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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差:初中语文革命传统作品
教学困境与突破

王俊珍

　 　 【摘　 要】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加大了革命传统作品的比例。 由于这类课文内容所处时代较远,与学生认知

存在差距,导致教学中存在诸多困境。 文章借助语境差理论,在剖析革命传统作品教学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
文本、情景、文化三重视域探究教学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言意互逆、比较还原、任务统整等突破路径。
　 　 【关键词】语境差;初中语文;革命传统作品

　 　 语文课程在革命传统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
2017 年以来,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发
挥学科育人价值,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加大了革命传
统作品的比例,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和传承革命传统
文化。 根据王浩、荣维东等人统计,除整本书推荐、
综合性学习外,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传统作
品共有 28 篇,“占教材所选白话作品 1 / 3 以上,并且

在可预期的将来,此类篇目可能还会增加” [1] 。
一、初中语文革命传统作品教学的现实困境
1. 陌生化下的情感疏离

“陌生化”本意是指作家、诗人写作手法的新奇,
使所表现的客体在接受者那里显得“陌生”,从而达

到一种新鲜的美感。[2] 革命传统作品内容距离学生

生活的时代较远,与学生现有认知之间存在差距,一
定程度上会产生“陌生化” 的效果。 以《土地的誓
言》为例,“田垄” “蚱蜢” “镐头” “银线似的蛛丝”
“碾着新谷的场院” 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土壤的
香气”“空气里欢喜的声音” “原野的鸣叫” “稻禾的
香气”是学生难以体验到的;失去故土的刻骨铭心的
情感,学生更无法感同身受,产生共情;即使文章情
感最为浓烈的部分———“没有人能够忘记她。 我必
定为她而战斗到底。 土地,原野,我的家乡,你必须
被解放! 你必须站立”,绝大多数学生读时也只是空
洞地呐喊。 陌生化导致的情感疏离,直接影响革命
传统作品的教学效果。

2. 标签化下的教学僵化

革命传统作品普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教师在
解读文本时容易陷入模式化、标签化,形成宏观、空洞、
单一的主题。 学生标签化地理解文本,难以深入感知
和体悟语言,教学易走向僵化。 例如《老山界》 《谁是
最可爱的人》的写作对象都指向“战士”,教师多把讴
歌战士作为教学重点,联系当代边防战士的英勇事

迹,进行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教育,布置作业也是给
战士写一封信之类。 教学无视文本的特殊性、人物的
丰富性,过于强调革命标签,学生自然兴趣不大。

此外,由于特殊时期的文章本身在刻画人物、表
达主题方面有一些艺术性提升,如《白杨礼赞》《回延
安》等,如果不能尊重学生的原初体验和学习难点,
一味地拔高,则易使学生产生明显的距离感。

3. 泛德育下的本位缺失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
点。 品味言语的独特魅力,习得优美的表达范式,培
育基本的语文素养,是语文学科的本质要求。 过于
强调革命传统作品的人文性,在教学中就会特别关
注“写什么”,而忽视了“怎么写”,导致语文课异化
为德育课,学科本位缺失。

以《纪念白求恩》 《最后一次讲演》为例:《纪念
白求恩》作为纪念性文章,在叙议结合、对比、特殊句
式方面有丰富的语用价值;《最后一次讲演》是即兴
演讲,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其吸引听众、引起共鸣的语
言技巧更值得被关注。 如果教学时只关注白求恩的
高贵品质、闻一多的爱国热情,会导致革命传统教育
流于形式,终于口号,难以借助语文路径内化于心。

二、困境之源:三重视域下的语境差
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

环境,包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民族文化传统语

境。[3] 语境差指在同一界域内,语境各因素间的不平

衡状态。[4] 革命传统作品有特定的内容、主题和时

代,其叙述者和解读者之间存在语境差;不同读者借
由不同路径进入文本,存在语境差;由于时空、个人
风格、经历等不同,不同作者、读者即使面对同一现
象或文本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形成语境差。

笔者试图从文本、情景和文化三重视域探析语
境差下的革命传统作品教学困境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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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视域:言语矛盾与言语张力

文本视域即上下文语境。 革命传统作品是特殊
时期特殊精神的体现,有的难以用常规思维、常识来
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本自身的言语矛盾,这
些言语矛盾即构成文本的语境差,使言语产生更大
的张力。

以《老山界》为例,老山界是一座难走的山,非常
陡峭,也非常险峻,文中却写道:“这真是我生平没见
过的奇观。”《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奇观”:雄
伟美丽而又罕见的景象。 向上连到天空,向下是绝
壁,明明是险境,却以“奇观”修饰,言语冲突体现了
与常理相悖,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奇观”中见精
神,革命战士面对困难时的积极乐观不言而喻。 不
仅如此,人物言语的选择,如“我们顶着天啦”,于陡
峭险峻中尽显欢乐,也是作者有意造成的言语冲突,
是作者独特情感的巧妙张扬。 如果忽视这样的语言
形式,就难以真正找到与文本对话的切入点。

2. 情景视域:非常情境与寻常体验

构成情景语境的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话
题、场合,主观因素包括身份、职业、思想、教养、心态
等。[5] 革命传统作品中,散文占大多数,记叙或评价
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如果没有置于特定时
空、话题和场合,把握叙述者的特点,以寻常体验去
感知非常情境,教学容易出现隔靴搔痒或情感错位
的问题。

统编教材中的革命传统作品,对于学生而言都
是一种“陌生化”的非常情境。 《土地的誓言》 中的
东北生活场景,《回延安》中的陕北特有习俗,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 《周总理,你在哪里》 的沉重哀伤,
《最后一次讲演》的凛然正气,是特定场合、特定身份
和特定心态下的情景语境。 教师授课容易出现两种
倾向:一是泛情境化,以此时情境取代彼时情境,未
能跟文章深度吻合,导致学生体验与文本内容两张
皮;二是情境缺失,学生感知到的是“新鲜”内容,但
缺乏共情,难以进入文本情感深处。 两种倾向本质
上是一致的,让学生以寻常体验去感知非常情境,在
教学上流于俗套,立德树人目标容易落空。

3. 文化视域:革命传统与当代精神

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初中语文革
命传统作品涵盖了不同时代,其蕴含的革命精神体现
出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和现实针对性,影响着今天人们
的价值观、人生观。 部分教师解读时没有认识到革命
传统与当代精神的关系,无法突破这种历时语境带来
的语境差,未能经由文本贯通历史与现实,导致泛泛
的德育教化,语文本体地位也因此丧失。

以《白杨礼赞》为例,如果仅从革命精神的角度来

理解,这篇文章赞美的是特定年代的精神品质,表达
对北方抗日军民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如果能从言语
本身切入去感知这种精神,如“磨折不了,压迫不倒”
“极常见,极易生长”等,就会发现这样的生命力同样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坚韧、伟大、积极向上的力量,与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一脉相承。
这样的精神内核,不正是当今时代所提倡的吗?

三、突破之道:基于语境差的还原与融通
语境差既为革命传统作品教学带来了困难,也

带来了多元化和再创造的可能。 笔者尝试以语境差
为切入点,利用还原和融通两种路径,在文本、情景
和文化语境三个层面进行突破。

1. 言意互逆,重塑认知结构

教师应引导学生在革命传统作品言语形式和内
容即言与意的相悖之处,发现隐藏的情感密码,品味
语言内涵,挖掘背后的意义;从词语的情感色彩和文
本语境的一致性角度,寻求情感的独特表达,在认知
方式和路径上获得新的启迪。

如《老山界》《谁是最可爱的人》整合教学设计,
“反差”在两篇文章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笔者将其概
括为“险境与‘乐情’” “艰难与‘深情’”。 学生先通
过助读资料,初步了解老山界、红军长征,感受老山
界的艰险和防空洞生活的艰难,借助朗诵、表演等还
原上下文语境差,把握言语矛盾与情感表达的关系,
理解战士的情怀。 略举一隅,详见下表。

语境差 朗诵指导 言语矛盾与情感分析

险境与

“乐情”

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

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

们这样地接近哪! (读出

美好的赞叹)

“闪烁” “ 缀” “ 宝石”
“这样” “哪” 等词语,
带着强烈的赞叹,诗意

化地描写险境,突出战

士英勇无畏、坚强乐观

的精神

艰难与

“深情”

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

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

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

马路不能走(略带惋惜的

口吻)。 可是我在这里蹲

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

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

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

走啊……(读出骄傲、自豪

的感觉)

文本语境存在冲突,
“憋闷得慌” “不能”这

些词语具有明显的消

极情感,突出防空洞生

活之艰难; “ 就可以”
“不慌不忙” 则呈现悠

闲自在的状态,用词上

的反差,凸显出“奉献”
中的伟大精神

　 　 2. 比较还原,解锁精神困境

教师不妨尝试比较、还原等方法,以社会文化语
境为切入点,从共时与历时两个向度进行探索,让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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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传统作品被困住的“精神”得以释放。 笔者以《天
上的街市》为例具体说明。

一是还原写作素材。 在民间传说的牛郎织女故
事版本中,牛郎和织女被狠心的王母阻隔在银河两
岸,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具有悲剧色彩。 但在《天上
的街市》中,诗人摒弃了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因素,
甚至把造成不幸的障碍———银河,也化成美好生活
的一部分,他们骑着牛儿跨过浅浅的银河在天街闲
游。 诗人为什么要对“银河” “牛郎织女” 做这么大
的改编? 因为诗歌是想象的文学,而想象往往源自
现实世界的缺失,民间传说中的悲剧因素普遍存在
于现实,而这份诗意的浪漫则与现实语境相悖,表达
了诗人独特的情思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二是还原创作情境。 《天上的街市》 写于 1921
年,五四运动浪潮消退,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
深重的民族苦难,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苦闷彷徨。
当时地上的世界是“眼儿泪流” “心中作呕”的印象:
“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
柩” [6] 。 诗人目睹这种现实,感到一种“幻灭的悲
哀”,他向往爱与美的理想境界,不知道如何让理想
在人间实现。 为让学生深入体会郭沫若这种创作背
景和心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看中央电视台《大
家》制作的《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 等节目,化抽
象为具体,体悟郭沫若对于光明的向往。

当然,还可以借助“1+X”的阅读路径,对同一时
期的诗歌进行联读、比读等。 通过同一语境下不同
文学表达的比较阅读,更好地还原历史原貌,还原真
实情境,使学生在语境差中理解这一篇的独特之处,
达到语文素养和育人价值的同一。

3. 任务统整,链接真实生活

基于语境差的还原与融通还可借助任务统整,
或链接真实生活,寻求革命传统作品教学突破之道。

一是整合教学。 对于情景语境比较接近的篇
目,可以通过整合教学集中引入背景资料、进入情
境、组织活动,进行语境的还原与融通,提高教学效
率。 例如,广东省教研员冯善亮老师曾带领团队创
造性地整合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学习资源,整合《黄
河颂》《土地的誓言》进行教读课设计,以“朗诵会”
的形式设计大任务。 这两篇文章均以直接抒情为
主,情感饱满热烈,且都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抒发对黄河、故土的热爱,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 通过集中式的活动,
借助相似的助读材料、情景体验和探究,达到对语境
差的深刻理解与融通。

二是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借助体现学科本
质的驱动性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语境的理解和感

受,避免革命传统作品教学的标签化和泛德育化。
例如,在七年级开展“品读榜样事迹,知晓榜样精神”
的项目学习活动,设置本质问题“如何发挥革命榜样
人物的榜样作用”,制作“革命榜样人物风云榜”,整
合《纪念白求恩》《邓稼先》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
生言行片段》等文本,就表现人物的手法及人物革命
精神进行专题探究。 项目实施中,重视学生自主阅
读、自主建构和搜集资料,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对
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实现由“旁观” 到“移情入
境”的角色转换。

三是跨学科学习。 真实性是革命传统作品的最
大特点。 如果以跨学科思维打破知识壁垒,拓展学
生视野,加深学生对这一类题材的认知,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利用语境差。 当然还可以建立革命传统与当
代精神的有效链接,开展语文实践活动,深化革命传
统教育。 但要注意的是,不可以过度依赖课外资源
和实地探访,以免越出语文学科认知情境,增加学生
学业负担。

总之,语境差在初中语文革命传统作品教学中具
有重要意义,研究并利用语境差,对革命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换,可以更好地发挥革命传统作品培根铸
魂的作用。 当然,如何更好地通过革命传统作品教学
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还需广大教师作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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