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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5B_E5_90_8

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6598.htm “陌生化”是德国著

名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创建的戏剧理论。该理论的重要特征就

是，戏剧创作和表演过程中，应采用“间离技术”，突破观

众与剧情之间产生的移情、内摹仿或感情共鸣效果，使观众

更理性地、冷静地分析判断剧情和人物，从而获得更深刻的

审美享受。 “陌生化”理论对阅读教学颇具启示意义。现代

阅读论认为，阅读对象是作者言语行为的成果，阅读的目的

就是引导学生领悟其言语发生的特征和技巧，而不是仅仅让

读者沉浸到文本所营造的情意空间中去，既要“入乎其内”

，更要“出乎其外”。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

生“主动”地阅读，对文本进行研究、考察：它为什么能够

感动我们呢？同样讲到这些事物，如果换一种说法，是不是

也能够感动我们呢？此即“陌生化”阅读。 对于以母语为媒

介的阅读者来说，由于一般并不存在语言上的太大障碍，所

以完成“被动”的阅读，并不难。事实上，等新课本发下去

之后，学生大多浏览数遍，文本内容大多了然于心。因此难

度在于如何引导学生“出乎其外”地进行“主动”阅读。 因

此，阅读教学过程中常常有必要对文本作“陌生化”的处理

。阅读教学中的“陌生化”就是借助相关“间离技术”，帮

助学生对文本产生浓厚的探究欲望，从而实现由“被动”阅

读向“主动”阅读的转变。来源：www.examda.com 教学实践

中，笔者归纳出如下“陌生化”手法。 一、通过再现作品形

成过程实现“陌生化” 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中，为了引导观



众对戏剧作品作理性的思考，经常采取挂半截幕的办法，让

观众看到台上的换景、换人等过程，也就是适当地把戏剧的

形成过程展示给观众，以提醒观众，这是在演戏。阅读过程

中，我们面对的是作者的创作成果，而不是过程，如果我们

能够再现作者的某些创作过程，特别是其中一些重要的细节

，对调动学生阅读的敏感性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通常进

行的写作背景介绍，往往是笼统的、抽象的，主要包括时代

背景、作者生平、代表作品之类，对“这一篇”文章的阅读

补益不大，甚至毫无用处。写作是作者在特定言语条件下的

语言活动，作者的创作，必有具体的、个性的言语冲动、言

语目标、言语环境、言语对象，也必定有语言技巧上的斟酌

、推敲、选择、取舍。这些都是开启学生阅读智慧的钥匙。

恰到好处地再现某些创作过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

。比如教学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我们可以复现

闻一多先生演讲时的场景，特别要说清楚听众的特殊性：既

有李公朴的哀思者、崇敬者，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这样，学

生就会对闻一多先生锋芒毕露的演说、视死如归的悲壮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再如教学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我们

可以告知学生，这首词原题为“长江”，后来正式发表时才

改题为“游泳”，并让学生理解改换标题对主题表达所起到

的作用：以“长江”为题，只能显示取景之宏阔，而以“游

泳”为题，则能更好地烘托词人人定胜大的博大胸襟。 二、

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陌生化” 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中，经

常让独立于剧情之外的歌手通过演唱诠释话剧的审美内涵。

而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我们实现阅读的“陌生化”提供

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传统阅读教学的一条宝贵经验是重“涵



泳”，而现代急剧加速的生活节奏也对“涵泳”之法提出了

挑战，多媒体手段所承载的丰富的信息可以为制造“陌生化

”的阅读氛围、提高阅读效率助上一臂之力。比如教学《南

州六月荔枝丹》时，配合课文朗读，先后出示白居易《荔枝

图序》的古印本章句、荔枝生态结构的解剖面以及反映荔枝

生产种植的影像资料等等，并配上几段恰当的音乐，这样的

音像课本，比教师单纯的范读效果自然会好一些。 三、通过

“以写促读”实现“陌生化” 一般意义上的“读写结合”，

是以写为终极目标的，即通过阅读，汲取可资借鉴的写作技

巧。我们提出“以写促读”，则是以提高阅读效果为目的的

。事实上，学生不写是很因难深刻领会作者创作的艰辛和奥

妙。“以写促读”，其实施过程是“读－写－读”。首先预

读课文，然后根据文本阅读的具体目标组织学生作针对性的

写作训练，再回头去精读课文。由于学生有了创作的经验和

教训，阅读的自觉性、领悟的敏锐性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高

。比如教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学生预读课文之后，笔

者组织学生就自己熟识的景物写作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学

生写作的《竹园翠色》、《我家门前的那条小河》、《菁菁

校园》、《乡村的早晨》等作文，题材很好，写景也很美，

但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写景有余而抒情不足或情景不对称等问

题，这时有针对性地讲读《荷塘月色》，学生对散文中借朦

胧幽美的景物传达出的“淡淡的哀愁”和“淡淡的喜悦”自

然就心领神会了。 四、借助评论文章达到“陌生化” 叶圣陶

先生说：“阅读了一篇作品，觉得淡而无味⋯⋯于是去听听

别人的话。听了别人的话，再去看作品，觉得意味深长了⋯

⋯这是读者常有的经验。”别人的评论也可以形成阅读的“



陌生化”，这是因为别人的评论特别是经典的评论可以为学

生打开一个崭新的阅读视角，提供一份可资鉴借的审美体验

。如教学柳永的《雨霖铃》一词，引出刘熙载《艺概》中的

点评：“词有点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

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句句意染之。”

评点的引用，让学生对早已耳熟能详的词句翻出了审美的新

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