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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触类旁通，可谓课文学习的三个境界。它是目标，也是

内容；是过程，也是层次；是方法，也是能力。值得学习者

努力追求和实现，也需要指导者给予引导和帮助。 一、感知

初通由感知而初通 这是课文解读的第一境界。课文读上一两

遍，不必过细地研究，主要凭着感觉、知觉和表象（有时还

有直觉）的参与及作用，即可获得对课文的较为完整的印象

和初步的理解。这看似平常，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阅读结果

和阅读能力。假使读物被作为略读或浏览的对象，则达此目

标已成功一半，在此基础上或有所启迪，或有所发现，或有

所积累，或有所借鉴，一定大有收获。 感知初通并不简单，

因为这“初通”的内容并非可用“完整的印象”一语了之。

真正的“初通”至少包括：①字面疏通扫清生字、生词、句

读等等阅读障碍；②文意粗通对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倾向

有个基本的了解；③文路打通文章的思路是怎样运行的，应

摸索出个大概；④文与道架通文章的体式、结构、语言怎样

与人、事、景、情、理相契合，应该有个大致的认识；⑤与

作者沟通既然阅读是心灵的对话，那么，就需要了解一下写

作时的情感和意图。 “感知初通”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结果“

初通”上，更在于过程和方式“感知”上。“感知”具有五

种品质，它提升了“感知初通”的境界：①感觉性。正如王

富仁教授指出的那样：“阅读、欣赏、接受语言作品的基础

不是‘懂’，而是可感觉性、可接受性。”因为“可感就能



接受，就能记得住”。可见，凭感觉、知觉去感悟作品是最

有效的。②表象性。作品是生活的图画。领悟作品也必须通

过调动头脑中积存的大量表象去形成相应的形象系统才能实

现。“披文入境”、“识文得象”，才能进而“处境感意”

、“析象得旨”。③整体性。既不要纯粹的“旨”，也不要

孤立的“言”，要的是“在头脑中储存起感性的语言模型”

（巢宗祺语），即言意兼备的文章“图式”。这才是形成语

文素养最具价值的东西。④审美性。由于是整体的感知，因

而作品中的美的形象不至于被肢解、被破坏，阅读才得以享

受到真正的审美愉悦。⑤情感性。文章不是无情物，读者皆

为有情人。读书只有动情，才能产生动力，产生真正的理解

和精神的滋养。因此，必须让情感与认知和谐共进，相互促

进。 对于精读课文，“感知初通”只完成了概略式理解。而

学习语文需要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

理解得透彻”（叶圣陶语）。这就需要致力于达到第二境界

了。 二、融会贯通经融会而贯通 融会贯通，就是融合了文本

内外的诸种因素，在明了其意义的基础上发现其内在联系，

从而达到对文本乃至对自我身心的一种澄明净朗、清彻通达

的认识境界，仿佛幽暗的迷宫被强光照彻，一切暗道机关都

豁然开朗一样。 贯通，是理解和思维的最佳状态。它包括：

畅通思想主渠道，让文章思路显豁明朗起来；开通绾结文章

的枢纽，让它成为打开理解大门的钥匙；接通隐而未显的联

系，使文章成为有机整体；打通文章中滞涩难懂的关节，使

之成为庖丁解牛“批大 ，导大 ”的乐境；沟通与作者心灵的

精神联系，使之发生情感的共鸣；融通群体阅读中同学间的

情感体验差异和认知冲突，使之相互接纳、欣赏或质疑、存



异。 贯通，从文章整体而言，可有： 1.横向贯通，即对内容

要素之间关系的通透理解。如小说中人物、事件、环境之间

的关系；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物的外表与心理、言

语与行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等等。事物的本质就蕴藏在那

种种关系和联系中，越是能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思考，越是

能悟得真谛和奥妙。 2.纵向贯通，包括纵列联系和纵深联系

两种情况。纵列联系指文本内容呈现的前后联系、发展联系

。要能看到人物或事物的前后变化及其必然性、根据性和联

结点以及行文的起承转合及首尾呼应。纵深联系，是指文章

内容的外在与内在、表层与里层的联系。所谓贯通，就是能

从外围透视到中心，从表象洞悉到实质。它要求阅读时必须

沉潜下心来，“涵泳得深，体味得切”（叶圣陶语）。 叶老

解读《孔乙己》中的“笑”，最能说明纵向贯通的问题，也

最见叶老融会贯通的功夫。“笑”是《孔乙己》文中的一个

表象，它与文章内涵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篇小说简直是用

‘笑’贯穿着的”，前后的笑是怎样联系的呢？叶老分别从

横向（众人对孔乙己的讥笑、取笑）和纵向（孔乙己在时让

人笑，不在时“别人也便这么过”）加以联系和贯通，深刻

剖解了无聊的人们、无聊的生活和无情的社会。 3.文道贯通

。即把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艺术形象与表现技巧联系起来

贯通起来，看一看思想内容是怎样披覆着形象外衣的，言语

形式又是怎样包蕴着生活内涵的。特别要从艺术鉴赏角度说

出个所以然来。如叶老所说：“我们不但说了个‘好’就算

，还要说得出好在哪里，不但说了个‘不好’就算，还要说

得出不好在哪里。”尤其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

”，若“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将一无所获



”。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怎样通过融会去达到贯通。

融会，似可作出三种解释： 1.融合、会集文本内相关信息，

去实现某一范畴的贯通。其实现的效果取决于所取信息的相

关度、数量，思考的方向、方法以及对文本整体背景的理解

、熟悉的程度等。 2.融合、会集各种知识和道理去达到对某

一问题的透彻理解。这有点类似于综合性学习或解决综合化

问题。不是只着眼于收集材料，而是要寻找多方面的解释或

解决问题的途径。如《藤野先生》中“清国的学生”的“大

辫子”、“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日俄战争”、“东京

”、“仙台”等，须借助相关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才能理解，

进而去实现贯通目标。 3.融合读者个人的独特体会去实现那

独特的贯通与作品人物乃至作者的心灵沟通。所谓独特，就

是个性化的，自己独有的，而不是共性的定评的那些东西。

惟有个性化的体会和理解，才会与生命相对接，才会有助于

精神成长。而这种个性化体会和理解的鲜明特征就是情感的

共鸣和思想的共振，就是彼此心灵的息息相通。 “融会贯通

”可谓文本理解的极致。但“课文只是个例子”。只有把个

例上升到类，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能产生最大的学

习效益。 三、触类旁通缘触类而旁通 所谓触类旁通，是指“

掌握了某一事物的知识和规律，从而类推了解同类的其他事

物”（《现代汉语词典》）。显然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高效

学习策略，也是一种善于迁移的高超学习智能。它可以收到

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学习效果。学习语文亦如此。每一篇文

章既是“这一个”，又包含着“这一类”。类即是理，知理

便可触类旁通了。譬如学了《孔乙己》，知道鲁迅先生之所

以用第一人称，且把这第一人称托付给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去



写，是为把孔乙己活动的范围限定在酒店里，便于小伙计去

观察和表现，而其他酒客都是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都不宜

充当第一人称的“我”。同时，小伙计说的只能限于酒店里

的所见所闻，这势必促使取材与剪裁都要精当。明白了这个

道理，也就可以类推其他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写法必有其自身

合理性和构思艺术性的根据。 触类旁通的前提是掌握某事物

之理。这“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可意会又可言传的，另

一种是可意会却不可言传的。阅读写作之理也常有不可言传

的。但这不妨碍触类旁通，只是“通”的时候不必把理言明

，只需说“某某章法就像这个例子”即可。这就是语文学习

的比类性特点。我们姑且称之为触类旁鉴。 还可以触类旁举

，就是举一反三。如学了某种笔法，则大量列举此笔法的其

他例子，可以起到强化巩固作用。若能将这些例子加以比较

，在共性观念下看到各自的特点，则成为一种有效的变式学

习，这又是触类旁比了。若列举例子只是依据一个大致的范

围而并未明晓其理，通过比较求同却推出了共性之理，这又

是触类旁推了。 此外，既然触类可以旁通，当然也可以而且

应当触类“上”通和触类“下”通。触类“上”通，就是将

课文归类，让它隶属于一定的类别之下。可从不同角度如题

材、主题、体裁、结构、方法以及语言风格等去寻找归属。

课文的单元划分就是以体裁样式为分类标准的。“上”通类

属，一方面有利于对共性规律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又有利

于发现课文的自身特点，学到新东西。触类“下”通，是指

从课文中的某一知识或规律出发，向下延伸，或将其具体化

、事实化，或提摄它的下位概念、支撑概念。如心理描写，

假若文中写了某种喜悦心理，若求其“下”通，则可试着分



解一下，喜悦心理还有哪些具体表现形态或子类型。总之，

通过触类旁通、上通或下通，可以拓展知识视野，发挥范例

作用，提高学习效率，发展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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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