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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的阅读要求包括：能够熟练地运用略读和浏

览的方法，扩大阅读范围，扩展自己的视野。欣赏文学作品，

能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

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

能联系文化背景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

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论文以川端康成小说《雪国》为例，探究其进入高中语文

课外阅读材料的教学价值及实践。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最富有代表性的现代

文学作家之一，是亚洲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1968年《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小说获得了诺贝

尔文学奖之后，川端康成更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之一。

研究《雪国》的学者不少，在获奖后，国际上更是掀起了

研究《雪国》的热潮，《雪国》获得了国际文学界的肯定，

它的价值是多重的。

小说多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并不是注重情节的

塑造。人物描写多是跟随感觉描写，其中又以心理描写偏

多，另外是动作与外貌描写。川端康成受“物我合一”思

想影响较深，因此在塑造人物时会考虑加入景物描写，以

求达到情景高度合一的境界。《雪国》的语言是散文化的，

讲究随心而发，语言通俗易懂，川端康成还喜欢运用大量

的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小说主题是从唯美主义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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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人类的生命的虚无与徒劳，精神的迷惘。事实上不只

岛村是这样，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只是行尸走肉般生活

着，而川端康成极其喜欢的两位近乎完美的理性的女性形象

努力生活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其实也表达了川端对那些自

强自立、纯洁女性的赞美与同情 [1]。

《雪国》创作从现实生活的事物出发，所选取的意象

多是日常生活中的景物，也通过这些景物表达自己的“哀”

情。且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

的年代，日本国内民不聊生，对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厌

恶帝国主义这般行为，精神上痛苦不堪，为了试图躲避现实

的残酷，创造了雪国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世界，表达了对净

土的向往。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反战思想，

川端康成精神层面的缺失也反映在岛村的身上，即对万物提

不起兴趣，认为一切皆是徒劳的，自己无论过得怎么样都还

是觉得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以及生命的意义，精神空虚，试图

找到生命意义，而小说结尾给出了答案，虚妄的徒劳。

总之，《雪国》无论是从内容、创作手法以及思想内

涵上来看，都是值得一读的，能在课堂之余拓展学生的课外

阅读。因此，《雪国》可以编入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材料，让

学生在课外之余能够阅读并思考日本文学作品及文化，更加

读懂并热爱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

能性

教材的阅读是学生阅读的主体和重点，课外阅读应围

绕课内阅读来展开。要让学生利用课堂学得的知识、方法广

泛阅读课文以外的文章和书籍，使他们“得法于课内，受益

于课外”，学生通过课外阅读来进一步理解课内所学知识，

拓展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使课内教学与课外阅读相辅相成。

所以，课外阅读材料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课外阅读材料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提升高中语文课外阅

读材料的质量是重要的任务 [2]。以川端康成小说《雪国》为

例，探究其进入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材料的可能性也是值得肯

定的。

首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文学作品与

中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学习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

并且还能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鉴赏能力以及分析解读不

同文化背景下相同主题文学作品的能力。例如，高一下册部

编版的语文教材的第二单元的关汉卿的《窦娥冤》、曹禺的

《雷雨》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便从中国古代、现

代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进行了比较学习。还有第六单

元的十四课也对比学习了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

形记》所以也可以将沈从文的《边城》和川端康成的《雪国》

进行比较学习。

其次，学习其他国家文学有利于学生拓展思维与开阔

眼界。中学生课业繁重，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兼顾身体的健

康，因此留给中学生进行课外积累的时间并不多。而现在中

国正处于开放阶段，对于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我们是持客观的

态度。相对于欧美文化，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中国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接受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如果选取中

日两国文学做比较学习也能够让学生更容易深入理解课文。

所以川端康成的《雪国》与沈从文的《边城》的比较学习是

可行的。

最后，学习其他国家文学也有利于中国的中学生建立

文化自信，进而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及热情学习中国文学作

品与文化。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通过文化产业传播他们的价

值观，这也导致了很多学识不够的学生被带偏，开始崇洋媚

外。而在这种时刻，我们能够以其他国家优秀文学作品作

为切入点，将相近的两种作品进行对比解读，这样不仅能

让学生正确的眼光看待其他国家文学，不会一味地崇洋媚

外，也能让中学生更加感受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及中国文化的

魅力。

第一，如果要将《雪国》编入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材料，

要先确定《雪国》和中国哪种类型文学作品一起比较阅读学

习。于是我们就将眼光放在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上。沈

从文的《边城》可以说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界的一

朵奇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值社会动荡时期，

在政治思潮影响下，文学作家大多写反映政治现实的作品，

而沈从文却反对文学成为政治附庸，主张文学表现“人性

美”，于是才有了以人性和自然为美的小说《边城》。沈从

文早年亲眼目睹参与辛亥革命而被杀的人，后来参军又见识

过许多悲惨的事，看惯了现实的残酷之后沈从文在回湘西的

时候便下决心创作一篇“世外桃源”之作。单从生活经历来

看两个作家所历经的事就极为相似，沈从文和川端康成都是

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在各自的国家文坛都非常有名，都经历

过战争，看过社会现实的残酷。写作理念都是主张以人为本，

反对将政治色彩带入文学创作当中。所以将两人的作品进行

比较阅读是可行的。

第二，小说《边城》是被选在部编版高三语文选择性

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篇目之一，第二单元的学习目标是要求

中学生结合历史背景理解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探索其中蕴

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并且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文学

作品的意蕴，注重对作品个性化解读，以便获得鲜活的审美

体验。如果将《雪国》编入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材料，则可以

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对比学习。

具体可以将《边城》与《雪国》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探究：

翠翠与驹子都是善良单纯的美好女子，是最后都以悲剧收

场，不禁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翠翠一生都在茶峒镇生活，

与世隔绝的边陲小镇也使得镇上的人们都十分淳朴，翠翠也

不例外，她淳朴、善良、单纯、热心，并且对生活充满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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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这样好的女子也只能在小镇里等着不会归来的情郎，这

无疑是极具悲剧性的。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两个女性形象

进行比较，一是可以分析作者如何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二是可以分析是什么造成了两个女性的悲剧，这对于领悟小

说主旨也是大有裨益的。除了人物形象的比较主题进行对比

阅读，两本小说主题也相近：《边城》写的是湘西交界靠水

而生的边城茶峒镇里面风俗人情，借助翠翠的爱情线详细描

述了湘西“世外桃源”。都是写在乱世中一处“世外桃源”

的悲剧，也借这出悲剧表达了现实世界的不满。除此之外，

两位作家值得称赞的是对景物的描写，这对于“世外桃源”

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两部小说中的景物描写，

有利于让学生体会小说内蕴 [3]。

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材料质量的好坏对于语文教学是否

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论文的创新点在于如何将《雪国》编

入教辅材料并融入教学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给高中语文

课外阅读材料的编写提供了思路。中外文学作品对比阅读不

仅能够让学生体会作品不同内蕴，更能在学习其他国家文学

的过程中提升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唐月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0.

郑汉阳.国家教辅新政出台的历史回顾与战略思考[J].出版广

角,2016(19):21-25.

苏琴琴,刘洪祥.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

国》意象比较[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9-39.

原则和价值观错误，教师都应该尊重学生的想法，及时进行

沟通交流，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 [3]。

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确实会给教学带来许多好处，

我们应当接受并且合理利用来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在使用过

程中也应当注意避免过度使用和过度依赖而影响教学。在

备课和上课中都不能偏离重心，根据教学内容和学情选择合

适的使用契机和使用方法，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

验，尊重学生的想法，及时反馈和沟通，促进学生情感的发

展，提升语文情感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武文平 .多媒体在初中语文情感教育中的运用 [J] .探索与实

践,2020(49):56-58.

杨丽莎.核心素养下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

实际与研究,2020(1):12-14.

杨晶晶.教育技术和语文教学整合应抓好情感教育环节[J].中国

教育技术装备,2017(43):27-28.

（上接第 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