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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小学散文类课文词语教学
不可忽视的细节： “所指” 与 “能指”

许丽双

（莆田市筱塘小学， 福建莆田　 ３５１１００）

【摘　 要】 在小学阶段占很大分量教学内容的散文， 其语言比其他文体更丰富、 更多彩、 更精美，
且作者往往能对词语进行特殊与巧妙的使用。 在散文的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通过还原、 比较、 迁移、
拓展等方式， 引导学生明晰散文中关键词语的 “所指” 与 “能指”， 并转化成自身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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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 “散文”， 是指艺术性散文或文学

性小品文， 也称 “美文”。 著名作家毕飞宇在

《阅读时， 不要放过你的耳朵》 中提到， 在散文

中， 字和词的意义重大， 它们是一个作家的终极，
它们也许就是本质。 读者如果把字和词错过了，
就可能把整个作品错过了， 甚至把这个作家错过

了。 就一般读者而言， 散文阅读除了要读懂文字，
更要从文章的语言中读懂作者和文中人物的个性、
精神、 情感等更深层次的内涵。 而小学教材中的

散文， 其语言往往比其他文体更丰富、 更多彩、
更精美， 特别是词语， 作者往往对其进行特殊与

巧妙的使用。 孙绍振先生在其 《孙绍振如是解读

作品》 一书中指出， 从符号学理论角度分析， 这

一类词语存在两种不同的语义范畴， 一方面是

“所指”， 即科学的、 工具的语言， 讲究语义的准

确和规范； 另一方面是 “能指”， 即文本语境中

的语言、 语义往往带着非常强烈的、 个人的、 临

时的感情色彩， 从这种个人化的运用中， 我们能

够辨认作者和文中人物的个性、 精神、 情感等深

层次的内涵。 比如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

《窃读记》 中 “我很快乐， 也很惧 （ ｊù） 怕———

这种窃读的滋味！” 一句。 读到句子中的 “快乐”
一词，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明亮宽敞的图书柜， 舒

适的阅读座位， 崭新的书籍， 甚至还有饮料零食

……而课文大力铺陈的读书环境却是 “我踮起脚

尖， 从大人的腋 （ｙè） 下挤过去。 哟 （ｙō）， 把

短发弄乱了， 没关系” “我会知趣地放下书走出

去” “一本书要到几家书店才能读完”。 尴尬的阅

读环境和孩子气狡黠幼稚的伪装， 只是为了满足

自己强烈的求知欲。 这种在强烈的求知欲支配下

的窃读， 即使再狼狈、 再尴尬、 再困难， 对作者

来说， 也是快乐的。 在这里， 作者之所以能够对

词语进行特殊与巧妙的使用， 就是所谓的 “能

指” 和 “所指” 之间的转移。
回看学生的表达， 不管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

表达， 他们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 “能指” 和 “所
指” 之间的转移， 特别是中低年级学生， 他们基

本上只能运用 “所指” 之意进行表达。 这和学生

的年龄特点、 知识水平有极大的关系。 这个学段

的学生所掌握的词汇量， 他们眼里所看到的世界，
心里所感受到的情感更多的是直观的。 当然， 低

年级教学还没有涉及 “文体” 这个概念， 因此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