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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白”是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
合称。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在陈寅恪的
作品中常常并称。陈寅恪著有大量文章考证二
人作品，对他们的作品整体持肯定态度。但细究
其差异，则可知陈寅恪有一定的“崇白抑元”的
思想倾向。其中原因不仅有二人创作水平的差
异，还源于元稹的作品多伪饰之辞，而白居易则
更加真挚动人。从陈寅恪“崇白抑元”的思想倾
向中，可以窥见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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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元白诗笺证
稿》。元白处于中古文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他们
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特
点，推动了文学的通俗化。

陈寅恪充分运用“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
对元稹和白居易的著作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证，
涉及唐代的制度、风俗习惯、社会风气等诸多方
面，从中可以窥见陈寅恪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在理性的考证过程中，也流露出陈寅恪对元白
文风和个人品格的褒贬，寄寓着他的文学观和
人生观。

一、元白在创作上的相关性
陈寅恪对中唐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即认为元白是整个中唐文学的典型代表———不
仅代表了中唐之诗，也代表了中唐散文与小说
的最高成就，进而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统
一起来[1]，从而进一步发掘了元白的文学价值，

提高了元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寅恪认为元
白“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
也”[2]，并考证了二人在创作中和生活中的联系。
元稹与白居易系多年好友，往来甚密，这从他们
的大量诗文唱和中可见一斑。关于二人的同题
诗作，陈寅恪创造性地提出了“同题竞作”，以代
替传统的“同题集咏”。“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
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
进益[2]。”二人文学主张和诗文风格相近，创作亦
相互借鉴、彼此较量。

二、元白在作品和人格上的差异性
尽管元白二人在创作题材上常常相关，但

陈寅恪在多方面均表现出了“崇白抑元”的倾
向。这是因为元白在作品特点和个人品格方面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就创作主旨而言，元稹认为自己“遭理世而
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3]。”元稹虽有反映现实
之作，但主旨归于歌颂朝廷，颇有媚上之气。白
居易则继承《诗经》“卒章显其志”的传统，注重
诗歌的社会意义，“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
而作，不为文而作也”[4]，希望自己的诗歌有宣泄
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在不同的创作思想指导
下，元稹的诗歌意旨模糊，思想缺乏深度，不敢

针砭时弊，白居易则能写出《轻肥》《卖炭翁》这
样震撼人心的作品，深刻揭露社会矛盾，体现了
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5]。

陈寅恪肯定元稹的“绝代之才华”，但他经
诗文透视元稹的道德行为后，得出了元氏人品
低于白氏的结论。陈寅恪还进一步揭露元稹诗
文的伪饰性。在《读莺莺传》中，不乏前后矛盾之
处，元稹以“内秉孤坚，非礼不可入”自况，将恋
人称为“尤物”，掩饰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将自
己塑造成不近女色、意志坚定的君子，实则“以
守礼夸诩，欺人之言也”[2]。在悼亡诗中，元稹发
出“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慨，却在妻子去世后
不久即另娶他人，元稹对韦氏“决不似自言之永
久笃挚”。元稹通过诗文自我粉饰，标榜自己在
爱情和政治上都恪守节操，树立符合社会期待
的形象，但并非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是为自
己的“婚”“宦”铺路，实现干谒权贵、攀附高门。

三、陈寅恪枯燥考证背后的学者风骨
陈寅恪关于元白的著述，有多篇撰写于1944 年前后，彼时正值抗战后期，陈寅恪客居

成都，是其生活最困顿，亦眼疾日益恶化之时。
研究元白诗文是陈寅恪的精神支柱，他这一时
期的历史书写，近似于古人所说的“发愤”之作，

即“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
者。”

陈寅恪推崇白居易，正由于其诗作中流露
出来的求实与真诚。元稹以文求“巧婚”“巧宦”，
不仅作《连昌宫词》等谄媚之辞，又作文洗刷自
己，“自翻自覆，尤可笑也”[2]。白居易则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创作时感情的表达诚挚且真切。

《观刈麦》中有“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句，白
居易超越了自身的阶级，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对
自身的反省和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毫无伪
饰之嫌。陈寅恪特别比较了两人的同题诗作，两
人都曾以“驯犀”为题作诗，元诗泛谈老庄，内容
空洞；而白诗讽谏德宗未能坚持励精图治，言辞
恳切。由此可窥见白居易刚直的性格和求实的
创作风格。

纵观陈寅恪的一生，历尽颠沛流离，双目
失明，兼受多方迫害，但他未曾中断过自己的
史学研究，始终坚守着士人的风骨，正如他晚
年所自述“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在《赠蒋
秉南序》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理想“贬斥势利，
尊崇气节”[6]，进而匡正世风。陈寅恪对元白的
褒贬实则寄寓了他对正直和真诚的呼唤，无论
是为人还是作文，赤子般的真诚永远难能可

贵。这也是匡正时弊的关键所在。
陈寅恪“崇白抑元”的思想倾向，与他“史学

救国”的理想一脉相承。陈寅恪在继承朴学考证
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总结历史规律，以史鉴今。
元白同处中古文学变革的潮头，同具绝代之才
华，白居易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展示了
真实的时代画卷，不虚美，不隐恶，体现了士人
的社会担当。元稹却多作伪饰之辞，将诗文当作
自己攀附权贵的工具。陈寅恪将二人相比较，表
达了对当下许多人言不由衷、“曲学阿世”的批
判。面对“风雨如晦”的时代，陈寅恪通过对元白
的研究，隐晦地表达了对当代文学立足社会、言
为心声的期待。

参考文献：[1]余婉卉.陈寅恪的文学史观与“修辞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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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J].写作,2022,42(04):52-60.[2]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北
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3]元稹著，冀勤校点.元稹集（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4]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M].北京：文
学古籍刊行社，1955.[5]陈燕 .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诗之差异分
析———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起[J].河南
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26(04):57-61.[6]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M].北京：三
联书店，200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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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寅恪“崇白抑元”的思想倾向
———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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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的六重维度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团结奋斗是
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
一重大理论判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
明了方向。团结奋斗作为一种伟大的精
神，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
逻辑体现在它的维度要求里。深刻认识团
结奋斗的维度，有助于我们把握团结奋斗
的要求，有助于我们培育和发扬团结奋斗
的精神。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团结奋斗必须
把握它的六重维度。

共同的理想目标是团结奋斗的价值
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明确奋斗
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
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
斗。”方向决定前途，明确的、具体的、共同
的理想目标能够凝聚共识、激励人心、鼓
舞干劲。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大革命，
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国民革命
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席卷全国，基本消
灭直系军阀吴佩孚军和孙传芳军，重创奉
系军阀张作霖军。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抗
日战争，海内外中华儿女勠力同心，最终
迫使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以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为目标的
解放战争，激起人民群众极大的热情，人
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用劣势装备战
胜了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取得了第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继
站起来、富起来之后，中国人民正锚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朝着强起来
奋勇前进。

共同的理念主张是团结奋斗的思想
维度。如果没有共同的理念主张，没有政
治共识，哪怕理想目标一致，也难以形成
团结奋斗的合力。大革命前期，以新三民
主义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汇聚
起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大革命后
期，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主要原因就是国
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
义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从一开
始就在要不要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存

在着严重的分歧。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
党时有摩擦，和理念主张的分歧、政治共
识的缺乏无不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各界
人士和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方面有着一致的政治共
识，人民解放战争才势如破竹。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正确
把握前进方向”。现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已
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
磅礴伟力。

合理有序的组织形式是团结奋斗的
制度维度。共同体中各方力量的凝聚需要
一个载体。合理有序的组织形式能够把各
方力量凝聚起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达
到“1+1>2”的效果，不然就会出现九只天
鹅拉车八方用力车辆纹丝不动的情形，甚
至会出现严重的内耗。大革命时期的国民
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抗
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都
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现在，人民政协作为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大团结、
大联合的象征，在促进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
团结奋斗的方法维度。团结奋斗是各方力
量通过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共同的理念主
张作为纽带紧紧融在一起的共同体的行
动。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共同的理念主张就
成为共同体中各方力量的一致性。除此之
外，共同体中的各方力量还有着自己区别
于其他力量的不同特征，比如说除了共同
的理想目标，各方力量还有着自己的利益
诉求；除了共同的理念主张，各方力量还
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等。这些区别于其他
力量的不同表达就是共同体中各方力量
的多样性。在团结奋斗的过程中，能否正
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以及处理
的好坏，就成为共同体团结奋斗增强向心
力或扩大离心力的根据。

坚定的信念意志是团结奋斗的精神
维度。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
证统一，而战胜曲折走向前进必须依靠坚
定的信念意志。没有伟大的建党精神，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将很难书写。没有伟大的长征精
神，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将很难实
现。没有 3500 万人的牺牲和无数仁人志
士的前赴后继，中华民族一洗外侮也许壮
志难酬。新中国成立至今，正是在抗美援
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
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
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的鼓舞
下，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复兴。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团结奋斗的政治
维度。群龙不可无首，群里不可多首。一个
共同体，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各方力量
就缺乏统一的意志、行动和步调，从而削
弱共同体的向心力、战斗力，甚至可能出
现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风险；各项工作就
缺乏主心骨，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局面，很
难整合多方力量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任
务。所以团结奋斗要有圆心，固守圆心才
能万众一心。在当代中国，这个圆心就是
中国共产党。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
程表明：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克敌制
胜，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无论
是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还是治
党治国治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共
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使党能够在制定方
针、执行策略、防范风险、应对挑战时起到

“一锤定音”的作用，形成团结统一、步调
一致的良好局面。

团结奋斗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
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
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当前，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
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团
结奋斗，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强大合力。

（作者单位：中共威海市委党校（威海
行政学院）、威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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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作为能够增加学生合作与
交流的全新教学方式，因此，近年来在小
学语文课堂中得到广泛应用。合作学习的
主要目的是能够引导学生多元合作与学
习，学生针对学习任务开展自主学习和深
度思考，这种教学方式的应用不仅能够减
轻学生的学习压力，还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和教学质量，对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要深入研究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从而给予学生更加多元化的学习体验，丰
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最终达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一、合理分组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合理分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合作学习主要是采取团体式学习的方
式开展教学，合理的分组能够帮助老师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满足合作学习的需
求。目前，小学语文在开展教学的时候，基
本是以一个班级作为教学单位，每个班级
里面的人数都比较多，首先就需要根据班
级里面的人数，来确定一下将班级里面的
学生分成几个合作小组，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注意，每个小组的人数要平均合理，不
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要是人数过多，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就无法保证小组
里面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表
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利于小组之间开
展讨论和交流；如果要是人数过少，则非
常不利于学生之间的优势互补，无法促进
学生之间能力的提升。一般情况下，每个
合作小组里面四个成员为合理分配，也可
以根据班级里面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减，总
之要达到成立合作小组的目的，不能让讨
论过于混乱，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在确
定小组成员之后，还需要考虑成员之间的
搭配，老师要对每位学生的性格、学习能
力、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等有全面详细的了
解，遵循异质同构的原则进行分组，保证
每个合作小组成员之间的性格能够互补，

这样更加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在
这基础上，要保证学习能力和基础能力良
差搭配，让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去带动学习
比较薄弱的学生。每个合作小组整体要具
有均衡性，不能有过多的差别，对于合作
学习而言，小组成员之间是合作的关系，
但是小组之间却是竞争的关系，只有保证
小组之间实力均衡，才能满足公平、公正
的竞争原则。

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只有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具备
自主的意愿，从而更加高效地开展合作
学习。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的应用需要与对应的游戏活动相结合，
一般情况下，学生对于游戏会具有天然
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学生，游
戏是激发他们学习兴趣最直接有效的方
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营造
良好的课堂氛围。合作学习以单位为基
础，老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时
候，需要增加学生合作的兴趣和热情，在
互动游戏和探讨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
小组之间进行竞赛，培养学生深度思考
和自主探究的能力。同时，情境教学方式
的创建也可以有效创设合作学习情境，
增加学生的语文素养，让学生能够有效
掌握相关学习内容，加深对语文知识点
的理解。教学情境的应用方式有很多，比
如问题情境、生活情境等，都能够将学生
带入特定的教学情境中，教学情境的创
设需要顺应学生生活实际和认知结构，
联系日常生活中学生的所见所闻，更加
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学习

“口语交际：转述”的过程中，老师就可以
设计一个小组游戏，由前一个人用动作、
肢体语言将文字内容转述给另一个人，
小组成员之间对转述内容进行传递，然
后要求最后一个人要转述所猜想的内
容，最终看哪个小组传达的最准确，学生
在进行小组合作的时候需要找到彼此都

擅长的方式进行内容的转述，这样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培养
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合作能力。

三、进行合理的评价
合理的评价是合作学习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环节，合理评价的开展有助于学生
和老师对合作学习的效果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分析。在对合作学习进行评价的时
候，要选择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进行多角
度的评价，在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仅可
以对学生的个体开展评价，也可以对整个
学习小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不仅可以让
学生自己评价自己，也可以让学生之间相
互评价，或者老师对学生进行评价。准确
合理的评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最终形成终身
受益的能力。同时，要想让评价能够准确
合理，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就需要以良好
的师生关系作为基础，师生之间只有相互
尊重和信赖，评价所达到的目的才更加显
著。尊重事实、科学合理的评价能够更好
地促进学生进步和成长，帮助学生及时认
清自身的不足和优势，促使学生完善自身
的行为和习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老
师也可以根据班级里面的实际学习情况，
推行激励学习机制，鼓励学生能够更加积
极主动加入到合作学习中。比如，对于表
现比较优异的学生，老师可以给予适当的
表扬和奖励，对于表现比较差的学生，老
师可以给予帮助和指导，利用合理的激励
机制，提高学生对合作学习的积极性。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能够为学生搭建合作学习的平台，促
使学生之间共同进步。这种教学方式不仅
能够拓展学生的学习思维，提高语文素
养，还能够帮助学生合理安排学习内容，
对于小学语文课堂的创建具有非常重要
的探索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省单县李新庄镇实
验小学）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姻 王英伟

姻 王子佳

考虑体积势能的范氏气体定压热容公式和内能公式

一、考虑体积势能的范氏气体定压热容公式的导
出 N 摩尔的范氏气态方程可写为

P= NRTV + N2bRT
（V-bN）V - N2 a

V2 （1）
式中：P—范氏气体压强， NRTV — 理想气体

压强， N2 bRT
（V-bN）V —分子体积压强，N2 a

V2 —分子引力

压强。
范氏气体等压膨胀吸收的热量，一部分增加气体

分子的动能，一部分增加气体分子的势能（体积势能
和引力势能），一部分反抗外力做功。

增加的动能微分式为 dE动=CvdT （2）
而增加的分子势能（体积势能和引力势能）等于

反抗分子压强（体积压强和引力压强）所做的功。
由（1）式知，分子压强（体积压强和引力压强）所

做的功为

dA= N2 bRT
（V-bN）V dV- N2 a

V2 dV
则分子势能的增量为

dE势=-dA=- N2bRT
（V-bN）V dV+ N2 a

V2 dV （3）

式中：- N2bRT
（V-bN）V dV—体积势能的增量。

由（1）式知，反抗外力做的功为

PdV= NRTV dV+ N2 bRT
（V-bN）V dV- N2 a

V2 dV （4）
设范氏气体等压膨胀吸收的热量为 dQ，则

dQ=dE动+dE势+pdV=CvdT+ NRTV dV （5）
则范氏气体的定压热容 Cp为

Cp=（dQdT ）p=Cv+ NRTV （dVdT ）p
把上式的（dVdT ）p 改写为 得

Cp=（dQdT ）p=CV+ NRTV （6）
（6）式便是考虑体积势能的范氏气体定压热容公

式。

式中： = NR
NRTV-bN - 2N2 a（V-bN）

V3

（7）

二、考虑体积势能的范氏气体内能公式的导出
由前面（2）式、（3）式知，范氏气体内能的微分为

dU=CvdT- N2bRT
（V-bN）V dV+ N2 a

V2 dV （8）
对（8）式两边积分得

（9）式便是考虑体积势能的范氏气体内能公式。
三、结语

（6）式和（9）式都是符合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
同时，（6）式也是经得起焦汤实验检验的，所以，这两
个公式都是正确的，（6）式和（9）式的提出，是科学史
上的一大进步！

参考文献：[1]教育部组织编写、聂宜如，热学，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3.[2]范宏昌.热学，科学出版社.2003.[3]张玉民.热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6[4]赵凯华，罗蔚茵.新概念物理教程.热学（第二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广西环江县洛阳镇红安社区）

姻 王雨诗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以单元为基本学习章节，聚
焦学科核心素养，整合教学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优
化设计，以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同时能拓展学生思
维的广度与深度，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立体多维的知
识体系。

一、整合资源，拓宽单元教学视角
教师要将图片、视频、文献资料等资源整合起来，

丰富课堂教学的史料，以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教师
在整合资源中，要围绕单元教学内容，并兼顾学生认
知水平，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基于单元主题
进行拓展。如在学习“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这个单
元内容时，教师要围绕“国共关系”主题内容梳理、整
合知识，借助平台，让学生线上游览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深入的了解，为单元主
题探究打下基础。教师整合资源，为学生理解单元主
题提供支持，同时通过线上学习拓宽视野，能从细节
上理解内容，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二、创设情境，启发学生历史思考
在历史单元教学中，教师要创设契合主题的情

境，让抽象的内容具体化，能引发学生对重点内容的
关注，吸引学生分析情境、思考问题，从而能理解历史
知识的本质，以便能促进大单元目标的实现。如在学
习“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单元
内容时，教师围绕“社会变化”主题创设情境，让学生

以游历者的角色融入历史，去感受社会变化，从而能
促进学生对社会之变的感受，宋元时期都市生活与文
化的探索。教师为学生提供历史史料、影像资料、教材
内容等资源，让学生感受宋元城市之变。学生围绕《清
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艺术作品中分析宋元时期
社会文化发生的巨变。教师基于大单元教学创设情
境，引导学生建构知识，从而实现整体性的理解。教师
要创新教学方式，引领学生深度学习，能拓宽学生的
视野，促进学生历史素养的提升。

三、设计任务，开展探究学习活动
在单元教学中，教师要立足学生主体，引领学生

体验学习过程，从而能从整体上达成学习目标。教师
要基于单元主题设计学习任务，并通过恰当的引导，
让学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探究活动，让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教师将经济、政治等相关知识串联起来，设计
多元的探索活动，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探索历史、思考
历史，能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整体学习效
果的提升。

总之，历史大单元教学要兼顾课内与课外，创设
多元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完成学习任务。随着
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深入研讨，要践行大单
元教学的理念，拓宽历史教学的思路，不断提升历史
课堂教学的质量。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

大单元教学助推历史纵深发展

姻 王志鹏

批注式阅读是学生在自主阅读中对文本内容、语
言特色、思想情感、写作手法等进行对比、分析、归纳，
并通过符号、线条等进行标注的阅读方法。批注式阅
读能促进学生内心与文本的对话，能增强学生对文本
内容的理解，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一、以批注理解知识要点
教师以批注式阅读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

们在个性化阅读中获得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能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阅读需求。教师要引领学生理解批注要
点，并积极运用批注式阅读方法，让学生通过朗诵的
方式赏析文本。如在学习《雨的四季》内容时，教师让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季节，以批注阅读感受
这个季节雨的美。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批注的示范，再
引导学生围绕语言、情感、修辞、意境等方面进行分
析。学生在批注式阅读中品味文本语言、理解文本内
涵，能促进学生朗读水平的提升。

二、以示例深入品读文本
语文课程具有实践性，教师要实现由“学语文”到

“用语文”的转变。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通过批注式赏析文本后，让学生根据示例以简洁的
语言概括。学生要围绕批注深入研读文本，让他们在
阅读中感悟批注式阅读的内涵。学生通过批注式阅读
的语言实践，能提升自己的语言实践能力，同时能达
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三、以情境发展学生思维
教师要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健康的审美

情境外，让学生获得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借助情
境的创设，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在《雨的四季》一文中，教师以“四季的雨呈现出
不同的美，分别让作者获得怎样的生命感悟？”问题创
设情境，让学生进行批注式的阅读，感受作者通达、乐
观的心态。教师以情境引导学生感悟生命，并引导学生
步步探寻，能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教师以情境调动学
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引发学生的深层阅读与思考。

四、以展示促进生生对话
批注式阅读能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个

性化地发展。由于初中生缺乏社会阅历与生活经验，
他们的思维发展水平受到制约，批注式阅读能帮助学
生评价自身的批注结果，能实现对阅读内容的真正理
解。教师提出批注任务，收集学生的批注结果，并分发
给各小组，让他们点评、讨论，以帮助各小组改善批注
结果，从而能促进生生之间的对话。

总之，批注式阅读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文本
之间的沟通交流，并能实现深入地理解。批注式阅读
能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
法，让学生通过批注式阅读开展深度学习，能提升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滨淮初级中学）

批注式阅读：实现文本与心灵的对话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