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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下的文体特性与情感表达探微

金长宝

摘要：《祖父的园子》节选自《呼兰河传》，其文体特质偏向回忆性散文，以儿童

视角为叙事核心，通过“形散神聚”的散文结构串联园中景物与生活图景，构建情感

场域。文本借助童真语言重构童年记忆，通过自由想象融合过去与当下的生活经验，

投射出作者对自然、亲情及自由的多重情感。教师在教学时，应立足儿童本位，通过

情感沉浸、情感共鸣及想象驰骋等路径，引导学生体悟个性化表达，避免概念化解读。

这种教学策略既能精准把握文本内核，又能提升学生审美水平与语言能力，为散文教

学提供新的启示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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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的散文教学中，文体定位的模糊

性与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常常成为文本解读的难点。

《祖父的园子》作为萧红笔下一段浸染童真的文字，

既承载着回忆性散文的诗意叙事，又因其儿童本位

的话语体系而焕发别样的生机。教师可以此文本为

研究对象，通过文体辨析与情感体验，架设学生与

文本深层意蕴对话的桥梁。

一、文体审视：对阅读取向的释疑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总目

标强调，小学阶段应开展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语文

学习活动，这是构建学生语言文字能力体系的重要

支撑。“感受语言文字的美，感悟作品的思想内涵

和艺术价值，能结合自己的经验，理解、欣赏和初

步评价语言文字作品。”［1］6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丰

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与精神世界，还是提升其审美创

造等核心素养的关键所在。

为了有效落实这一目标，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创新性地采用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方式来组织

语文课程内容的学习活动。其中，“文学阅读与创

意表达”任务群是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宗旨在

于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语文实践活动，利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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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与联想的方法，深入体会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

特魅力，从而在心灵深处激发他们对文学的热爱，

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26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准确把握文体特性至关重

要。各类文体蕴含着独特的表达手法与审美取向，

唯有精准辨识并把握文体特性，才能有效引导学生

领悟文本的深层意蕴。例如，五年级下册《祖父

的园子》一文，节选自萧红的《呼兰河传》。尽管

《呼兰河传》被归为回忆性小说之列，但《祖父的

园子》与典型的小说有所差异。小说通常包含完整

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具体的环境描写，

但《祖父的园子》并未呈现完整的故事情节，且人

物形象的塑造并非其核心要义。因此，将其单纯地

归类为小说文体显然不够贴切。从文体归属来看，

《祖父的园子》更偏向回忆性散文。在这类视角的

儿童散文中，过去的生活透过儿童的眼睛呈现，但

又与成年后的经验和感悟相交织，从而营造出一种

特殊的散文氛围。［2］文本以童年视角展开，展现

了作者独特的童年生活。散文中的“我”跨越了时

间，将往昔与当下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过去与现在

的交融与呼应，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情感层次，而且

深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正是将这样独特的魅

力展现在我们面前。萧红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园子的景致与其中事物的鲜明特征，还穿插叙述了

数段在园子里发生的温馨往事。这些元素交织在一

起，使文章虽看似结构自由、不拘一格，实则主题

鲜明、情感凝聚，充分体现了散文“形散而神聚”

的艺术特点。

茅盾先生曾这样评价《呼兰河传》：“它是一篇

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

从这个节选片段本身来看，作者带着强烈独特的个

人体验，运用有声有色的独特语言，抒发了浓烈而

鲜明的个人情感。确实，无论是结构、语言还是情

感流露，节选片段都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倾向。同

时，由于这篇文本不是单纯的抒情散文，还包含着

一定的故事情节，如果把它作为单篇散文进行教学

的话，难免会遇到一些困惑：文章集中表达的情感

是怎样的呢？文中有哪些具体可感的情节？作者怎

样通过事情叙述或人物塑造来抒发感情呢？作者所

采用的抒情方式还有哪些呢？……当然，这些疑惑

恰好可以转化为促进学生思辨的关键环节。要解开

这些谜团，关键在于深入研读文本内容。比如，鉴

于文章标题为《祖父的园子》，教师可以顺势引导

学生围绕标题进行质疑：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是祖

父的园子？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园子里的景象怎

么样？园子里还有哪些具体的事物？在园子里发生

了哪些事情？……这一系列疑问的提出，将引领学

生深入探索文本，体会蕴含其中的个人情感，并最

终感悟到作者情感表达的主旨。

二、文本解读：对情感表达的透视

散文的第一要素是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4］

萧红在《祖父的园子》中精心刻画了一个约五岁的

孩童的形象，这一视角直接反映了她的创作哲学。

她舍弃了成人经验与理性视角，转而运用儿童纯真

无邪的视角和语言，细腻地描绘了童年的景象，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儿童叙事模式。萧红通过将自己融

入孩童角色，借助儿童的天真和语言的直接性，真

实再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并传达了内心深处

的真挚情感。这种快乐体现了儿童特有的纯真与自

由，与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形成鲜明对比，使整篇散

文情感真挚，意蕴深远。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情感

呢？从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借事物抒情）来看，

至少可以品读出这样的情感：对园子中景物的喜爱

与赞美；对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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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思念与依恋；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

当然，如果过度地阐释，可能会使学生对文本情感

的理解走向泛化和虚无的境地。因此，教师可以结

合单元语文要素的要求，合理地进行定位：体会作

者对难忘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学习叙写童年的生

活，将重点部分写清楚。这样定位也是符合作者的

创作思路的。文章之所以会引发读者如此强烈的情

感共鸣，其实都是因为那个童年时期的“我”。这

里的“我”就可以认为是作者本人。

作者所描写的事物只集中在一个园子里，为什

么引发了那么丰富的情感呢？一开始，作者就写道：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既是在告诉读者“我”与

园子的关系，又在无意之中强调了“我”的地位，

从而明确了作者写作的视角，即还是儿童的“我”。

这一视角的确立，也为下文的叙写奠定了基础。

园子是怎样的园子呢？那是“我”眼中的园子，

即使面积不大，那也是“我”眼中的“大花园”。园

子中有哪些事物，这些事物具有怎样的特点，都是

“我”眼中的样子。在“我”的眼里，好看的是大红

蝴蝶，满身带着金粉；在“我”的眼里，园子里面

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在“我”

的眼里，园子的太阳特别高，甚至，园子里的一

切都活了……再看在园子里发生的事情。看起来

“我”是跟着祖父在干活，其实不然，那是一个天

真可爱的孩子在玩耍。这一切与大人的表现是截然

不同的。而在这种不合常规的言语背后大多隐藏着

深层的情感。［5］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是文章情

感表达的触发点。那个特别的“我”是整篇文章情

感抒发的基础。

在儿童的眼里，世界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首

先，因为儿童很纯真，充满好奇心与探索欲，在他

们的眼中，事物总是那么新鲜有趣。“蜜蜂则嗡嗡

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

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太阳一出来，

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

一样。”这样的描写真切而自然。其次，因为儿童

天性活泼好动。当“我”来到祖父的园子里，就

像孙悟空来到了蟠桃园。“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是在真实地劳动，

“我”却以模仿为乐。不止如此，当祖父铲地时，

我却单拿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

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更有趣的是，“我”

学着割草时，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割掉；“我”照

样子浇水时，却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

空一扬，大声喊着：“下雨啰！下雨啰！”在这个

园子里，因为祖父无私的爱，“我”活泼好动的天

性得以尽情施展。读者从“我”的表现中读出了那

份自在与快乐。欢乐和自由之情是这篇课文的情感

主旋律，但引导学生体会感情只是第一步。［6］作

者着重要展示的是那个给“我”无限宽容与爱的

人——祖父。

在文本的结尾处，作者再次将目光聚焦到园

子的样子上：“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

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

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哪里是现实生

活中的园子？如梦如幻，仿佛是童话中的世界。儿

童天生具有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只有在这样自由的

园子里才会有。而这样的想象也将读者带入了无拘

无束的神奇境界。这种以儿童视角看世界的方式，

使萧红能够以一种深度的感知方式体验世界。［7］ 

此刻，自然、自由自在、爱……融为一体。

可见，文本不仅表现了作者对过往岁月的深情

回望，还巧妙运用儿童视角与纯真语言，构建了一

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桥梁，展现了作者对美好

生活、自由和爱的无限向往，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

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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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务设计：个体与情感的共融

通过深入解读以上文本，教师可以准确地把握

其文体特征，即基于儿童本位的散文倾向式表达。

基于此，该文本的教学可归属于“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学习任务群。教师应结合单元首页中“把一

件事情的重点部分写具体”的习作要求，展开具体

教学。

（一）情感沉浸

教师在教学时，务必要认识到，学生作为儿

童，要阅读的是一篇描写儿童生活的散文。因此，

教师在设计学习任务时，要准确把握作者情感表达

的出发点。鉴于文本散文化的倾向，教师首先要关

注作者本身，而不能将作者对园子的理解立即转变

为读者对园子的理解。比如，有的教师在设计课堂

学习基本问题时，就把“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作

为学习任务。这样的设计并不可取。如上文所述，

在一篇散文中，作者要表达的情感是个体的情感，

是独特的，教师不能将其泛化为共性的情感。因

此，教师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在小萧红的眼

里，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接着，创设以下学习

情境，引出学习任务。

走进小萧红的内心世界，想象自己正穿越时光

隧道，踏入她童年时与祖父共享的生机勃勃、妙趣

横生的园子。在这个神奇的园子里，万物皆有灵

性——植物摇曳生姿，昆虫轻吟浅唱，云朵悠然自

得，它们与小萧红共同编织出一个个温馨而难忘的

故事。请用一两个词概括出小萧红眼中的园子的独

特魅力。

通过这个由基本问题引出的学习任务，教师可

以确定作品的整体基调，也有助于引导学生从整体

上把握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顺

理成章地体会到作者对园子中景物描写的细腻体

验、对祖父慈爱的深刻感悟以及对故乡的深深眷

恋。这种立足作者本位、从情感上整体把握的教学

方法，符合散文阅读的逻辑思维，能够有效避免学

生对文本内容的片面理解。

（二）情感共鸣

在散文教学中，作者抒发情感的方式无疑是

最值得关注的。传统解读往往侧重景物描写与事

情叙述中的情感流露。然而，散文作为一种“触

角最灵敏”的文体，其体式千姿百态，不拘一格，

且不断变化，新样式层出不穷。学界普遍认为，散

文“无规范”，一旦“讲规范”，散文便失去了其

生命力。

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与

“这一篇”散文建立联系，避免将文本写作方法概

念化地教授。［8］引领学生走入具体情境，设身处

地走进园子去共情，是理解散文情感表达的有效途

径。例如，结合课后练习题，引导学生思考祖父园

子中的景象以及“我”与祖父在院子里的活动，以

此作为情感共鸣的起点。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创设

以下学习情境。

请你深入园子的每一个角落，收集那些与祖父

和园子相关的情感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祖父在园

子中劳作的身影，可以是“我”在园子中追逐嬉戏

的欢笑，也可以是那些触动你心灵的瞬间。

通过概括与提炼，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文

本中“我”的心情与感受，实现入情入境的学习效

果。散文的独特性在于其表达方式的精妙，而基于

散文的方式学习散文，正是对这种“精妙”的深刻

领悟。通过情感共鸣，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散

文的情感表达，还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体会散文的

语言魅力与思想深度。这种教学方法既符合散文教

学的情境要求，又在情理之中，为散文教学提供了

新的思路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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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象驰骋

每一篇散文都蕴含着个性化的语言，深入品析

这些语言，是丰富个体语言经验积累的有效途径。

萧红在创作中成功运用了儿童视角和儿童语言，这

是其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她贴近过去的“我”，

隐退现在的“我”，以儿童的语言习惯进行创作，

使《祖父的园子》充满了童趣。在解读文本中的

新颖表达时，教师应避免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夸

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实际上，

语言的背后是思维的展现，儿童天生具备丰富的想

象力，教师无须从零开始培养他们的这一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先展开想

象。例如，面对“蜜蜂则嗡嗡地飞着……就像一个

小毛球似的不动了”或“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

的……虫子叫了，就像在说话似的”这样的语句，

让学生自由地想象画面。接着，将自己的想象与文

中的描述进行对比学习。这种对比不仅有助于读者

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还能有效提升学生对语

言文字的驾驭能力。

在引导学生品味文本结尾处描写园子的段落

时，教师可以抓住关键句，如“……把草帽遮在脸

上就睡了”，引导学生闭眼想象，通过声情并茂的

范读，带领他们沉浸于文本所营造的情境中。随

后，以仿写练习为手段，进一步锻炼学生的语言文

字表达能力。比如，可以创设以下仿写练习情境。

假如，你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夜晚时分，这里

便成为你绝佳的观星之地。看着星星点点的天空，

你仿佛置身于梦幻世界。又或者，你置身于幽静的

小树林中，拥有一座林间小屋，远离城市的喧嚣，

只闻鸟鸣与风声……仿照课文第16 小节的写法，

试着将你想象中的情景描写出来。

实践证明，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

对比学习及仿写练习等，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运用个性化语言来表达自

己的思想与情感。在这样的想象中，他们的语言

能力会自然而然地提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而且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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