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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检测，导入新课

师： 郭沫若曾写过一副对联：“写鬼写
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这是
他为古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先生的书斋
“聊斋堂”而题。 在蒲松龄的作品《促织》一
文中， 我们不仅要学习蒲松龄高人一等的
写作技巧， 还要明白他是如何入骨三分地
刺贪刺虐。

师： 上节课同学们已经根据注释和工
具书疏通了字词， 了解了文章大意。 现在
老师想考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下列 3 个
词中“笼”字的用法有何不同？

（教师出示 ppt：笼养、笼归、笼虚）
生 1：第一个“笼”字是“用笼子养着”

的意思，第二个“笼”字是“用笼子装着”的
意思，这两个字都是名词作动词。 第三个
“笼”字是名词，笼子，作主语。

生 2：第一个“笼”字是名词作状语，是
养蟋蟀的工具。 第二个“笼”字才是名词作
动词，与后面的“归”字是两个连续发出的
动作。

师：很好。3 个“笼”字用法是不同的。笼
子里养没养着蟋蟀， 在故事中可是关系到
百姓生死的大问题。

比较史料，体会小说特征

师：与野史比较，小说《促织》是如何进
行再加工的？ 作者有哪些发挥？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
府况钟进千个。 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
宣宗皇帝要。 ’此语至今犹存。 ”（沈德符
《万历野获篇》）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

虫价贵至数十金。 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
入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
易，必有异，窃视之，虫跃出，为鸡啄食。妻惧，
自缢死。 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吕毖《明
朝小史》）

生 1： 课文与这两则材料相同的地方
有：宫廷尚促织之戏；征于民间；居为奇货；
促织死，人自杀。

师：除了情节的变化外，课文还有加工
的地方。 请大家朗读“笼归”“笼虚”相关情
节的两段文字， 然后说说作者特别添加了
什么，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生 3： 增加了神态描写和心理描写 ，
使人物更加活灵活现 ， 读者阅读时也更
加揪心。

生 4：《促织》 增加了 “卜促织”“化促
织”两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情节，是
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不仅增添了故事性，而
且对现实更具有批判意义。

师：与史料相比，本文情节曲折、人物
生动，可谓“写虫写人高人一等”。 重视情
节及人物的塑造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显著的
特点。

比对史传，探寻承继关系

师：《促织》对史料的加工有许多，但是
有没有保留一些“史传文学”的特征呢？

生 1： 在取材上，《促织》 可能源自史
书，“宫中尚戏” 就是一个事实。 蒲松龄饱
读诗书，应该会读到不少史书类作品。

生 2：除了内容，我认为形式上也有学
习史传的地方。 比如，最后一段开头是“异
史氏曰”，这与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
曰”类似，这部分内容是作者的评论。

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聊斋志异》
对史书类作品的继承。 当然，《聊斋志异》
不是真正的史著，是小说，由于内容多是鬼
狐志怪传说，所以蒲松龄自称“异史氏”。

品味词语，明确现实意义

师：在“异史氏曰”中，蒲松龄又表达了
他对当时社会什么样的看法呢？

生 1：作者讽刺天子，指出“天子一跬
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天子只是“偶”
用，或者只是作为“戏”，却致使百姓“忧闷
欲死”。这让我想到古诗中的“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

生 2：作者还讽刺官吏。 原文中说，“奉
行者即为定例”，这就呈现了“上行下效”的
社会风气。

生 4：作者还刺“一人飞升，仙及鸡犬”
的社会现状， 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建
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

生 5： 我觉得作者好像还隐隐约约地
讽刺了成名。成名这个人物最后是成名了，
但他是靠什么成名的？ 是靠儿子几乎失去
生命，用灵魂化促织供皇帝玩耍换来的；是
靠皇帝心情好的赏赐换来的。 这一切都具
有偶然性，必然的现实是：成名读书多年，
却“久不售”，遇到问题还得依赖妻子占卜、
儿子化魂， 一旦好运飞来， 却又 “裘马扬
扬”，不可一世。 这是不是作者在讽刺某些
读书人的形象呢？

……

辨析差异，明晰个性视角

师： 与蒲松龄同时代的诗坛宗师王渔

洋，在《聊斋志异》手稿本上写下这样一条
评语：“宣德治世， 宣宗令主……顾以草虫
纤物殃民至此耶？ 抑传闻失实耶？ ”你们怎
么看这条评语？

生 1： 这条评语透露出王渔洋不相信
在国家治理得很好的宣德年间会发生这样
的事。 其实，古人早有借古讽今之惯例，蒲
松龄借明朝写清朝也是完全可能的。

生 2：王渔洋反复强调宣德年间是“治
世”，宣宗是“令主”，难道治世就没有这种
事情发生吗？ 未必。 即使是盛世，恐怕也有
民不聊生的情况啊。

师： 不同的人对同一时代是有不同看
法的。 与王渔洋、 蒲松龄几乎同一时代的

还有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别人眼中的“盛
世”在曹雪芹眼中却是“末世”，说明每个作
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视角。

师：蒲松龄有一副对联 ：“有志者 ，事
竟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
人， 天不负， 卧薪尝胆 ， 三千越甲可吞
吴。 ”这副对联蕴涵着强烈的情感。那么，
蒲松龄为什么花了 20 年时间创作这部
《聊斋志异》？ 请大家
课后查阅相关资料 ，
相 信 你 对 《 聊 斋 志
异 》，对蒲松龄 ，对那
个时代， 都会有更全
面更深刻的理解。

月度人物

□本报记者 金 锐

在执教《促织》一课时，我试图引导学
生从文学史的角度解读经典。在文学史视
域下，经典解读应该包括三重对话：

经典与文学发展的对话。一方面，《聊
斋志异》 中许多故事来自于野史记载，但
蒲松龄又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不再
是简单的记录， 而是添加曲折的情节、生
动的描写；另一方面，《聊斋志异》也受史
传文学的影响，比如模仿《史记》的“太史
公曰”， 恐怕就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
待的。 学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息，课堂
教学中“比对史传，探寻承继关系”“品味
词语，明确现实意义”两个环节，也是围绕
这个角度设计的。

经典与所处时代的对话 。 《聊斋志
异》中重点呈现了两大社会问题：官贪吏

虐、科举制度。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这
一点，我设计了“品味词语 ，明确现实意
义”的教学环节，希望学生通过对 “异史
氏曰”这一段的分析，体会蒲松龄对社会
的批判。

经典与不同作家的对话。历史的真相
到底怎样？为什么不同人眼中的历史如此
不同？小说背后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什
么？ “辨析差异，明晰个性视角”这个教学
环节， 就是希望学生能思考这些问题，并
透过不同作品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时代。

综上所述，在文学史的视域下，通过
与经典的几重对话，学生可以了解文学演
变，厘清历史脉络，洞见社会现实，丰富生
命体验。 这个价值，不是仅仅依靠文学鉴
赏就可以获得的。

课堂
实录

教学反思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德国诗人
荷尔德林曾经这样高唱着。

在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李学
文看来，语文也应该是“诗意”的，应该让学
生感受到美妙的旋律和韵味； 语文教学则
应该“有本有序”，她进一步解释，“本”指语
文学科的本体价值，“序” 指课堂教学的实
施过程。 “只有‘有本有序’的教学，才能成
就诗意的语文”。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摇摆不定，让
语文教学走了不少弯路———如果一味地追
求“知识为本”，课堂必然充斥着僵死的语
言知识和支离破碎的文本解析； 过于强调
“淡化知识”， 又会让语文教学陷入空泛的
感悟和议论之中。

语文学科的价值到底在何处 ？ 李学
文认为 ， 发展学生的语言素养 、 文学素
养 、生命素养 ，循序渐进 ，呈螺旋式提升 ，
这是语文学科的目标 ，也是 “教学有本 ”
的意义 。

“我不希望看到高一和高三的学生在
学习同一篇文章时没有区别； 我不希望看
到学生从高一就开始硬背 300 个实词；我
不希望看到学生只要提到作文就 ‘龇牙咧
嘴’……我们可以尝试将文字知识、文学知
识、文化知识，按照逻辑规律分布在各个年
段； 我们可以将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合理
有序地推荐给学生，并指导他们阅读；我们
可以将写作设计得更贴近学生生活， 更有
利于学生的情感表达……” 李学文这样表
达她的诗意语文教学观。

在语文课程设计方面， 李学文根据国
家语文课程标准， 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和课
程计划， 带领语文组细化设计了校本化语

文课程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基础型课程、拓
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活动型课程。4 类课
程各有侧重：基础型课程强调“有序”，拓展
型课程追求 “有容 ”，研究型课程力争 “有
品”，活动型课程凸显“有彩”。

以诗歌教学为例， 基础型课程包括沪
教版语文教材中的全部古典诗歌和现代
诗；为适应学生的发展需求，李学文开发了
拓展型课程《唐诗宋词选读》和《中国现代
诗歌选讲》；在研究型课程方面，李学文撰
写《诗歌写作》专题，指导学生用诗歌抒发
内心情感；此外，李学文还带着学生学习吟
诵诗词，定期举办“诗词吟诵活动”，这些都
是活动型课程的一部分。 4 类课程相对独
立，又互为补充，将学习内容更丰富、更立
体地呈现给学生。

课程设计的载体是课堂教学， 李学文
不断思考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力求达
到“教学有序”的境界。

“我一直在思考，哪些内容是必须让学
生掌握的，哪些内容是不必掌握的，哪些内
容又是讲了也没有意义的。 ”与许多教师更
关注教学环节设计不同， 李学文认为教学
目标是教学环节的统帅， 她将教学目标总
结为 3 种呈现形式：教师想教的目标、学生
学到的内容、实际呈现的效果。

针对语文学科的特殊性， 李学文追求
教学情理结合。 “一方面，要让学生用语文
的思维分析字句、品读文章，这是‘入乎其
内’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还要将文章置
于社会与生活的背景下，让学生感受‘出乎
其外’的情感渲染”。

在具体的教学环节， 李学文认为应该
适当“留白”。 “正如一篇散文、一段乐曲、一

首诗歌， 张弛有度的节奏会给人以美的享
受，课堂教学同样如此。 ”李学文说，“教师
要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与时
代对话、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对话，要启发
学生的深度思维， 给学生留足思考的时间
和空间，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粗暴地一
手包办。 ”

比如，在执教《延陵季子将西聘晋》一
课时，李学文让学生对比“献”与“赠”两个
动词，从而品悟人物的情感、品行和社会背
景；在执教戏曲《曹操与杨修》时，李学文让
学生表演舞台剧，通过设计人物的念白、神
态、动作等内容，深入理解文本；在执教《促
织》时，李学文出示相关的历史文献，让学
生体会史传与小说的异同。

除了“有本有序”的教学，李学文的诗
意语文也来自于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诗意人生———李学文酷爱读书，她从《史
记》中体验慷慨悲歌的雄深雅健，从《孟子》
中感受浩然之气的沛然莫御，通过《世说新
语》与魏晋人物的疏狂对话，通过《论语》和
《学记》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李学
文酷爱旅游， 她曾在巴黎的卢浮宫领略文
艺复兴的光辉， 在新西兰草坡上坐看蓝天
中白云飘过，在威尼斯荡着小舟，在奥地利
倾听梵婀玲的交响律动……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
章。 ”李学文希望，语文
课上不仅有知识的学
习 ， 更要有文化的熏
陶、生命的旋律。 “希望
诗意的语文可以成就
学生诗意的人生。 ”李
学文说。

人物
素描

李学文：“有本有序”的诗意语文

文学史视域下的多重对话
教学内容 ：高中语文 《促织 》 执教教师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李学文

对于许多语文教师而言， 批改作文是
一件让他们感到“头疼”的事情。 从错别字
到布局谋篇，教师拿着红笔，就像医生拿着
手术刀，对学生的文章大动干戈，把自己改
得头昏眼花， 把学生改得兴趣全无。 这种
方法其实是出力不讨好。 试想， 学生拿到
改得面目全非的作文，会高兴吗？ 能体会
到写作的乐趣吗？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对学生作
文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可
以是书面的，可以是口头的；可以用等级表
示，也可以用评语表示，还可以综合采用多
种形式评价。 ”这是一种软化的、宽松的评
估要求， 使师生双方从批改的阴影中走出
来。 改革作文的评估方式，应把“批改”变为
“交流”，教师就作文内容与学生平等交流，
以学习的态度、发现的眼光、欣赏的心情对
待学生作文，并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给出

自己建议式、商量式、比较式的评估结果，
这对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对学生形成
写作个性和表述特色，都有极大帮助。

当面交流。 学生的作文交上来后，有
的教师搁置几天才看， 这就错失了与学生
交流、沟通的最佳时机。 我的方法是，学生
的作文随交随看，及时听取学生的想法，了
解学生的思路。 有时， 当面对话还可以避
免因不了解而出现的错误。 比如， 有一个
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爷爷家门前种了一
棵芙蓉树。 ”我以为他写错了，芙蓉是荷花
的别名， 怎么能种在地上呢？ 与学生交流

时，他告诉我，这是木芙蓉，与荷花不一样，
并把介绍木芙蓉的书拿给我看。 我很庆幸
与学生当面交流看法， 不然白纸黑字的评
语写上去，把对的批成错的，岂不是打击了
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因此， 教师不能自以
为是，板着面孔批学生的文章，而是要注意
与学生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

文字交流。如果因为一些原因，教师不能
与学生当面交流，还可以考虑文字交流。这种
文字交流与批改不同，减少了冷冰冰的挑剔、
盛气凌人的指导，有的只是师生之间的对话、
探讨、建议。 学生会感受到教师的尊重，会有

一种成就感，感到“易于动笔，乐于表达”。 比
如，在写以《春游》为题的作文时，有个学生写
乡下感受，“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观赏绿树野
花；可以到田间挖野菜，自己烧饭、野炊”。 我
在点评中写道：“老师被你笔下的乡村美景陶
醉了，那真是一个春游的好地方，老师真想和
你们一起去踏青、赏花、钓鱼呢！ ”学生看到我
的评语后，高兴地笑了。

心灵交流。 文章不是无情物， 即使是
小学生的作文， 也是情感的表达。 尽管有
些学生的作文还显得幼稚、不成熟，但却有
成人无法企及的天真和曼妙、独特和新颖。

教师必须用真心去感受，用童心去理解，用
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从学生的角度去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破译学生心灵的密码。我曾
经给学生布置过一篇作文———《假如我是
老师》。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假如我是老
师，我绝不对学生发火，那意味着我无能；
我也绝不让学生多抄课文； 我不会让他们
对着 99 分的试卷哭泣。 ”这段话对我触动
很大，我反思良久，感动于学生的坦率。 于
是， 我给他写了我的感想：“老师谢谢你的
真情告白，谢谢你的提醒。 假如我是学生，
我也会喜欢你文中这样的老师！ ”

总之，对学生的作文，教师应采取宽松
的、多样化的评价手段，应该蹲下来看学生
的作品，平等交流。 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
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才能引导学生多写、乐
写、善写。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郁郎小学）

作文“批改”变“交流”
□谢明新

� 李学文 上海
市卢湾高级中学语文
教研组长， 上海市黄
浦区学科带头人 ，上
海市语文学会会员。

对于经典的文学作品，教
师不仅让学生解读字句、品析
文章，更将课文放置于文学史
的视域之下，让学生通过与经
典的多重对话， 洞见社会现
实、丰富生命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