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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画相见、相映、相生
——部编版“语—图”互文阅读教学初探

北仑区顾国和中学 陈奕颖

当文字遭遇图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该如何“审视”二者的力量？文字固然重要，但图像的辅助作

用，视觉文化有如考古学地层般的可挖掘性，亦不容忽视。插画，作为教材的第二语言，其“转译”之效，

却常被束之高阁。如何看见、释放图像的力量，让“画”真正为“文”所用？“语－图”互文关系，是一个重要

支点。本文列举教学思路，尝试挖掘“文画相见、相映、相生”的三重关系，以打开插画教学新方式，借

“语－图”互文为桨，从作者的笔尖溯游至学生心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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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插画之下：
“语－图”互文的表达生态

据统计，部编版初中语文教
材中的插画，6 册课本共计 193
幅，数量上，七到九年级呈递减趋
势；类型上，兼顾人、物、场景，书
法、绘画，照片、图示等；色调上，
彩色、黑白占比近四六开。此外，
插画常见于古诗文、说明文、小说
等文类。

如何打通两种符号，释放
“语－图”互文的表达生态？图像
与语言两种介质既有相合、对应
的“互文性”一面，又有相克、互斥
的“游离性”一面，于是便有图文
间的缝隙产生。正是缘于这种“缝
隙”的存在，才导致“语－图”之间
特有的张力关系[1]。插图作为教材
中重要的助读系统，其教学价值
的实现有赖于教师转变教材使用
观，不仅关注文本，更要关联到教
材插图，[2]在教学导入、教学展开、
教学总结等各个教学环节灵活地
使用教材插图。因此，灵活有方地
运用插画，不仅能唤醒初中生的
感官联动，更能通过理解、辨析、
再创作等方式，巩固其阅读主体
地位。

本文将从“文画相见、相映、
相生”三方面展开阐述。

二、文画相见：
互通理解，增进文本感知

“文画相见”，指以画释文、观
文话图，侧重“整体”感知。语文课
本，描绘大好河山、刻画民风民
俗、翻腾历史烟云、咏叹时代精
神，字里行间，包罗万象。学生在
品读时，需建构穿越时空的“错
位”观察理解力。奈何阅历尚浅，
此时，插画或能“拨云见日”。

在“文画相见”中，描绘特色
风情，再现时空场景。无论“阅读”
还是“观看”，实则是在复现作者
的在场，是受众对源初在场的回
溯，语图符号的意义在这一不断
回溯中显现和丰富。[3]追溯“在场”
虽是文学之妙，却也是学生难理
解的“厚障壁”。

如何重现“在场”？八上第四
单元《苏州园林》的组图，让学生
身临其境“逛”园林。此外，组图

“整体到局部”的顺序与行文逻辑

顺序正好一致，“语－图”互文，巧
妙且深刻。八下第一单元民俗专
题，《社戏》的庙会，已在时代风烟
中离我们远去，《安塞腰鼓》的铿
锵，于非陕北学生而言更无法亲
历，但辅以插画，前者的江南人间
烟火，后者的西北豪放磅礴，更直
观具象。

在“文画相见”中，勾勒行文
线索，播种记忆锚点。以八下第
三单元《桃花源记》为例，此阶段
文言文篇幅渐长，学生愈发畏惧
背诵。好在课本配以插画，自下
往上，基本复刻行文逻辑。此外，
《作业本》中的漫画将“良田美池
桑竹”、“设酒杀鸡”刻画到位，
有助于学生具象理解，也能在背
诵中，深耕记忆锚点。这不仅打
通文本、插画、学生三者的关联，
也让图像，不止于课堂，更成为
课堂之外自主温习的元素。九上
的《醉翁亭记》、《岳阳楼记》亦相
仿。

三、文画相映：
对比衬托，聚焦文学旨意

“文画相映”是指在文中寻
画，在画中悟文，聚焦“细节”品
味。部编版插画的选择，侧重刻画
文本矛盾点。

在“文画相映”中，勾连、活化
情感触点。八上第四单元《昆明的
雨》的文本布局，有诸多虚实相生
的画。比如，开头送给宁坤的“要
有昆明特点”的画、文末莲花池小
酌是作者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画，
门庭民俗实体插画等。

本课的重难点，在于学生难
以感同身受作者的所见所思所
感。我们可尝试聚焦“一幅画”，打
开“语－图”互文的印证式解读。
这幅画——正是送给宁坤的“要
有昆明的特点”的画。

文首提及“右上角倒挂着的
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
黄色的花”。由此设问，为何仙人
掌会开花？开出金黄色的花？便可
顺水推舟切入昆明战时背景、作
者与宁坤的交友经历等，再结合

“倒挂的”、“浓绿的”、“金黄色”等
关键词解读，引出主旨——在苦
难中生长希望的态度、“不在乎”
的士大夫精神等。

在“文画相映”中，深描、复刻
人物形象。如八下第六单元《卖炭

翁》。首先，请学生结合图文，比对
“老翁”、“官吏”的人物形象。前者
身形矮小、束手无策，后者衣着毛
皮、高高在上，对比鲜明。

画面的对比，可活化为文字
的对比。如“一车炭”、“千余斤”与

“半匹红纱一丈绫”，“牛困人饥”
与“翩翩两骑”等。若聚焦深描人
物肖像，“可怜”二字即跃然纸上。
突出作品对“宫室”强取豪夺的讽
刺，表达对卖炭翁的深切同情。或
有学生觉得插画中的老翁并非

“衣正单”，但这不影响把握整体
主旨，也可借此偏差，引导学生在
阅读时，应以画为辅，但务必回归
文本。

“语－图”互文，恰恰能建立
图文勾连、深描的对话机会，以寻
找矛盾点，从而有助于学生在处
理庞杂的文字时，迅速找到具象
抓手、把握旨意。

四、文画相生：
品鉴创作，探索文化深趣

“文画相生”，指文画并茂、文
画共生，专注“深度”探寻。挖掘

“语－图”互文的镜像生态，在批
评品鉴、个性化创作中，读懂、活
化、传承文化符号，秉承大概念之
用，涵养民族美学，提升文化自
信。

在“文画相生”中，活化、品评
符号，涵养美学。如八上第三单元
《与朱元思书》的配图，乃元代黄
公望所作被誉为“画中之兰亭”的
《富春山居图》（局部）。课文描绘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夏日水
色，画作着墨“淡雅、苍简、清润”
的初秋江景，两季互补、文画并
茂。不过，如何让吴均“避世退隐”
的文人风骨走入生心？可借知人
论世，讲个故事，道出二者“同是
天涯沦落人”。

吴均出生寒门，终生不得
意，作品多表现寒士的雄心风
骨，寒树之“寒”，颇有深意。黄公
望虽出生书香世家、满腹经纶，
奈何一辈子未能驰骋官场，中年
经受牢狱之苦后，便从“吏人”转
为“痴人”，远离官场寄情翰墨。

“一腔热血付东流”的相仿经历，
让珠文璧画在课堂上对话古今，
也让学生在真实故事中走入避
世退隐的高洁志趣，这一文化符
号，既是二位长者横亘八百年的

知音共鸣，也是中国文人一脉相
承的风骨精神。《昆明的雨》，何
尝不是对此之延伸？

2022年春晚“活”化了《富春
山居图》，语文教学，需“活”化的
是课本中的文化符号与美学意
象。让语文课本成为唤醒精神基
因、涵养美学的文化摇篮，让语文
学习，不再拘泥于字词文段，而能
真正激荡出精神使命。

在“文画相生”中，个性化、创
作绘写，陶冶情操。王荣生教授在
提炼阅读理解八大主要策略中提
到“图像化”概念：一个好的阅读
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由其“思维
之眼”创造出“多重感官图像”，从
而有助于对文本的理解。[4]倘若能
在阅读中借个性化、创作绘写，将
图像落地为真，不失为知行合一
的语文实践。

如七下第四单元《一颗小桃
树》，作者托物言志，将“我”与“小
桃树”物我合一。在板书中，可请
学生为这一朵“花”上色，粉红，是
对美满祝福的期许，雪白，象征纯
洁的少年心志。看似选择色彩，实
则直触主旨。无论何种颜色，应归
根于学生贴合文旨的创新和言之
有理的表达。

文言文，亦如是。八下第三
单元《小石潭记》，让学生绘制
移步换景式路线图，为景点命名
并撰写导游词。教师可择选典型
案例，在课堂上探讨、思辨，借画
读文，逐一明确翻译重难点，评
比最能复刻文意，最懂柳宗元的
作品。《核舟记》也可依法破解文
言说明文的枯燥。不少有绘画特
长的孩子，也可打开学习语文新
路，在秉持“留替调补删”的基础
上，让文言文阅读乘上想象的翅
膀，而不是在死记硬背中失去灵
魂。个性化创绘，是在建立学生
与作品的情感纽带。试问，自己
精心打磨的作品，怎能不印象深
刻？

文字，有苍白之时，图像，见无
穷之意。文字与图像，皆为语言表
达而生。我们培养的是“走向未来
的人”，他们面临的是文图声的信
息时代，培养“语－图”互文解读能
力，亦是在培养其能接轨生活中大
语文的能力。语文教学，应重视并
挖掘“语－图”互文的张力，让图像
为聚焦、扎根文字所用，让二者相
得益彰、辉映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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