在

素面朝天读轻叩细敲悟
———以《我与地坛》为例谈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

周丽燕

【摘 要】文本细读是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一种文本解读方法，本文以教学《我与地坛》为例，从文本细读的

前提、细读的方法和细读的姿态等方面，探讨了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开展文本细读的具体操作原则。
【关键词】阅读教学 文本细读 前提 方法 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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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

对话的过程中进行。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

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语文阅读对话，
其 主 体 有 三：教 师、学 生、文 本（隐 含 的 是

作者）。 阅读对话同其他一切对话一样，也

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倾听，一是言说。
倾听，在阅读对话中，首先是倾听文本。 要

能真正让学生倾听文本，就要让学生接触

文 本，体 验 文 本，就 是 用 自 己 的 生 活 和 艺

术经验去与文本相互作用，共同建构起文

本 的 意 义。 其 次，是 倾 听 他 人（学 生 或 教

师）对 于 文 本 的 认 识，倾 听 他 人 心 目 中 的

“林 黛 玉”与 自 己 心 目 中 的“林 黛 玉”有 何

不同，并从中受到启发。 言说，是学生、教

师将“倾听”文本的结果进行交流，以达到

思想碰撞、智慧共享的目的。

细节。而在品悟细节的时候，我们仍要扣住文本关键处

进行。至于要品悟的内容，文章不同，重心也就不同，就

《我与地坛》来说，具体是做到“三品”：一品景象———残

破的地坛古园内，无数活跃的细小生命；二品思想———
对生命存在的领悟；三品情感———母亲与“我”。

先说品景象。 以第五段为例。 把“蜂儿”比喻成“如

一朵小雾”，形象呈现了生命的美丽，而“稳稳地停在半

空”则道出了生命的坦然与从容。 把“蚂蚁”拟人化成

“摇头晃脑”、“捋着触须”，说明它是多么快乐、悠闲、自

在；而“疾行”，说明它充满活力，充满信心。 “瓢虫”先是

“爬”，接着是“祈祷”，最后是“升空”，显现了这种细小

生物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生活的顽强。说“蝉蜕”“寂寞

如一间空屋”，虽隐去了蝉经历蜕壳的煎熬，却在无言

中暗示了这种卑微的生命获得新生的力量。 而将没有

生命的小小“露水”夸张成能“摔出万道金光”，何尝不

是一种生命力的昭示呢？ 通过对这些景象紧扣文本细

节处关键词的品悟，我们确可真切体悟到“园子荒芜但

并不衰败”。
再说品思想。 “不衰败”的古园中，小生命们都按自

己独特的方式活动着，向人们展示出生命的缤纷多彩，
诉说着生命的美丽多姿，显现着生命的顽强和活力。这

不禁让“我”意识到再卑微弱小的生命，都不可替代与

复制，都有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生命乐趣。 人亦如此，
怎能不珍爱生命， 消极地求死？ 困扰心头许久的有关

“生与死”的思索，终于找到了答案：园子虽然荒芜，但

是并不衰败；“我”虽然残废，但是不能颓废！
细读的姿态：并肩而行，促膝而谈

在我们开始阅读的时候，就与文本、作者产生了关

系，是携手同行，还是各不相干，还是针锋相对？姿态不

一，也就效果各异。 从课堂阅读角度来看，文本细读首

先要做到与文本、作者并肩而行。只有这样，细细聆听，
才有可能得窥内情， 有所了悟。 我们主张素面朝天地

读，也是要强调阅读姿态的真诚平和。我们所能体悟的

一切，让文本和它背后的作者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自己

去发掘。 读《我与地坛》，就要和史铁生一起走进地坛，
随他到地坛的各个角落， 与他一起观察生命存在的姿

态，感受母亲目光的注视，体味文本传递给我们的种种

信息。
但偕行不是全部，还要对话。偕行是对文本信息的

吸纳，是对话的前提；对话是了解之后的深化，是窥探

秘境的必由之路。而且文本细读中的对话，不能是居高

临下，也不能是屈膝逢迎，而应是促膝谈心。 在与“我”
一起徜徉过地坛之后，我们就要和他好好地谈一谈，谈

为什么他会发现一座寂静的荒园里那些微小生命的丰

富形态， 为什么生与死这样宏大的命题他最终以极为

轻盈的方式从心头卸下，也谈“我”母亲的那种默无声

息却绵长坚忍的爱是如何支撑他摸索行走人生的路。
对话之中，我们会有疑，也会有悟，疑过悟过之后，我们

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观察角度， 这也就是文本细读

的最大的意义， 正如王崧舟老师所说：“文本是一个美

丽的倒影，你在这个倒影中看到的不是文本，而是你自

己……细读不是从文本开始，而是从‘自己’开始！细读

也不是到文本为止，而是到‘自己’为止”。
从阅读教学方法上讲，文本细读是质朴的；从操作

过程上讲，文本细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回归阅

读本原既是必然，阅读教学也就应该正本清源，从细读

入手，以体悟作结。
★作者单位：浙江省诸暨中学暨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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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与文本之间平等对话的过程，因此对话的有效与否、
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阅读教学的效果，所以在阅读教学中要重视对话价值与有效性。 本

文从潜心解读文本，激发有效对话，构建互动话题，尊重多元对话等方面，论述了实现对话

有效性的方法。
【关键词】平等对话 解读文本 有效对话 互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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