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初探 

陈  超 

文学鉴赏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一种审美精神活动。文学鉴赏能力主要包括审美感

受力、审美想象力和审美理解力。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纵观近年

来阅读教学的发展，从理论的革新到教学模式的探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一些问题仍然

存在，足以引起思考。具体表现在：经典阅读的缺失；阅读功利化，浅阅读流行；缺少鉴赏

方法，对文本无限衍义等。 

一、问题成因分析 

（一）读图时代对深阅读的冲击 

读图时代的到来悄然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人们更青睐通过图像的方式摄

取资讯、获得阅读资源。市场上充斥绘本书、图文书，文摘，名著速读等，浅阅读流行。视

觉冲击带来的快感使图文大行其道，图像剥夺了文字带给读者的联想体验，也削弱了人们的

思考能力，导致了思维惰性化。 

（二）功利化导致文学审美的缺失 

由于中学阶段所学科目较多，加之升学的压力，部分学生阅读呈现出实用主义倾向。学

生的阅读对象以名著速读、阅读训练、优秀作文汇编等辅导书籍为主。阅读内容的局限，使

众多学生失去了品味文学博大之美的机会。以应试为目的，片面强调主题思想、结构特点、

语言艺术的教学不利于文学鉴赏水平的提升，个性化审美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 

 （三）部分教师的文学鉴赏活动囿于教参的解读 

教参是教师教学的重要参考。但部分教师过于依赖教参的解读，缺少对文本的理解。经

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多义性，仅凭手中有限的参考资料，很难深入把握文本内涵，也难

以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四）过度提倡个性化解读，对文本无限衍义 

新的阅读教学观提倡学生结合自身的阅读体验和生活经历，对文本进行多角度解读。这

一教学原则打破了传统课堂一元解读的沉疴，却又容易出现另一个极端，即部分学生对文本

无限衍义或过度阐释，解读失去边界。课堂讨论上，一些学生对文本高谈阔论，随意发挥，

离题甚远，长期以往，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二、培养文学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重视名著阅读，感悟经典的魅力 

歌德曾说过：“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而成。”经

典因其思想的深邃和审美意蕴的丰厚历经岁月淘洗。阅读经典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经典的阅读，如美国、俄罗斯、法国等都在课程标准中有系统的阅读计

划。《普通高中新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要求中学生在三年中阅读总量不少于 150 万

字。以经典名著为窗口，进行阅读训练，有利于逐渐建构起自身的文学鉴赏趣味和标准，形

成开阔的文学审美视野。 

（二）转变教师角色，开设研究性课程 

在新的阅读观要求下，教师要及时转化角色，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生阅读活动的组织者，

由课程执行者向课程资源开发者，由单纯的执教者向复合型学者转变。 

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培养学生文学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如开设“论

语选读”、“诗经选读”、“中国现当代名家选读”、“外国文学专题”等选修课。教材中的经典

作品好比是一扇门，让学生领略文学之美，而拓展阅读则引领学生走入这扇门，细细品味。 

（三）掌握鉴赏方法，培养鉴赏能力 



由于年龄小，知识积累的有限，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作为教

师，应给予及时的点拨。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并不等于学生的每一种见解都是合理的，对文

学作品的解读必须始终依托文本，多元仍需有界。对一部文学作品解读的角度可以是多方面

的，有理性批判，有情感体悟。掌握鉴赏方法对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起重要作用，教师在鉴

赏活动中要教给学生一些常用的阅读方法，比如知人论世、移情、文本细读、比较法等。 

培养、提高中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文学即人学，阅读优秀的文

学作品，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洗涤灵魂。文学鉴赏教学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引导学生

阅读作品，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能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发现、

感悟、创造世界之美。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找到培养文学鉴赏能力的更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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