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标背景下散文复习策略——原初阅读理念与实践 

【摘 要】在新课标背景下，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综合语文实践活动，

在高考试题中体现得日益明显。文学类文本阅读更为集中地体现对综合性语文实践能力的考

查。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散文的复习要更具针对性。原初阅读强调切实从学生最原始的

阅读感受出发，结合学生切实的阅读障碍，引导学生克服套路式的刻板答题印象，从具体试

题情境出发，回归文本，探究生成，实实在在地为学生散文阅读能力的提升作铺垫。本文以

原初阅读理念为指导，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探究高考散文文本，引领学生在具体的阅读实

践中建构文字理解能力、语言思维能力和情感领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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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教育责任与教育使命。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新课

改对高考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日新月异的高考题型，是一线教学老师面临

的教学困境，同时更是难得的教学增长点。当我们面对纷繁的高考新题型时，更

应该“拨开云雾见月明”，擦亮自己的双眼，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质性备考，关注文学素养 

2021 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坚持“立德树人”为精神导向，注重考查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和语文关键能力。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综合语文

实践活动，在高考试题中体现得日益明显。文学类文本阅读作为高考试题的重要

版块，更为集中地体现对阅读、鉴赏、表达、梳理、探究等综合性语文实践能力

的考查。“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直接体现了学生的整体文学素养”①。“在鉴赏

活动中，能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阐释作品的情感、形象、主题和思想内涵”②，

也是新课标对文学类文本阅读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质性备考，呼唤对学生文

学素养的关注。 

以 2021 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为例，全国甲卷考查的文学类文本类型是散文，

文本选自当代作家王小鹰的《当痛苦大于力量的时候》。两个主观题都回避套路

式、程式化的作答，更关注对文本的回归，考察语文阅读的综合素养和对文本的

深入理解。第 8题，“作者访问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为什么会联想到达吉雅娜？

请谈谈你的看法。”本题从具体的言语情境“作者访问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出发，

考查学生回到具体文本情境中，分析整合文本内容的能力。文本是作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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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要得出答案，必须回文本梳理相关情节、提取并整合相关信息。第 9题，“普

希金的临终遗言是理解本文的钥匙，请简要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文中重

要语句的理解和文本主旨探究的能力。由题干可知，普希金的临终遗言是理解本

文的钥匙，“天才能感受到庸人感觉不到的痛苦，故而他们往往比庸人承担多得

多的痛苦，故而他们的生命往往是那样的短暂而璀璨。人们是喜欢天才的命运还

是庸人的生活呢”，这句话作为“文眼”，统摄全文，串联起作者想要表达的主

旨，引导读者通过普希金的临终遗言及其人生悲剧，思考痛苦与人生这一跨越时

代的永恒命题。 

散文再一次进入全国卷的考题之中，其在复习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两个

小题来看，都侧重对学生阅读、鉴赏、表达、梳理、探究等综合能力的考查，同

时两个题都注重对具体文本内容的理解、梳理与探究，都要求回到具体的文本之

中整合答案。因此，读懂文本才是解题的关键。 

二、原初阅读，重视个性化阅读感受 

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散文的复习要更具针对性，对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视

与提升也因此成了新高考背景下，散文复习的重要策略。在散文的复习中，关于

散文的知识建构固然重要，但读懂才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基础。而“一个人的阅

读理解力源自原初阅读体验的积淀而不是训练策略的熟练”①。原初阅读体验强

调切实从学生最原始的阅读感受出发，重视学生具体而微的个性化阅读感受，思

考学生的阅读瓶颈和理解障碍，引导学生克服套路式的刻板答题印象，从具体试

题情境出发，回归文本探究，生成阅读理解，实实在在地为学生散文阅读能力的

提升作铺垫。 

1、梳理结构，抓住文章脉搏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以散文整体阅读指导为例。在散文整体阅读复习的第

一课时，我以 2019年天津卷《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为例，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

读理解。“学生只有对文章的行文思路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能够准确抓住

文章的脉搏”②。因此，给学生设定的第一个学习任务，就是要求学生快速通读

全文，划分段落层次。这一学习任务很简单，学生很快找出与文本层次相关的段

落，第 1、4、11和最后一段，将文本划分为四个层次。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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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每个层次，找出每个段落的关键信息。学生在具体的阅读中，通过对每个段

落关键词句的品析，梳理文本结构，探究文本内容。 

如第一段，只有简短的一句话“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但

是学生却联系后文读出了丰厚的内容。点出文章的中心人物“萨丽娃姐姐”，点

明文本标题“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密切关系，由此可以

推知，本文讲述的内容即萨丽娃姐姐发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春天里的故事。同时，

将“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与“呼伦贝尔大草原”密切关联，也暗含作者传达的主

旨：文中萨丽娃姐姐曾经在现代都市的诱惑中离开草原，但是离开之后，耳畔经

常模糊地想起老祖母“红珊瑚耳环”的低声喃语，不甚清晰。当她在内心的召唤

下，再一次回归草原的时候，她终于听清老祖母“红珊瑚耳环”的耳语，是在告

诉她不能忘记“长生天”的教诲。草原是萨丽娃姐姐心灵的归宿，只有回归，她

才能心如明镜，明白“长生天”的教诲，即对自然的敬畏，是对世代牧民不能逾

越的规律的敬畏，是对传承的敬畏。 

学生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从局部到整体，从浅层到深层，回到具体的文本

生发联系，整体关联，综合思考，才是真正对文本的回归与理解，才会形成自己

个性化的阅读经验。 

2、深入探究，洞悉作者匠心 

第二课时以 2020年新高考全国 1卷《建水记》为例，由题目的暗示与指引，

回归文本阅读的实践与体验，深入探究，从而洞悉作者巧思与匠心。第二个小问，

“本文采用空间和时间两条线索行文，请分别加以简析”，由设问可知，本文展

开的行文线索和脉络。以此为引导，给学生设定课堂任务，先解决空间线索，分

别回每个段落去找与空间相关的地点词语。学生很快通过快速的阅读，从第一段

找出“临安车站”，从第二段找出“城墙”和“城门”，从第三段找出“街面”

和“临安饭店”，从第四段找出“临安饭店后面的龙井菜市场”和“临安大街两

边的巷子”，第五段找出“大门”“门槛”“天井”等。将 1 至 5段的词语整合

起来，串联成一条线，学生很快整理出空间转换的线索。作者以导游的游览视角，

从车站直至穿越小巷，回到院落，空间转换的线索也因此清晰明了地呈现在学生

的文本阅读过程中。 

但是最能体现作者匠心的地方并不仅这一条明线的串联，更在暗线的处处设



伏。对于时间线索的梳理和探究，是学生的难点，也是学生阅读的理解障碍。学

生通常在文本中去找明确的时间词语，却发现难以串联成线。此时，正是学生的

阅读瓶颈，便需要老师的引导和点拨。对关键语句和文章构思匠心之处的揣摩，

开头一段尤为关键。“看哪，这原始之城，依然像它被创造出来之际，藏在一座

朱红色的、宫殿般的城楼后面。”文章开篇即定性，建水在作者笔下，是座“原

始之城”，它的原始正是它的魅力，它如创造之初一般，保留的历史遗迹，留存

的传统印迹，深入了城市的肌理，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间流淌，成为城市日常的烟

火气息，也成为了城中人的精神品格。所以这里的时间线索，是一条暗线，是作

者隐伏在每一处景点背后的历史身影。此时经过点拨后，安排阅读任务，要求学

生从每个段落的字里行间寻找隐伏在建水城中的历史身影。学生心领神会，很快

找出各个段落的关键词句，并加以品析，如“临安车站”是 20世纪初建造的，

穿过门洞进城，有“从蛮荒到文明”的仪式感；城中的女子，有“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女子的结实、健康与活泼；临安饭店的热闹场景有《水浒

传》的气息，烧卖是从明朝传下来的；就连普通人家的取景，“从供销社退休已

经三十年的祖母正躺在一把支在天井中央的红木躺椅上，借着一棵百年香樟树的

荫庇瞌睡呢”，老祖母、红木躺椅、百年香樟树，一系列的意象营造了浓郁的历

史氤氲。将各个片段整合，作者的匠心与巧思也体现其中，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在当下建水的日常生活中处处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处处可瞥见历史的身影，从而

表现历史与传统在这座城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因为这座城的历史是融入了生

活的历史，是与当下交织的历史，是处处弥漫着烟火气的历史，所以历史才有延

续的生命力，建水才具有了别样的城市品格。 

3、由浅入深，关注阅读体验 

在两个文本的散文整体阅读复习中，以《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为铺垫，回归

文本，整体阅读，相互勾连，学生在较为容易的阅读任务中，对文本有较为清晰

的整体认识，对主旨有较为深入的探究，形成了较为浅层的阅读经验。接着趁热

打铁，以《建水记》的阅读，巩固之前的阅读方法和阅读经验。这篇文本结构较

为复杂，但处处颇具匠心，此时当学生面临阅读障碍和瓶颈时，老师从学生实际

反馈的阅读信息中，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加以点拨，并引导学生在具体的阅读任务

中适时加深文本理解，学生对这篇文章的认识顿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建水记》比《萨丽娃姐姐的春天》文本结构更为复杂，学生在梳理、整合

和理解时，需要老师的适当点拨和引领。但是两篇散文的阅读，都观照学生具体

而微的阅读感受。两篇文本的散文复习教学，梯度呈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引领学生回归文本，生发理解，从而形成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三、原初阅读，重视课堂生成与能力建构 

重视学生原初阅读体验，是散文复习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它观照学生具体的

阅读行为和阅读感受，观照最为切实的阅读障碍，实实在在地引导学生由文本中

来，回文本中去，一切的理解和探究以文本为据。跨越阅读障碍，才能真正走进

文本，重塑散文阅读的信心。学生遇到散文，才会更理性面对，更深入探究，更

清晰作答。散文的整体阅读只是一个课例，在学生的散文复习中，对学生原初阅

读体验的重视，将一以贯之，成为散文复习的重要策略。 

原初阅读，重视学生具体的语文课堂生成和真实的阅读能力建构。当前的高

考，更“关注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个性化理解，加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关注学

生的个性解读”①。学生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汲取的不只是应试的知识和技能，

更应是精神的熏陶与文化的传承。因此，在语文教学的课堂实践中，教师应重视

学生原初阅读体验，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帮助学生建构文字理解能力、语

言思维能力和情感领悟能力，从而引领学生精神的发育和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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