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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一直是义务教育语文教育的重点，而创意表达直指学生写

作创新能力的发展，其间，若将思辨力培养融入教学过程中，会促进“文学阅读与

创意表达”的深度学习。

一、“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的深度学习需要培养学生的思辨力

思辨力，在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论进行纯理性的思考能力；从语文学习角度

看，指思考辨析的能力。“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

文实践活动中，通过整体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

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了解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欣赏和评价语言文字作品，提高审

美品位；观察、感受自然与社会，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尝试创作文学作品”。

文学阅读注重审美地读，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感性认识的同时，不乏理性认识，可

以发展学生思辨力。深度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引领下围绕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

全身心投入形成核心素养的学习过程，其间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意志以及价

值观全程参与。逻辑思维、辩证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的介入，不仅可

以发展思辨力，也会促进学生文学作品读写的深度学习。

文学作品的思辨性读写与个性化阅读、探究性学习以及创意表达紧密相连。文

学阅读呼唤个性化解读，具有思辨力的读者才会有个性化的审美体验。文学阅读是

读者在场的阅读，注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共性解读的基础上逐步走

向个性化解读。文学阅读注重探究性学习，在理解、体验的基础上发展欣赏与评价

能力。文学作品提倡多角度、有创意地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

节，拓展思维空间，提升审美品位。

尝试有创意地进行文学表达，需要读者以思想者和学习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写

作。写作素材的敏锐捕捉，作品立意的新颖独特，语言表达的生动鲜活，都需要学

生具有思辨力与感受力。写作的创意源于作者的另辟蹊径，能够从熟悉的风景中察

觉自然的奥秘，从琐屑的生活中编译生命的密码。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具体描述了“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的

质量内涵，我们可以寻求思辨力发展关联点，具体描述与联系点如下表所示。（见

下文表）

发展思辨力：“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深度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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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文学作品教学可

以依据“文学四要素”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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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思辨力发展的“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深度学习路径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阐明“文学四要素”：

作品、艺术家、世界、受众（听众、观众、读者）。“镜

与灯”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思辨性读写的隐喻。文学之

“镜”，指学生通过阅读作品认识世界；文学之“灯”，

指学生通过对作品的思辨，认识作家的创造力与思想

力，从而催生自身的裂变，生成言语智慧，焕发生命

活力。阅读与表达也是对话与倾听的过程，以学生学

习为中心，根据“文学四要素”，“文学阅读与创意表

达”就是读者与作品、作家、世界以及自我相互对话

与倾听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四个维度考查“文学阅

读与创意表达”的思辨性教学。

（一）基于“读者—作品”对话的“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教学中发展思辨力

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有着各自文体的规范性与独

特性，但也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特征，我们可以从文

学语言、文学形象、作品情感以及作品意蕴等角度进

行解读和欣赏。散文是教材中最常见的文体，我们以

宗璞《丁香结》这篇散文探究发展思辨力的策略。

1. 在品析作品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发展思辨力

文学语言带有作家鲜明的个性印记，读者通过字

词句段篇不同层级来理解赏析语言，推敲遣词造句的

准确性与生动性，领略不同文体语言的表述规范，体

悟不同作家语言表达的艺术个性。

如《丁香结》第三段：“每到春来，伏案时抬头便

看见檐前积雪。雪色映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这里

的“积雪”指什么？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第一问需要

作出判断：“积雪”是指雪，还是指花？第二问需要结

合课文找出判断的依据。第一问，如果从句中“檐前

积雪”“雪色”来判断，显然这里指“雪”，但再结合句

中“每当春来”“香气”便会有疑问，春天未必有雪，

更无香气。由此，学生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进行解析，

不仅要结合这一段文字，还可以结合前后段落进行贯

通理解。第三段开头交代“在我断断续续住了近三十

年的斗室外，有三棵白丁香”，后文又写“最先映入眼

帘的，也是那一片莹白，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白

丁香”“莹白”以及“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皆可见

“积雪”乃是“丁香花”的借喻。我们还可以结合开头

第一段两句话“忽然呈出两片雪白”“有的宅院里探

出半树银妆”，其中“雪白”“银妆”皆指白丁香。“雪

白”“银妆”“积雪”“莹白”等皆指白丁香，作者用不

同称谓体现语言的陌生化效果，更容易引发读者的联

想与想象，学生要结合文本语境、生活经验作出判断，

在思辨中探究文学语言的奥秘与魅力。

2. 在赏析作品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培养思辨力

文学形象是指文本中呈现的具体感性、具有艺术

概括性、体现作家审美理想、有着审美价值的对象。

文学形象与人的知、情、意的精神结构有着对应关系，

可分为写实性形象、抒情性形象和表意性形象三种；

其中高级形态的文学形象包括文学典型、文学意境和

文学象征意象等。小说、剧本中的文学形象多为典型

人物形象，散文、诗歌中的文学形象多为意境、意象。

文学形象的丰富性也就意味着解读的多向度，对文学

形象的准确把握需要整体感知，也需要理性分析，这

也就为思辨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宗璞笔下的“丁香结”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

意象，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思辨的文学形象。值得思辨

的问题有：“丁香结”指的是物象，还是意象？“丁香

学段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业质量内涵 思辨力关联点

第一学段

喜欢阅读图画书、儿歌、童话、寓言等，
在阅读过程中能根据提示提取文本的显
性信息，通过关键词句说出事物的特点，
作简单推测；能借助关键词句复述自己
读过的故事或其他内容，尝试对阅读内
容提出问题；愿意向他人讲述读过的故
事，乐于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作品。

阅读推测
提出问题
乐于分享

第二学段

喜爱阅读童话、寓言、神话等，在阅读
过程中能提取主要信息，借助阅读经验
和生活经验预测情节发展；能结合关键
词句解释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从某个角
度分析和评价人物；能借助上下文语境，
说出关键语句、标点符号、图表在表达
中的作用；能复述读过的故事，概括文
本内容，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解提出问题
并与他人交流；参加文学体验活动，能
记录活动过程，表达自己的感受；能按
照童话、寓言等文体样式，运用联想、
想象续讲或续写故事。

阅读预测
分析评价
深度理解
提出问题
发表见解
创意表达

第三学段

独立阅读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
在阅读过程中能获取主要内容，用朗读、
复述等自己擅长的方式呈现对作品内容
的理解；能用文字、结构图等方式梳理
作品的行文思路；能品味作品中重要的
语句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注意词语的
感情色彩，通过圈点、批注等多种方法
记录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并主动与
他人分享；能通过诵读、改写、表演等
方式，表达自己对感人情境和形象的理
解与审美体验；能借助与文本相关的材
料，结合作品关键语句评价文本中的主
要事件和人物，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
能发现不同类型文本的结构方式和语言
特点，感受作品内容、表现形式上的不同，
积极向他人推荐，并有条理地说明推荐
理由。

深度理解
创意表达
个性评价
整理提炼
比较鉴赏
阐释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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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与“丁香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散文以“丁香结”

为题，为何却从“丁香花”写起？作者如何多角度刻画

丁香花？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写丁香花，而不是写

丁香结？

首先，引导学生理解“丁香结”是物象，也是意象。

“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就是丁香结，“小

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这

如“盘花扣”的花蕾就是丁香结。“丁香结，这三个字

给人许多想象。再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它们负担

着解不开的愁怨了”，这凝结着愁怨的“丁香结”显然

也成了作家笔下的意象。

其次，散文以“丁香结”为题，却花费大量笔墨写

“丁香花”，用意何在？散文前四段从不同空间写丁香

花，从城里、城外再回到自己的居住地，空间的变化

也预示着丁香与作者生命的联系更加紧密。作者还从

白天夜晚、晴天雨天等不同时间来写丁香花，同时从

视觉、嗅觉等不同感觉来描摹丁香花。第四段借“微

雨”将丁香花染上愁绪，初写丁香结；第五、六段接着

写丁香结的形态与生发的思想情感。由此看来，丁香

结与丁香花代表了丁香的两段生活状态，也是生命的

两种形态：一为生命初结的花蕾，一为生命绽放的花

朵。作者流连于丁香花开，沉思与丁香结中。

3. 在感受作品内在情感的过程中生发思辨力

文学作品的情感需要读者沉浸于文本中全身心体

验，与文学形象同命运，共悲喜。其中作品中复合的

情感以及变化的情感，也需要读者进行思辨，这样才

能与文学形象展开对话，体察作者表达的真实内心世

界。

《丁香结》一文的情感是有变化的，其情感的基调

也是复合的。开头写格外茂盛的丁香花，带来的是内

心的欣喜；接着写居住地的白丁香，映照着内心的轻

灵；写微雨中的紫丁香以及丁香结，沾染了愁怨；最

后写解不完的结，透露了达观与宽慰的心态。丁香里

浸透着欣喜与愁怨、轻灵与沉重，这样的情感是对立

的统一，写的是花，其实也是在写自我，花的心理变

化过程也是作者的心灵历程。

丁香一直是古诗词里的象征意象，课文后阅读链

接了如下诗句：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商隐《代

赠》）

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陆龟蒙《丁

香》）

霜树尽空枝，肠断丁香结。（冯延巳《醉花间》）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摊破

浣溪沙》）

教学时教师容易将此诗句作为语言积累一带而

过，或以为这四句诗都是写丁香结的愁情，如此误读

或浅读，学生常常处于低阶思维状态。其实，上述诗

句中只有三句写愁情，分别借春风、霜树、雨来渲染

愁绪，而陆龟蒙笔下的丁香结带有豪情，在春日繁枝

茂叶间纵情绽放。这四句诗与宗璞这篇散文的构思也

是密切相关的，散文前三段写“纵放繁枝散诞春”，第

四段引用古诗句写愁情，结尾写“解却丁香结”。不同

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一样的人生境遇，当遭遇丁香时就

会生发类似的情感，这种共情也是人的同理心使然。

4. 在探究作品深刻意蕴的过程中培植思辨力

主题是作品意义的核心，在日常教学中，文学作

品主题分析常常陷入教条化、图解化、功利化的误区。

教师往往低估了学生的认知力与思考力，而自身常常

不能独立解读文学作品，照搬参考资料，导致学生不

能准确把握文学作品的意蕴，更难有独到的发现与理

解。

作品主题有一元解读，也有多元解读。有些作品

题材比较单一，思想情感比较集中，主题比较单纯，

体现一元倾向；但进入统编教材的文学作品，多是名

家作品，更有不少经典作品，呈现多层面表达结构，

文学形象具有丰富性特征，表现手法精妙多变，其主

题往往比较含蓄，也就为多元解读提供了可能。

有论者以为《丁香结》表达了作者乐观豁达的思

想情感，这样的解读显然是片面的。如何解读作品的

主旨，我们可以结合文本的开头结尾、关键词句、文

学形象以及作者流露的思想情感等来把握。结尾处这

样写道：“……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

不完的，不然，岂不太平淡无味了吗？”其实，作者原

文后还有一段文字：“小文成后一直搁置，转眼春光

已逝。要看满城丁香，需待来年了。来年又有新的结

代人去解——谁知道是否解得开呢？”由此可见，作

者的思想情感并非所谓的乐观豁达，生命给予丁香芬

芳的同时，也给你幽怨的“丁香结”，结是解不完的，

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人生既有赏花的欣喜，

有解结的快慰，也有解不开结的愁绪。解与未解，皆

是人生常态。人生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需要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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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面对。

（二）基于“读者—作家”对话的“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教学中发展思辨力

阅读文学作品是读者与作者视域融合的过程，儿

童在阅读作品过程中能够领略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思想

境地，其思辨力也在不断提升。

首先，思辨性阅读是基于作品的对话，而非将文

本搁置。准确理解作品内容以及意义是与作家对话的

基础。每一个作家身处不同的时代，都会用相应的语

体进行表达。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运动兴起，不少

作家的作品还带有文言的词汇与句式，这就需要我们

引导学生读懂这些词句，才能准确把握文意。如鲁迅

《好的故事》中如下词语：鞭爆、膝髁、蒙胧、伽蓝、

皱蹙、虹霓等，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语境以及生活经验

加以理解。

其次，知人论世是解读文学作品的基本策略。文

学作品与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个人境遇息息

相关，诗文皆是作家那时那地特定场景的所见所闻所

思。王崧舟老师在《好的故事》教学中，借助资料了解

梦境的写作背景：一九二五年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

案”，血雨腥风笼罩着中国大地，黑暗而残酷的现实，

让鲁迅感到求索的怅惘、战斗的孤独。接着提出一个

思辨性问题：在如此黑暗的现实环境下，鲁迅为什么

会写这样一个美好梦境？学生讨论此问后，再结合课

后阅读链接中李何林的《鲁迅〈野草〉注解》相关观点，

验证自己的想法。学生借助历史背景资料以及评论家

相关文论理解文本，对梦境的初解到深解也是判断、

推理进行思辨的过程，学生思维逐步从低阶走向高阶。

再次，走进作品场域，设身处地替作者着想。文

学作品的现场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是有距离的，我们

可以通过设计学习情境，让读者在情境中进行角色体

验，有了代入感，产生具身认知，这样才能进入阅读

场域，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与作家展开心灵的交流。

王崧舟老师在《好的故事》教学中为了引导学生与鲁

迅先生展开对话，让学生融入鲁迅笔下的梦境，抒写

自己对梦境的象征意义的体会。课堂上学生先观看《百

年巨匠·鲁迅》影片片段，逐步进入文本现场，然后以

“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开头，

写下自己的体会和理解。此项练习为“思辨性阅读与

创意表达”，学生需要结合文本以及参考资料生发观

点，还要换位思考，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与伟大的文学家对话，还需要多读其作品，从多

个维度了解其作品内容、主题思想、艺术手法以及艺

术风格，这样才能还原一个立体的文学形象，并能与

之进行多次谈心，在长谈中增进理解，感情更加融通，

思想也会逐步成熟。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为“走近鲁

迅”主题单元，收录鲁迅作品《少年闰土》、《好的故事》

以及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臧克家《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等，前两篇是少年鲁迅、中年鲁迅的

写照，后两篇则从旁观者、评论者角度回忆、评价鲁

迅，多个文本探究性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三）基于“读者—世界”对话的“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教学中发展思辨力

神话故事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更能激发学生了解人类历史以及探索宇宙秘密的兴

趣，从而认识先民智慧，学习思维方法，理解传统文

化。神话大致分为三类：创世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

话。创世神话反映的是原始人的宇宙观，解释天地是

如何形成的，人类万物是如何产生的；自然神话是对

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解释；英雄神话表达了人类反抗自

然的愿望，也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概括总结。四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为神话单元，我们在围绕神话文体教学的

同时，可以引导学生与远古世界展开对话，从单篇以

及群文的角度发展思辨力，活动探究问题如下表所示。

神话单元发展思辨力的关键在于对思辨性问题的

探究解析，其中需要运用质疑、判断、推理、整合等

方法，展开逻辑思维以及辩证思维。如神话人物身上

多兼具神性与人性，这是性格组合的辩证统一；综合

探究神话人物的精神品质以及神话故事表现的环境特

点，需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等逻辑思维；对精卫填海的

课文篇目 神话类型
基于思辨力发展的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单篇阅读探究问题 群文阅读探究问题

《盘古开天地》创世神话

盘古身上不仅体现
神的特性，同时体
现了人的个性，请
举例分析。

神话表现了远古社
会 怎 样 的 生 活 状
况？
盘古、精卫、女娲、
普罗米修斯等神话
中的英雄人物反映
了人类怎样的精神
品质？
远 古 人 类“ 天 圆 地
方”的天地观与现
代宇宙观有什么区
别？

《普罗米修斯》英雄神话

普罗米修斯盗取火
种与燧人取火，你
认为谁的做法更可
取？

《精卫填海》 自然神话

填海的目标并不能
实现，为什么人们
还将此神话世代相
传？

《女娲补天》 自然神话

从女娲造人到女娲
补天，神话为何将
女性作为远古社会
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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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方式提出质疑，主要运用批判性思维。

儿童的思维活动渗透了理性思维，就能够透过神

话认识远古社会的生活状况，了解人类进化走向文明

的历程。对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天地观的认识，可以

结合盘古开天地以及女娲补天的故事进行分析；古今

宇宙观的变化以及远古神话以女性为主角，学生需要

运用地理、历史等知识进行探究，这种跨学科学习有

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深化，同时可以激活学生进

行创意表达。

（四）基于“读者—自我”对话的“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教学中发展思辨力

阅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学生与作品、作

家以及世界展开深入的对话，更在于反观自我，从文

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对个人的文化理解、思维方式、

审美经验以及人生观、生活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当

读者因阅读文学作品发生改变时，学生学着超越文本

去看到这本书可能对自己的生活的某种暗示和影响；

改变给他们带来了挑战，他们从理解到转化时时都会

发生，而阅读某一本特定的书可能为某一天改变他们

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播下种子；他们

了解到能够辨认出对自己重要的事情，这正是被自己

生活的世界塑造的开始。学生借助文学阅读与自我展

开对话，可以运用问题链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

开展讨论：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为世界带来改变？

这个故事可能如何改变你的思考？你可以做什么从而

带来改变？也可以通过如下阅读学习单，进行思辨性

阅读与表达练习。

此阅读学习单分为三个步骤：一要记录“我”阅

读的声音，二要多角度记录“我”思考的声音，三要写

下“我”转变了的想法。学习过程强调“我”在场倾听、

思考并转化，着力于“我”的知行合一。下面以《童年》

整本书教学探究思辨力发展策略。

首先，在整体感知阅读阶段，学生可以感受作品

中的童趣以及初涉人生的艰难苦楚，记录“我”阅读

的声音。如阿廖沙始终记得父亲下葬时被活活埋入墓

穴的一只小蛤蟆；他喜欢在雪地上观察小鸟，喜欢在

花园里营造自己的一角；他常常在夏夜的星空下沉思

和阅读《安徒生童话》，并由此不时感到惊喜和感悟

等。同时，作品还描述了阿廖沙自己以及别人经受的

屈辱和痛苦。学生可以通过联结、提问、推测、图像化

等手段记下自己的阅读感受与思想认识。学生在深入

思考前提下展开阅读，才会对作品反映的人世间酸甜

苦痛有全景式的真切感受。

其次，开展探究性阅读，认识作品运用儿童视角

和成人视角交替叙述的手法，记录“我”思考的声音。

作品主要以儿童的视角描写生活，观察人物，体验人

情，逐步认识社会真相；另一方面，作品以成人的视

角审视生活，发表感想，富有思想性和哲理性，这些

文字可以让读者进行自我反思。如回忆旧日俄罗斯生

活中这些铅一样沉重的声音，我经常自问：值得吗？

因为丑恶也是一种真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要想

将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掉，就必须了解它们。丑

陋、卑鄙和健康、善良一同长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活的

土地上，后者点燃了我们的希望！这样的文字超越了

国度与时代，学生可以结合当今时事，瞭望世界，反

观人性中的丑陋、卑鄙与健康、善良，从而对人类幸

福生活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以成人视角反观童年生

活，可以让学生从儿童视界走向成人视界，视域拓展

的同时，思辨力也得到发展。

再次，开展自我反思性阅读，从作品中汲取人生

的智慧，表达“我”转变了的想法。在整本书深化阅读

阶段，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现实生活，进行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如联系《童年》描写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展开对比，交流自己与阿廖沙

的童年生活的异同，从而认识《童年》这本小说对于

自身成长的意义。

“光明”与“鸟鸣”，越来越蓝的天与飞越高空的

云雀带来的喜悦，这是阿廖沙从自然中获得的人生感

悟，这也让他在苦难的童年中孕育了自信，生发对这

片土地深沉的爱的情感。学生阅读这段文字，也会从

阿廖沙的视角去观察周遭的自然景物以及生命迹象，

同时与自己的生活世界生发关联，在创意表达中寻求

生活的趣味与生命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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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阅读的声音
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
（总结作者写下的内容）

我思考的声音
我的联结、问题、推测、图像化、

想法、反应、感觉等

我转变了的想法
没有写在故事里，但我现在想着的⋯⋯

（“挥之不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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