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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风格是文本独特而鲜明的存在，或是精美的语言表达、或是精准的遣词造句、
或是精致的谋篇布局。综观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都是编者精心挑选，篇篇文质兼
美、形式多样，表现出作者独有的个性，彰显着写作风格之美，为学生感受、理解、欣赏、
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提供了很好的典范。然而，现实的语文教学要么忽视文本，媒体的过
度滥用和资源的胡乱拓展，让学生找不到北；要么是偏视文本，只盯着文本内容理解，教
学仅停留于此，让学生只找到北。

为此，专家学者大声疾呼，阅读教学要紧紧围绕语文本体性知识展开，实现从“教课
文”到“学语文”的华丽转身。笔者认为，写作风格理应成为开启阅读教学新视界的秘
钥，不断引发我们对阅读教学“教什么”、“怎么教”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

　 　 一、关注文体风格，更好地遵循规律

文体是文章作品在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上所呈现的具体样式或类别，每一种文体
都有着固有的表达风格，说明性文字简明缜密，童话纯美清亮，散文优美诗意……教学
中，我们要遵循规律，增强文体意识，引导学生做文本的知音，习得各类文体遣词用句的
方法、感悟语言的涵义。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文章，就应该教成什么样。
１． 抓住言语特点
以散文为例，其语言优美，境界隽永。在学习萧红的《我和祖父的园子》时，教师除

了引导学生关注“哪里”“有时”“不单”“反而”等词语外，还呈现了一段文字，组织学生
判断这段文字是否为萧红在《呼兰河传》所写：“当祖父栽花，种下小花秧时，我就跟在后
边，把那种下的花秧一株株扶正。哪里会扶得正，东一摆西一摇地瞎晃。有时不单花秧
没有被扶正，反而被我弄得东倒西歪。”在辩论的基础上，布置写的任务：展开想象，写一
写“我”和祖父一起捉虫、摘豆、施肥等情景。学生在品读文字，捕捉萧红内心的感觉时，
初识了此段文字的朴素与曼妙，在辩论文字是否为原著时，细化了个人对文字的感觉，
慢慢触摸到了语言的风格，迁移写话更是尝试让学生去运用这种语体风格表达自我。
２． 探寻结构匠心
说理文结构严谨，表达简练。学习这类文章，如果仅仅是引导学生感悟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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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丢失了“本体性知识”，应该把目标指向引领学生厘清文本的结构，了解文章的表
达形式，并能在实践中运用。从说理文的基本结构入手，将“写了什么”“怎么写”“为什
么这样写”巧妙融合，以“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些事例？”为探究点，引导学生关注文本整
体，将说理文怎样用事实说话的章法风格扎进孩子的习作园地。沿着“比较差异———发
现特点———归纳特点———运用巩固”的学习过程，引领学生明确文本的表达形式，并给
予巩固运用的机会，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能力。
３． 比较文体差异
有时，同一题材有不同的文体表达方式。如苏教版第八册语文教材中《走，我们去

植树》《云雀的心愿》都介绍了森林有防风固沙的作用。云雀妈妈的话充满童趣，读来如
画，真真切切；而“让风沙乖乖低头，让百鸟翩翩起舞”读来如歌，有韵律之美；补充习题
上提供了一则说明性的文字，简洁明了，具有科学性。根据要反映的题材性质来判断，
三种文体的表达无所谓优劣。把这三种文体放在一起阅读，形成一个鲜明有趣的对比
关系，学生很容易感知到诗歌、童话、说明文之间的表达区别。

同是写鸟，《珍珠鸟》借助一些小细节、小情景、小画面来反应人鸟互相信赖；《灰椋
鸟》则用大手笔书写鸟儿归林的壮观场面来突出人鸟相依的温馨。写作对象有相似性，
写作主题有相似性，但表达风格却迥异。

尊重不同文体的风格，从言语特点、结构匠心、文体差异等方面充分解读简单言语
中隐藏着的密码，就会让我们更科学地把握规律，使“类课文”教学如磁铁一般具有吸引
力。

　 　 二、关注作家风格，更多地彰显个性

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中指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不过
作家们的语言风格表现得更为突出、鲜明、稳定罢了。”《安塞腰鼓》《只拣儿童多处行》
《记金华的双龙洞》《夹竹桃》……对处于语言发展黄金期的孩子来说，需要从这些“突
出、鲜明、稳定”的语言风格中汲取营养，不断习染，促进自身言语能力的发展。
１． 感悟独特的人生经历
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留下生命的印记。我们所接触的许多经典作品

都与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与重合的地方，而且大多数此类风格的文本就是作者
的生命感悟。季羡林曾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季老经历
过战争，在外十年，心向祖国，经历过迫害，劳改批斗，坚强面对。２００６年感动中国十大
人物颁奖词这样写道：“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段话是对他
一生的评价。这样的人生经历，这样一个历经磨难的人独爱夹竹桃，独爱它的韧性，这
花中难道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吗？再品《夹竹桃》文字，与作者对话，在字里行间寻找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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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林的身影。夹竹桃的韧性就是季羡林的韧性，越在艰难时越保持可贵的韧性。这样
的教学，在学生的言语实践中厚实，在作家人生经历中升华。

学《理想的风筝》不会不谈起苏叔阳特殊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经历；学《安塞腰鼓》不
得不谈起刘成章的生活环境……不同作家的人生经历不同，不同作品表达的意旨就不
同。知人论世的阅读策略，是带领学生走进文本的佳径。
２． 欣赏独特的言语表达
郭沫若的繁丰、藻丽，赵树理的通俗、明快，老舍的平实、幽默……各具特色的语言

闪现出个性的光芒。教学《记金华的双龙洞》，从品悟叶圣陶先生平实、质朴、凝练的言
语风格入手。学习“孔隙”部分，可以通过抓关键词深入阅读，从“挤压”“擦伤”“撞破”
等感受孔隙的矮、窄、小；通过句子对比品读，去掉“稍微”“准会”等，感悟其语言表达的
精准。在这种语言特色的调养与迁移中，学生必定受到作家人文情怀的浸润，同时也获
得语言格调的熏染，提高语言的驾驭能力。
３． 习得独特的叙述技巧
名家名篇风格各异，我们不光要学习其语言特色，还要借鉴其叙述技巧，引导学生

掌握谋篇布局的能力。袁鹰在《黄河的主人》里，写黄河、筏子，是为了衬托艄公；茹志娟
的《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一文，写石榴树是为了与樟树形成对比，写樟树是为了借物喻
人；苏叔阳在《理想的风筝》中写柳枝、连翘是为下文铺垫，以物思人，以物写人……表面
看来这些句段都在写景，但赏景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在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文章语境，让
学生领悟作家们的独具匠心，从而丰富自身的表达认知。

　 　 三、关注流派风格，更准地把握关联

张志公先生说，语文学习，三分靠课内，七分靠课外。怎样把这课内的三分与课外
的七分更好地结合起来？关注流派风格，有效拓展，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１． 别开生面的新课导入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位教师在教学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设计

了以下导语：话说唐玄宗李隆基不务朝政，使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公元７５５年
开始，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谋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无数人无家可归、流离
失所———“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也未能幸免，“茅
屋为秋风所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
彻”。直到公元７６３年，唐朝军队才将叛军打败，持续８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这样，以杜诗串联，介绍背景，既体现杜诗“诗史”的特色，又便于学生理解诗人喜极
而泣的内心；既渗透现实主义诗作的流派风格，又激发学生强烈的课外阅读兴趣。
２． 别有洞天的对比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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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六年级下册《北京的春节》是语言大师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文中，他向我们
描绘了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展示了中国节日习俗的温馨和美好，表达了
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俗白的风格，京味的语言，无不体现着京派文学的独特魅
力。教学即将结束时，教师出示当代女作家斯妤写的《除夕》片断，引导学生从年俗、年
味、言味这些方面进行对比阅读，加深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理解，欣赏京味语言的特点，
同时推荐学生课外去阅读老舍先生其他的文学作品，并摘录体现这些特点的好词佳句。
关注特定条件表现出来的流派风格，有助于课内精读赏析与课外泛读指导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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