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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式阅读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邵春娇

　　

[摘要]比较式阅读法是高中语文教学中常见的教材解读技巧之一.随着教育观念与授课模式的变化与发

展,这种教学手法已然成为语文老师的主要教学手段.通过使用此种富有个性的教学风格,成功解决了一系

列困扰教师的传统问题;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课程参与度,使其更能深入了解并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此外,

这也有助于全面提高高中语文课程教学的效果.该方法能清晰地区分出各种文本或者读书材料之间的异同

点,进一步吸取其优点以弥补自身不足,最终实现培养读者深度解析技能的目标.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应用;改善建议

比
较法或者说是对比法，是一种学生最容易掌握且能

熟练操作的方法。 能让学生有整体和全局的观念，

且能准确清晰地把握对比对象的异同，进而能理性地从主

题、题材、风格、手法等多个角度概括作品。 然而，此种策

略仅是探索扩展学生的思考领域及提升阅读品质的手段。

作为语文教育的关键环节，阅读课程在当前我国高中教育中

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有许多因素阻碍了学生语文阅读

的热情。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探讨了高中语文比较式阅读

的内涵，同时深入研究了对比阅读如何应用于高中语文学

习，以提高学生参与语文阅读学习的动力。

高中语文比较式阅读的内涵

高中语文读写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 若高年级学生未

能充分把握读书技巧与方法，则其写作能力和总体汉语素养

也将受到影响。 研究课本时若不具备一定的解读技能，就

不易理解到其中的知识点，便会出现“难以消化”的情况。

高中阶段须学习的教材都是基于我国青少年的生理发育特征

和生活习惯编排的，很少会出现让学生感到困惑的内容，若

学生无法理解书本中的某些概念或信息，说明其阅读能力可

能不足。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绝不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

而应因材施教制定出适合该个体的个性化教育教学计划。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里，有一部分学生因过于懒散而不愿意努

力探索未知的领域；另一部分学生也只是一味机械式地接收

老师灌输的授课内容，并没有独立思考及推理能力。 这两

种类型的学生就会在文字解析力和判断力方面存在一些

不足。

通过实施比较式阅读法，不仅能引导教育者更深入且精

确地解读教科书中的内容，同时也能协助学生培养开放性思

维并提升其辨别与欣赏能力，使其能在比较式阅读模式下拥

有自己的解读能力，获得更多的时间去思索及反思，从而增

强领悟力和写作技巧。 然而要想真正运用这个策略，就需

要教师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观念。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

是让学生真正学以致用，而老师的作用仅是辅助或指导学生

在正确道路上前进。

比较式阅读这个概念包含了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在经过

有效的文章解析后，利用综合与阅读的方法，借助比照分析

手段协助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主旨；第二种则是能够借由对

照研究多种类型的文献或单个类型中的多个篇章，激发学生

的独立思维能力。 此外，比较式阅读的范畴相当广泛，既

可用于各类文本间的相互比较，也可应用于同一种文本内部

各篇文章主题的比较，其教学成效显著。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比较式阅读

(一)明确比较阅读步骤

在比较式阅读教学展开之前，教师要使学生明确比较阅

读的步骤，充分地为阅读教学做好铺垫。 比较式阅读的步

骤如下。

首先，教师应要求学生明确与教学内容相比较的作品是

什么，作品主题、写作背景、写作风格等哪些部分可以拿来

做比较，让学生了解比较作品与教学内容中存在的相同点，

将二者相同的部分进行比较。 其次，教师指导学生对可以

比较的部分进行分析与比较。 最后，总结比较结果。 只有

使学生明确了比较式阅读教学的步骤，才能顺利实施比较式

阅读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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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荷塘月色》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其与《故都

的秋》进行比较，两篇文章都是借景抒情。 教师可要求学

生将两篇文章中写景的部分进行比较，后再鼓励学生进行讨

论，讨论过程中学生集思广益列举出二者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 如此按照比较式阅读教学步骤，便可加深学生阅读教

学内容的了解，使语文教学效果有显著提升。

(二)纵向比较阅读

纵向比较阅读是比较式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

对题材相同但作者不同的文章进行比较，主要比较对象为文

章写作背景、主题以及写作思想内容等。 也可以从历史文

化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等社会因素方面进行分析与比较，通过

比较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例如，在《烛之武退秦师》教学中，教师可以选取与之

题材相同的作品《荆轲刺秦王》进行比较，比较两部作品的

历史背景。 在面临晋、秦两军包围郑国的危急时刻，烛之

武被任命为救国英雄，他依靠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成功地保卫

了家园。 然而，《荆轲刺秦王》所描述的是在一个实行残酷

政策的秦朝背景下，荆轲勇敢无畏地献身于对抗秦王专制的

壮举。 对两篇文章的背景以及人物描写进行比较，学生深

刻认识到文章的思想内容，并对两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作

者的写作意图有了进一步了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横向比较阅读

横向比较阅读是指对不同作者的不同作品进行阅读比

较，从资料的某一段或者整篇资料出发进行比较，也可以从

字词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境等方面进行比较。 横向比较相比

纵向比较，其可比较的文章范围更加宽广，能够通过比较使

学生对文章以及比较资料具有自己的见解，对拓宽阅读眼界

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例如，《再别康桥》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戴望舒先

生的《雨巷》进行比较。 学生先将两篇文章从整体上进行

比较，从两篇文章的题材、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方面进行

比较，在比较的同时学生不仅巩固了阅读教学内容，也同时

了解了比较资料《雨巷》的题材、背景、意图等。 之后学生

再将两篇文章中的某一段落进行比较，从作者的写作形式、

用词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分析两篇文章比较的结果，在总

结分析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阅读方法，这对提高学生的阅

读效率、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尤为重要。

(四)文本与影视作品的比较

讲授《雷雨》时，学生先看了一小段截取的话剧版视

频。 话剧版的人物更加鲜活，细节上更能突出人物的性格

特征。 尤其看到周鲁之间的冲突那段，人物的矛盾与冲突

则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积极愉悦的观影氛围也可以提

高学生语文学习的效率。

(五)文章主题类比较

讲授苏轼的《定风波》时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进

行比较，主题定为“隐逸于世”。 围绕这个主题让学生在课

堂上进行讨论、分析。 例如，师：再来思考“归”还让你想

到了谁？ 生：陶渊明。 归于自然田园秀丽风光。 师：那么

苏轼他归到哪里去了？ 这里教师补充一下苏轼虽然仕途坎

坷，也只有归隐之心，并未真正归隐。 因为他心系百姓、

国家。 所以他的归隐应该是归于本心。 归于那个出淤泥而

不染的本心。 这样学生便能更好地解读文本，课堂教学也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求异比较法

讲授柳永的《雨霖铃》时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作比

较。 不难得出二者都是写离别之情的诗，最大的不同是二

者的表现手法。《雨霖铃》这首词渲染的离愁情绪很浓，寄

予景象之中。 而《再别康桥》只是一种淡淡的离愁情绪，

使人感受到不愿被打扰的淡淡的离别之美，全诗很柔婉、美

丽。 其实求异比较法可以培养出学生独立阅读和思考的能

力，有助于其思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改进建议

(一)多角度比较阅读

在当前高中语文群文阅读中，比较阅读是最常见的方法

之一。 其中，在应用比较阅读法时，教师需要立足多个角

度、构建具有多样性的阅读维度，以此提升学生的阅读能

力。 对于高中语文的阅读素材而言，其数量庞大且包含较

多种类，如题材、角度与内容，这为学生开展比较阅读提供

了一定的基础。 在进行比较阅读时，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

导下，分析不同阅读材料的各层联系，通过比较阅读，不断

提高群文阅读的有效性。 对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

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与鼓励，带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使学生

借助比较阅读法分析不同文章的实际联系。

例如，在进行群文阅读时，学生无法清晰找到文章间存

在的异同，此时教师就需要指导学生立足多个角度，深入分

析文章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通过对比阅读，不断加强学生

的理解深度。 如讲解《短歌行》和《归田园居》时，教师需

要指导学生寻找不同的切入点，如曹操与陶渊明同样身处乱

世，但二人的追求与志向却存在较大差异，其具体原因是什

么？ 需要指导学生自主探究，并结合个人思路探讨相关问

题。 并向学生提问，要求学生总结自己找到的异同点。 通

过此种方式，不断加强学生的阅读体验，使其掌握基本的比

较阅读方法。

(二)借助思维导图开展比较阅读

在进行比较阅读时，为了帮助学生梳理阅读知识点，使

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教师可以采用思维导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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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帮助学生理顺阅读要点。 针对思维导图而言，其不仅

有助于学生梳理语文知识点，还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使学生更加高效地开展学习。 也就是说，思维导图既可以

作为单独的教学手段，还能作为辅助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同时，思维导图与比较阅读法存在一定关联，如开展对比阅

读时，为了使学生更加明确对比素材的异同，教师就需要指

导学生在纸上重新组合相关知识点，并借助思维导图进行比

较和还原。 在此方式下，学生可以清晰观察不同阅读素材

的差异，对学生比较思考有重要帮助。

因此，在教学期间，教师就需要积极发挥思维导图的作

用，以此提高比较阅读的教学效果。 如讲解《梦游天姥吟

留别》《登高》《琵琶行》这三首诗词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画出思维导图，并对比三首诗词的创作风格、写作手法与其

他异同点，以此加强学生的理解深度，使学生清楚区分阅读

知识点。

(三)借助小组合作开展比较阅读

在群文阅读教学中，为了提高比较阅读法的应用效率，

教师可以借助小组合作开展语文教学，以此促进学生的交流

和互动，使学生在探讨中丰富自己的学习见解。 对此，教

师需要运用学生间的相互影响力来进一步开展比较阅读教

学。 每个学生的阅读优势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教师需善

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鼓励学生运用阅读优势提高阅读效

果。 同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小组中发挥自己的长处，

积极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与阅读方法，以小组为单位带领学

生开展具有探究性的对比阅读。

例如，教师可以将课堂设置为开放性或半开放性，如讲

解《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运用比较阅

读法梳理阅读思路，并结合个人判断总结阅读结果。 又

如，学生可结合某个固定问题，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对比阅

读，每人立足不同角度说出自己的看法，在互动讨论中总结

最终答案。

结束语

综上所述，比较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法，更是一种阅

读思维、阅读能力。 同时，在应用比较阅读法时，学生会

发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各项问题，这对加强学生的阅

读深度、提升其阅读能力具有重要帮助。 随着高中的语文

学习逐步深入，语言文学的理解和解读变得愈发复杂；这个

关键时刻正是塑造并提升读者素养与读写能力的关键时段。

所以需要改变传统高中教育中关于文字学习的教学方式，转

为使用对比型的学习策略来激发学生的读书热情，这不仅能

有效地增强高中教育的语文写作课程的效果，同时也能推动

学生未来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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