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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本解读是小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能力，但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存在解读意识不够、解读过程欠缺深

度、解读结果质量不高、解读能力存在缺陷等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师的教学惯性、工作繁

忙、观念滞后、实践不足四个方面。为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素养，本文旨在通过四个方面的措

施，提高教师的解读能力，深化解读过程，并激活解读思维。这些方面包括重构教学方式、加大资源投

入、培养创新观念以及能力训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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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 interpretation is the basic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but in actual teaching, 
Chinese teachers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interpretation, lack of depth in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low quality of interpretation results, and defects in interpretation abil-
ity. 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mainly lie in the four aspects of teachers’ teaching inertia, busy 
work, lagging ideas and lack of pract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liter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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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eachers’ interpretation ability, 
deepen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and activate interpretation thinking through four measures. 
These aspects include ways to restructure teaching methods, increase resource investment, culti-
vate innovative ideas and ability training. 

 
Keywords 
Language Teachers, Text Interpretation, Problems, Causes,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它能展现文学作品的意象、意脉和文学形式，它是读者与作品对

话的桥梁，是帮助小学生理解课文内涵，提高文化素养的基石。没有过硬的文本解读能力就无法进行高

效的阅读教学活动。 
现实教学中部分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存在“伪阅读”和解读能力薄弱等问题。为提高小学语文

教师的文本解读素养，提升现代化教学质量，本文通过剖析三大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对策。 

2.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素养存在的问题 

2.1. 自我解读意识不足 

在备课内容方面，部分教师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以教辅资料为依据，只有少数教师将教辅资料作为参

考材料。教师对教辅资料的权威意识仍然较强，对教辅资料的依赖甚至迷信现象依然存在。在课前准备

方面，部分教师将收集教学实录、教学设计、教学课件等作为自己文本解读阶段的主要工作。 
这些教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学效果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理解程度，忽视了课前预先独立解读分析的

必要性。 

2.2. 解读过程欠缺深度 

根据调研数据和访谈结果显示，小学语文教师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存在着缺乏深度的问题。这种缺乏

深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解读过程中，教师自行理解分析的程度较低，花费的时间也相

对较短，往往只读一两遍就急于进入教学方面的思考，急于查阅教辅材料等参考资料，早早地将自己的

教师身份介入进去，而忽视了作为读者的身份。其次，在解读过程中，教师往往忽视对于课文的初步感

受。无论是阅读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表明，对于课文的初步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准确深入解读的

动力和归宿。然而，在面对解读困惑时，教师往往容易放弃深入研读，转而查阅各类资料，或者在教学

中才去发现需要进行教学的内容，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于课文的深入体验明显不够。 

2.3. 文本解读结果质量有待提高 

首先，很多教师在自行解读方面存在不足。许多教师并没有真正经历解读过程，他们更多地依赖他

人的解读结果，在教学中扮演着将解读结果“搬运”的角色。 
其次，教师在文本解读结果的使用上重视学生实际情况，但忽略了文本本身的价值。尽管教师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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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读结果在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但这表明教师并不十分重视解读结果的质量，而更注重解读结

果在课堂教学中的实用性。这也显示出对于文本解读结果运用的合理性认识还不够全面。 
最后，教师在文本解读方面缺乏深度阅读的结果。我们发现，大多数教师在面对“难懂”的部分时，

并不会使用各种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究，而是立即借用资料。在深入阅读、发现文本内在逻辑并找到

最有价值的教学要点方面，大多数教师表现得不够出色。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往往只能得出较为肤浅

的结论。 
综上所述，教师在文本解读结果的质量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2.4. 文本解读能力存在缺陷 

为了全面了解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现状，本次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第六小学进行了一次调研实测，

研究对象为该校的语文老师共计 50 人，分别从性别、教龄方面进行探究，实测选取了童话《那一定会很

好》、散文《白鹭》、诗歌《古诗三首》、小说《桥》、说明文《只有一个地球》等不同文体的课文，

每篇课文都设置了相应的题目。 
经 SPSS26.0 测试结果显示，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表现喜忧参半。在把握文体与主旨、感受文章内在

逻辑、辨析语言特色和判断教学价值等能力方面，得分率分别为 80%、63%、69%和 66%。从测试结果

还可以看出，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存在结构性的缺陷。 
首先，对于散文主旨的把握不够准确。在回答关于文本主题的问题时，各篇课文的得分率分别为《那

一定会很好》98%、《白鹭》57%、《古诗三首》93%、《桥》72%。明显地，教师对于散文主旨的把握

不够深入和准确。其次，在概括说明文要点的能力上存在弱点。在回答关于文章顺序和要点概括的问题

时，仅有《只有一个地球》的得分率为 61%。在小学高年级要求学生阅读说明性文章时，学生需要能够

抓住说明要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教师在概括说明文要点的能力上相对较弱。 
最后，对于文章内在逻辑的把握不够准确。在回答感知文本内在逻辑的问题时，各篇课文的得分率

分别为《那一定会很好》61%、《白鹭》68%、《古诗三首》62%、《桥》52%、《只有一个地球》72%。

这个能力维度的平均得分率仅为 63%，说明在当前阶段，需要引导教师从“读懂”提升到“会读”，在

把握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结构层面思考，探究文本的组织方式。另外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大部

分教师能够用简单的语言大致说出文本的结构特点，但如果要求他们结合文本进行更具体的分析时，就

会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3.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素养问题的原因 

3.1. 教学惯性造成意识的偏差 

教师在自己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所接受的语文课堂教学往往注重的是标准答案，而这种标准答案并

不需要教师进行独立的解读。长期以来，教师一直处于这样的教学环境中，甚至在一种“伪阅读”的状

态下，似乎只要能够圆满地“完成”阅读任务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教师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即

只要提供标准答案就能够取得成效。这样的惯性行为养成了教师只注重答案传授而忽视自我解读的习惯。

这种“乐在其中”的惯性行为导致了教师文本解读意识的淡薄和偏差。 

3.2. 繁杂工作促成过程的短浅 

小学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上课，还包括大量的作业批改、处理学生问题、办理材料、数据上报、组

织活动等与非教学工作有关的任务，同时还要参加教研和培训等专业发展活动。因此，对于需要花费时

间和精力的文本解读，教师可能会匆忙处理。调研数据显示，教龄在 5~10 年的教师在文本解读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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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这一教龄段的教师通常是学校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的教学任务相对较重，这证实了繁

杂工作与文本解读过程短浅之间的相关性。 

3.3. 观念落后养成解读的惰性 

在新中国的语文教育中，多个阶段过度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并且由于语文考试改革滞后，进一步强

化了知识传授的观念。尽管在新时期的课程改革中，小学语文界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

在实践层面上，仍然是以知识为主导，只是增加了一些与实践相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中相当大的

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文本解读的结论。落后的观念导致阅读教学只注重结论而忽视了解读过程。这种现象

从教学实践层面传导到教师的文本解读中，也培养了严重的自我解读惰性。教师往往在备课阶段没有充

分地运用解读方法，直接从参考资料中“拿来”解读结论进行教学，这样的文本解读结果质量可想而知。 

3.4. 实践缺失造成能力的薄弱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孙绍振教授认为，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应包括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专家视

角的文学解读能力以及为教学服务的教学解读能力[1]。教师的解读能力缺失和薄弱主要是因为其专家视

角的文学解读能力不足。而这一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缺乏实践经验，导致阅读素养、文学素养和审美素

养等方面的支撑不足。 
其中，概括文本要点的能力较弱，这一问题有着历史上的客观原因。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流

行的工具论以及新世纪开启的课程改革，都批评和反对对每篇文章进行刻板、机械的概括段意和中心思

想的教学方法。也许是反弹过度，新一代的语文教师在这样的语文教育环境下，几乎没有接受过对文章

要点把握的训练，阅读素养的发展不充分，造成了能力上的短板。 
而对于散文主题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以及对文章内在逻辑的发现困难，则显示出解读者的语感

和审美鉴赏力不足。这也许与阅读教学中不重视引导学生发现文本的深层含义有关，但也反映出长期以

来接受的文学教育缺乏体验性和鉴赏力培养的表现。 

4. 提升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素养的对策 

4.1. 重构教学方式，激发解读意识 

如前所述，造成教师文本解读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习惯性的不当教学方式。为了唤醒和激发教师

的文本解读意识，必须改变解读无意识状态的教学惯性，明确阅读教学的目标，倡导重视过程亲身经历

和能力培养的阅读教学，重建符合语文学科本质的教学方式。 
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应以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础上采用对话式教学。

课堂上，要让学生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反复深入阅读，多维度联想思考，体验课文的语言节奏，同时展

开文本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多轮次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学生能够深入感受到作

者独特的内心体验。为了组织这样的对话，教师作为对话的主导者，必须先亲身经历阅读对话的过程，

以便在课堂上以“过来人”的身份参与平等的讨论。这样的对话式教学可以反向激活教师的文本解读意识。 

4.2. 投入工作精力，深化解读过程 

小学教师的工作状态不容乐观，加上其他因素的叠加，导致教师的文本解读过程显得短浅。然而，

如果教师重视文本解读，就应该想办法整合其他工作，形成更高效的状态，以便深入投入文本解读的探

索中。 
在进行文本解读时，教师的身份不应过早介入，而读者的身份不能被忽视。过早地引入教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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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草率结束作为一般读者的阅读，匆忙地参照教学参考书、名师课堂实录、课件等进行教学设计。

教师是阅读教学中对话的主导者，但首先应该是一个阅读者，应该适当加强普通读者的身份，延长自主

阅读的体验时间，在充分深入体验个体阅读的基础上再考虑教学的问题，这样才能具备对话的资格和基

础[2]。 
经常进行文本素读练习是改变教师文本解读素养问题的有效方法。所谓“文本素读”，就是在不参

照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自行阅读和理解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教学思路。这种做法消除了对教学参考

资料的依赖条件，促使教师不得不进行自我文本解读。定期有计划地开展这样的活动，能让教师在自我

文本解读中形成经验和成就感，进而在日常备课中将文本解读视为一项重要任务投入精力，并进行深入

探究。 

4.3. 更新知识系统，激活解读思维 

小学生的学习应该以体验为基础的感性知识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不应过多讲述关于阅读

或写作的理论，而应在大量的阅读实践中形成丰富的经验。应通过不断反复地在各种语言单位和其中所

表现的思维、审美、文化等思想情感之间进行联结，强化和丰富语言与情感的关联，为后续更高阶段的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知识观下，教师必须明白，文本解读不是简单地充当解读结论的传递者，而是需要在自身

充分感受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法的运用和多维度的思考，才能形成可以教给学生的知识。有了这样的

知识观，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教师在解读文本时必然会激活思维，充分运用已经积累的解读方法来展

开思考。 
此外，还可以开发适用于小学语文的文本解读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应该首先体现一般读者的基本阅

读需求，例如文章的主要内容、基本结构和主题主旨。其次，应该反映一定程度上的鉴赏者角度的成果，

如文章的表达方式、语言特点和独特的构思等。最后，要有教学角度的解读成果，包括文章的文体特点、

教材的意图体现以及教学价值和重点的判断等。建立一个思维框架，可以引导文本解读过程的深入，并

增进思维的广度和准确度。一线教师可以使用这样的思维框架来检验自己的解读成果，快速发现不足并

进行调整。 

4.4. 加强解读练习，提升鉴赏能力 

荣维东教授指出：“文本解读能力是比较高级的阅读能力，它不仅包括信息的提取，还涉及想象、

联想、比较、鉴赏、评价等高级阅读技能。”[3]小学语文教师在文本解读能力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主

要表现为缺乏这种“高级”阅读能力，尤其是在文学鉴赏能力方面。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

内容，弥补能力的短板，从而全面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 
为了发展教师的阅读素养，需要安排连续性的专门研修，例如概括文本要点、把握文本主旨等能力

的提升，这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积累，促使教师补齐基本阅读能力的不足[4]。此外，还应制定系统性

的计划来提升文学阅读与欣赏能力，这样的计划应包括文学鉴赏和解读理论的学习积累，以及大量文学

性文本的阅读体验，以培养良好的审美素养。同时，应安排实际的文本解读实战训练，并结合各类教学

研讨活动，营造浓厚的研讨氛围[5]。在教学研讨活动中，教师应充分体验文本解读的过程，探究优质课

堂教学与教学解读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更为完整的教学解读能力。 

5. 结语 

首先，重构教学方式是关键的一步。教师可以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包括引入实践案例、

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以提高学生的解读能力。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将有更多机会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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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去理解和解读学习内容。 
其次，加大资源投入也是至关重要的。学校可以增加购买图书、期刊和其他学习资料的预算，为教

师和学生提供更多丰富的学习资源。同时，还可以引进专业解读教材和辅助教具，以支持教师更好地开

展教学活动。 
第三，培养创新观念对于提高解读能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可以鼓励教师和学生敢于提出新的

观点和见解，鼓励他们在解读过程中勇于挑战传统思维，并尝试运用创新的解读方法。 
最后，能力训练是提升解读能力的有效途径。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解读思维培训课程，帮助教师和

学生掌握有效的解读技巧和方法。这些训练可以包括分析、推理、归纳和批判性思维等，有助于提高他

们的解读水平。 
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综合措施，教师的解读意识将会得到增强，解读过程将会更加深入和全面，同时

解读思维也将会得到有效的激活。这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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