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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前言

　　文本阅读占据语文课堂的绝大部分课时，然而阅读的低效和无效，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进。危
害之烈，耗时之久，一代又一代青春投入之大，收益之微，不能不令人哀叹。普遍存在的现实是，学
生对课文感到“一望而知”，教师在学生已知的话语上纠缠不休，甚至人为制造混乱，教者殚精竭虑
，学者费神无补，积弊之深，百年未变。虽然多年来教学改革五花八门，花样翻新，然未能改变“语
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的普遍抱怨。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从根源上、从哲学上、从深层的思维模式上
进行反思。　　一、看出了文本还是看见了自己？　　占据我们教学思想核心的，有两种哲学观念：
第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狭隘社会功利论，这是非常陈腐的、古老的；第二种，后现代离开
文本主体的绝对的读者自发主体论，这是非常新潮的、前卫的。①二者，一个强调客体，一个强调主
体，看起来背道而驰，但是在思维的线性上却是异曲同工的。机械唯物论认定，文本内容会在读者头
脑中得到反映；读者绝对自发的主体论，则认为只要相信自己，就能有独特的理解。二者在思维模式
上的共同点是，从阅读到理解是一条直线，当中没有任何中介，没有任何障碍。　　先来看机械唯物
论，它虽然已经遭到唾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教学实践中，阴魂不散。仅举一例，
有老师在解读《背影》时得出结论，爬月台部分最为动人，原因是作者善于观察，乃布置学生课后作
观察练习，在观察的基础上作文。　　把观察看成是反映，当成为文成功之道，却对观察没有起码的
研究，目前在语文课堂上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观察并不是照相。人的大脑，并非英国古典哲学家洛
克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块白板；也不像美国现代行为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外部信息对感官有了刺激，
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多年前，四十二名心理学家在西德哥廷根开会，突然两个人破门而入，一个
黑人持枪追赶一个白人，接着厮打起来，一声枪响，一声惨叫，两人追逐而去。前后经过只有二十秒
钟，有高速摄影机记录。会议主席宣布：“先生们不必惊惶，这是一次测验。”测验的结果相当有趣
：四十二名专家，没有一个人全部答对，只有一个人错误在百分之十以下，十四个人错误达到百分之
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十二个人错误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十三个人错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
的简直是一派胡言。②光是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如何经不起检验的。观察
并不是机械的反映，它不同于观看，而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主体的预期，没有预期，往往就视而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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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内容概要

当今中学语文课堂上普遍存在这样的怪象：学生对课文感到“一望而知”，老师却在学生已知的话语
上纠缠不休，甚至人为制造混乱。虽然多年来教学改革五花八门，然而未能改变“语文课上和不上一
个样”的普遍抱怨。从根源上反思，语文教学的弊病主要在于文本阅读的无效与低效。
本书遴选了部分中学语文的经典文本，包括鲁迅、朱自清、郁达夫、曹禺、都德、契诃夫等古今中外
作家的作品，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著名教授针对同一文本分别进行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运用不同的方法，展现不同于惯常的定论，甚至纠偏传统观点，为广大教师提供文本解读的范例。
鲁迅写得最成功的死亡是哪一种？祥林嫂改嫁后人们为什么不叫她祥林老六嫂？将《记念刘和珍君》
改编成电影脚本后有什么样的阅读效果？朱自清为父亲的背影所感动有什么隐情？蘩漪是坏人吗？花
木兰是英勇善战的“英雄”吗？⋯⋯

Page 3



《解读语文》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
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
，1981年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深切关注教育，关注青年学生。与中学语文相关的著作有
《语文教育门外谈》、《对话语文》、《名作重读》等，并主编《新语文读本》。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
，1973年奉调至福建师范大学。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曾经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密切关注中
学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相关的著作有《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名作细读》、《对话语文》、《孙
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等，并担任北师大版初中语文教材主编。
王富仁：1941年生。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山东聊城四中任教多年。1981年获西北
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前往北京师范大
学珠海校区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曾担任河北大学版初中语文教材主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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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章节摘录

　　阅读的深化并不如权威教育理论家所许诺的那样，只要主体的自信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阅读
主体并不是想开放就开放的，它面临着一场主体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搏斗。在一般读者那里，封闭性占
有惯性的优势，对文本中的信息，以迟钝为特点，崭新的形象在瞬息之间就被固有的心理预期同化了
。聪明的读者，则由于开放性占优势，迅速被文本中的生动信息所震动。但是，敏捷是自发的，像电
光火石那样瞬息即逝，而心理预期的封闭性则是惯性地自动化的，仍然有可能被遮蔽。即使开放性十
分自觉，也还要和文本的表层的、显性的感性连续搏斗，才有可能向隐性的深层胜利进军。即使如此
，并不能保证百战百胜；相反，前赴后继的牺牲，为后来者换取山穷水尽后柳暗花明的提示，这是为
无数阅读历史所证明的事实。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普希金，说不尽的鲁迅，说不尽的《红
楼梦》，说不尽的《背影》、《再别康桥》。就在这前赴后继的过程中，经典文本才成为每一个时代
智慧的祭坛，通过这个祭坛，人类文明以创新的图式向固有的图式挑战。每一个经典文本的阅读史，
都是一种在崎岖的险峰上永不停息的长征，目的就是向文本主体结构无限地挺进。?　　后现代教条主
张无条件地尊重学生主体对文本的多元的“独特感悟”，这是经不起教学实践检验的。显而易见，在
阅读过程中，至少有三个主体在相互制约，除了读者主体以外，还有作者主体和文本主体。文本，尤
其是经典文本，并不如后现代哲学所说的那样是无深度的、无本质的，而是有其稳定的立体层次结构
的。阅读就是读者主体、文本主体和作者主体从表层到深层的同化与调节。脱离了文本主体和作者主
体而放纵读者主体，就不能不产生奇谈怪论。鲁迅说，一本《红楼梦》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
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诸如此类，难道都要无条件地尊
重吗？毛泽东看见了“阶级斗争”，而我看到了封建大家族男性接班人的精神危机，难道不是更为发
人猛省吗？由此也可看出，权威教育理论家所信奉的西方后现代关于文本无深度、无本质、无中心的
理论，是经不起检验的。?　　说不尽的经典文本，并不是无聊的游戏，而是向不可穷尽的深度挑战。
就以《背影》而言，之所以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原因就在于理性概括尚未达到可以感觉到的深度。就
是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的解读也不例外。叶先生认为《背影》的好处在于写父爱的“一段深情”，把
已经是大学生的作者“当小孩子看待” 。这个说法很权威，但是，并没有达到《背影》的最深层次。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以追踪西方阅读理论为务，有志于阅读学的原创性建构，那么，经典文本的结构并
不是单层次的，至少有三层次。?　　第一层次是显性的，按时间、空间顺序，将外在的、表层的感知
连贯，包括行为和言谈的过程。这个层次是最通俗的，学生可以说一望而知。如果满足于此，教师就
可能无所作为了。教师应该有一种自觉，即从学生的一望而知指出他的一望无知，甚至再望也还是无
知。这也是教师的任务之一。?　　这样就可能进入到文本的第二层次。这个层次是隐性的，在显性感
知过程以下的，是作者潜在的“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这不但是普通学生容易忽略的，就是专家
也每每视而不见。《背影》的动人之处，叶圣陶只看到了父亲把已是大学生的儿子“当小孩子看待”
，关怀无微不至，却忽略了这种关怀在文章的前半部分遭到儿子厌烦，甚至是公然拒绝；文章的高潮
是，作者看着父亲为自己艰难地爬月台买橘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公然拒绝到偷偷地被感动，构
成了完整的“意脉”。其特点是：第一，连续性中的曲折性；第二，情志的深化。显然，有了转折，
文章才深刻。只抓住前面父亲的言行，虽然有连续性，但还构不成完整的“意脉”。因为转折是精神
焦点，朱自清笔下的亲子之爱和冰心的不同，冰心的亲子之爱是心心相印的，而朱自清的亲子之爱是
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朱自清比冰心更为深刻。没有这
个转折，就没有人性的深度。?　　这第二层次的揭秘，可能使一般读者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可能遮
蔽了更加隐秘的第三层次，这就是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还有文体的流派和风格。这里有着更
为深邃的内涵。认定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生动性缘于作者细致的观察，就忽略了这是篇抒情散文，到
高潮处，却不用抒情散文常用的渲染、形容、排比（如在《荷塘月色》中那样），而是用了朴素的叙
述，或者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白描吧。而在文学家（如叶圣陶）和评论家（如董桥）那里，这样的
表述，比之《荷塘月色》、《绿》那样的形容铺张风格是更高的艺术层次。?　　对文本分析不得其门
而入，原因之一就是对自发主体的迷信，具体表现就是无视文本深层“意脉”和文体的审美规范和风
格创新，阅读在感知显性层次滑行的顽症，其根源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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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编辑推荐

　　《解读语文》遴选中学语文经典篇目。同一文本，多元解读，尽显个性魅力。读者主体、文本主
体、作者主体，深度同化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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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精彩短评

1、很喜欢钱理群的书，对于要做语文教师的人很有帮助
2、这本书对语文教师的教学很有启发，是一本真正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参考书，很值得语文教师买来
看。
3、听大家深度解读文本，获益匪浅。
4、这本书实在是难得的好书,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老师杜宇中学语文的名篇的解读，着实是
妙语连珠，让我对于这些篇目有了新的见解，以至于感叹中学时老师讲的知识皮毛！
5、职业目标是语文教师。看一看其他人怎样进行文本解读
6、很好的一本书 针对一些著名的文章 几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去解读 带给我们全方位的认识。就其中一
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就有好几个角度和不同的深度 从文学创作 从文章的写法 从个人的感想和认识 
层层剖析 不过我个人觉得对于初中的学生可能深了一点。作为写作的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指引。
7、庖丁解牛般写出了语文教学的内涵，经典一点不过分！强烈推荐！
8、孙绍振、钱理群、王富仁老师的观点很新颖，具有启发性。应该会对我的学习有所帮助
9、对于青年语文教师对于文本的细读和解读有很大的帮助！
10、对初中语文教学来说，内容较深刻，在实际操作中有难度，或者说很难实现；对一名语文教师来
说，可以说是颇为难得，对于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深入挖掘文本都是很好的指导。读完此书，受益
匪浅。
11、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老师的大作，细致入微，新颖奇特，赞！
12、深而不艰
13、以专家的视角对语文课文进行解读，读出了教参未能的给出的意味，给语文老师打开了一扇新的
窗户，并为老师提高了精神的高度。
14、很是耐读，提升解读文本的能力！
15、说实话，还是孙绍振老师的序言震撼人心，令我获益匪浅。本书极为适合那些思想不很深刻，自
身阅读能力相对平平的初学者阅读，不过还是很高兴书中文章对我的启发，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想法和
感受与这些专家学者相仿而感到兴奋，至于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感受，我自有我的一套说辞，专家靠他
们的思路依旧无法改变我的既有看法，不过却激发了我表达自己看法的欲望和注意力。
16、又是钱里群,孙绍振等名家解读作品,看看他们怎样从各个角度解读同一作品,对掌握解读作品方法
和理解作品深层含义有帮助.
17、本书可以帮助老师开阔视野,指导教学,这三位老师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们对中学教育的关注
令我感动,非常好!
18、王富仁能够从情感与自身的关怀去感受挖掘课文；钱理群对鲁迅极为热爱；孙绍振举着“打出常
规”的矛盾与“陌生化”为代表的批判武器在另一层面滑来滑去
19、一本解读文本的书！
20、第一层次是显性的，按照时间、空间顺序，将外在的、表层的感知连贯，包括行为和言谈的过程
（注1），《母亲的谎言》在浅层次的解读中，概括为“母亲的谎言”，即文本顺叙例举了母亲参加
儿子幼儿园、小学、初中三次家长会，听到老师对儿子的评价，反说给儿子鼓励，触动儿子的变化。
这三段，每段的结构都是老师的评价――母亲的“传递”――儿子的变化，正如孙老师所言：“学生
可以说一望而知”。但是，这三段的递进，犹如三个台阶，让儿子渐渐迈到了重点高中的门前，却不
知老师们能够“一望而知”。 
　　 
　　第二层次是隐性的，是作者潜在的“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这不但是普通学生容易忽略的，
就是专家也每每视而不见。这“意脉”可概括为“母子的变化”，有老师课上组织学生“品读母亲三
次谎言，感受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注2），实际上，文本涌动不歇的，是对儿子始终在关注，一
直在期待的母亲情怀，渐渐由悲而现惊喜，“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也是儿子“知道这些话只
是一层纸，一捅就破，但还是喜欢听，因为它成了我学习的动力”，只是没舍得捅破，一直坚持，终
于推开了清华门。反过想，若儿子始终不捅破，那么也就上不了文题，也就没有故事；若儿子早早草
草捅破，也许“学习的动力”就会泄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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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

　　第三层次是更加隐秘的，需要着眼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文体的流派与风格。这里有可能
遮蔽了的更为深邃的内涵。《母亲的谎言》“隐秘”的，难道不是酣畅淋漓的母亲的本性，不是天下
每一位母亲的本真性情吗？这本性，一是表现在“永远在期待”，尽管老师的“不屑”“怀疑”是那
样的盲目武断，但母亲不能随声附和责骂儿子。母亲虽然夹在师生的两难选择中，即不能与老师闹翻
，也不能让儿子受伤，所以唯用母亲的本性在期待。师、生与母亲的三角关系成为“谎言”故事的生
活来源，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还是很普遍的，让我们感慨的是，为人师者，需要嘴中有德，口下留
情；为人子者，需要砺志求学，感恩师长。二是表现在“泪水以滋养”，这是天下母亲的天性，悲伤
时“差点流下泪”“流下了泪”，“惊喜”后那“甜蜜”的体味，也让母亲把“按捺不住十几年”的
泪水“凝聚在心中”，滋养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年年进步。三是表现在“岁月为薪火”，文本虽然
仅例举了母亲在儿子三个学段的无数次家长会的三次谎言，但我们已经震惊母亲一直在关注，燃尽岁
月，母亲仅到中年，“两鬓已经斑白”，“听了这话”，“悲喜交集”，文眼终于见到了天日，“快
递”着“十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水，任它流下，滴落⋯⋯” 
21、通过名师的解读加深对语文的理解。
22、备课利器。
23、把中学一线教师教学中的深文周纳、过分解读纠正到正常的语感范围之中。提供一些阅读文章的
新思路
24、书拿到了，还未细看，但由三大家来解读一篇作品，形式很好，开拓了语文教师课堂教学的视野
，对于文本解读这一能力也一定会有所提高。
25、尽管经常买书，但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关于语文教学的书。内容很好，好好学习，尽量提高。最关
键的是不必听那些专家领导瞎叨叨了，这个告你那么教，那个告你这么教，很烦人。既然您这么会教
，干脆亲自上马示范一下。这本书很客观，尤其是序言的第一段文字，几句话就揭露出语文教育失败
的症结所在。最后再说一句：让专家领导见鬼去吧。
26、《解读语文》这本书很厚，很有文学功底。需要人完全静下心来，细细品读，慢慢走入~~~
27、好书好书！经典解读
28、适合语文教育研究方向的学生用
29、老爷子对文本解读真有功力，而且乐于与读者交流。这不仅是水平，而且是人品了。向孙先生致
敬！
30、值得语文老师们看的好作品。
31、特别喜欢的书之一。因为三位语文大家解读语文，所以使语文更具魅力。
32、虽然还没细读，但现在正好写论文要参考，作者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只是篇目少了点，更适合人
教版。但文本解读的方法是相通的。
33、三位作者都是语文教学的大家，书里对中学重点篇章的解读，对于高中生和语文教师都很有意义
34、深入浅出，分析透彻，是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解读文本的一本好的参考读物。
35、挺好的，我喜欢，对我们语文老师启发太大
36、文本解读关键在于视角，三位教授不愧是这方面的大家，对文本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
37、解读语文 难呀，有时不知从何下手。
38、都是中学重点篇目解读，对理解课文有启发
39、自我提升，解读语文，很好！
40、文本解读很有见地。
41、对语文教学有独特见解
42、语文是伴随学生一生的科目，应该好好学学。不知这本书是否能获得对语文心得体验，但愿。
43、老师就该有学问，学问不是照本宣科，要研究、要思考。本书提供了对文本很好的思考和研究方
法，老师都该读读。
44、重新解读课文，举一反三，三位大家，有理论有实践，不拘一格，应该是解读课文方面最有启发
的一本书
45、刚收到，看了序，就感觉很好。对老师和学生解读文本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46、几位作者都是大家，从不同角度解读文章，很值得一读。
47、受益匪浅！！值得初中语文老师去看。
48、经典解读，角度新颖，观点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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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文本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
50、3个教授博导合写，多角度解读经典，你值得拥有，特别是孙绍振和钱理群，就冲他们俩，这本书
我必须秒来。
51、它是为一线的语文老师量身定做的阅读资料。它直击教材中的经典课文，进行细致入微的文本细
读，无论你是普通的语文老师，还是已在语文教育界崭露头角的名师，都可以阅读、借鉴、批评。没
有空泛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教育大理论，没有不着四六让人读来混沌懵懂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
我越糊涂的所谓逻辑推理。三位教授，我说的是三位作者：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他们只是从自
己的阅读体验入手，娓娓道来，不夸大，不缩小，亦不故弄玄虚。简而言之一句话，这书，我们一线
的小老师，看得懂，用得上。
52、解读语文这本书很奇妙，编者的想法很好，三个教授讲同一篇课文，各有亮点。
53、大师来解读语文，就是不一样。给了我们新的解读视角和解读方法，值得一线教师看了又看。帮
助我们跳出窠臼，进入一片新的语文天地。
54、能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语文，开阔思路
55、不同解读，不同角度，能多方面的了解文本，好。
56、对于语文教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书，尤其喜欢钱理群先生的分析。
57、他为什么不那样写。打开了许多角度。
58、对于了解文本有帮助，也可作为学习文学的一个途径。
59、还是喜欢阿牛的解读法，他们解读的都太深沉了。
60、适合中学一线语文老师拜读
61、名家的多元解读让你加深对语文课文的理解
62、收录了很多语文教育教学的专家对文本的解读，高屋建瓴，很有见地。
63、最近看了一些，对于准备当中学教师的我，真的提供了很多材料和解读方式，是一本不错的书，
就是前面几页忒容易掉页了些⋯⋯
64、对文本的解析到位，又不会过于深奥，对教学很有启发
65、经典作品，给教语文的老师启发很大。
66、值得一线教师阅读，解读语文
67、一直很喜欢孙老师的解读，今天刚收到货，感觉不错，物流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68、作为一线教师，个人觉得，帮助不是很大。也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仁者见仁。没有多少处理
文本的特别之处。
69、在众多的甚至有些胡说八道的语文参考书中，这是我最欣赏的。
70、很喜欢，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是讲文化，这本书做到了。
71、对语文教师如何解读课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72、以前就读过孙教授的解读类作品，很是受益！这次，在朋友的推荐下，又购买了这本，感觉一如
以往的清新，教授的观点，对作品的深度剖析，是我等仰慕之极的！阅读中，感到孙教授是说出了我
想说又说不好的内容，有酣畅淋漓之感！
73、钱理群不愧是研究鲁迅的。
74、不光学生应该看，家长也应该看！老师更应该看！不光学生、家长、老师应该看，人人都应该看
！这是一本语文书，又不只是一本语文书。
75、对语文老师来说帮助很大的。
76、备课书籍
77、对中学的语文教育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好！
78、这本书是跟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一起买的，想做语文老师，应该看看。
79、当今中学语文课堂上普遍存在这样的怪象：学生对课文感到“一望而知”，老师却在学生已知的
话语上纠缠不休，甚至人为制造混乱。虽然多年来教学改革五花八门，然而未能改变“语文课上和不
上一个样”的普遍抱怨。从根源上反思，语文教学的弊病主要在于文本阅读的无效与低效。
　　本书遴选了部分中学语文的经典文本，包括鲁迅、朱自清、郁达夫、曹禺、都德、契诃夫等古今
中外作家的作品，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著名教授针对同一文本分别进行解读，从不同的角度
切入，运用不同的方法，展现不同于惯常的定论，甚至纠偏传统观点，为广大教师提供文本解读的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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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钱理群的提出的很多问题虽然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是正因为这样才更很值得去思考，而且
编者的想法也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新方向，开拓了视野，发散了思维，是一本很好的书
81、内容精辟，对经典课文的解读有深度，值得品味！
82、这本书是我一个老师推荐的，内容是有关重读经典的，从另一个或者多个角度读经典文章，有助
于全面理解文章，如果你是一个语文老师或者有意愿当一名语文老师，重点推荐啊！
83、大家解读中小学语文课文，很到位，很全面，有很深的借鉴意义。数的质量很好收藏价值打
84、以后当语文老师的可以借鉴，学习文本解读。
85、对语文的解读很到位，对语文教师来说是必备品。
86、　后现代教条主张无条件地尊重学生主体对文本的多元的“独特感悟”，这是经不起教学实践检
验的。显而易见，在阅读过程中，至少有三个主体在相互制约，除了读者主体以外，还有作者主体和
文本主体。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并不如后现代哲学所说的那样是无深度的、无本质的，而是有其
稳定的立体层次结构的。阅读就是读者主体、文本主体和作者主体从表层到深层的同化与调节。脱离
了文本主体和作者主体而放纵读者主体，就不能不产生奇谈怪论。鲁迅说，一本《红楼梦》 ，“经学
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诸如此类，
难道都要无条件地尊重吗？毛泽东看见了“阶级斗争”，而我看到了封建大家族男性接班人的精神危
机，难道不是更为发人猛省吗？由此也可看出，权威教育理论家所信奉的西方后现代关于文本无深度
、无本质、无中心的理论，是经不起检验的。?
87、这才是真正的专家！解读很有个性，尤其是钱理群老师和孙绍振老师，尤为我所叹赏！
88、利用假期好好阅读，大师的见解独辟蹊径，深刻而独到，值得细细品味，当然对今后自己的解读
文本有启发意义。研读中！
89、刚买，未看。但看书名，感到是当前语文教育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90、稍显晦涩⋯⋯
91、很适合老师看，作为一名语文老师，需要多多读书才能让眼界更开阔！
92、我觉得真的太一般了。没有智慧却拿腔拿调。钱相对真诚一些。
93、其实，我还没有开始认真阅读这本书，但我大概翻了一下，也选择其中的几页进行了阅读，觉得
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准备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者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94、孙绍振的书 一直很喜欢 老师推荐买的 没事的时候就翻翻
95、看见文本看见自己看见未来的你
96、观点独到，如果你想做语文老师的话，一定要把它买来看看，如果你身边有语文老师或者相当语
文老师的人，不妨把这本书卖给他们作为礼物，一定不会后悔的！它带领我们看到同一个东西的另外
一面，让我们要善于思考，提出总结新观点，发现新东西，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97、语文教学如何来？不妨读读此书。不错的书。
98、一本对文本解读非常好一本书
99、非常不错，特别是孙绍振教授，对于文本解读的观点非常值得教育从事者去研究与学习，非常棒
！
100、本书选取了中学课本中的经典篇目进行解读，从中看到了昔日语文老师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对文
章的理解更加深入，虽然对专家们的观点有时并不完全接受，但仍觉得有所收获。尤其是本书中对于
鲁迅作品的解读，更使阅者受益匪浅。
101、对于语文教学有很多的启示，感觉买的有些晚了，很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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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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