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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语文学科规范表达能力的

培养和习得，运用“授之以鱼”与“授之

以渔”相结合的方法和策略，不失为有

效、实用的举措。具体而言：

一、“授之以鱼”

所谓“授之以鱼”，就是在学生对

规范表达处于零基础或对某类新学

习、首次接触的知识和内容，采用“授之

以鱼”的方法，直接给出学生答题的格

式、模版，要求学生仿照样例，“依葫芦

画瓢”。比如当初中学生学到说明文，要

求回答说明方法的作用时，大多数学生

回答得都不够规范和准确，教师就要及

时、得当地给与点拨和指导。

在教学初中和高中古诗词鉴赏

时，学生对古诗词鉴赏的知识、方法接

触的不多，或者虽然学习过，但可能会

遗忘或是掌握、理解得不够透彻、牢

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求教师适时

给予帮助、指引和辅导。以上海市2025

届黄浦区高三一模语文试卷的第13题

为例：

甲、乙两诗都表达了对前人的追

思，有人认为甲诗妙在“词不烦而意有

余”，乙诗则“词沓意尽”，对此你是否认

同？请结合文本阐述理由。

在高一、高二学生作为练习作业

时，学生因为刚刚接触这类题型，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就会给出如下的示范和示

例：

我认同甲诗“词不烦而意有余”，乙

诗“词沓意尽”。甲诗语言质朴，情感真

挚，妙在写怀念庞公而不事铺陈，语不穷

尽，意不显露，在追思前人的同时表达

隐逸情趣。乙诗虽然语言质朴，但表达

过于直白，多用叠词，如“碧岩岩”“碧汤

汤”等，使作品在表达上显得有些单调和

重复，缺乏诗歌应有的意境与深度。

有了教师上述的规范表达和示

例，大部分学生就能心领神会，作出如下

规范而有个性化理解后的表达：

我认同甲诗“词不烦而意有余”，但不

认同乙诗“词沓意尽”。甲诗语言质朴，情

感真挚，妙在写怀念庞公而不事铺陈，语

不穷尽，意不显露，在追思前人的同时表

达隐逸情趣。乙诗语言也平实浅易，先赞

叹孟氏诗文的风格与成就，再转入对孟

氏无人继之的伤感慨叹，寥寥数语，意蕴

深长，表达作者对孟氏的深切缅怀。

经过一段时间“授之以鱼”教学策

略的落实和实践、练习，学生对不同类

型的问题和题目的规范表达有了比较深

入、全面的认知、理解和掌握，学生规范

表达的能力、水平和素养，就能够得到不

断的累积、增强和提高。

二、“授之以渔”

可以说，“授之以渔”是教育教学中

最高的理想境界与目标追求。要想帮助

学生解决表达不够规范的问题，就要传

授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传授

给学生以知识，不如传授给学生学习知

识的方法。

记叙文、文学类文本几乎是各个省

份中考和高考必考文体，分值占比高，而

得分率相对议论文、说明文、实用类文

本来说低得多，是重点和难点之一。针对

这一突出问题和情况，就要借助重点知

识的讲授、阐释，以及典型问题和题目的

训练、总结，循序渐进地达成规范表达

的目的。请看2024年上海高考、选自作

家赵冬妮的《斑鸠》的第9题：

本文首尾两段都写到斑鸠的叫声，分

析其作用。

要规范表达本题，就需要具备这

样的知识：首尾段的一般的、基本的作

用；再联系首尾段的具体内容和上下文

的语境，以及全文主旨，进行解答和规

范表达。这样的类型题，在日常教学、期

中与期末考试与模考中都有接触、练习

过，学生只要掌握了这类题目的基本知

识和答题模式，就能够自然而然地给出

下面的规范表达：

首段写斑鸠叫声的沉抑，给人以孤独

感，引出下文对斑鸠的回忆；尾段写斑鸠

叫声的焦急低回，表达了我对其生存处境

的忧虑；以声写鸟，首尾呼应，加深情感。

再看2024年高考新课标Ⅱ卷第9

题：

文本中频频出现“一年以后”“现在

想来”“他知道这情况时”之类标示时间

线索的语句，产生了怎样的叙述效果？请

简要分析。

本题旨在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语

句产生的叙述效果的能力。解答和规范

表达这一类型的题目，要从文本内容、行

文思路、人物形象和写作特点等方面入

手，这方面的题目比较常见，平时教学与

练习、考试中都“习以为常”，学生非常熟

悉。结合所给文本内容和题目要求，学生

就可以这样来运用之前所学的知识点

来分析和解答：

首先，从小说内容分析：根据选文

“一年以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在

想来，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

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这些标示

时间线索的语句，说明小说内容是回忆

的故事，小说整体上是回溯性地讲述故

事，本身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其次，从情节脉络分析：“一年以

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在想来，说不

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道这情况

时，叶桃已身负重伤”这些标示时间线索

的语句，使陈千里去南京，叶桃潜伏在国

民党党务调查科并保守秘密，帮助党组

织考验陈千里，陈千里知道事情的真相

等具体情节的叙述基本按照时间顺序

交代，使文章情节脉络清楚明了。

再次，从人物形象分析：文中这些

标示时间线索的语句，从“过去”到“现

在”，通过时空转换，展现出陈千里这一

人物在叶桃的帮助下由疑惑到明白，逐

渐成长的漫长历程，使小说中叶桃这一

人物形象更丰满。

最后，从行文特色分析：“一年以

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在想来，说

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道这情

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这些语句叙述

时间，由“过去”直接转到“现在”，具有

跳跃性，通过陈千里这一人物的衔接，使

小说内容将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相

交织，将叶桃所做的事的谜团逐一解

开，这样的衔接使行文跌宕起伏，更能吸

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有了以上对文本内容和题目要求的

分析与理解，学生就能够顺利、圆满、正

确地规范表达：

①整体上回溯性地讲述故事，本身

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②具体事件的叙述基本按照时间顺

序交代，情节脉络清楚；

③展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使人物

形象更丰满；

④通过叙述时间的跳跃，过去与现

在、回忆与现实相交织，将谜团逐一解

开，行文跌宕起伏。

一言以蔽之，对于学生养成良好习

惯，提高规范表述思维过程、规范表

达答题步骤和过程的能力的问题，需

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与练习、考试中针对

学情，分别采取“授之以鱼”与“授之以

渔”的不同方法和策略，以及强化规范

表达的格式、模式和技巧，就能够不断

地提升和增强学生规范表达的能力、水

平和素养。这在笔者执教的历届学生身

上得以体现和实证，相信其他老师和学

生同样会取得理想成效，屡试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