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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文体，在情感探寻中提升阅读能力
——以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腊八粥》教学为例

何小青 张立军

摘要：不同的文体都有独特之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遵循课文文体的特点，发

挥其最大的教学价值。在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沉浸在场景中，以情感为主线，层

层深入地建立文本、人物与作者之间的联系，逐步走进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作

者寄托在文章中的情感。学生在同文本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了思维的深入发展；在

反复的品读和讨论中，领悟传统风俗背后所蕴含的深情。通过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

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学体验，也能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情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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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程标准”）在“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学习任务群中强调：“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

通过整体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

独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了解文学作品

的基本特点，欣赏和评价语言文字作品，提高审美

品位；观察、感受自然与社会，表达自己独特的体

验与思考，尝试创作文学作品。”［1］《腊八粥》是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一篇课文。本篇课文节选自

沈从文早年小说《腊八粥》的前一部分。作者用细

腻的笔触，从小孩“八儿”的视角，写他盼粥、分

粥、猜粥、看粥、喝粥的过程，将甜蜜温馨、其乐

融融的家庭生活氛围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一并浓缩进

了腊八节的风俗画面中，富有想象空间，留给读者

无限的回味。课文语言通俗简练、童趣十足，人物

对话彰显个性、妙趣横生。面对这样一篇充满温情

的课文，教师在教学时应该立足文本特点，引导学

生逐步感悟小说中细腻的情感，通过整体感知、联

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个

性化的审美体验，在情感的反复探寻中努力提升他

们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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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场景，以情感为主线

古今中外讲阅读方法时，无不把“辨体”放在

首位。［2］要读懂并讲清文章，关键在要弄清其文

体。［3］不同文体的文本所需的阅读方法不同。阅

读过程是一个根据不同文本文体采取不同阅读策略

的思维加工过程。

在《腊八粥》的教学中，我们首先关注文本的

文体特点，以文体来确定教学的基本思路。关注文

体特点不是简单地关注文章是小说还是散文，用一

个文体的概念限定学习的方式，而是要关注文本

在语言表达、结构安排、行文思路设计等方面的

特征。

《腊八粥》是一篇小说，但是文中的情节并不突

出，也没有像一般的小说那样用冲突来推动情节的

发展进而塑造人物形象。整篇文章通过一个又一个

场景、一幅又一幅画面，表达了浓浓的亲情与乡情。

情感是文本展开的主线。文中只有寥寥几笔的对话，

却把八儿、妈妈的形象鲜明地塑造出来了。这样的

文本，更像是一种散文式小说。基于这样的文本语

言特点，教师在教学时以情为主线，围绕文本的几

个场景展开学习过程，逐步读出丰富的情感。

为了让学生始终从情感角度与文本展开对话，

笔者在课前谈话时就开始引导学生建立美食与情感

的联系。学生初谈美食时，只是简单地说出美食的

名字。此时，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视频：小战士在军

营吃可乐鸡翅，一下子就发现是妈妈的味道舍不得

吃了。学生自然发现了美食背后的人、事、情。进

入课文本身的学习后，始终以“你从课文中读出了

怎样的情感”为主干问题，引导学生三次走进文

本，逐步体会焦急与期盼，亲情与温情、乡情。

通过场景表达情感是《腊八粥》的又一特

征。为此，本节课的教学始终以场景为学习单位展

开。教师首先带领学生回顾课文的结构，识别“等

粥”“盼粥”“分粥”“猜粥”“看粥”等场景，让学

生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故事框架。随后的学习过程

中，以情感体验为主线，引导学生整体走进每一个

场景，聚焦场景中的人物，深入品读。

二、读懂“三心”，实现思维进阶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者，更是思维进阶的引导者。温儒敏认为：“学习

阅读和习作其实都是思维训练，小学高年级开始就

要注重思维训练问题。”［4］基于这样的思考，教师

要引导学生走进文中人物内心、走进自我内心、走

进作者内心，逐步使学生深化对课文的理解，再精

心设计教学活动，与学生展开有效的对话，引导学

生从文本的叙事表象走向作者要表达的情感，实现

思维的进阶。

（一）走进人物内心，关联文本初步理解

首先，走进文中人物的内心，这是学生第一层

的理解。教师首先引导学生“浏览全文，想象场

景，从这些场景中你读出了什么情感？”全班开展

自由讨论，发表感受。学生通过文中的几个关键场

景，捕捉到了八儿对腊八粥的复杂情感。他们读出

了八儿对粥的热切期盼，对节日美食的纯真喜爱，

以及对粥中食材的好奇探索。学生还注意到了八儿

贪吃的一面，这表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每一

口粥的急切心情。这些初步的认知，虽然还停留在

对文本的直接感受上，但已经为学生建立起了对八

儿性格和情感的直观理解，为进一步深入文本打下

了基础。

（二）走进读者内心，关联经验再次理解

走向读者内心，这是学生第二层的理解。把文

字与生活实际进行联系，文字就真正可以触动学生

的心灵。为此，教师引导学生把八儿与母亲联系起

来，把文本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思考“从

这些场景中你又读出了什么情感？”通过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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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使学生对《腊八粥》的理解逐步加深。学生

在课堂上与文本、同伴和教师进行了丰富的对话互

动，这样的互动促进了他们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并

使他们的表达更加丰富。

学生再次走进“盼粥”的场景中，联系自己的

生活，推想亲人的心理，感受亲人对自己的关爱。

有了这份体验，回看“盼粥”场景，联系生活，推

想八儿妈妈的心里话，感悟八儿妈妈的温情。从关

注八儿，逐渐转化为感受母子间的细腻温情。通过

体验这种细腻的情感变化，可以让学生对家庭的温

馨形成更深刻的体会。

当学生读猜粥那一部分，谈到“我妈妈煮饭的

时候我也特别好奇，我就忍不住地猜，然后读到

文中的妈妈抱起八儿，我看出妈妈对八儿的喜爱”

时，教师让学生继续走进文本，当学生谈到“分

粥”部分中的“孥孥说得对”时，可以感受到这里

面有妈妈的无限宠爱，教师要引导学生回到文本中

去，想一想：八儿心里想什么？妈妈心里又在想什

么？学生联系生活经验，感受到了家庭的和谐与

团结，这种情感的转变加深了他们对家庭价值的 

认识。

教师的引导使学生在不同的场景中穿梭，体验

情感的起伏变化，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腊八粥》

中所蕴含的亲情和节日文化。通过这样的教学，学

生获得的阅读体验不再单一，而是变得丰富和生

动，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也由此得到了提

升，在对话中实现了思维的进阶。

（三）走进作者内心，关联作者深度理解

走向作者内心，这是学生第三层的理解。作者

沈从文先生借文字传递情感，腊八粥里不仅有暖暖

的亲情，还有浓浓的乡情。为此，在学生体会到家

的温馨、亲情的温暖后，教师适时引导：这篇小说

写于1925年的12月，独在异乡生活困顿的沈从文

先生是在北京租住的一间小屋里写下的这篇腊八

粥。联系相关资料思考：“从这些场景中，还能读

出作者怎样的情感？”学生默读资料，体会作者的

情感，并为理解详略安排的文章写法打下基础。

补充资料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

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

为止，那城门我没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习

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

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5］

——沈从文

学生默读后会做出如下的思考：“这么些年，

出门在外这么些年了，好久没有见到妈妈和爸爸同

大哥了，我好想再吃一遍妈妈煮的那腊八粥。”“我

已经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

们，我当年最想的事情就是吃一碗妈妈熬煮的腊八

粥了，我一定要把当年的这个想法写出来。”可以

看到，学生借助资料走进了作者沈从文的内心。

教师顺势而导请学生回读课文中的话：“妈，

妈，要到什么时候才……”学生伴随着这一声声亲

切的呼唤、这一行行深情的文字，重返故乡的山山

水水，想起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朝朝暮暮，想起了在

家乡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印在游子心底里的一

份乡情。那么，此时再来回看全文，就能想明白描

写等待腊八粥出锅过程的好处。

此时学生再读“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

这一句话，它已不单单是文章中的一句话，而是文

章中的场景，也是作者的背景资料，其实也是一种

生活经历。学生此时就会理解作者详略安排的用

意，能够把文本、资料、生活整合到一起进行思

考，通过腊八粥表达对故乡、对母亲、对亲人、对

家的思念，表达对亲人团聚的期盼。

三、传承文化，练笔写风俗

本单元以“民风民俗”为主题，编排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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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节》《腊八粥》《古诗三首》《藏戏》四篇课文，

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能

让学生充分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传

统习俗中蕴含的人情之美和文化之美，能够激发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个人的情感与风俗文化的联

结，笔者作了如下设计。

（一）立足文本，回看第一段，感悟风俗

特点

在学生对《腊八粥》的作者背景有了初步了解

之后，再次审视课文的开篇。通过对话，教师引导

学生深入探讨腊八粥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文

化风俗的体现。学生发现，无论是初学喊爸爸的小

孩子，还是已经长大的孩子，甚至是嘴巴长了许多

白胡子的“老孩子”，都对腊八粥有着共同的情感。

这种情感超越了个人，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和乡愁。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些“大孩子”和

“老孩子”很可能是那些出门在外的游子，他们对腊

八粥的思念和喜爱，实际上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怀

念。教师总结道：腊八粥作为一种风俗美食，它所

承载的不仅是节日的欢乐，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和对家乡深情的寄托。通过这样的讨论，学生

们对腊八粥背后的文化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立足主题，统观单元，了解单元特点

在深入探讨《腊八粥》的风俗特点后，教师引

导学生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单元，聚焦“民风民俗”

这一核心主题。通过回顾本单元的其余三篇课文，

学生得以领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

习惯。教师鼓励学生不仅要了解这些风俗，还要用

心去感受它们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同时，

教师对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风俗的传

承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体验，将这些风俗背后深

厚的情感和文化价值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样的教学

不仅让学生对单元内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激发

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培养了他们的文

化自觉和传承意识。

（三）立足自身，再写美食，个性表达

在深入理解了《腊八粥》中蕴含的风俗情感和

文化意义后，教师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作业——练笔

表达。学生被鼓励再次拿起笔，但这次是写自己最

喜爱的一种美食。有了对《腊八粥》的深入分析和

对整个单元“民风民俗”主题的理解，学生在写作

时将带入更多的思考和感悟。他们不仅会描述美食

的色香味，还会探索和表达与这种美食相关的情感

记忆和文化背景。这样的写作练习不仅训练了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激发了他们对个人和集体文化

身份的探索，使他们能够以更加个性化和深刻的方

式表达自己对美食的热爱和对文化的认同。通过这

样的个性表达，学生们的作品将呈现出更加丰富多

彩的情感和思想，展现出他们对美食文化的独到见

解和深刻理解。

《腊八粥》一课，立足文本特点，引导学生从不

同角度感悟小说情感，深入作者内心世界，促进学

生思维进阶。最终通过写作练习，鼓励学生以个性

化的方式表达对美食与风俗的理解，实现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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