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的深度与厚度当如此

——读薛法根《文本分类教学》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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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通俗来说就是教材，具体到语文教学，就是一篇篇具体的课文，这些

课文文体不一，经典与现代不一，主题不一，表现形式不一……可有一把解读的

万能钥匙？都知道，要“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那如何用？用教材这个

例子教语言知识还是文学鉴赏还是其他？这些问题一直深深的困惑着我，但终于

在这个秋天得到了些许开悟。

9月我邂逅了薛法根老师的《小学语文文本解读》一书。这是一套有厚度的

书，首先从书的结构来说，按照文体分门别类的创作、编排，分为了散文、童话、

小说、神话、诗词五大类，其次每一则解读案例都显示出了薛法根老师深厚的学

养。最让我心仪的是，读这本书，你能感受到作者的虔诚、真实，在惊艳于他的

解读的同时，你也能琢磨出她解读的策略和风格，他是一个真正以“读书就是生

活”为座右铭的人；他的写作不枝不蔓，简扼精当，不浮华、不空泛，以开阔恰

切的解读真正打开读者的解读之眼，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份课堂教学提纲。我觉

得，薛法根老师正是将教材看到了骨子里，把每一个“教材文本”吃透了，化为

自己的心声，然后便能纵心所欲却又不逾矩，这时我们不由得感觉到这其实已然

是“教师文本”了。有人说过，教材文本只是教师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教师要

善于对教材做深入地理解和个性化解读，并使之成为教师文本，再把这成为教师

文本的所有内容进行有针对性有原则的选择和删减，最后呈现在课堂上的才是我

们的教学文本。说得好，值得我们深思之，践行之。那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化呢？

薛法根老师告诉我们，首先要读透文本。这本书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读透文本后

的魅力课堂，也领悟到了一些解读文本的方法。

无疑，教学是需要广度和宽度的，因为这决定着教学的高度和深度。窄化的

语文是不完满的、片面的。而薛法根老师正是一个旁征博引、“东张西望”的读

书人。比较，是他的利器。他把不同作家同一题材的文本进行比较，把不同作家

同一主题的文本进行比较，把同一作家相似的主题或风格的文本进行比较；从中

碰撞出对文本内容的深度懂得和表达形式的深刻印象，特别是文学鉴赏力的真切

提高和文学阅读方法的自然渗透。

有学者说过，语文教学有三重境界：技术语文、深度语文、课程语文。大多

数语文教师都在前两重境界中，只有真正有语文课程观的教师，即达到了专业自



觉的教师，才进入了第三重境界。这也正是为什么有的教师文本解读功力深，解

读的深入，但学生或者专家却不买账的原因了吧。深而有度，课标精神内的深入

是我们追求的，其他则是误读。而薛法根老师正是这样，紧贴着课程的内涵以及

课标的理念，关注着每一篇文本最核心的文本价值，从而设定准确的教学目标，

设计丰实高效的教学环节，达到教学的目的的。

有创见的解读。新课标提倡学生的独特的阅读体验，那教师的独特解读也是

必须的，试问：一个没有个性活力的教师，怎能教出一群有个性的学生呢？《走

进语文教学之门》中，王尚文先生也说过，语文教学是对话性的，而对话的要素

必然少不了对说话者意图的揣摩和听者的应答。高明的应答，必然起源于对意图

的准确领悟，并结合自我生命的感悟，做出进一步的教学内容重构，使得此文本

“著我之色彩”，如此，完成了教者和文本的对话，文本生命获得了再生长，接

着，如有必要，师者可以在学生和文本对话之时展示自己的对话成果，对学生必

然会是一个新的思考点。薛法根老师正是这样，不卑不亢的，解读着自己的语文，

然后把它送给我们一线教师，让它变成大家的语文。我喜欢这本书，正因为这种

审慎基础上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