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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要求中
学生写作需“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实健康；
思路清晰连贯，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
构”。 因此，教师要在写作教学中切实提高学生的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使学生可以“自
由写作，自由表达，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
表达真情实感”。 而反观传统的高中语文写作教学
发现，教师对学生的写作指导多观念陈旧、内容杂
乱、方法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写作角
度重复单一，缺少创新和突破；语言苍白无力，缺少
新奇和灵性。教和学的双重错乱使得原本处于基石
地位的写作教学被架空、搁置和形式化。 基于此，笔
者认为真正的写作教学应属于文学语言符号系统
的范畴，发生在概念隐喻之中。

一、概念隐喻理论与写作教学的关系
传统的隐喻观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

多德， 其一直把隐喻看作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段。
直到 1980 年，Lakoff 和 Johnson 在 《我们赖以生存
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并指出：“隐
喻无所不在，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
的思想和行为中。人类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
从根本上讲是隐喻性的。 ”此外，学界研究者还分别
从心理学、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文化现象等角度
对隐喻进行了定义和分析。尽管学者们对隐喻概念

的界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为：“隐喻是跨概念域
的映射，是用一个心理域来解释另一个心理域的方
式。”①它把两个类同或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用一个
事物的内涵去解释另一事物的意义，使得人们能够
准确地理解另一事物的意义。

根据学界对隐喻的定义可知，隐喻不仅仅是一
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一种具有
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而写作与人类的认知和思维紧
密相连，其审题、立意、拟题和语言表达都需要通过
大脑进行认知和思考。 此外，“隐喻形成的基础是相
似性，即源域与目标域两者之间某种类似的特征或
特性”②。 因此，在这个充满各种隐喻的世界中，教师
可以借助隐喻的相似性激发学生的联想、想象和创
造思维，引导学生通过隐喻映射，将熟知的、具体的
概念系统地映射到另一个不熟悉的、抽象的概念
中，让学生通过以往经历、体验的事物和事实来获
得新的认识和发展，并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日常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物。

综上所述，隐喻的思维方式能够让学生由此及
彼、由已知到未知、由抽象到具体进行意义扩展和
意义创造，从而使其能够以多方位的视角来看待共
识的事物。 而隐喻性语言是隐喻式思维的外在表
现，它可以丰富文章语言表达的内容和形式，让学
生用多样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情感。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高中写作教学策略

李 楠

摘 要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在写作教学
中，教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隐喻式思维和隐喻性的语言表达，可以使学生以多方位的视
角来看待共识的事物，用多样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情感。 本文基于对概念隐喻理论与写
作教学关系的梳理，从审题立意和语言表达两个维度探索在概念隐喻视野下进行写作教
学的内容和方法，力争为优化高中写作教学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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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隐喻视野下的审题立意
“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是学生下笔写作的第

一步，也是写作教学的首要目标。 所谓审题立意，就
是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全面地理解命题或材料，然

后从中选择自己熟悉的范畴作为文章的主旨。
当下，由命题作文转变为材料作文是近些年高

考作文题目发展的主要趋势，这需要学生具备多角

度思考问题并进行思维创新的能力。隐喻作为一种
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其以两个事物或两个概念

的相似性为基础，而“隐喻相似性的认知确定过程
是施喻者对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进行感知、类
比、判断和联想的浓缩”③。 因此，教师在进行审题立

意教学时要注重对学生隐喻式思维的培养，让学生
通过类比、想象、推理和联想锻炼自我横向扩展、纵

向挖掘和侧向联系的审题思维。
（一）类比与想象

隐喻的相似性离不开人类思维中的类比 ，即
“人类往往会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
相同或相似， 并且已经知道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

性，从而推知另一对象也具有某种属性”④。 客观事
物往往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而多数学生一般只能

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停留在感性的认知程度。 因
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类比和想象对命题或材
料中的关键词或关键句进行横向扩展和纵向挖掘。

如果将审题立意比作挖井的话，横向扩展是指
在地面上广泛地选点试挖， 它是思维宽度的问题；

而纵向挖掘则是选择出水可能性最大的点进行深
入挖掘，它是深度分析问题。 以 2016 年高考北京卷
的作文题为例，其要求学生以“神奇的书签”为题，

展开想象，写一篇记叙文，要求表现爱读书、读好书
的主题。 这个题目中的关键词是“书签”，因此我们

先利用类比的方式对“书签”进行横向扩展，即可得
到书签的使命、书签的功能、书签的形态和书签的
价值等角度。书签的神奇之处可在任意一个角度中

得到充分展现。
在经过横向扩展后，教师需引导学生选取其中

一点进行深入挖掘。如在挖掘书签功能的神奇之处
时，可以联系现实，即书签是夹在书中起停顿作用
的伴读工具，是什么导致阅读停顿呢？ 外力阻碍还

是自行歇息？ 为审美愉悦击节还是为苦读疲劳轻
叹？ 由此可知，书签就像一回暂别，一个码头，一处

驿站，一把钥匙……如果以标点为喻，书签像是一

个顿号，又像一个着重号，又像一个问号，又像一个
间隔号，又像一个连接号，还像一个省略号……基

于书签功能的类比和想象，可以引发学生对当下快
餐文化、浮躁阅读等阅读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让学生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思考该命题，
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效果。

（二）推理与联想

推理在隐喻相似性的构建过程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当施喻者对源域与目标域做出具有相似

性的判断后， 还要根据已知的判断推理出新的判
断，舍弃彼此的个别差异，抽象出两者的共性”⑤。 正
如在审理立意的过程中，当从正面解读命题或材料

却无从下手时，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利用推理和
联想从侧面角度切入。这样可以避开正面问题的锋

芒，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 2017 年北京海淀一模的作文， 材料中出

示了一段有关“回家的路”的歌词，要求学生以“回
家的路”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由题可知，这里有两
个关键词，一个是“家”，一个是“路”。 但这里的“路”

可能并非现实中真实的回家之路，而是出题者设计
的一个隐喻，其背后的深刻内涵需要学生通过推

理和联想进行挖掘。 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审题立
意时， 可以让学生由自己平时经常要走的上学之
路，联想到自己或他人艰辛的求学之路，再联想到

奋斗之路、成功之路、坎坷之路等。 最后可以综合考
察这些不同之路的共同点，推理出在路上行走需要

具备的一些精神品质，如勇于尝试、勇于创新、不畏
失败等。 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来审
题和立意，即由旧时代泥泞之路的漫漫长途，联想

到当代水泥之路的高速飞达。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
“回家的路”，这里的“路”便能够见证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
综上所述，立足于概念隐喻理论的相似性进行

审题和立意， 可以有效锻炼学生隐喻式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审题立意的准确性、深刻性和新颖性。 但
在锻炼学生隐喻式思维的同时也要防止学生进入

思维怪圈，即盲目使用隐喻而求新立异，而忽视了
所有的创新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三、概念隐喻视野下的语言表达

作为文章的基本构成单位，语言文字不仅构成
了文章的结构，还呈现着文章的内容，渗透着文章

的情感，甚至还点染着文章的意境。 优秀的文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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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着丰富、新颖和个性的语言表达，而使用隐喻
式的语言可以使文章语言更饱满、更精练、更新奇

和更具个性化，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文章语言的表达
效果。 因此，在高中写作教学中指导学生恰当地使

用隐喻式表达，可以使学生文章的拟题更具新颖
性，词汇更具丰富性，句式更具多样性。

（一）拟题的新颖性

常言道：花香蝶自来，题好一半文。 一个新颖独
特的标题就像是一双灵动的眼睛，会使文章耀耀生

辉。 由于概念隐喻的使用涉及求新立异的心理，所
以教师在指导学生拟写作文标题时，可以联系概念
隐喻理论。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Lakoff 等人
认为隐喻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领域，即“始源域”和

“目标域”，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互动称为“映射”。
其中，“始源域”指人们熟悉的、具体的、容易理解的

概念，“目标域”指人们较为陌生的、抽象的、难以
理解的概念。 例如《父爱是座山》，作者用“山”来映
射 “父爱 ”的高度和厚度 ，显得具体形象 ，准确贴

切；《心灵的钟声》的作者用“钟声”来映射源自心灵
的提醒和警示，使复杂、抽象、深奥的事物变得形象

具体。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使用“始源域”和“目标域”

的概念进行拟题呢？笔者认为这既是写作教学中的

重点，又是难点。 在写作过程中，学生在审题立意时
会从材料中提取一个中心关键词， 如 2017 年北京
海淀一模中的“路”，它在隐喻概念中属于学生比较
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目标域”。 那么，如何引导学
生用自己熟悉的、具体的“始源域”来构建“路”的内

涵是教师应该思考的关键。 笔者认为，若要构建欢
乐顺畅之路，则可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生活中具有相

应内涵的事物，如彩虹；若要营造泥泞坎坷之路，便
可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中带有相应色彩的事物，如仙
人掌。 当然，在引导学生进行拟题时，教师既要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多角度拟题的隐喻式思维，又要有方
法地锻炼学生使用丰富的隐喻式语言表达内在思

维，从而使其标题能够突出所传达的主题、吸引读
者的阅读兴趣。

（二）词汇的丰富性

遣词造句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写作教学的
基本目标。 其中，“遣词”表现为对词语的精心挑选

和独到运用。 在写作教学中，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对

学生进行词汇运用的教学，可以有效丰富学生的词
汇语言，增强学生词汇使用的准确性，并培养学生

追寻语言美的自觉。
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隐喻具有组

合功能。 其组合能力既能造词借词，又能赋予旧词
新义。 从词义在言语中的实现来看，正常的词语组
合可使语言义具体显示，而违反常规的词语搭配会

使词的语言义发生偏离与转变。 在高中写作中，词
义的偏离与转变其实是对词义进行造新、 变通使

用，它可以使语言实现由抽象到具体，从平实到新
异，从单义到多义的转变。 如某位学生在作文《走一
步，再往前一步》中写道：“回想曾经发生的一切，过

去的事情似乎永远地咬着我的心。 ”其实，“过去的
事情”并没有牙齿，所以句中“咬”的原本含义是“折

磨”。 而“咬”可以比“折磨”更能形象地表现过去的
事情对自己所造成的深层痛苦。 由此可见，隐喻式

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语言的情感色彩，丰富词汇的
内涵和表达方式。

由于概念隐喻具有“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

另一种事物”的本质，所以许多词汇通过隐喻的方
式获得了新义或进行了词义扩展。如在引导学生对

“人生”这个抽象概念进行描述时，可以让他们通过
相似性，用自己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来解释这个相
对陌生、抽象的概念，如“人生是旅途”。 当学生用

“旅途”来映射“人生”时，其语言便可得到丰富，像
“真正的幸福就在出发的原点”“成长的路上荆棘丛

生”“我在 18 岁的站点下车”等表达便油然而生。
（三）句式的多样性
作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句式指按照一定

的模式来组织的句子，如长句、短句、倒装句、主动
句和被动句等， 并且不同句式的选用会呈现出不

同的语言表达效果。 而“模式以相似性为基础，带
有类比或假设的性质，即具有隐喻性”⑥。 因此，在
写作教学中运用概念隐喻理论， 引导学生建立双

重存在或复杂的模式，可以提高学生文章句式的
多样性。

隐喻式思维是隐喻性语言表达的基础，它可以
隐喻性地使用生活中所熟悉的物象，使无形之物变
成可感知的物象。 要知道，在写作教学中引导学生

使用隐喻式句式，并不是让学生多多使用某物“像”
“似”“若”或“如”某物的句式，而是要锻炼他们的隐

喻式思维，使他们的思维可以将某物的意象加诸于

写 作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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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物上， 或者凭借某物将无形的东西显现出来。
例如“在没有硝烟的高考战场外，是一双双渴求的

眼睛”这个句式中，并没有出现比喻词，却成功地把
“高考”映射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从而可以使读者从

宏观的角度对高考有新的认知。由于隐喻为学生从
不同角度表述同一事物提供可能性， 因此在探讨
“高考”这一主题时，他们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概念隐
喻。 所以，当学生把“高考”与具体的战场、登山、修
行、青春等物象联系在一起后，便可以使其句式表
述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新一轮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背景下，以概
念隐喻理论为基础组织并开展写作教学是非常有
必要和有价值的。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需要切实传
授概念隐喻的相关知识， 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书
本中的隐喻现象，培养学生以隐喻式思维进行思考
的能力，并激发学生隐喻性的语言表达。 这不仅可

以使学生的写作更具形象性、 创新性和趣味性，而
且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
力和进行思维创新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综
合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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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评价指南为优化义务教育生态奠基（1）

近期，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义务教育评价指南》（以下简称《评价指南》），发布了县级、学校、学生三级义务
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整体来说，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都围绕
着素质教育的导向，围绕着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良倾向来构建。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教授王红表示，《评价指南》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和设定的指标体
系，充分体现了尊重规律、突出重点、破解难题、客观务实的特点，将为义务教育发展生态的全面优化奠定坚实
基础，让教育呈现美好发展样态的追求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构建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具体来说，在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当中，《评价指南》提出了“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单纯以升学

率评价学校、校长和教师”“不举办重点学校”“不公布、不炒作中高考状元、升学率”等考查要点。 在学校办学质
量评价中，则明确提出要严控考试的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等要求。评价学校不看升学率，更多注重增值
性，要看学校办学质量的总体状况以及年度变化情况。 在学生的发展质量评价当中，首先是从德智体美劳五个
方面来进行全面综合评价。 即使是在学生的学业发展评价当中，也不局限于学业水平的评价，而是强调学生的
学习习惯、创新精神，为学生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奠基。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指出，《评价指南》的一大亮点，是明确强调了学生发展质量是义务教育质量评价的
核心。过去在开展教育工作时，一些地方对学生发展的效果和投入产出效益关注不够。这一次，各层面的教育质
量评价最终都体现在学生发展质量上。 县域、学校、学生三个层面的教育质量评价均围绕学生发展质量这一核
心内容，突出考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情况，构建了以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评
价体系。

而且，它不仅是对学校、学生、教师进行评价，还把县级党委政府纳入了评价对象。
董奇表示，在目前的教育实际中，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够重视，对学生全面发展

状况不进行专门研究，不开展督促检查；有的地方学校还公布名校率，对教育的生态环境和导向产生了消极的
影响。 这些状况的存在也是当前素质教育难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评价指南》致力于改变这一状
况，将县级党委政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情况纳入评价对象，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建议教育部、中组部和国家相关部门在贯彻落实《评价指南》过程中要督促省地市党委政府，把对区
县党委政府的这一要求落到实处。 ”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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