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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

出：“在语文课程的教学中注重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

体把握的能力。”语感，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的习

得和学习过程中能比较直接、快速地领悟语言文字

的能力，是语文学科的关键能力。

基于言语作品不同的形态，语感可分：口语语感

和书面语感。口语语感是基础，书面语感是延伸外

化。具体而言，书面语感又分为文字感和文体感，文

字感是对字词的感受力，影响着人对语言的修改和

改善能力。文体感是文章体裁和语言的感知表达能

力。两者相互促进形成书面语感的综合运用能力。

书面语感的素质高下是决定语文能力强弱的关键，

要把培养学生对书面语的丰富语感定为语文教育的

目标。［1］

一、语文教学要重视书面语感的培养

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书面语教

学，只有掌握娴熟的书面语，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

教育。人们所说学生的语文素质下滑的状况是指书

面语能力不足，而并不是指口头表述能力不佳。伴

随电视和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学生，口语语感能力

普遍较强，但是读书看报的数量普遍较少，以至于在

语汇、语法、修辞、思想内涵等方面存储量不足，书面

语感能力大多不及口语语感能力，改变现状要从语

文教学自己身上找原因。教师在课堂上忽略了“以

学生为主体”这个前提，代之于教师全堂讲解、说教

或展示视频画面，学生难以从自身感受的实践中积

来对言语对象的感受。教材所选文章虽好，但教师

不能引导学生领会文章的精妙之处，不能让学生茅

塞顿开，学生对语文学习不感兴趣。语文教学的目

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在于“语感”能力的培养和

提升。陆俭明教授指出，高声朗读、大量阅读、适当

记诵、模仿写作，是累积书面语感最有效的方法。［2］

二、阅读教学培养书面语感的路径

（一）通览熟读背诵，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书面语

感的感知

书面语感的培养不是对语言材料的一般理解，

而是要领悟语言规则并形成语言规则意识。入选中

学语文统编本教材的课文多为名篇佳句，“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经过反复诵读，能读懂、抓住文章的主要

内容，更进一步的是能知道文章好在哪里，具有感

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综合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

课前课内通览熟读课文，整体把握和感知课文。根

据选文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阅读训练，或朗读或默

读或速读或精读。提高学生的阅读意识，激发学生

阅读的主观能动性，为书面语感的形成奠定良好的

基础。引导学生“读”出语言符号所要呈现的人、事、

景、物。在“读”中把握文章的主题思想，接受情感熏

陶，达到“入情”“入理”。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逐

层加深，逐步深入地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在不

断上升的情感体验过程中充分感知语言的生动及蕴

藏其中的感情，从而对语言文字产生共鸣，以此达到

训练书面语感的目的。特别是文质兼美的作品（如

散文、诗歌），教师要指导学生根据文本体裁不同进

行多元朗读甚至成诵，散文要体现“形散神聚”的特

点，诗歌要关注“诗意发掘”，让学生在诵读中增加积

累，促进书面语感的感知，加深体验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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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累词汇，充实语法修辞知识有效促进书

面语感养成

字词积累是形成书面语感的基础，要强化书面

语感最基本的途径就是不断累积词汇，增加语言经

验。语感的培养既包括凭直觉把握整体的“意会”，

也包括用语言精当阐释的“言传”。语言规则意识是

构成语感的核心，要强化书面语感也要注重语法、逻

辑和修辞的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在炼字、酌句上

独见功夫，一字一句尽传精神。因此，在多读的基础

上要精读。教师要点拨，引导学生字斟句酌，认真解

读，在具体的情景中准确把握文本的“意蕴”，感知语

言之神妙，洞察语言之精髓。例如，《济南的冬天》中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那些小山太秀气！”一段，

要引导学生领会文章用词的准确、精妙。“小”山，

“小”雪，“矮”松，树尖上“顶”着，蓝天“镶”上，“微微”

露出，“妙意”十足，“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

秀色可餐；把夕阳斜照下粉色的薄雪比拟成害羞的

少女，情态可掬。学生在阅读中能深刻感受到济南

冬日黄昏的妩媚，领会作者对济南的喜爱和赞美之

情，增强学生的书面语感。

（三）培养良好的文体感强化提升书面语感

学者潘新和认为：“言语认知和表现中，书面语

感不能离开特定的文体和具体的语境。‘文体感’在

言语能力中与语感密切相关，脱离‘文体感’，语感就

没有了实践价值。”［3］良好的文体感能让学生在写作

时规范对材料的选择、裁剪和运用，更恰当地使用表

现和修辞手法，表达更确切。“文体感”不是天生的，

而是要在反复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养成。在阅读教学

中文体感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

上要引导学生有效地掌握文体知识，强化学生的文

体体验，指导学生体验语言的规律、含义和各种文体

的结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等特征。语文教材中有

记叙文、说明文、散文、小说等各式各样的文体。教

学中教师应该明确所读文章的文体，给学生充分的

阅读体验时间，借助学生的阅读体验引导学生详细

了解文体类别，掌握文体知识，对各类体裁的文体特

征能有效把握，按思维形式、结构形式、语言形式为

标准划分类别。懂得用相应文体的文体规则来分析

思考。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中学生遵守文体规

则，明了文体感的共性和个性。指导学生吃透教材

中各类文体范文，增强感受能力、领悟能力。

（四）加强写作训练

书面语感是语言感悟能力的书面表达，通过写

作训练可以增强学生的语言规则意识，加强遣词造

句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组词连句和连句成段

系列训练。通过训练加强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能

力，能有效促进书面语感养成，还可以强化对句子的

分析、理解、归纳、概况等能力。还有就是开展句式

的变换和句子的仿写训练，一个内容运用不同的句

式来表达，表达效果会有所不同。要达到语言灵活

生动，表现力增强就要求能善于选用和变换句式。

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可以加深，书面语感对语言实践

的引导作用能进一步强化。另一个能有效提升书面

语感的方法是仿写句子，仿写句子须弄清楚要仿写

的句子的特点，可以深刻理解语言规则。

从模仿写作逐步到有创意的写作是强化书面语

感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各类文体不仅有思维的

不同，还有不同的结构要求、表达方式的要求等。写

记叙文就要用具体的形象思维，以客观事实为材料，

以主观情感的抒发为主；议论文运用抽象逻辑思维，

语言结构简洁明了，推论符合逻辑。教师在作文教

学中根据文体要求学生进行写作练习。练习用一个

材料写不同文体的文章，可以达到增强学生文体规

范比较意识的目的，在文体规范上不同类别同一文

体的文章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如理论文体中的随

笔与杂文，记叙文文体的通讯与消息、调查报告与报

告文学等。加强对学生的写作主体文体感的培养，

规范学生的写作。［4］

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培

养对书面语积淀丰厚的语感，书面语感是构成语言

组织和运用能力、语言的感悟和理解能力的核心。

教师要通过阅读写作训练培养强化学生书面语感，

有效增强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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