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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的“语感”培养与语文教师的“慧眼”开发

——读王尚文《语感论》有感

蒋秋香

读了王尚文的《语感论》一书，我改变了对语文学科的看法，觉得语文学科

不再是什么人都能教的，也不是什么人听了课都能提出专业意见的。

用“文如其名”来形容看过此书后的感受，绝无夸大其词之嫌。语感，即对

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受能力，也可称其为言语的敏度。“语感论”三字很精练地将

本书所要阐述的内容进行了概括。作者王尚文利用自己二十几年在中等学校教书

的经历，结合自己所教的教材，将一些我们熟知的语句，结合了其自身对于这些

句子的理解。从他的解读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对于语言文字的敏锐感以及对文字

的深入洞察力。在佩服之余，我不禁感叹：同样作为一名一线的语文教师，我们

在读到相同的文字时是否也体会到一丝丝别样的感受？我们能否从语句中看到

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我相信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当然，王教授对言语的敏感度岂是我们常人可比的？但是，作为一名语文老

师，我们应当具有这种对语言的敏感感受力，这需要我们慢慢地积淀。冰冻三尺，

岂是一日之寒？

看过《语感论》，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现，王教授所提的“语感”，与当前小

语界所提的文本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如夏丏尊先生所说“文本细读引发一种

对语言的敏感。”只不过文本解读将解读的重心置于“文本”，而王教授的研究则

由文本这一载体推广到我们日常所说的语言。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应该具有

一种发现文字背后所含深层意思的能力，这也是语文教师区别于其它教师的地

方。引用《夏丏尊教育名篇》中所述“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不必从

文字上去瞎费力，只要好好地阅就行，像国文，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应

在形式上多用力，只阅不够，该好好地读。”从文字入手读出其中的不一般，读

出文字背后的故事。“教育即生活”，生活中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往

往缺少的是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而王教授的《语感论》正好为我们如何炼就“慧

眼”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读过之后不由心生感叹：还真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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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自己读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发现呢？当读过《语感论》后，我们再次回

首品读那曾经看过的文章时，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

阅读一篇文章时，显然对于我们的要求应高于一般的读者。这是职业所赋予我们

的要求，相关内容的阐述在“语感与语文教学”这一章节中，作者王教授已做了

详尽的说明，正如其所言“语文教师若想要真正登堂入室，还要进一步认识语文

学科区别于旁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语文学科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语感

这一途径最终达到‘立人’的目的的，它正是通过语感的培养在提高学生素质的

同时使人不断趋向完善。”“除了自身具有较高的语感素质，语文教师还必须是一

个创造学生语感的工程师。”像此类语言文中都已大量涉及，在此我就不再一一

赘言。

读《语感论》，我最大的收获不在于自己的语感能力得到了怎样的提升，而

是培养了我的一种意识——敏感意识。这种意识将引领着我去探寻文字背后的故

事。现以《揠苗助长》一课为例来谈谈我对语言“敏感”一词的理解：“揠苗助

长”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典故，全文不足二百字，文字浅显易懂，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由于文中出现大量涉及描写农夫心情焦急的

词语，很多老师备课时自然而然将课文的教学侧重于“揠”字。由 “焦急”而

引发“揠苗”，文章的思路似乎比较清晰。但老师们在关注课文的同时，却忽视

了对“揠苗助长”一词本身的理解，“揠苗”的目的为何？毫无疑问是为了“助

长”。既然目的已经明确，那么备课的侧重点就很明了了，“揠苗”只是作为“助

长”的一种方式，方法可以有千千万万，但惟一不变的还是目的。因此，我们在

关注农夫心情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了“把禾苗一棵一棵往高里拔”。另外还有一

个例子，著名作家刘心武读《红楼梦》时，就以秦可卿这一人物开始关注全局，

闯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方向——“秦学”。而他所做研究主要的方法即解读文本，

探寻人物原型。假如刘心武没有这种言语的敏感度，又何来的“秦学”研究？我

们语文老师一再感叹拿到文本时，不知如何着手对其进行解读，在此我们何不把

《语感论》作为教会我们进行解读文本的一个范例？“大量的实例+浅显的理论”，

游历其中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展开系列相关丛书的阅读，这就

是我们语文教育者阅读的真谛。

做一名不一样的语文老师，我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