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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准确把握文章的思想特征，领略文章的艺术特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运用

比较法教学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总结了个人的教学实践经验，归纳了七种教学比较法，以拓

宽教学思路和学生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中学语文    教学方法  

 

  比较就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它的实用范围极为广泛，在文学、法学、

政治、经济等领域中早就普遍广泛地运用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发现有创造。

笔者以为在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妨也可以尝试运用比较法。由于作家思想素质、文化修

养的不同，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是不相同的。为能把握文章的思想特征，

领略文章的艺术特色，我们运用比较法教学是必要的。  

  再从完成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上看，运用比较法教学也是必要的。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

家布鲁纳指出：“知识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所以，语文教学在完成“授业”任务的

同时还要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运用比较法教学，可使教

学内容丰富，教学思路宽广，能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能力。本人在

语文教学实践中作了一些尝试，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途径和方法。  

  一、文章标题的比较法  

  文章的标题是文章的纲。它分三大类：①限定文章表现的范围；②点明文章的中心；③

确定文章的表现形式。为了让学生在阅读中把握文章的“纲”，教会学生审题，将一些典型

的标题作比较分析，能让学生领会作者命题的严密性。如：我在教《春》、《济南的冬天》、

《海滨仲夏夜》、《香山红叶》这四篇文章时，就将这一组题目作了比较教学，让学生一起

参与讨论，使学生明确下列问题：①四篇文章的题目都揭示了时令（春、冬、夏、秋）；②

四篇文章的标题都揭示基本的表现手法——绘景抒情为主；③四篇文章的标题都在时间和空

间上作了规定；《春》的时间和空间最大，从时间上看，可以从初春写到暮春，从空间上看

可写整个大地；《济南的冬天》，从时间上看，可从初冬写到深冬，而空间上，只能写山东

济南市；《海滨仲夏夜》，从时间上看仅限于仲夏的夜晚，而空间上看只限于海滨；《香山

红叶》，时间限定为秋天，空间限为北京香山，且主要的表现对象应为“红叶”。  

  二、同单元课文的比较法教学  

  课文的单元组合，是由专家精心设计的。同单元的课文一般体裁是相同的。有的在内容

上是同类的。将单元里的课文进行比较，常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如：《故宫博物

院》、《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两篇均属课内自读课，我就先引导学生阅读这两篇课文的

“自读提示”，然后辅导学生根据“提示”设计一个对比表格，内容有：“事物特征”、“说

明重点”、“说明顺序”、“说明方法”等，上课时只抓住说明的重点进行教学，使学生了

解了故宫、大会堂这两建筑群的不同性质，而且只用了一教时的时间，解决了原两教时才能

解决的问题。  

  三、不同体裁课文比较教学  

  同一类型的内容，因体裁不同，其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为让学生理解体裁与表达方式之

间的关系，我在教学中常将内容相似而体裁各异的课文进行比较。如：在教第三册《蜘蛛》、

《春蚕到死丝方尽》时，就先让学生回顾第二册的散文《荔枝蜜》中有关“蜜蜂”一段描写，

然后导入新课。通过比较法教学，学生对说明、描写、抒情这三种表达方式在不同体裁中的



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四、思想内容的比较教学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文道结合”是语文教师必须遵循的教学原则。实践证明运用比较

法教学还能强化课文的思想内容。如在教学《短文两篇•陋室铭》一文时，指导学生与陆游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陈毅的《梅岭三章》进行比较，组织学生反复进行议论有关刘禹

锡提出的“德馨”问题，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清廉固然要，但要以“国”为重，要居安思危，

不能只安贫乐道。也明确了：不同时代，德的标准是不同的，当今我们提倡的是共产主义道

德规范。  

  五、课文与学生习作的比较教学  

  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其中“写”的能力尤为重要，因

为作文是学生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教学中，努力做到教学为写作服务，将课文与学生的

习作进行比较。如：写人记事的作文，小学里就开始了，可相当一部分初中生还是写不好，

常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不具体，欠生动，枯燥得很。针对学生这一情况，我在教《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抓住“冬天雪地捕鸟”这一节，与学生的一篇没有具体描写的作文进行

比较教学。通过逐句比较，学生们认识到：课文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作者挑选了一系列富有

表现力的动词，将捕鸟的过程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焦急等待心理、专心致志的神态、详细准

备的动作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来了。通过比较，学生受到很大启迪。  

  六、文章结构的比较教学  

  结构是文章内容的表现形式，采用什么结构，要取决于文章内容。一个完美的艺术结构，

是最能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的，而且是最能引人入胜的。我在教学中，对结构精巧的文章常

常爱不释手，总要引导学生到精巧的艺术殿堂里去领略一番。如《驿路梨花》所表现的内容

是“学雷锋，做好事”。在教这篇文章时，我引导学生将顺叙与倒叙两种结构形式进行比较，

使学生在比较中领略那完美的艺术结构，明确作者这样安排结构的用意是使文章曲折、委婉、

悬念环生。  

  七、表现手法的比较教学  

  表现人物，可从正面来表现，也可以从侧面来表现。这两种表现手法的艺术效果各有千

秋。但作者在选择表现手法上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酌斟再三的。我在教学中，常常抓住一

些典型的课文进行比较法教学，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我在教《第二次

考试》时，就对陈伊玲有关的侧面描写进行比较分析（请一位同学改用第一人称自述），经

过比较，学生认识到：对陈伊玲过去的经历及第二次考试失败的原因用侧面描写，更能突出

陈伊玲乐于助人的精神和谦虚腼腆的性格。另外，还有句子和词语的比较教学等，其内容更

为丰富多彩。  

  比较法教学“着力点”应放在学生方面，以提高学习效果为最终目的，要把教与学和谐地

统一起来。教师在实施比较法教学应特别注意坚持“参与式”教学。比较法教学是建立在学生

广泛参加之上的，要为学生留有“教学空白”、“教学间隙”，让学生驰骋其间，比较法教学就

能达到优化程度。  

  运用“参与式”的比较法教学，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单篇”、“单向”性的授课模式，实

行“综合”、“横向”性连贯比较，这就有利于教师把握重点，突出文章精髓。而且，运用比较

法有助于改变学生学语文只学词语、分层次、归纳中心等呆板的模式，以及诸如“划书”、“背

诵”等机械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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