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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典诗词沉淀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智慧，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学习古典诗词，不仅能在阅读和鉴赏中学习古诗词简练、

精美的语言，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也能在学习中不断思考，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还

能在背诵和赏析中，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豪感，促进文化自信。当前，古诗

词教学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古诗词教学的效果，对古诗

词文本展开合理解读和引入新方法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策略。近几年，许多教育家和

语文教师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古诗词解读和课堂教学中，为解读和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也为古诗词解读和教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

论文在阐述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对高中古诗词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高中古诗词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缺乏主

体意识，对自身主体的地位还不够明确。另一方面，教师教学观念滞后，采用单一的评

价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积累，忽视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由此可知，改变当前高中

古诗词教学的不良现状，促进学生鉴赏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着眼古诗词文本，引入互

文性理论，应用新方法，展开新解读，以教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

论文旨在为古诗词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和策略，将互文性理论有效运用于高中古诗词

教学，教师可以从古诗词文本解读、互文本构建、课堂教学过程、课堂活动设计等四个

方面着手。首先，在文本解读上，从互文性解读出发，了解互文性理论，培养互文性意

识，深入古诗词文本内部进行解读；其次，在互文本构建上，关注构建原则，选择恰当

的数量、时机、内容和方式，促使互文本更好地为目标文本服务；再次，在课堂教学过

程方面，从互文导入、情境、互文拓展等方面丰富教学，将互文本融入语文课堂，促进

互文本为古诗词课堂教学服务。最后，关注古诗词意境，引入语图互文，开展形式多样

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促进互文性理论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高中古诗词，互文性理论，互文性解读，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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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古诗词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引入互文性理论的文本

解读方法和教学方法引起了许多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为了改善语文教学的教学

困境，论文主要探究互文性理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这一部分简单叙述了

选题缘由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互文性理论的研究，阐述选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缘起

从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古诗词选文数量和高考试卷题目上来看，古诗词在高中语文

教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根据教材改编的趋势来看，古诗词在教材中的比重逐渐

增加，内容日益丰富，也反映了其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高中古诗词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过多体现素质教育的

理念，许多教师对古诗词的教学仍从应试角度出发。在解读时，过分依赖教师参考用书，

对于古诗词文本的解读较为单一化和模式化，并未重视文本多元解读的重要性和学生在

古诗词课堂中的思维发散。在教学时，由于教师过于重视知识传授，导致学生个性体验

感缺失和阅读兴趣降低，最后造成学生形成固化思维。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让文

本发散化，建立文本网络，让学生在立体的文本网络中寻找新的文本话语内涵，并对文

本展开个性的文本解读，增强古诗词解读和教学的参与感，从而提高阅读兴趣。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将互文性理论与高中古诗词教学相结合，为高中古诗词教学

提供新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教学策略，改善当前古诗词教学的困境，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

效率。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中，旨在促进语文教师树立文本联接意识，

提升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培养学生的个性阅读意识，增强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兴趣，使

语文学科真正成为保护学生个性，尊重学生体验的学科。

二、研究意义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切实应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中，对改善高中语文古诗

词教学具有深远意义，本选题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万方数据



互文性理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

（一）理论意义

论文首先分析和梳理互文性理论，指出互文性理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结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学生学情、教师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保障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次，结合文本互涉点在高中古诗词的表现形式，围

绕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深入古诗词文本，为古诗词解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和方向；深入古诗词互文本的空白点和意境角度分析，为意境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

意义。最后，针对互文性理论和高中古诗词各自特有的特征，提出互文性解读和互文性

理论在古诗词教学中运用策略，通过针对性和系统化的研究，旨在为推动互文性理论在

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提供更完善、更系统的理论研究。

（二）实践意义

论文将互文性理论和高中古诗词教学结合起来，运用互文性理论来探索高中古诗词

教学的新策略和新方法。这些新策略有助于高中古诗词教学，能为实际的教学提供新的

方法。首先，本文对于互文性解读在高中古诗词教学的应用研究，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将学生学情、课程标准和教师教学现状结合起来，符合语文学科教学的要求；古诗词意

境非常重要，古诗词的含蓄美很难捉摸，本文寻找空白点，运用图像，将理解的空白形

象化、具体化，在古诗词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其次，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互

文本之间的表现形式和解读，为教师和学生在对于古诗词的解读中提供重要的案例。再

次，提出具体的应用策略，这些策略结合互文性理论，构建互文关系模型和策略模型。

教学策略从互文解读意识、互文本引入原则，选择互文本策略、引进语图互文等这些方

面进行阐述，思路非常清晰，由简及难，具有可操作性。最后，结合名师的互文性理论

教学案例，反思互文性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成效与不足，并做出教学设计，在实践中研

究互文性。

三、研究现状

近几年以来，“互文性理论”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界专家将“互文性理论”

引入到文学、美术学、翻译、语文教育等领域中，“互文性理论”与语文教学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关注。“互文性理论”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在

与“语文教学”结合的过程中，学者们都对“互文性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之后，“互

文性理论”不再空泛，与语文教学结合的过程中也能更好地把握此理论。对于“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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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高中古诗词教学”相关资料的梳理能够为“互文性理论”视角下“高中古诗

词”教学的论文写作带来非常大的启发，也为教学中的操作过程和策略开展提供了有益

启示。

（一）互文性理论研究现状

“互文性”又称“文本互涉”“文本间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朱莉亚·克里斯

蒂娃受到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示，1967 年首次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她指出“任

何文本的构成都与其他一些引文相关，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转换、吸收。”
①
在

《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
②
一文中，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例，介绍了“互文性理论”

的文本运用，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方向。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

将文本与文本连接起来，使文本不再孤立，并将这种理念置于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

为文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理论置于过大的视野之中，

使得互文性概念过于宽泛，在使用时有较大的局限性。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之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将“互文性”推至

形成，他吸收了互文性概念，将互文性理论应用范围缩小，并将其发展为文本理论，之

后互文性解读成为文本解读的重要手段。他与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也有不同之处，他坚

持解读过程中“作者已死”的观念，将解读偏向于读者一方，“互文性”呈现出开放性

和多元性的特点。在此期间，更多学者认识到了“互文性”，并将其与文化、美术等各

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使之更完善，更丰富。

之后，“互文性”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意识形态路径和诗学路径。意识形态路

径也就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有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他们主张用互

文性理论来破坏文本固有的结构和认识方式。意识形态路径将“互文性”推得更加宽泛

和开放，并主张将“互文性理论”概念模糊化和边缘化，“互文性”逐渐成为一种批判

手段。诗学路径主要代表有：吉拉尔·热奈特、米切尔·里法泰尔、安东尼·孔帕尼翁

等人，他们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主要是围绕文学意义的生成和解读，并建构出一套缜

密的互文分析体系。诗学路径对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脱离了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最

初的批判意图，成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工具，为文学解读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互文性”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格雷厄姆·艾伦的《互

① 陶静娟：《在互文对读中实现深度阅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 11期，第 52页。
②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著，黄蓓译：《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 5期，第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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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性》首次在学术界全面介绍“互文性”，成为学术界正式并且热门的文学理论。
①
萨

姆约，拉博以及法国的皮埃格雷-格罗等人，主要是从文体学角度研究“互文性”，增

加了“互文性”研究的视角和方向。对于互文性的研究，从文学文本，到其他艺术领域

的文本，再到了电子文本，领域不断扩大，成果不断增加，“互文性”也在研究的过程

中不断地发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至今，“互文性”仍然是国外学界专家们研究的重

要理论，体系和阐述也将在研究中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互文性”理论并不是单纯引进外国的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于文本互涉

的文学批评早已出现：刘勰提出“秘响旁通”的概念，暗示了在诗歌在具体创作中的互

文指涉关系。
②
严羽评诗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③
可见

前人对于文本，特别是诗歌之间的师承关系有了初步的发现，只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供学者研究。近现代以来，钱钟书对“互文性”有关注和研究，《管锥编》
④
、《谈艺

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界定了互文性三个维度、研宄“互文性”产生的过程、

提出了文本关系的两种图式以及“研宄互文空间的分类以及构成。”

1980 年前后，“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翻译家翻译相关作品，《互文性研究》
⑤
的

翻译对中国互文性研究影响最大。“互文性”在学界得到了重视，学者们纷纷开始“互

文性”的本土性研究，将理论与国内文学、教育等结合起来。殷企平《谈“互文性”》

从基本含义、文本改写和文本完成等几个方面解释了“互文性”，率先指出了中国文艺

创作和文学批评新的视角。同时也提出了互文性的局限性，为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辩证

的观点。
⑥
邹广胜将互文性理论引入《苍蝇》文本之中，采取对话的态度，分析了作者、

作品等互文关系，并绘制出详细的互文关系图。
⑦
李玉平从语源分析、学术背景、中心

着眼点、研究策略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对这一对互文性进行辨异。
⑧
国内早期对于互

文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溯源、基本含义等最基本的角度，对于“互文性”的分析还停留

在表层，并没有深入国内本土的文化，但这些研究都为后期的深入化和系统化打下了基

础。

① [英]格雷厄姆·艾伦：《互文性》，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第 227-228页。
② 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240页。
③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 26页。
④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35页。
⑥ 殷企平：《谈“互文性”》，《外国文学评》，1991年第 2期，第 46页。
⑦ 邹广胜：《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 32-33页。
⑧ 李玉平：《互文性批评初探》，《文艺评论》，2002年第 5期，第 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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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已经不再限于溯源研究、基本含义等，开

始与“前理解”“中国古典意境理论”“钱钟书文学理论”等相结合，研究逐渐与中国

传统与现当代文学相结合。秦海鹰（2003 年）从对话理论、从互主体性到互文性、从话

语到文本，从语言交流到语言生产等角度阐述互文性，深化了对于互文性的研究。
①
他

较早对互文性理论展开了论述，并结合了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较为先进。但是在这本

专著中，关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还不够系统，较为零散。王瑾的

专著《互文性》（2005 年）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互文性理论发展的历程，一方面揭

示西方学术界对“互文性”的基本理解，另一个方面也凸显了这一重要术语在文学理论

和文化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创作主体和读者都需要靠“前理解”来建构和解释。
②
这

本专著的发表引发了更多思考和研究，也为“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刘扬指出，互文性既是文本存在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策略的观点，西方互文性理

论与中国古典意境理论的对比，指出了它们两者的相似性，使古典文论得以现代重建。

焦亚东（2006 年）开始寻找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西方互文性理论之间存在对话的可能，

通过一系列阐述，得出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相互参照、相互补充。
③
李玲玲（2006

年）通过对西方互文性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巴特、德里达、保罗·德·曼、热奈特、里

法泰尔等人的互文性理论主张的具体分析，发现互文性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④
李惠

玉、胡苑艳（2014 年）等人运用互文性理论对以瑞恰兹所代表的语义学批评派的主要观

点提出异议，深入思考，提出不同观点，分析语境文本、读者文本、互文文本和个性文

本的互动，整合互文语篇生成过程，详述了个性文本生成过程。
⑤
她们将互文性理论与

语篇生成相结合，为写作教与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孙婷、丁金国（2015 年）等人将互文

性解读引入语文教学，将互文性与语文学科开始结合，并将“境界论”与“互文性”进

行比较，以示不同视角、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对同一语用现象进行阐述，主张发扬优秀

的传统文化。
⑥

近几年对于互文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从文学扩展到语言学、美术、广告、教育、

影视等方面，范围越来越广，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对于互文性的研究还在继续，范围和

① 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欧美文学论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 1-30页。
② 王瑾：《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59页。
③ 焦亚东：《钱钟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 2-5页。
④ 李玲玲：《互文性理论与文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 5-11页。
⑤ 胡苑艳：《以互文性为基础的语篇生成过程研究》，《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 8期，第 175页。
⑥ 丁金国：《互文性的语文学阐释》，《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 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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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当中，为众多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野。

（二）互文性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随着“互文性”在国内的不断研究和深入，“互文性理论”进入到语文教学的领域

中，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刘英（2010 年）发表一系列论文，较早提出了在语文

课堂中构建互文性阅读教学的观点，并从选取互文本策略、深度阅读、多元解读和可行

性方面进行阐述
①
，为之后互文性在语文教学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但是这些论述还停

留在互文性理论的概念层面，并没有深入语文教学的实际课堂中，还缺乏一定的实践性。

张娅欧、孙冬香（2012 年）等人针对语文教学现状，试图对“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文

本解读提供理论思路，为语文教学中的互文性理论的运用提供重要支撑和借鉴，并明确

提出互文性阅读的重要性和操作形式。
②
张燕燕、万景文、邓文娟等人开始尝试“互文

性理论”的实践和运用，并且不再局限于理论上的研究，将理论深入于语文学科的教学

研究之中，为广大教师们和研究者提供了实践上的思路。随着研究的深入，“互文性理

论”在语文阅读中的研究逐渐细化，进入到对于散文、小说、文言文、古诗词等具体文

本之中。周娟、罗艳芳将“互文性”与古诗词相融合，探究“互文性”在古诗词中的运

用研究，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文本与文本之间互文性显性表现的研究。王凌、李婧

等人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小说的研究和教学之中，在阐释互文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结

合小说教学的实际，提出相关教学策略。

综上，许多研究逐渐将“互文性”与文言文、新诗和古代散文相结合，研究范围越

来越广，研究越来越深入。从最初对于语文阅读的笼统研究，到研究不断细化，为“互

文性”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很多的策略和思路。互文性理论在阅读教学中的

研究不断深入，互文性阅读的建构为互文文本的选择、课堂的教学提供了更多策略。

（三）互文性理论在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互文性”在语文教学中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最初从研究语

文学科，到研究语文阅读教学，不断细化，细化到不同的体裁和类别，“互文性”在高

中古诗词教学中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周娟较早将互文性运用到古典诗词的教学之中，并

① 刘英：《语文课堂互文性阅读教学的构建》，《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 4期，第 14-16页。
② 孙冬香，胡奎平：《互文性阅读构建语文教学新体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 10期，第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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