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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文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有着一个不断渐

进调整、丰富深入的发展过程。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 年版）

中所提出的“语文素养”。2017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将“核心素养”引入语文

课程教改。提出“语文核心素养”指“学生在积极的语

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建构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

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

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语言建构

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

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本文基于“语文核心素养”

的以上四个层面，以苏轼的随笔小品《记承天寺夜游》

为例，进行语文课堂教学实践的探究。

一、语言建构与运用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其所属语文教学的学习结果是

语文基本技能和形式知识。要将此学习结果转化为学习

内容，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应该

设置相应的教学侧重点。

第一，多维度强化教学中的诵读环节。在《记承天

寺夜游》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可以在“预习”环节先布

置学生自行朗读，让学生在多次自主诵读中，能够自己

根据原文注释，大略地疏通和知晓文义，读准字音，明

确文本中的停顿和断句，进而对文章产生直观、原始的

语言感受、建立起一个初步的阅读体验和语言印象，为

下一阶段深化阅读做好预热和准备。经过预习阶段的自

主阅读之后，教师再在文本讲授中逐级分步、穿插反复

地安排自由默读、模仿跟读、放声诵读、个人朗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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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齐读和配乐朗诵等诵读模式，并且明确和理清各个层

次诵读的具体要求、侧重点和重难点。让学生熟读成诵，

引导他们通过朗读来感悟和理解短文，提高和加强学生

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敏感性、合适性、有效性等在内的

语感能力。

第二，重视文言文常用字词、句式的积累。《记承

天寺夜游》一文，在初读时要清晰地讲解学生不太能把

握的字音，例如：多音字“解”、“乐”等。在疏导字

音的基础上，教师在细读、讲授课文的同时，可指导学

生分类分层积累文言词汇，例如：其一，结合课文下方

的注释和工具书，让学生能够明确、并能自主讲解文本

重点实词及虚词的含义。其二，用分类补充、扩展的方

式帮助学生进一步、更清楚的理清关键字词的用法。比

方说一词多义，文中的“与”字，在“念无与为乐者”中，

是介词，可以解释成“同，和”；同文“相与步于中庭”

中，又是副词，“和……一起，共同”之义；教师还可

以再添加其他文献中同字异义的例句，如“未复有能与

其奇者”（《答谢中书书》），其中的“与”则是动词，

有“欣赏”的意思。除了一词多义，再比方说古今异义，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中的“但”，文中古义指“只

是”，今义则多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但是”的意思。

其三，通过小组合作翻译文言文的形式，让学生在具体

的语境中更深入直观的理解文言字词。

二、思维发展与提升

“思维发展与提升”相对语文学科的学习结果类型

是语文的认知策略。在《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中，

需要有意识地涵盖和设计相对应的学习内容。

第一，指导学生自主发掘这篇散文文本创作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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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过程和方式。思维的发展与提升，需要注重开发教学

内容中语文学习思维策略方面的程序性知识，引导学生

应用辨识分析、概括归纳等方法，运用基本的逻辑规则

和语言文字规律，探究、整理和解读文本。在《记承

天寺夜游》的教学设计中，可以指引学生通过两个步

骤分析课文。步骤一，是简要梳理苏轼的行动足迹和

情感脉络。徐渭曾如此评价苏轼的随笔小品“极有布

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徐渭《评

朱子论东坡文》）。《记承天寺夜游》全篇短短八十五字，

却圆融精妙地记录了“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

的夜游踪迹和心情体验。从“解衣欲睡”又欣欣然受

明月“邀约”出行；到寻得友人张怀民悠闲自得地漫

步赏月。苏子借景抒怀，心境从“得罪以来。深自闭

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的茕茕孑立、清冷苦闷；

到“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其中淡淡的

喜悦；再到“相与步于中庭……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的恬淡适意，逍遥放旷。步骤二，是详尽阐释文本中

的几个关键词。例如对“闲”字的解析，表层涵义是

闲人、闲事、闲情，深层指向则是寄寓了苏轼的出世

离场而闲、愤懑而闲和旷达而闲。其他的关键词还有

“月”“竹柏”等。

第二，有意识地在教学活动中设计联想和想象环节。

例如，在《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启发学

生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其一，是想象

苏轼夜游承天寺所见的景致。黄庭坚曾有赞叹苏轼随笔

小品“落笔皆超轶绝尘”。《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景物

描写有着苏轼鲜明的主观色彩和个人风格，展现的是一

种与诗人心境相对应，澄静清澈、空明宁静的自然之美。

启发学生通过类似于月下夜游图、藻类荇菜图等画面式

的描摹想象练习，形象地获得和提升审美感受，有效地

强化了对学生想象思维能力的训练。其二，《记承天寺

夜游》的教学设计中，还可以让学生在明白和理解苏轼

此时虽作为贬谪之身在黄州，却依然能够旷达超然的基

础上，就苏轼和知己张怀民月下同游时的情境展开联想

和想象。苏、张二人同是境遇在低处，谪居于黄州，面

临着同样的关于得失顺逆、出世入世的人生问题；但都

又灵魂在高处，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为他

们设想的对话，表达的可以是一种离群的苦闷，一种深

隐的悲愤不甘，一种参破后的豁达，亦或是一种复归于

平静后的释然。

三、审美鉴赏与创造

在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为

获得审美鉴赏与创造，需选择相应合适的、特定的学

习内容。

第一，丰富和开拓课程资源，在课堂教学中重视经

典文学鉴赏和比较阅读，提升其鉴别、欣赏和评价文本

的审美情趣及能力品味。比如，在《记承天寺夜游》的

教学中，可以补充介绍和欣赏苏轼的其他一些随笔小品。

苏轼的小品文是其散文作品中最具文学性、也最有真率

自然之美的典型代表。文体样式灵活多样，有书简、杂

记、题跋等；主题内容随手拈来、漫笔写成；多创作于

苏轼遭贬谪、人生失路的时期。呈现的是一个虽身经磨

难，仍热爱生活、旷达天真又机趣幽默、真诚热情且张

扬好动的自由心灵。苏轼记游类的散文小品，无论是他

创作于黄州时期的《记游定惠院》《游沙湖》《书临皋

亭》，还是其谪居惠州、儋州期间的《记游松风亭》《游

白水书付过》《书上元夜游》等，皆可从自然景物的点

染赏会，以及文辞的思想感情、诗意哲理等层面，在《记

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中进行比照鉴赏阅读。除了随

笔小文，苏轼作于同一时期的词作也多是自放山水之间，

虽人生道路履险如夷，仍任天而动，胸襟开阔，极具艺

术美感和精神魅力，如《浣溪沙》《定风波》《南乡子》

等，都可作为《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实践中补充介绍的

文献材料。

第二，重视和鼓励学生在表达自己审美体验的过

程中，发现和创造美。在《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

学过程中，可在小组讨论与发言环节设置一些相关的、

多维开放性的话题。例如，关于“苏轼人文形象的诠

释”，就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论题。学生在兴致盎

然地讨论和解读苏轼这些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会自然

而然带着亲切敬佩的情感塑造出一个个从自己审美角

度出发的，有血有肉、活泼生动又极具人格力量和个

性魅力的苏轼。这个“苏轼”，情感丰富又纯真善良，

才华横溢又自由飒爽，屡陷困厄但仍自得其乐。这些

在学生热烈描述和讨论中诞生的苏轼形象碎片，最终

组合建构而成的绝不会是可望而不可即、刻板平面化

的形象，而是一个丰富完整、立体多面，更具美学意

味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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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承与理解

在《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应该指导

学生充分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理

解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核心理念，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认同，从更深层次激发学生热爱、继承并弘扬

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对“宋型文化”这一文化概念的介绍和阐释，

可以作为《记承天寺夜游》课堂教学一个重要的延伸和

拓展方向。“宋型文化”这一文化形式由傅乐成教授较

早明确提出，他认为与“唐型文化”相较，“宋型文化”

更加倾向于建立中国本位文化。“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

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

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

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

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王水照先生特别提出，不能

把“宋型文化”简单等同于宋代文化，而应该将它视作

是“中国传统文化成熟期的型范”。实际上，学界一般

认为“宋型文化”“最典型地体现在有宋一代”，但其

时间脉络实则“肇始于中唐，定型于南宋，绵延于元明，

衰竭于清代”，“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

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记

承天寺夜游》一文中儒释道精神的碰撞、交融与合流，

善思辨与重情悰的辩证统一，以及内倾化、收敛自省的

哲学思辨色彩，都是“宋型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和典型

外在表现。

第二，宋代士大夫文人中的“吏隐”文化，亦可作

为《记承天寺夜游》课堂教学的扩展和补充。所谓“吏

隐”，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中的一类特殊形态，指的是

像谢朓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中“既欢怀禄情，

复协沧洲趣”那样，虽入世居官而亦如退隐于山林。苏

轼于元丰六年创作《记承天寺夜游》，当时他因“乌台

诗案”被贬为“不得签书公事”的黄州团练副使已经四年。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打击沉重，是影响其生活、创作

和思想的重要转折性事件。一方面，四十七岁仍伶仃谪

居黄州的苏轼在经历了此番备尝坎壈的厄境之后，佛老

清静无为、超然自在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使他渐生归隐的

想法，《记承天寺夜游》中追寻的“空明”之境，以及

通过寄情无言山水淡化、超脱人生苦难，都可看作这一

时期苏轼隐士之念的外化与表达。另一方面，儒家入世

进取的淑世精神，又始终是苏轼人生道路的重要基线，

所以就又有了《记承天寺夜游》中“闲人”一词，在“清

闲”的表层叙事下，寄寓的是一种深层的心酸苦楚与愤

懑不平。因此，“吏隐”这种生存方式，成为了苏轼在

出仕与归隐两难抉择间所找到得一种平衡与兼容。

总之，在《记承天寺夜游》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可

以通过以上师生共同阅读与鉴赏、讨论与表达、拓展与

探究等语文学习活动，使得学生包括“语言建构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

传承与理解”四个维度在内的“语文核心素养”获得发

展与提升，帮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形成并得到相应的

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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