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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体”辨“貌”  读“说”明“理”
——“说”体文的阅读重点与教学策略

■ 张    伟

循“体”辨“貌”，是有效解读文本的重要

思路和策略。“循”即遵循，“体”即文体，“辨”

是分辨、辨析，“貌”是文章或文体表现出来的

风格与特征。循“体”辨“貌”，即从文体入

手，遵循文体理路，分析文章特征，由此走进

文本、理解文本深意的阅读过程。“在我国古代，

文‘体’的另一指称，是体貌”，“体貌之‘体’，

有时指作品之全貌，情辞事义、境界格调种种

因素构成的作品的整体体貌特征”。［1］“情辞事

义，境界格调”的构成要素与组织方式的不同，

形成了文本的不同体貌。解读文本时，要依据

“情辞事义，境界格调”的要素内核与组织思路，

探究隐含于“辞”“事”之中的“情”“义”“境界”

和“格调”，才能领略文本的意蕴，读出文本的

真意。

读“说”明“理”，是阅读“说”体文的基

本思路与策略。“说”即“说”体文，“理”即事

理、义理等。阅读“说”体文，要遵循“说”体

文的基本理路，把握“说”体文的基本特征，明

晰文本隐含的义理或作者的基本主张。“说”体

文，通常是以“说”为标题来标明文体的一种文

本类型。“说，释也”［2］，“正是非而著之者”［3］。

“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

也”［4］，明代徐师曾进一步强调 ：“（说）要之传

于经义，而更出己见。”［5］陆机在《文赋》中说：

“说炜晔而谲狂”，方廷珪的解释是 ：“说者，即

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

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狂。”［6］从文

论家对“说”体文的阐释看，“说”的体貌特征

是借事说理、托物言志、辨明是非。

因此，阅读“说”体文，要把握好四个重

点。首先，要明“事（物）”，即理清“事（物）”

的特征，把握“情辞事义，境界格调”中的“辞”

与“事”，明白“述”了什么；其次，要明“理”，

即作者通过“事”或“物”要“正”什么“是非”，

表达何种“己意”，把握“情辞事义，境界格

调”中的“情”与“义”，明白“释”了什么；

再次，明“志”，“（说）必使时利而义贞……

披 肝 胆 以 献 主 ”［7］， 阅 读“ 说 ” 体 文， 要 明

晰作者阐释的“己意”针对了哪些社会现象，

具 有 怎 样 的 文 化 内 核 与 时 代 价 值， 把 握“ 情

辞事义，境界格调”中的“境界”与“格调”；

最后，明“法”，即读出“解释义理而以己意

述之”的基本方法。

且看《爱莲说》的教学实录。

问诊案例

《爱莲说》教学实录

■  崔炳光

一、导入

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文言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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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说》。作者是谁？

生 ：周敦颐。

师 ：请大家注意“颐”字的写法，左边中

间为口，右侧为页。

二、朗读课文

（一）读准读顺

师 ：学习文言文的第一要务是读。同学们

能不能借助拼音与停顿符号读准、读顺课文呢？

（投影带有难读字注音与停顿符号的课文，

教师指名读，学生评价 ；教师再重点指导长句

停顿。）

（二）读出“味道”

师：其实文言文本来是没有标点的，俗称“白

文”。对于这样的白文，你能读通、读顺吗？

（投影没有标点的课文，学生自由练习朗读。） 

师 ：请大家放慢语速，用舒缓的语气来齐

读课文，读通、读顺，读出文言文的味道。

（生齐读）

三、文本探究

师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是理解文章的窗

口。对于题目《爱莲说》，你是怎么理解的？

（一）品读莲的形象

师 ：“莲”可爱在哪里呢？文中具体描写莲

的语句是哪几句呢？

（教师指名让学生朗读描写莲的语句）

1. 感受结构、节奏与音韵之美

投影 ：

                       中通外直

出淤泥而不染   

                      不蔓不枝

莲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香远益清

濯清涟而不妖 

                      亭亭净植

师 ：老师把这句话在形式做了改动，两个

六字句，四个四字句，一个九字句。两中四短

一长，错落有致，富有参差的结构美 ；两个中

句都是三三停顿，四个短句都是二二停顿，九

字长句是三三三停顿，富有鲜明的节奏感 ；染、

焉，押韵，直、枝、植，同音，富有和谐的韵律美。

（生齐读体会，感受结构、节奏与音韵之美。）

2. 理解意思

理解重点字词 ：①“濯清涟”，指导学生

翻 译 文 言 文 时 要 注 意 调 整 语 序 ；②“ 蔓 ” 和

“枝”，指导学生理解名词活用为动词的用法 ；

③“益”，关联已学“自以为大有裨益”，比较理解；

关联成语“多多益善”“精益求精”印证理解。

学生翻译全句。

（二）探究莲的品质

师：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外形美丽、花香怡人，

难道周敦颐仅仅爱它的外在形象吗？文中哪句话

交代了作者心中莲的形象？（投影）“莲，花之

君子者也。”这句话怎么翻译？是古汉语中的什

么句式？标志是什么？“君子”指什么样的人？

在莲身上有哪些君子美好的品质呢？试着

用凝练的语言加以概括。读到“予独爱莲之出

淤泥而不染”，老师联想到了君子虽生活在黑暗

的尘世，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不正体现了

君子“洁身自好”的品质吗？请大家展开联想，

在书上批注感悟到的君子的“美好品质”。

学生交流批注结果，教师相机点拨。达成

共识 ：“出淤泥而不染”，出于污却不合污，洁

身自爱、清正廉洁 ；“濯清涟而不妖”，出于俗

却不媚俗、朴实庄重、纯真自然 ；“中通外直”，

通达正直、心胸坦荡；“不蔓不枝”，不攀附权贵、

一身正气、独立高洁 ；“香远益清”，美德远播、

美名远扬 ；“亭亭净植”，志洁行廉、洁净自然、

仪态端正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高庄重、

令人敬仰。

师 ：通过大家精彩的分析，我们仿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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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朵纯洁的莲花，更看到一位位高洁的君子。

正所谓“莲如君子，君子如莲”啊！

周敦颐把君子作为做人的终身目标。他究

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投影）

周敦颐虽身居官场，却始终未曾放弃读书

治学、著书立说、教育青年与提携后进。宋代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颐、程颢便是他一手培

养出来的。周敦颐任参军（一种小官）时，为

了一个“法不当死”的囚犯，曾与有着“悍吏”

之称的顶头上司王逵据理力争，最终避免了一

桩冤案。周敦颐在赣州为官多年，清廉勤勉。

赣州人为纪念他立了专祠，并在祠后建了“濂

溪书院”，书院内还挖了“爱莲池”。

（生读资料，试着用《爱莲说》中的语句解

释材料中的事例。）

师 ：从同学们对材料的分析可见，周敦颐

为人、为学、为官，都有着莲花的气度和风骨，

他爱莲，就是爱君子之道。让我们带着对莲花

的赞美，对周敦颐的敬仰，再来齐读写莲的句子，

融注感情，读出气势。

（三）理解衬托写法

师 ：周敦颐爱莲、写莲，却在文中不惜笔

墨写了菊花和牡丹，作者这样写有何用意？我

们先来看，菊花有什么特点？

生 ：菊花不在春天与百花争艳，而在秋季

独吐幽芳，不畏严寒，傲霜斗雪。

师 ：作者把菊比作什么人？谁爱菊？比喻

恰当吗？

生 ：菊花象征那些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

隐遁山林的逸民高士。陶渊明生活在黑暗的东

晋社会，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隐田园，“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师 ：面对黑暗的尘世，隐士是怎么做的？

君子又是怎样做的呢？

生 ：逃避现实，洁身自好固然可嘉，但于

社会无益。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力

求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一方百姓造福，具有社

会责任的担当，这正是周敦颐认可的君子之道。

师 ：作者写菊花，衬托了莲花即使在污浊

尘世中也能永葆高洁本色、洁身自爱的品质。

按照分析写“菊花”作用的思路，自主思考、

分析写“牡丹”的作用。

生思考，交流，达成一致意见：作者写牡丹，

目的是以世人的追名逐利，反面衬托莲花的淡

泊名利。

（四）体会作者情感

师 ：作者对三种花所代表的三种人各持什

么样的情感态度呢？请同学们细读课文最后抒

情的语句，抓住关键字词，把握句式特点，体

会作者的情感态度。

生 ：“鲜”字，表现了作者的惋惜之情 ；“莲

之爱，同予者何人？”，使用反问，强调没有和

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表达了内心的孤独、无奈

与悲哀；“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一个“宜”字，

隐含了鄙视之情。

（生根据刚才的分析，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其他学生评议朗读，然后教师指导朗读。指导

要点 ：朗读时可以通过对语速缓急、语调抑扬、

语音轻重、语气把握的不同处理来有效地表达

情感。“噫”，就是唉，表示叹息，拖长点儿表

示感叹；陈述句读平调，重读“鲜”，读出“惋惜”

的语气；反问句读升调，重读“何”，读出“慨叹”

的语气；感叹句读降调，重读“众”，读出“鄙视”

的语气。） 

（五）归纳主旨与写法

师 ：本文通过对莲的描写与赞美，歌颂了

莲花坚贞高洁的品格，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

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批判了追名逐利、趋炎

附势的污浊世风。

像作者这样，把自己的情感志向寄托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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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品上的写法，叫作托物言志。这种写法是

古代“说”这种文体的常用写法之一。

四、指导背诵

品味着莲的形象，感受着莲的魅力，倾听

着周敦颐的《爱莲说》，这样的美文，我们应该

熟读成诵，作为我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投影课文填空，学生练习填空背诵。）

（江苏省丰县初级中学    221700）

诊断意见

《爱莲说》全文仅 120 字，言简义丰，结构

严谨，是“说”体文中的精品。崔老师在引导

学生阅读《爱莲说》时，根据阅读“说”体文

的基本要求，确定了教学重点和教学策略，在

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循‘体’辨‘貌’，读‘说’

明‘理’”的思路。

一、明物：在“细读”和“比读”中明确“述”

了什么

标题《爱莲说》的意思是“说说喜欢莲的

理由”，根据“说”体文“即一物而说明其故”

的特点，本文应首先说清“莲”的特征。因此，

明“莲”即把握“莲”的特征，是重点阅读任

务之一。崔老师把引导学生品读“莲”的形象

作为教学任务，并以“细读”和“比读”的方

式让学生把握“莲”的特点。

首先，“细读”描写“莲”的句子。崔老师

引导学生从分析标题入手，要求找出具体描写

莲的语句，学生在朗读描写莲的语句后，在投

影上改变了语句的呈现形式，将其变为两个六

字句、四个四字句和一个九字句，让学生形象

地感受了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的内在气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的外在特征和“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的态度，学生在细细的品读中整体把

握了莲的特征与形象。

其次，“比读”。崔老师用“周敦颐爱莲、写莲，

可是他却在文中不惜笔墨写了菊花和牡丹，作

者这样写有何用意”这一问题，将学生引入“比

读”环节。本文除了“述”莲，还“述”了菊

花和牡丹，但“述”菊花和牡丹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述”莲，所以崔老师让学生分析菊

花和牡丹的特点，并把这三种花进行比较，进

一步引导学生明确莲的与众不同，从不同侧面

明确“述”了什么，把握住“说”体文的第一

个重点。

二、明理：在“物”与“人”的转换中探究“释”

了什么

解读“说”体文的第二步，是由物及理，在“明

其故”中探究本文所要解释的“义理”，明确作

者的“己意”。崔老师在引导学生把握了莲的主

要特征后，用“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外形美丽、

花 香 怡 人， 难 道 周 敦 颐 仅 仅 爱 它 的 外 在 形 象

吗？”这一问题，由花及人，引出“莲，花之

君子者也”这一关键句，然后让学生分析莲花

具备的“君子”品质，和学生一起概括出了洁

身自爱、清正廉洁、心胸坦荡、独立高洁等关

键词，让学生把握“君子”的特征，初步实现“物”

与“人”的转换，为“明理”铺垫了基础。

为了把“君子”和作者联系起来，让学生

读懂周敦颐在本文中所要表达的“己意”，崔老

师补充了周敦颐的资料，让学生“读资料，试

着用《爱莲说》中的语句解释材料中的事例”，

目的是由莲花特征到君子特征再到周敦颐人格

的特征，由物及人及己，层层深入，引导学生

明确本文解释的“义理”和“己意”。当然，如

果崔老师能引导学生用补充的材料，来分析作

者的“己意”和本文的“义理”，让补充的材料

为课文服务，就更符合阅读教学的内在逻辑了。

为了巩固这一学习成果，崔老师还要求学生“带

着对莲花的赞美，对周敦颐的敬仰”“齐读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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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子”，在反复朗读中把莲花和周敦颐联系起

来，在引导学生“明理”的过程中完成第二个

教学重点。

三、明志 ：在情感和语气的比较中领悟“境

界”与“格调”

“说”体文“必使时利而义贞”，“披肝胆

以献主”的追求，需要阅读者读懂文本的文化

内涵与时代价值，领会作者的“境界”与“格

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崔老师主要采用了比

较情感和语气两种方法。一是比较作者对三种

花的不同情感与态度。要求“同学们细读课文

最后抒情的语句，抓住关键字词，把握句式特点，

体会作者的情感态度”。在相机点拨时，突出了

“鲜”的惋惜之情，反问句的孤独、无奈与悲哀，

“宜”字的鄙视等，在情感态度的比较中初步实

现了“明志”的目标。二是在朗读语气的比较

中引导学生进一步明了作者的志向、境界与格

调。崔老师要求学生读出最后几句话的丰富情

感。在指导朗读时，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把握叹词、

语气词，读出不同句式的不同语气，这些指导

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受作者的“志向”，领会作

者的“境界”和“格调”，较好地完成了“说”

体文教学的第三个重点。

除上述三个方面，崔老师还根据文言文的

学习特点，在《爱莲说》的教学中强化朗读和

背诵，注重夯实文言基础，学生的自主学习与

合作研讨充分。但是，从 “说”体文教学的基本

要求看，还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1. 如何进一步聚焦重点，让课堂特征更鲜

明。本课虽然涵盖了“明物”“明理”和“明志”

三个方面，并且将重点定位在品莲花、品君子、

品情感三个关键点上，但从整体情况看，本课

还是有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特色不鲜明之

嫌。“导入”环节从作者入手，强调了“颐”字

的写法 ；“朗读课文”环节，既要求学生读准、

读顺，还要求学生读出“味道”，对“朗读”的

要求过多，重点不突出 ；“文本探究”环节包

含了“感受结构、节奏与音韵之美”“理解意

思”“探究莲的品质”“理解衬托写法”“体会作

者情感”“归纳主旨与写法”等内容，给人平均

用力，重点不突出之感 ；“指导背诵”单列一个

环节，没有与过程中的朗读指导结合起来，给

人力量分散之感。如何根据“说”体文的教学

重点，把教学内容与活动重点进一步聚焦在阅

读“说”体文的关键处，提高“说”体文的阅

读效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2. 如何进一步明晰“说”体文的特征，教

会学生自主阅读“说”体文。虽然现在的语文

教学改革有淡化文体的趋势，但“说”体文在

中国文体发展史和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说”体文，就是在解

读中国文化现象，增强文言文教学的“文化味”。

同时，引导学生把握“说”体文的基本特征和

阅读重点，有利于学生自主研判和确立“说”

体文解读的方向与方法，提高自主解读“说”

体文的能力。从本课的教学实录看，教师在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明晰“说”体文特征、把握“说”

体文的读解重点、总结和运用“说”体文的方

法方面，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3. 如何由“明志”到“立志”，让学生养成

“君子”品性。正如徐师曾所言，“说”体文“要

之传于经义，而更出己见”。“传于经义”，是要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和“事”的基本要求；

“出己见”，是要表达作者自己的志向。表达“己

见”，不是炫耀自己非同一般，而是用“己见”

感染“他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发自

内心的喟叹，是作者向其他人发出的深层呼唤 ：

我们都应如莲花一般，像古人一样，做真正的“中

国君子”。这是作者的写作真意，要真正读懂《爱

莲说》，需要引导学生从“明作者之志”走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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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心中之志”，让学生立志成为“中国君子”

乃至“世界君子”，让“莲之爱”“宜乎众矣”，

才能更好地发挥《爱莲说》的树人价值，但上

述实录没有这一设计，需要进一步突破。

专家处方

要提高“说”体文“循‘体’辨‘貌’，读‘说’

明‘理’”能力，解决上面三个问题，可在以下

两个方面着力。

一、聚焦“境界”“格调”，突破“说”体

文的阅读难点

“说”体文“忌鄙俗”，所以有“炜晔”之貌，

“炜晔”即“明显”。不少“说”体文浅显易懂，

“人”“事”“物”“理”较为明确，多数学生一

读就懂，如果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学生解

读“说”体文的收获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说”

体文的阅读难点，是如何走到“人”“事”“物”“理”

的背后，读懂作者的“志向”，领会作者的“境

界”“格调”，进而提升阅读者自己的“境界”

与“格调”，让读者与作者的生命相遇，实现文

本、作者与读者的意义同构。要突破这一难点，

需要将教学重点聚焦在“境界”和“格调”上，

以读懂、领会和建构“境界”与“格调”为纲，

设计阅读活动，确定指导内容。

一是寻找联系。引导学生在品读中明了“事

（物）”“人”“志”之间的内在联系，读出作者的

“己意”是如何通过“事”或“物”表达出来的，

画出“事（物）”“人”“志”的转换脉络图。《爱

莲说》中“物”是“莲花”，“人”是“君子”，“志”

是“始终如一当君子”，这三者是如何有机联系

起来的，作者是如何巧妙地实现了“物”“人”“志”

之间的无缝衔接与层层推进的，这是本课学习的

难点，也应是本课探讨的重点。如果把这一问题

拆解为感受莲花形象、分析莲花蕴含的品质、理

解衬托的作用、体会作者情感、归纳主旨与写法

等学习任务，阅读过程就会平铺直叙，学生既难

以抓住“说”体文的阅读重点，也缺少思维的挑

战，课堂吸引力会因此大大降低。

二是品悟境界。作者的“己意”和“志向”

的背后，有怎样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和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人格追求有何相似处或不同处？引

导学生探讨这些问题，就能把“说”体文的阅

读往前推进一步，提高文言文的“文化味”和

阅读“说”体文的品位与境界。在《爱莲说》

的教学中，如果在学生读懂了“莲花”“君子”

和“作者志向”之间的联系之后，再引导学生

联系中国文化中的“君子”，感受中国文化中的

“君子”情怀与人格，了解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

敦颐在个人修养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主张，就

会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作者喟叹的原因与写作此

文的真实意图，就能在中国文化的领悟中感受

作者的境界，明白此文被历代称颂的原因。

三是养成格调。即引导学生形成“读文即

是读己”“读文需要立己”的习惯，在领会作者

志向与境界的过程中，养成自己的“格调”，实

现文本、作者与读者的共生，这是阅读的基本

要求，更是“说”体文阅读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爱莲说》的阅读教学中，如果能加上“我

们如何做‘君子’”这一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

诵读、品味中吸取中国文化中“君子”的成长

养料，思考自己如何才能成为周敦颐的“同道”

者，就能发挥千古美文的当代意义，提高文章

的育人价值。

二、强化“类型”意义，学会阅读“说”

体文

教语文不是教课文，课文只是载体，课堂

只是桥梁，以课文为载体，踏上课堂这个桥梁，

需要和学生一道，抵达阅读“说”体文的彼岸。

抵达“彼岸”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引导学生学

会阅读“说”体文这一类文章，避免读懂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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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说》却不知如何读《马说》的现象，要避免

这一现象，需要强化“类型”意义，细化“说”

体文的阅读方法指导。

（一）读懂“事（物）”后之“理”的方法

无论是“即事明理”还是“即物明理”，都

需要在“事”和“物”上做文章，因此要引导

学生不断细化从“内”“外”两个方面读出“事”

或“物”所蕴含的精神或道理的方法。

首先是细化读出事或物的“内在关联”的

方法。“内在关联”有两层含义 ：一是事或物内

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二是事或物的内在品质

与特征。如周敦颐笔下的莲花，既包含了外形

或内在品质等多个要素，也特别点出了它的内

在精神，要读懂莲花背后蕴含的“理”，就要学

会分析莲花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关联中概括

出莲花蕴含的“君子”品质。

其次是细化读懂“外部关系”的方法。“外

部关系”也有两层含义 ：一是此事（物）和其

他事（物）的关系，二是此事（物）的外部特

征与形态。如莲花与菊花、牡丹的关系，莲花

自身的外在特征等。

再次是细化读出“内”与“外”关系的方

法。如莲花的外部特征与内在精神的关系，莲

花和菊花、牡丹的关系等。只有把握住了“内外”

两方面的关系，才能正确“明理”和“明志”，

读出“事”或 “物”的背后真意。

（二）提高“说”体文“现实介入”程度的

方法

“现实介入”程度，是指联结文本与现实生

活和利用文本改善现实的程度。方法指导的重

点是 ：在学生解读出作者的“志向”与“境界”

后，引导学生从地域、行业等不同角度联系现实，

并以作者的“志向”和“境界”审视、反思现实，

提出和表达改进现实的方法，以此发掘文本的

现实价值，提升文本的现实意义。在《爱莲说》

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现在的

“人们”是否具备“君子”品性，现代社会应该

有怎样的“君子”品性，如何养成这种品性等，

如果增加了这些学习任务，就能走出“就文解

文”“为阅读而阅读”的阅读教学窘境，从而提

高阅读教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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