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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散文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散文与小说在高中语文的教学中可以说是占了半壁江山。这足以说明散文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所以，教师在高中语文的教学中一定重视散文的教学，通过各种教学方法促使散文的教学效率得到提升，进而

在教师的教学中促使学生们散文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促使教学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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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文教学的意义 

散文是作者记叙自己经历见闻中所见所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流露

出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态度。散文是高中语文

教材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学习散文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借鉴作者

的思想内涵和感情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高中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重

要时期，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都会在这一时期形成，优秀的散

文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对学生良好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高中散文的教学意义重大。 

2 散文教学的方法 

2.1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创设情景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动机

的动力来源，也是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孔子说过：“知道学

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

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教师应该多设

巧设课堂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习的提高。另外，创设情

景在散文教学中可以对散文的内容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意境进行分析和

导入，可以帮助学生理清作者思路、把握作品主旨。散文是请与境的结合，

散文虽“散”，却散发着无穷的意境，要读懂一篇散文，必须追根溯源，

探究其更深层次的内涵，领会作品的意境、分析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例如：教师在教学课文《荷塘月色》的时候这样的方法导入新课：

散文是一种书法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载体，在一

次“中学生最喜爱的十大散文”的问卷调查中，《荷塘夜色》位于榜首，

也有人说《荷塘夜色》是现代散文的典范，今天我们就来和闻名于世的

《荷塘夜色》进行一次亲密接触。首先，同学们要分析作者朱自清的生平

事迹，了解代表作品，俗话说：知人论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就

是要分析作品的意境，掌握作品中更深层次的东西，以及作者的思想感

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带着思考仔细阅读了课文，接着教师在 PPT

上放了作者的生平事迹，叙述了作者的代表作品和主要成就，以及作者

的写作方式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学生结合作者的思想内涵，分析探讨了

作品的意境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生学习了课文后，都对作者

的品格、人格魅力和文采投以赞许、敬佩的目光。 

2.2 立足教材，散文解读 

散文解读是散文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在高中语文散文的教学

中要重视散文解读的教学，在教学中通过解读的方式逐渐使学生们能够

独立解读散文，在解读中了解散文的创作背景，人物形象描写以及散文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等。所以，教师在高中语文散文的教学中要重视散

文解读的教学。 

例如：在高中语文散文《药》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首先可以讲解该

篇散文的创作背景，即清朝末年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人民的麻木与愚昧。

其次，教师可以讲解该篇散文的任务形象以及人物描写的手法，通过讲

解散文之中华老栓夫妇，革命者夏瑜等相关人物形象使学生们初步了解

散文，进而教师可以讲解该篇散文的主要内容，故事情节的发展，教师

还可以就散文中的人物形象描写方法进行讲解，使学生们认识到该篇散

文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相关人物的形象，心理，性格等进行描写。最后，

教师再讲解该篇散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 

2.3 实践练习，提升理解 

在高中语文散文的教学中，除了教师讲解相关的知识之外，教师也

要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实践练习这一教学环节。教师在讲解相关散文的知

识之后，可以让学生们试着去分析散文，使学生们通过实践练习开展散

文的阅读，进而通过阅读使学生们能够试着去分析散文的创作背景，人

物形象以及思想感情等等，促进散文的教学的发展。 

例如：在高中语文散文《与妻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们通过阅读

试着去了解该篇散文的创作背景，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

在 1911 年黄花岗起义的三天前即 4 月 24 日晚写给其妻子陈意映的诀别

信。当然，在该篇散文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较少，但是仍然可以散文

中发现林觉民与他的妻子陈意映的性格以及人物特点，教师可以让学生

们通过阅读试着去分析。其次，教师在还可以让学生们试着去分析该篇

散文中作者林觉民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即表现了一位民主革命战士的

崇高精神意义对于妻子的思念和不舍之情等等。教师在教学中大可以经

常性地开展学生实践练习散文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们能够逐渐养成分析

散文的能力，促进高中语文散文教学的发展。 

3 结语 

在高中语文散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从新课导入，散文解读以及散

文的实践练习三个方面出发，提高教学的效率，提升学生们的散文学习

能力，促使学生们在高中散文的教学中逐渐养成自主分析散文的学习习

惯，进而使散文的教学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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