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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新课标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教学的方式和教学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早期的只注重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单一地注重学生学习成绩，变成注重学生阅读能力、朗读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 文章以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探讨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让语文回归自然，对学生进行

审美教育，让学生领略到语文的自然和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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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一代散文大师，其作品《背

影》和《荷塘月色》一度被收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当做美文阅

读的典范。 朱自清的小说《荷塘月色》写于 1927 年，到目前为

止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八十多年的历史中，朱自

清的《荷塘月色》被不同的阅读群体以不同的方式阅读着，人

们对《荷塘月色》文本中流露出诗意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曾

经在特定的环境下，《荷塘月色》重新塑造了人们关于阅读的

方式，尔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荷塘月色》完成了从政治阅读

到艺术阅读演变。 本文主要从《荷塘月色》的艺术阅读方面，
从自然和审美角度，谈谈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进行阅读教

学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进行阅读教学和面对经典美文时，如

何进行审美阅读教学。
一、语文阅读教学必要性探究

《荷塘月色》 是我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篇文章，无

论是从美学的教学来分析，还是从文章架构来说，都是一篇适

合仔细阅读的好文章。 语文教师在面对这类优秀文章的适合，
就应该要求学生仔细阅读，细细品味。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作者的影响，实现与作者之间的对话。 那在语文教学的过程

中，进行阅读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

早在 2001 年， 我国颁布了关于语文教学的 《新课程标

准》。 在标准中，提出了“对话”的理念，这一理念引入到语文

教学中，无疑是一大创新。 那么所谓的“对话”是指在语文教

学的过程中，实现作者与学生之间的对话，让学生在不知不

觉间受到来自作者的影响，塑造自身观念。 “对话”理念主要

运用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 利用语文课本进行对话阅

读，对话教学，这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必不可少

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语文教师应该培养学生仔细阅读语文

课本，多次阅读的好习惯。 语文教师让学生仔细阅读与多次

阅读文本，可以避免教师对优秀佳作教学的“雷区”，躲过狭

隘，从而为实现对话理念创造良好的课堂环境。 当前有部分

的教学时对语文课本处理的方式过于简单， 过于概念化，文

章本身的意韵和情感往往会被语文教师丢弃， 他们仅仅是

语文看成一门考试出成绩的学科， 而课本是他们达到目的

的 手 段 和 工 具，这 就 很 难 达 到 阅 读 教 学 的 目 的 ，更 何 谈“对

话”理念。
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篇

优秀的散文代表作。 无论是对学生进行朗读教学还是进行阅

读教学，都是一篇上等的作品。 在文章中，朱自清将自身的遭

遇运用婉转的方式诉至笔端，优美典雅的同时不失自身的政

治气概。 文章刚开始写到，本文写于 1927 年，蒋介石投递叛

变，中华大地处于一片混乱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者寄情于

月色与荷塘，用美景去表达自身的不满和政治的黑暗。 这是

文章写作的一个大环境，是文章写作的其中一个主体，这是

学生一次阅读就能感受到的，但是这一个主题还不至于让朱

自清《荷塘月色》名垂青史。 在文本中，《荷塘月色》对自己的

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朱自

清想要出门走走， 在文章中朱自清两次提到了自己的妻子，
文章的开始和结束分别都写到了妻子，在表示一种时间流逝

的时候，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结束全文，为什么对家中其他人

没有提及等等这些问题，语文教师都应该抛给学生。 语文教

师切忌将文章阅读教学概念化，阅读阅读，就是让学生朗读，
“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的古话是对的，但是效率是低下的。 因

此语文教师应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质疑学生的阅读质

量，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从而引导学生深入阅读，了解其中

趣味，从而提高语文阅读教学的质量。
此外让学生对课本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多次阅读，可以激

发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

识。 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言堂”的局面。 要知道对语

文课本的仔细阅读，必要要让语文教师对课本中的内容和主

题，思想和概念进行细化和整理，在教师进行细化知识和整

理知识的过程中，必然会重新改变之前单一的视角，变得多

方位，从而提取之前阅读文章时达不到的理想境地。 这不仅

可以避免学生的阅读失误，也会给语文教师带来新的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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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从而拓宽了语文教师的视野。
（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对自然的喜爱

通过阅读和仔细阅读，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对

大自然的喜欢。 尤其是这篇代表大自然优美的佳作《荷塘月

色》，学生通过阅读会发现自然如此美妙，而一些本身就天天

见的景物，自己压根就没见过这美妙之处。 对学生进行阅读

教学，可以让学生发现文本中透露出来的情感，这些情感是

可以通过文字进行理解和感受到的。 但是如果不对文本进行

多次阅读和仔细，文本中隐藏在文字之下的内容，往往不会

被学生或读者发现。 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我们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对学生进行阅读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增强学生对语言的敏感程度；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提

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和审美能力。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中，教

师对自身的阅读要求也是如此。
以散文《荷塘月色》为例，这是一篇适合学生多次阅读的

优秀作品。 但是当前包括很多的老师，一谈到朱自清的《荷塘

月色》就会认为是小知识分子的彷徨，对当时黑暗政治环境

的不满等等。 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是

单一的，太过于功利化的表述。 语文作为学生阅读的主要阵

地，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多方面的全方位地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而曾经

一度错误的政治解读，让朱自清沦为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彷徨

灌输到了学生脑海里，这是不科学的。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

该贯彻新课标的要求，认真地钻研课本，分析教材，让学生接

触自然，享受自然之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对语文阅读教学必要性的探究，要建立在让语文回归自

然的基础上。 让学生阅读语文课本，有利于实现读者与作者

之间的对话，而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与一位智者对话，领略作

者的思想情感和主题表达方式，掌握作者的笔触和文字组织

能力；此外让学生阅读，对学生进行阅读教学，还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阅读能力，让学生

能够在寻常处挖掘文字表象下的魅力和情感。
二、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的措施

除了上述说到的语文阅读教学的必要性之外。 在进行语

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对阵下药，提出几点相对应的措

施，让语文教师回归自然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以朱自

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为例，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

要积极抓住学生第一次阅读时的新鲜感和对情感的体验，立

足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进行阅读，阐述阅读

的真理和妙悟。 在《荷塘月色》中，语文教师可以先介绍文章

写作的基本环境和大背景，让学生在背景下阅读全文，首先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第一感觉来为文章定位，形成一种审美初

体验，让学生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优美的荷塘画面。
其次在学生初次阅读之后， 语文教师可以从作品角度，

从现实与作品不统一的角度去分析矛盾，分析问题，在分析

文章局部的同时还要联系文章的整体，统筹兼顾，不能失去

全局作用。 在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让学生再次进行阅读，领

略语文教师的真意和作者的真意。 学生再次阅读之后，就会

发现原来语文教师所说的矛盾就是《荷塘月色》中作者笔中

的那个荷塘，作者在文章提到了超出了自身的自己以及平常

的自己的分析也是一种矛盾。 这种多次阅读和语文教师的分

析，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佳径。 在无形之中也会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当教师的灵感伴随着学生的阅读，山穷水尽的

时候，一方面语文教师可以从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理论知识

的总结中，汲取与语文课堂教学有关的教学进行分析，从前

辈的丰富知识成果中，充实自己的课堂，通过语文教师的筛

选和整合，寻找新的阅读立足点，将课本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 比如在《荷塘月色》中，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引入

朱自清的相关文学作品，对朱自清的作品和文章进行有关联

性的介绍，丰富学生对文章写作背景的知识，进入文章的内

里，从而精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内涵。 如此以来就给学生阅

读文章和整理文章的脉络提供了有效的方式，提高了学生阅

读的质量。 另外一方面，学生在多次阅读之后，也会逐渐发现

疑问，产生好奇，改变教师分析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阅读心得

和见解。 从这两个方面让语文教学回归课堂，回归自然不失

为一条语文教学的好方法。
笔者在进行《荷塘月色》教学的过程中，曾经利用晚自习

的时间，恰与朱自清先生出去走走的时间相仿的时刻，组织

班级学生走出教师，走进自然。 巧的是笔者所在学校也刚好

有一池荷塘，荷花正浓。 笔者在安全的情况下，组织学生月夜

赏荷花，体验朱自清先生当时对美景的思考和雅致，在现实

景物的烘托下，学生很快进入情景，尔后进入教师，让阅读文

本，很多学生事后跟我说，朱自清的不愧为一代文学大家。 这

额也是一条让语文回归自然途径。 对于语文阅读教师，
结束语

伴随着我国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语文阅读教学已经

成为全国各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当

前的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如何摆脱当

前语文阅读教学困境，让语文回归自然应该是我们着重考虑

的问题。 因此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要立足课本，立足语文

教学的实际情况，细致入微地研究与分析阅读方法。 要知道

在课内，有很多诸如《荷塘月色》类的优美散文需要学生去挖

掘和仔细阅读。 但是语文阅读教学也不能仅仅限制在课堂

上，不能仅仅限制在课本中，应该将语文回归自然，应该积极

散发日常生活的美文佳作，引导学生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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