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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诗歌与小说教学法创新探索

赵雪华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引言

高校俄罗斯文学课在俄语本科培养计划中的比重不

断变动反映了对其认识和态度上的不确定。学生对文学课

的认识也有偏颇，存在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即便是师生

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俄罗斯文学课本身教

学内容多，课时不断压缩，客观因素给俄罗斯文学课教师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压 力 和 挑 战 ， 俄 罗 斯 学 者 图 雷 舍 娃

（Турышева О. Н.）说，“文学学习境况对师生而言都充满

了矛盾：我们的教学工作量大，强制性高，并且，文学对于

非语文系学生来说常常被认为是一门从就业方面看现实

意义不明确的课程。于是双重困境下教师使用自我欺骗策

略以适应环境，而学生使用欺骗策略[1]。”所以当代境况下

教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为突出。对俄罗斯文学课程性质

的重申和反思是必要的，文学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提高

学 生 知 识 水 平 和 视 野 的 教 学 功 能（образoва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 和 提 高 学 生 修 养 和 素 质 的 教 养 功 能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文

学教师肩负的使命是“传道、授业、解惑”和“育人”，文学课

正如哈尔滨师范大学赵晓彬教授在《俄罗斯文学教学中大

学生价值观培养初探》一文中所述，“俄罗斯文学课不仅是

讲授俄罗斯文学发展史、赏析俄罗斯作家作品的知识课，

还是陶冶情操、树立人格、净化心灵的思想课[2]。”此外，如

何在目前应用型学习为导向的大环境下调动学生文学课

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法的优化与创新一定是教改的重

心所在。
一、分类施教：诗歌教学法创新

就诗歌而言，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三类：音韵诗、意象诗和

哲理诗，在教学实践中提倡因“材”施教，分类教学。音韵诗教

学中最好以朗读为先，在读与听的行为中才能感受到俄罗斯

诗歌的音（звук）、韵（рифма）、格（размер）、律（ритм），真正理

解诗歌的音乐美。朗读法应是此类诗歌教学的主要手段，教师

可以播放经典朗诵的音频/视频材料，提醒学生注意诗歌的音

响、韵律和节奏，学生模仿，培养学生的诗歌语感。讲授以绘画

美和意象美为特征的诗歌时可根据诗人精心捕捉的景物细

节，以相关图片资料复原诗中的优美画面，增强学生审美体

验。丘特切夫、叶赛宁、迈科夫、费特等都是天才的俄罗斯风景

诗人，迈科夫的风景诗朴实幽雅，富有生活气息，画面鲜明，色

调丰富多彩，他以画家的眼光，注意视觉印象，他善于运用线

条、色彩、光泽和阴影[3]。汪剑钊对唯美主义诗人费特予以了这

样的评价：“与音乐性相匹配的还有来自绘画所具有的立体

感，他善于捕捉瞬间的印象，其创作的风景诗在精致的刻画中

呈现出深邃、旷远[4]。”所以，风景意象类诗歌教学最好使用复

现法（ре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метод）———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任

务，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添加有关作家/作品的辅助

信息，还原相关场景。信息内容要生动有趣，信息采编要逻辑

清晰，切合主题。
俄罗斯文学最突出的另一个诗学特征是思想深邃，暗

含哲理意蕴，诗歌创作亦是如此。以阿克梅派创始人古米

摘 要：当代教学理念中师生为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关系，教学内容如何在引导者和被引导者之间传输以期达到最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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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夫的《无题》（У меня не живут цветы...，1910）为例，

这是一首学生易于理解的哲理诗。
У меня не живут цветы...
У меня не живут цветы，

Красотой их на миг я обманут，

Постоят день，другой，и завянут，
У меня не живут цветы.
Да и птицы здесь не живут，

Только хохлятся скорбно и глухо，

А на утро - комочек из пуха…
Даже птицы здесь не живут.
Только книги в восемь рядов，

Молчаливые，грузные томы，

Сторожат вековые истомы，

Словно зубы в восемь рядов.
Мне продавший их букинист，

Помню，был и горбатым，и нищим…
…Торговал за проклятым кладбищем
Мне продавший их букинист.
-- Гумилёв Н. С.，1910
无题

我的屋里不养花，

它们那昙花一现的美把我欺骗，

花开一两天便会凋谢，

我的屋里不养花。
我的屋里也不养鸟，

它们只会吵闹，再不就沮丧地扎撒着翅膀。
到早晨一看———成了一团羽毛……
我的屋里也不养鸟。
我的屋里只有八架书，

它们沉默无语一副愁容，

守卫着数百年来的倦容，

犹如八排牙齿。
卖书给我的是一位旧书商，

记得他是个驼背，十分贫穷……
……他卖书只为了挣一块可恶的墓地

书就是他卖给我的[5]。
———张冰

这类诗歌的讲解适合使用讨论法（метод семинара），

组织课堂讨论，帮助学生在“不养花鸟”与“卖书”之间搭建

桥梁，引导学生深度理解诗歌的哲理思想与美学价值。在

哲理性诗歌课堂上教师需要对诗歌进行注解，减轻学生的

语义理解负担。
二、引导与探讨：小说教学法

在课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按照传统教学法讲完小说

史难以做到，所以教学目的与方法必须改变。文学课不再

仅仅是学生获取信息的平台，教师应以经典作家/作品为范

例抛砖引玉，传授给学生文学批评与审美的视角与方法，

而教学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学生文学与文化修养。教学方法

必须行之有效，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关注内涵

与素养的提升。
“行之有效”何以能？复现法是最能较大程度地引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手段。复现方式有多种，除了在诗歌课堂上

复原诗人创造的画面外还可以在小说课堂上给学生介绍

一些文本以外的相关趣闻轶事，这是介绍作家生平常用的

方法，讲授的同时配以肖像画、故居短片、影视片段等等达

到‘在场效果’———仿佛是作家的邻居或朋友、作家生活的

见证人一样。可利用的多媒体资料比较多，如纪录片《陀思

妥耶夫斯基———俄国灵魂的一面镜子》（Достоевский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души）于 2010 年完成。2011 年时值作家

诞辰 190 周年，作家本人如戏般的生活经历被拍成 8 集电

视连续剧在俄罗斯第一频道播放，该剧在 2012 年获得“金

鹰奖”和最佳微剧奖，这都是比较好的可用资料。
概述故事内容时可以还原故事场景，还原场景也是复

现方式之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小说《白痴》
（Идиот，1868）为例，《白痴》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农奴

制改革后的彼得堡，在概述过程中适当放映 19 世纪彼得

堡建筑的照片、插画等，穿插讲解古都的日常生活风貌以

及作家在彼得堡的生活、小说的出版等以及简单引入其他

以彼得堡为场所的作品。场景复现的意义不仅在于给学生

介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历程等信息，使学生和作家的交流

能直接和深入，而且概述彼得堡系列作品，主要是希望学

生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比较和总结，通过对比农奴制改革

前后的彼得堡，了解《白痴》的主要情节所发生的时代背

景，促进学生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故事主人公对自己的

言行做出选择的深层原因。
陀氏小说是典型的复调小说，对于语言尚处于初级阶

段，文论几乎为空白的本科生来说，使用研讨法尚存在一

定 困 难 ，教 师 的 启 发 与 引 导 极 为 重 要 ，所 以 启 发 法

（эврис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也是有效的教学法。启发法的核心

工作是问题设置，针对不同文本设置不同层面的问题，所

有问题都有文本框架的约束，在总结基本信息的基础上，

体现一定的思维导向，也就是体现课程教学的预设性，不

是漫无边际的随意想象，而是受到一定知识体系和理论训

练的规约[6]。陀氏在《白痴》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社会问

题、伦理道德问题、哲学问题、美学问题、宗教问题、信仰问

题等等。关键问题的设置应当具有逻辑性，教师应当做到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清晰地建立文本的问

题体系。例如，《白痴》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美拯救世界，

这句话在语言学层面上的语义简单易懂，对其深层次理解

需要教师来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解读：第一，什么是美，即，

美的定义是什么？环肥燕瘦，审美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美

的内涵概念的不确定性如何使这个命题成立？第二，德国

哲学家黑格尔著有《美学》一书，将美分为三类：自然美、社
会美和艺术美，强调艺术美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但他并没

有驳倒康德的自然美为最的观点，中国也有古诗：“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崇尚，那么究竟是

哪种美拯救世界？第三，与陀氏的观点不同，上帝认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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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世界，强调仁慈与博爱的无穷力量，那么，“美”与“爱”
到底哪个拯救世界？第四，陀氏提“美拯救世界”，但是“美

的毁灭力量”已被发现和考证，那么美的功能是否需要进

一步论证？在文本中是否能找到作家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解决良方？对陀氏的“美”的真谛的探讨是理解这部小说的

关节点之一。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这些问题，理解作家的立

场。设置问题旨在引导学生可以从哪些层面、哪些视角来

评析作品，将学生注意焦点转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道德

问题的解决或人性问题的探讨。
《白痴》作为经典作品适宜节选其中的经典章节进行

文 本 细 读 ， 此 法 可 称 之 为 本 体 法（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课堂上师生共同分析文本，教师引导学生具体分

析作品的创作风格、结构布局、人物角色特征、叙事手法、
情节选取与安排等等，帮助学生勾勒作家精心构建的艺术

图景。只有深入细致的讲解和对作品鞭辟入里的分析，才

能发掘出作家的精神资源和作品的艺术魅力，从而满足学

生对课堂的深层期待[7]。在这一环节中实际上践行了季明

举提出的“文学原著的阅读、体验和认知三个核心教学步

骤[8]”。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需要深入浅出地渗透给学

生，旨在使学生学会从哪些方面分析文本自身的美学价

值。对文论和文批方法的导入希望能够间接地教会学生如

何去评论作品和分析文本中所述事情的实质，借以培养学

生的文学艺术审美能力、理性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

力。
另外，比较法（мето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是扩

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学养视野的一条捷径。通过对比同一流

派不同作家、同一作家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同一主题不

同作家创作手法的对比等等，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

并且使学生了解文学发展进程及规律，从整体上形成文学

认知框架，扩大学生认知格局。
研讨法只适用于具有一定的语言水平、文论知识和分

析方法的学生或期末时学生的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之

后。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分析和讨论作品，提高学生文学文

化素养、审美品位。主要特点是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所设置

的问题应当是复杂的充满矛盾或存在疑点，解决方案应能

多元化。答案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问题的答案的寻求，培

养学生寻找和驾驭自己观点的支撑材料和创新思维能力。
辩论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文学的兴趣，而且可

以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尽管更适宜于高年级，但是

任何存在矛盾观点的课上都可以采用。争论的问题课前布

置给学生。别林斯基在《1847 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说到，“容

许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必去担忧其他的人所想的不

像他那样。对其他人的意见应该有容忍的雅量。不可能强

制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想法[9]。”应当注意的是辩论不仅是

培养学生依据文本陈述正确的思想和观点，表述力求条分

缕析，有理有据，而且要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他人观点，学会

宽容。
三、结束语

目前俄罗斯文学学界同仁在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献计

献策，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将这些宝贵的教

学法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机地应用于课堂以取得最佳教

学效果才不负创新者们的初衷。今天的教师应当掌握各种

各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技巧，但是无论文学课教学是什么

模式，应当意识到文学课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在这里不仅

是掌握“文学知识”“培养言语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发

生心灵的碰撞、思想与意识的对话，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是对学生最为重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文学课的

发展不仅仅是在于教学法改革一个方面，教材、大纲、跨学

科教学等系统性的教改才可能取得实质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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