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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小学名家文学作品互文性教学实践研究

北京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陈　琳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她在该书中谈道：

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由许多行文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

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简单地讲，互文性指话语或文本与

其他话语或文本之间的关系。符号学将语言当作符号，组合在一

起可形成文本，文本是语言的构成物。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她给互文性界定的基本内涵是：

从文本的生产开始直至被观照，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封闭体，都以其他文本为镜子并在文本的符号形式形成后构成

其他文本的参照体。每一个文本都同其他文本处于相互参照、彼

此勾连的互动关系中，形成一个潜力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并

且不断地衍生和再衍生出以“节点”为纽带的文本系统。

互文性理论适用于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化渊源，是解读文学性文本的有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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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策略。互文性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与观照，因

此，在学术界，互文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性文本的解读和鉴赏，且取

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互文性理论传入中国后，被广泛应用于对古今中

外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高校文学作品课堂分析以及中学文学性文本解读

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

笔者认为，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小学文学作品的解读、教学、阅读中，

有助于开阔教师文本解读的文化视野；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有助

于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积淀。

下面，笔者就从小学教材名家文学作品互文性的内涵、互文性的价

值、互文性策略以及互文性需要关注的问题等方面来探讨小学名家文学

作品的互文性实践。

一、小学教材名家文学作品互文性的内涵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名家文学作品主要指那些具有深厚文化渊源和丰厚

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如名家散文、名家小说、神话故事、童话故事、诗歌

（古诗、现代诗）等。互文性就是在名家文学作品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帮助教师备课，丰富教学资源和学生学习资源。

如在教授叙事性作品中的神话故事、童话故事时，通过互文性阅读可

以让学生将神话、童话的叙事特点和审美价值联系起来，从而提高阅读实

用性。如在教授《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故事时，可与《精卫填

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进行互文性解

读，让学生了解中国神话故事的起源、发展以及审美特征，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丰富学生对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塑造方式、主人公形象

的共同特征、中国神话故事的审美内涵具有的共性特征等的阅读体验，使

之加深思考。同样，在学习希腊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时，可以引入希

腊神话故事中的相关故事片段，作背景补充和人物形象刻画的辅助理解；

还可以适时、适量补充希腊神话故事进行互文性阅读，从而使学生初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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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希腊神话这一世界文学瑰宝。在教授安徒生童话《丑小鸭》和《卖火柴

的小女孩》、王尔德童话《巨人的花园》、新美南吉童话《去年的树》等

童话故事时，通过和作家其他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使学生对作家同一题

材、同一主题的童话作品有更深入、更丰富的认知，这对深入理解童话创

作、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童话创作、理解作家不同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

童话创作大有禆益。还有助于提升教材的丰富性、开发性，使学生不仅

窥见“树木”，更能领略整片“森林”，甚至发现孕育这片森林的“土

壤”。故事文本的事件、人物、主题具有的规律性也可以让学生在“故事

文本”的互文性中主动找到需要学习的知识，提取理解故事类文本的阅读

思路，学会归纳、概括、分析，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

同样，在小说、散文、诗歌名家文本教学时，建立起互文性联系的坐

标，即作品横向和纵向的联系性，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照互文性理论，任

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文学史

上，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创作渊源的作品之间更是存在着创作的密切关

系。古今中外文学史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说明作品之间存在着文化和文学

基因的传承规律，如小说共同具有的象征主题和象征手法、西方小说经常

共有的宗教情结、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山水风情散文与明清山水小

品文的精神关系、文人情趣散文一脉相承的独抒性灵的主观抒情特征、中

外风情文化散文共有的文化内涵、中国诗歌独有的意象表现手法和意境创

造艺术等。这一切都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充分找寻文本的文化渊源，在互文

性中建立起开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渊源中深刻理解和有效

把握教学内容，同时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使学生对名家文学作品积淀起

深厚的文化与文学底蕴。

此外，同一文体名家作品的互文性能够使学生感受名家作品特定文体

的审美属性和审美特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小学阶段，虽然不强调文

体知识的教学，但文体形式固有的行文特点、表达效果等无一不是教学中

潜在的知识点和能力点。因此，教师在讲读一篇课文时，能够链接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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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体选篇（可以是课内，也可以是课外）进行讲解，且在多篇中提取共

性特点，可以使学生形成丰富的感知和深刻的认知。这样，文体形式能够

为作品内容所依附的艺术属性发挥其独有的价值，更能使学生在对文体的

感悟中体会名家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

二、小学教材名家文学作品互文性的价值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文本属于名家名篇的选文或者删减版，如《少

年闰土》节选自鲁迅先生的诗化小说《故乡》，《火烧云》和《祖父的园

子》选编自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猫》《趵突泉》分别节选

并改编自老舍先生的《猫》《趵突泉的欣赏》，安徒生童话《丑小鸭》在

选入时作了较大改动。同样，很多名家名篇在选入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删

减和改动。

即使没有改动和删减的教材选文版本，也因文本的丰厚文化内涵使得

如果只以一篇或一部分为教学内容而略显单薄。因此，为了保持名家名篇

的原汁原味，同时也为了让学生对作家同类文化主题和创作风格特色的更

多作品有更感性和更丰富的认知，有必要把删减和修改的原文作为互文性

阅读资源，或者把作者同类文化主题和创作风格的作品进行互文性阅读，

形成对名家名篇的立体感知。这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单篇创作，又能够让学

生走进名家的系列经典作品，通过感受名家创作的丰富性、独特性，形成

自身独特的文学欣赏视角和丰厚文化情感的积淀，以及培养感受真善美的

艺术心灵。

如教授《少年闰土》这一文本时，可引入鲁迅先生的小说《故

乡》，使学生能够在《故乡》的创作构思中体会少年闰土形象的审美内

涵，理解少年闰土形象是作家笔下“自然生命力”的象征。少年闰土身

上体现出的健康、自然、鲜活的自然生命力正是作家创作的文化主题。

其与《故乡》中成人闰土的病态和灵魂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照，更能帮助

学生体会作家创作的文化诉求，也使得少年闰土的形象给学生留下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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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印象。

《火烧云》和《祖父的院子》出自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

传》，选入教材时略作修改，题目也是编者加的。如果单独欣赏文字，

这两篇课文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是独特的。但是文学创作源于作家的心灵

体验和文化追求，所以割裂文字与全文内涵的联系，就会割裂作家渗透

在字里行间的主观情感，成为“随意”分析的文本对象，这样既不符合

文学语言的情感张力，也人为破坏了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不利于对

文本内涵的感知。因此，联系《呼兰河传》的片段描写以及萧红的回

忆性散文《永远的憧憬与追求》和《祖父死了的时候》，通过互文性阅

读，使学生体会萧红创作时善于运用独特的生命意象来表现心理感受的

特点、在营造诗一般的意境氛围中抒发内心情感、萧红独特的“儿童视

角”下对生命美好的留恋以及对温暖与爱的憧憬与追寻的审美情感，也

能够更进一步带领学生走进这位命运多舛的天才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为

今后深入阅读奠定基础。

选入教材的散文《冬阳·童年·骆驼队》出自林海音的回忆性小说集

《城南旧事》的“后记”。这部小说集共收录了林海音五部短篇小说，

是林海音对童年时期北平生活的回忆性文学创作。文中出现的“疯女

子”“妞儿”“做了‘贼’的男青年”“兰姨娘”“宋妈”这些“卑微的

人”以及老北平那些“卑微的事”构成作家创作的素材。作家正是在对

这些卑微的人和事的回忆中，以“含泪的微笑”诉说心中的伤痛，…怀着

“美好的憧憬”低吟生命的悲欢。《冬阳·童年·骆驼队》正是对《城南

旧事》创作历程的心灵独白，营造出浓郁的温馨和悲悯的情愫。从文体

看，《冬阳·童年·骆驼队》又是一篇散文体创作。因此，在教授这篇文

本时，要在行文中找寻和《城南旧事》能够链接的场景和画面，让学生感

受它们之间的渊源。《冬阳·童年·骆驼队》的文字中流露出的悲悯、同

情、留恋、惆怅之情，也正是《城南旧事》的情感基调和文化主题。这

样，由一篇到整部，学生通过阅读《城南旧事》走进林海音的文学世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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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这部小说深沉、厚重的内涵。同时，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把小学教材

中选自《城南旧事》片段的两篇课文《迟到》和《窃读记》（题目都为教

材编者所加）作为课外任务布置给学生，这样有助于学生初中阶段有计划

地继续阅读这部必读文学作品。

三、小学教材名家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策略

（一）同作家、同题材作品的互文性策略

名家名篇可以在同一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进行互文性阅读。同一作

家的互文性阅读目的是走进作家特定时期的文学世界，感知作家个性化的

创作风格，体会其与众不同的创作规律，从而形成欣赏的审美思维。

对文本的文化主题解读历来是重要和关键的教学任务。这一方面需要

教师自身解读文本的功力（当然解读文本的功力又取决于教师自身对文学

作品的感受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能够运用教学资源使学生深切

感受文本的艺术魅力。只靠教师自己的讲解，既不符合学生的认知心理

规律，也不符合教育教学目标。因此，利用互文性阅读，能够在教学资

源丰富的基础上使学生生成对文本的深入认知和感受，进而提高教学质

量。张抗抗文化批评散文《城市的标识》介入的互文性阅读资源可以是

叶圣陶先生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没有秋虫的地方》，因为这两篇文

章有相同的文化主题，在表现手法上也都用了对比、对照的写法造成文

化的冲突，如商品文化、工业文化和自然文化、精神文化的冲突与对立；

还可以是张抗抗同时期创作的另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选这篇文章的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张抗抗文化批判散文的主题内涵和行文特色。总

之，对文本主题的互文性是名家文学作品教学的核心价值。

茅盾先生的散文《天窗》（原文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太白》杂

志）入选小学课本，这是一篇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哲理散文，学生理

解起来比较困难。茅盾先生的散文往往具有象征意味（入选中学课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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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礼赞》和《风景谈》亦是如此）。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联系

象征主题的散文，尤其联系茅盾先生的象征主题散文进行互文性研读，

如他创作的《黄昏》和《沙滩上的脚印》与《天窗》是同文体、同主

题、同风格的哲理散文。把它们作为互文性阅读教学资源会让教师和学

生对茅盾先生的这一类象征主题散文产生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对名

家作品文化内涵进行深刻感悟。

在小学阶段几乎每个年级都会选入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王安

石、陆游等诗人的作品，因此建立起诗人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联系就显得很

重要。反之，如果学生在学习时每次只是接触单篇，就很难对这些知名诗

人产生立体的认知，也必将会遗失宝贵的文化资源，不利于学生学习整体

性和联系性的建立。

（二）不同作家、同创作主题的互文性策略

名家名篇的互文性阅读也可以在不同作家之间进行，如同是边塞诗，

可以将边塞诗人组合在一起进行互文性研究；同是表现离别的诗歌，进行

互文性阅读，既扩大了阅读量，又能够感受同一取材不同风格作家的创作

特色。同时，同一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可以进行互文性阅读，如许地

山和老舍的《落花生》；鲁迅、老舍、郑振铎等不同作家笔下对“猫”这

一相同选材体现出的主观审美视角；老舍、梁实秋等不同作家有关“春

节”话题的艺术构思。从作家创作描写心理出发，使学生体会不同作家鲜

明的个性，从而在互文性阅读中提升学生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如在学习叶圣陶的散文《爬山虎的脚》时，可引入之前学过的《荷

花》以及《牵牛花》，通过互文性阅读，使学生对叶圣陶先生的这一类选

材于自然事物的文章表现出的对生命力的敬畏这一文化主题有深入的体会

和感受，尤其对“爬山虎”“荷花”“牵牛花”这一系列生命意象的象征

性艺术构思形成欣赏乃至鉴赏的文学视角，了解叶圣陶创作的文化心理，

提升对语言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力的欣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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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的多篇散文入选小学阶段教材，如《和时间赛跑》《桃花心

木》《百合花开》（人教版）等。林清玄散文中不同选题的语言风格也不

尽相同，但都蕴含了哲理思考和人生感悟。林清玄散文的主题内涵的哲理

特征和语言艺术的隽永风格是学生学习语言、体会语言、感悟语言的良好

教学资源。如果进行互文性阅读，非常有利于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丰富

其阅读感受，提升其艺术构思能力。因此，在《和时间赛跑》的教学中，

引入林清玄的《和太阳赛跑》与朱自清先生的《匆匆》进行互文性阅读将

有重要意义。《和太阳赛跑》的主题、意象、情感、画面都与《和时间赛

跑》有可同构性，而朱自清先生的《匆匆》的文化主题——“表现对生命

存在价值的感叹和同命运抗争”则与林清玄散文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同

时，《和时间赛跑》与《匆匆》的思考角度又不同，前者是在压抑和悲伤

中怀抱希望，后者是在感喟时间的消逝中感叹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抒发

紧迫和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些感受可从语言表现中获得，使学生通过阅读

体味散文语言抒情的魅力。

总之，在中小学阶段，尤其在知识性还不作为重要内容的小学阶段，

通过互文性阅读和实践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提高文学审美思维，这

对提高学生欣赏和鉴赏文学作品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四、小学阶段互文性需要关注的问题

互文性阅读在小学阶段意义虽重大，但尚处在课题开发阶段。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中小学阅读教学一直以单篇教学为主，尤其在小学阶

段，教师对文本的阅读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度不够，仅从知识体系的教学视

角出发，往往从课文中寻找知识点，形成了语文阅读教学知识点“支离破

碎”的痼疾。学生很难从整体上或从一个话语体系、文化体系中把握文本

的教育价值，更谈不上运用和实践了，也就不能形成良好的语文素养，无

助于阅读情感的培养，无法对中国语言文字产生热爱之情。而互文性阅读

正是要建立起文本之间的联系，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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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互文性阅读是基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基于整体把

握的教学思路、基于提升学生的阅读思维品质等而进行的。事实上，教师

需要在名家文学作品教学中架构联想、联系的桥梁，力图达到对文本理解

的“深、透、全、准”，这对教师的专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需要

在教材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上下功夫。语文教师自身要扩大阅读量，加

强学科素养，提升自身素质。因此，互文不只是方法策略问题，更是学科

能力问题。

同时，在互文性实践中，还要关注以下两点，以提高互文阅读的实践

价值：

第一，选择互文性资源的角度，营造互文阅读思维空间，提升学生学

科学习能力。

小学阶段虽然不要求学生对单篇选文有系统性认知，但在学习过程中

要学习有关阅读的知识和欣赏的视角。互文需要建立起文本横向和纵向的

坐标。一般来说，纵向坐标是作者、背景；横向坐标则是作者同类文本、

其他文本、题材、体裁。

互文性阅读需在多篇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相近的文本中进行，通过

增大阅读量的方式提高阅读效果。因此互文的原则是求同、求通、求

深、求证。求同是指在互文性阅读中找寻规律；求通是指在互文性阅读

中进行有效运用；求深是指在互文性阅读中加深理解；求证是指在互文

性阅读中寻求同理依据。

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不同文体互文性的意义和价值决定了互文性目

的和内容的不同。如诗歌文体互文，如果以意象为互文目的，那么就要提

升学生对诗歌文体形式和内容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因为意象是诗

歌的重要构成要素，意象的互文性可以帮助学生对诗歌艺术构思、诗歌文

化主题、诗歌情感内涵的欣赏和鉴赏。无论是郑燮诗中的“竹”意象、王

安石诗中的“梅花”意象、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还是纳兰性德诗中

的“蝴蝶”意象，从这类核心意象入手，在同类意象的互文性中展开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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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作的全面欣赏和评价，从而把握欣赏和鉴赏诗歌的审美思维路径。小

说教学要关注人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由冲突构成情节，在矛盾

冲突中凸显各人物形象的内涵特征，在小说要素的多篇互文性欣赏中提高

学生对小说创作艺术构思的审美把握。而在散文互文性过程中，如果能够

依据教学散文篇目的重要价值，找寻突出教学内容的关键点，只要突破这

一点，就能获得教学高效率。…

互文性角度和教师对文本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的认识以及教师对学

生学习能力成长点的关注角度相关。这最终取决于教师对文本的深入认

识。互文性阅读首先需要教师花费心力研读教材，找寻互文性的角度，营

造互文阅读思维空间，发挥教材的教育教学价值，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第二，把握好互文性阅读资料的“量”和“度”，把握好互文性的时

机和环节，以互文性促进学生阅读兴趣，开阔学生阅读视野。

由于名家作品的主题内涵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学语言具有很强的艺

术生命力、内在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性，阅读难度较大，因此对学生审美

思维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这需要教师把握好课堂上名家文学作品互文性

阅读的“量”和“度”。教师在备课阶段可以充分运用互文性资源，在丰

富的互文性阅读资源中提取有效的教学内容。同时，教师可以遴选互文性

阅读材料中适合学生阅读的整篇资料或者片段节选，作为促进学生理解课

内名家作品内容的补充。但是在一堂课中或者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不太可

能分配给互文性阅读材料充分的阅读时间。因此，为了提高互文性阅读的

效率，如果是篇幅较短、理解难度适合学生当堂完成的互文性阅读材料，

就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如果是难度较大、审美思维要求较高的互文性阅读

材料，建议在课前或者课后完成。教师还可以提前布置阅读任务，提出思

考的重点，让学生带着审美阅读体验在课堂上表达和交流自己的阅读体

会。这既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思维创

造力，又能够培养学生主动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互文性阅读还可课后进

行，如布置作业，让学生根据课堂学习内容继续学习链接的互文性阅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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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下节课汇报、讨论；或者通过阅读推荐的互文性资料，对课内教学文

本写出分析和评论（欣赏或鉴赏）文章，对互文性资料和课文的精髓作整

体把握和观照，同时发现课内没有涉及的内容，丰富自己的阅读感知。

总之，互文性阅读教学作为承载学理依据和学术内涵的教学策略，已

经不仅仅是方法论，更是学科学术化的彰显。广大小学教师要在提高学科

素养上下功夫，要有明晰的互文意识，尤其要通过对文本互文性的研究和

运用，强化学生的学科知识，提升学生的学科能力。长此以往，学生的语

文学科素养必然会得到提升。

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从2015年立项至今，教师针对不同学段、以不

同文类（主要是散文、小说文学类）文本为研究实践对象，进行了有学理

依据、有实践效果的研究，已经做过几轮互文性阅读教学课堂实践研究活

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相信，只要具备了互文性阅读教学实践的

意识，广大教师一定会获得更开阔的文化视野，拥有更丰富的教学资源，

也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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