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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教学路径

袁爱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新课标“思辨

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

群与论述类文本学习密切

相关，小学语文统编教材

论述类文本思辨性阅读与

表达，可以从论题的思辨

与剖析、论据的选择与表

述、论证思路的梳理与探

究、论述语言的辨析与体

悟等方面进行学习，从而

促进学生理性思维的发展。

关键词：论述类文本；

思辨性阅读；思辨性表达

教学文本可分为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等，论述类文本主要指

以阐释、议论、辩驳为主的文本，此类文本小学较少，主要在中学阶段进行学习。《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

习任务群与论述类文本学习密切相关。如在第三学段学习内容上指出，阅读关于中

华传统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短论、简评，结合校园或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事例，

学习有理有据地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学提示中指出，第二学段，可通过

具体例子引导学生知道事实与观点的不同。引导学生发表对文本的看法，尝试表达

自己的观点，从文本中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三学段，应引导学生分析证据

和观点之间的联系，辨别总分、并列、因果等关系，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进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论述类文本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高年级语文教材

中，如《少年中国说（节选）》《只有一个地球》《藏戏》《京剧趣谈》《为人民服务》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等，以上篇目尽管分散在各个单元之中，但都可以

深入进行“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学习。

一、论题的思辨与剖析

论题可以呈现在题目、文本开头等处，论题可以是文本的中心论点，也可以是

文本论述的对象或内容，论题一般可分为陈述性论题以及关系性论题等，我们可以

根据论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展开“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练习。

1. 陈述性论题的思辨与剖析

陈述性论题往往以判断、阐释等方式揭示作者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办”等一系列追问，对陈述性论题进行思辨与剖析。《真理诞

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一文标题就是陈述性论题，我们可以根据论题进行深入思

考：“一百个问号”指什么？真理为什么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首先，可以联系文本第二段、第七段相关文字理解论题：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都善于从细

微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

“？”拉直变成“！”，找到真理。

只要你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那么，当你解答了若干个问号之后，

就有可能发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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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问号”与上述语段中的“不断发问”“不

断解决疑问”“不断探索”“解答了若干个问号”相关

联，其中“不断”一词与“一百个”相对应，“一百个”

并非实指，而是虚指。这两段文字是对论题的展开论

述，两次论述由繁到简，表述更加精炼，观点再次强调。

其次，还要结合主体部分的论述把握论题的由

来。我们可以从文中列举的三个事例理解论题，同时

还要关注结尾的总结句：这种“偶然的机遇”只会给

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

人。我们还可以结合“独立思考”“锲而不舍”这两个

关键词，引导学生反观文中列举的三位科学家相关探

索历程。学生对论题的把握，需要从一句话到一段文

字、多段文字，乃至全篇展开深入解析，体现了思辨

性阅读的系统性与联系观。

2. 关系性论题的思辨与剖析

作者的观点往往借助于事物的相关联系点来阐

述，包含这些联系点的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构成关系

性论题，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抓住这些关键词进行辩证

思考，从而准确深刻地把握作者的观点。

《少年中国说（节选）》一文的论题包括两个关键

词“少年”“中国”，由此可以生发思辨性问题：少年

中国与中国少年之间有什么联系？论题的剖析需要结

合文本的论证思路进行理解。选文第一段论述“中国

少年”，少年中国源于中国少年的智、富、强、独立、

自由、进步、胜、雄。第二段论述“少年中国”，以红日、

黄河、潜龙、乳虎、鹰隼等比喻少年中国，这一组景物

同样凸显中国少年的精神。第三段得出结论：“美哉，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美与壮是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的共同点。

论题的思辨，不仅要入乎其内，还要出乎其外，

通过拓展延伸深化理解。如对“少年中国”论题的思

辨，还可以联系梁启超原文开头进行思考：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

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

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

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这段文字以外国人对中国“老大帝国”的称谓，

引出作者的观点“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蒋军晶

老师执教此课，抓住课文首句“今日”了解本文写作

背景，提供 1900 年前后的图片、漫画、柱状图等历史

资料，认识二十世纪初中当时国的贫穷、蒙昧、落后、

弱小，由此可以引导学生感受梁启超的民族精神与远

见卓识。

二、论据的选择与表述

论据在逻辑学中指用来证明论点的判断，即立论

的根据，是议论文三要素之一。论据的选择与表述需

要经过概括、阐释、组合以及深化等逻辑思维活动，

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思辨性和创

造性。

1. 论据的选择与组合

论据，依据其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可分为事实论

据和道理论据。事实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真实的描述和

概括，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事实论据包括具体事

例、概括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等。理论论据是指

来源于实践且已被长期实践证明的正确观点，包括经

典性著作、权威性言论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

公式等。论据和论点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论据的

选择注重丰富性、典型性、新颖性。

我们可以结合《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一

课学习论据选择与组合的方法（如下表所示），从中培

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首先，论据的选择要与中心论点一致。我们可以

结合第二、三段展开分析。第二段是对中心论点的具

体阐释，从“见微知著”“善于发问”“不断探索”“发

现真理”等角度阐述了观点。第三段开始进行事实论

证，先写波义耳偶然中发现溅上盐酸的紫罗兰变红，

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进行许多实验，最后制成石

蕊试纸。显然，事实论据展开的过程与前文中心论点

的具体内涵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上

面的表格引导学生梳理观点与材料之间的密切联系，

如“不断探索”这一观点，体现在“许多实验”“阅读

大量文献”“反复观察实验”等事实论据中。学生从

观点到论据的互文解读，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印证过

程。表格填充内容的纵向分析，也是在进行从概括到

事实论据
论点：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见微知著 善于发问 不断探索 发现真理
波义耳制成常
用酸碱试纸

溅上盐酸的
花瓣变红

一连串问题
进行了许多
实验

制成石蕊试
纸

魏 格 纳 发 现
“大陆漂移学
说”

世界地图上
海岸线吻合

这不会是一
种巧合吧

阅读大量文
献搜集证据

出版《海陆
的起源》一
书

阿瑟林斯基发
现脑电波与做
梦有关

儿子睡觉时
眼珠转动

一连串疑问
进行反复的
观察实验

心理学家研
究做梦的重
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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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从聚合到发散的逻辑思维练习。

其次，辨识论据的丰富性与典型性。我们可以引

导学生讨论：课文为何选用这三个事例证明论点？本

文事实论据的丰富性与典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具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二

是地域不一样，事例中人物来自英国、德国、美国三

个不同的国家；三是研究领域不一样，分别是化学家、

气象学家、睡眠研究专家。三则材料证明无论何时何

地，无论哪一个领域，人们发现真理的过程都是一样

的，这样列举的材料就带有普遍规律，具有典型意义。

2. 论据的提炼与表述

论据具有概括性，无论是事实论据，还是道理论

据，纳入文本具体语境中，都需要进行提炼与加工，

这样不仅符合论述文的文体特征，也更能准确有力地

证明文章的观点。如六年级下册统编教材中的两道论

述类表述题：

（1）《为人民服务》课后习题：结合链接短文《十

里长街送总理》，说说对“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

（2）《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一课小练笔：

仿照课文的写法，用具体事例说明一个观点，如“有

志者事竟成”“玩也能玩成名堂”。可结合阅读链接《詹

天佑》一文完成练笔。

两道题目分别为口头表达练习与书面表达练习，

同时结合相关观点提供了两篇记叙文材料。学生完成

上述题目，首先需要阅读补充材料，了解文本主要内

容。其次，根据相关观点，再次阅读材料筛选相关信

息。最后，根据作业要求，将文中记叙性文字概括成

事实论据。学生表达的难点即在于对文体格式的把握

以及相应内容的转述，不仅需要将相关文字进行筛

选、概括，同时还要根据观点调整叙述的文字，才能

利用事实论据准确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三、论证思路的梳理与探究

论证思路的梳理与探究，有利于整体把握论述类

文本，发展学生系统思维，形成文体图式，促进迁移

与运用。教材中的论述文以议论文为主，其论证结构

一般由“引论”“本论”“结论”三部分组成，即开头

提出论题或论点，主体部分选用材料分层次论证观

点，结尾归纳总结。

“本论”部分常见的论证结构主要有层进式、对照

式、总分式、并列式等。如《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

后》一文符合议论文一般结构特征，即按照“三段论”

方式构思全篇，“本论”部分，主要采用并列式论证结

构，主体部分三段文字采用三个事实论据并列安排。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

所做的演讲，主要采用总分式论证结构，文章开头提

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论点，然后从三个方面说明怎样才

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本论”部分则是层进式

结构，首先，论述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

重”的生死观；其次，论述正确对待批评；最后，提出

要搞好团结、克服困难、提高勇气、互相爱护。如第二

段论证思路梳理，可以引导学生提炼每句话中的关键

词，再将关键词进行梳理排列，也可以制作成思路导

图。通过图示，让学生更清晰地把握本段的论证思路，

即从引论到正反两方面分论，最后得出结论。

四、论述语言的辨析与表达

1. 严谨与缜密皆备，辨析论述语言的准确性与逻

辑性

论述类文本语言准确严密，能够清晰表达作者的

观点与论证过程。论述文中的观点句、过渡句、起始

句、总结句等，往往是作者写作构思的重点语句，我

们要注重推敲关键语句以及关键字词，领会作者论述

的严谨性。《京剧趣谈》一文语言幽默且有文化意味，

赏析语言同时可以品味京剧之趣。如“马鞭”部分的

第三小节“那就得‘狠狠做戏’”，可以分三个层次引

导学生品读：什么叫“狠狠做戏”？演员如何借助真

实道具“狠狠做戏”？从“狠狠做戏”中你还读出了什

么？前两问学生可以结合文本语境理解，第三问则需

要从演员的敬业与高超演技进行思考，还可以进一步

了解京剧文化充满魅力的原因。

论述类文本语言注重逻辑性。段与段之间衔接，

句与句之间衔接皆要符合逻辑规范。段落内部句群之

间的联系，常常借助关联词展开论述，层层深入，以

理服人。如《为人民服务》一课，学生可以探究段落内

部句子之间的联系，如下面这段文字：

因为
4 4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
4 4

，我们如果
4 4

有缺

点，就
4

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
4 4

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

出都
4

行。只要
4 4

你说得对，我们就
4

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

民有好处，我们就
4

照你的办。

这段文字共有四句话。第一句话因果关系的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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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含有假设关系的关联词，强调为人民服务就要

欢迎别人批评。第二句话是条件关系的关联词，讲我

们欢迎任何人的批评。第三、四句话是条件关系的关

联词，讲我们要接受人民意见，改正并践行。几组关

联词包含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要引导学生在具体语

境中深化理解，这样才能领会毛泽东主席论述的缜密

思维。

2. 平实与生动并行，探究论述类文本多种表达方

式的灵活引用

论述类文本从表达效果来看，可以分为平实论述

与生动论述。平实论述表达方式一般以议论为主，生

动论述往往将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以及说明等多

种表达方式相融合，文体呈现为议论性散文、文艺性

散文等。生动论述类文本章法灵活，表达方式多样，

语言丰富多彩，我们需要引导学生仔细品味。如《只

有一个地球》一文开头描写宇航员眼中的地球样貌，

接着采用说明文字，以地球与宇宙作比较，说明地球

的渺小；接着分析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移居其他星

球的困难性；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它

被破坏了，我们别无去处。全文以议论为主，穿插描

写、抒情、说明等表达方式，有人误将此文看作说明

文，其实本文仍属于议论性散文，文本结构仍然是按

照“引论—本论—结论”的思路展开论述的。

这样的非典型议论文同样具有思辨色彩。如《藏

戏》一文开头以三个设问句提出问题：世界上还有几

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

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

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结束的呢？接着插叙一段民间

故事，再分析问题，揭示藏戏面具的象征意义，以自

然环境为舞台的优越性以及演出时间长的原因。文章

前半部分以记叙为主，后半部分以议论为主，从提出

问题到解决问题，展示了作者的深刻思考，中间穿插

故事，增加了趣味性。

3. 感性与理性交织，体悟论述类文本语言风格的

多元化特征

论述文语言的梳理与探究，往往与语言的积累与

感悟交织进行，即在语言品味过程中，将感性认识与

理性认识相融合，在对文本进行深入思辨的同时，融

入朗读、默读等多种读的活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作

者的思想立场。

教学中，我们需要根据演讲稿、议论性散文不同

的文体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语言理解与品味的学习

活动。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语言典雅畅达，采用

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体现了现代文从

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文本形态。蒋军晶老师执

教《少年中国说（节选）》，为了通过引导学生把握本

文的语言特色，将文本进行变式处理，将连续性议论

文本改变为分行呈现的现代诗歌。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        则国智，

少年富        则国富；

少年强        则国强，

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      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学生通过文本变式阅读，更清晰地认识句式的排

列规律，并能够把握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抓住“智、

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一

系列词语，从单字、词语到四字短语，句式节奏发生

变化，语义不断递进，情感逐渐增强。课堂上，蒋军

晶老师在引导学生探究语言规律并深入理解文意的基

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悟文本情感，同时指导

学生背诵。在深入理解语言内容以及语言形式的基础

上，学生熟读成诵就会化难为易。

论述类文本因其文本种类多样、作者写作风格不

同，其语言表述呈现多元化趋势。如《为人民服务》为

演讲稿，演讲对象为广大军民，语言平实易懂，说理

透彻，极具说服力；《只有一个地球》《藏戏》等为议

论性散文，在议论基础上抒情，极富感染力。如王崧

舟老师执教《只有一个地球》，通过“举象”“造境”和

“移情”等手法理解文中“生态灾难”的意蕴。课堂上，

学生首先结合日常生活体验谈谈自己所知道的生态灾

难，然后想象生态灾难不断降临时眼前呈现的画面，

再运用移情体悟法，联系生活场景，激发情感共鸣，

同时结合朗读体悟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

【本文系江苏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学

习任务群视域下的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教学研究”（项目

编号：B/2022/01/34）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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