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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时间副词初探：以林嗣环<口技>一课为例 
◆崔  春

（上海市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上海市） 

摘要：文言文教学一直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之一。关于时间副词的

研究，目前为止还不算多。从文章的情感角度出发，时间副词的使用强

化了文章的感情色彩；从人物角度出发,时间副词丰满了人物形象，使人

物形象富有层次感；从情节角度出发，还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时

间副副词犹如文言文中的血肉，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字掷地有声。[1] 

关键词：时间副词；语文教学 

时间副词是古汉语教学中常见的教学点，笔者从林嗣环先生
的<口技>一课，通过课堂实录节选的方式，对之进行探究，从而
对副词教学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浅的见解。 

一、课堂实录 
第二课时节选： 
(1)思考：课文真正写口技表演的是哪几段?写了几个场景?

第一和第五段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2)辨析下列表示时间的词语，将它们写在横线上：
少顷既而是时一时未几忽俄而忽然
表示突然发生：
表示同时发生：
表示相继发生：
表示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
表示过了很短时间就发生：
从第二部分的要求，不难看出，本课的时间副词使用可谓丰

富多彩。表示突然发生的是忽和忽然，表示同时发生的事一时，
表示相继发生的是既而，表示在特定时间的是是时，表示很短时
间的是少顷和未几还有俄而。 

不难发现，古代文学中对于时间的词语是非常丰富的，不加
以深层次研究，根本不可能对作者的写作思路有一个深度了解.
写作思路的了解对于教师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学生有可能
出现千百个不同角度的问题，作为教师当然要准备比千百更多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二、古代汉语中关于时间副词的分类和用法 
下面是初中阶段经常使用的时间副词，通过一个归类，能够

让学生清楚地了解到时间副词在初中阶段的分布。 
一、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发生或曾经发生，如：尝，其意思相

当于“曾经”。[2]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魏学洢《核
舟记》） 

二、表示动作、状态在继续进行或持续存在，如： 
1、会，意思是“恰逢”、“正赶上”。 
会宾客大宴。（林嗣环《口技》） 
2、方，意思相当于“正”、“刚”。 
方欲行，转视积薪后。（蒲松龄《狼》） 
3、正，“正好”、“恰好”的意思。 
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 
三、表示在特定的某个时间发生，如：是时。 
当是时，妇手拍儿声。（林嗣环《口技》） 
四、表示事件或动作行为突然发生，异常迅速，出人意料，

如：忽，忽然，暴，急。 
忽一人大呼：“火起。”（林嗣环《口技》） 
五、表示同时发生，如：一时。 
一时齐发，众妙毕备。（林嗣环《口技》） 
“一时”译为“同一时候”，表示行为、状态存在的时间短

暂。 
六、表示过了很短的时间就发生，如：顷之，俄而、未几、

少时，顷刻、少顷、间，相当于“一会儿”“过了一会儿”的意
思。 

①俄而百千人大呼。（林嗣环《口技》）
②未几，夫齁声起。（林嗣环《口技》）
七、表示两件事相继发生，其间相距的时间较短，如：既而，

寻，相当于“不久”“旋即”的意思。 
既而儿醒，大啼。（林嗣环《口技》） 
八、表示某种情况或行为动作就要发生或完成，如：将，意

思是“快要”“就要”“将要”。 
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 
九、表示过了一些时候才发生。如：已而。 
已而太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欧阳修《醉

翁亭记》） 
十、表示时间过了很久，如：久之，“很久”的意思。 
久之，目似瞑，意暇甚。（蒲松龄《狼》） 
三、以<口技>教学为例，对时间副词进行语义和句法的研

究。 
（一）课例入手，探究用法
<口技>是一篇经典，精炼的语言文字历来被推崇为明清小说

的经典之一。林嗣环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文学的深厚功底，
让每一位读者都能跟着口技艺人的演出时而惊叹，时而沉默，时
而又惊恐万分。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林嗣环使用的时间副
词起了很大的作用。 

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
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团
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满坐寂然，无敢哗者。 

遥闻深巷中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
大啼。夫亦醒。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又一大儿醒，
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
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满坐宾客无不伸颈，
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 

未几，夫齁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
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
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
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
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
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
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
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
一扇、一抚尺而已。 

以上是初中课本节选的林嗣环的口技文章。从字体划线的时
间副词来看，本文字数不多，可是使用的时间副词可不少。从作
者的写作意图来看，表面上是为了区分时间的长短和缓急，其实
还有作者的另外一些目的。在一场精彩的口技表演中，首先现场
的听众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侧面描写就是本文一大特色，通
过听众的一系列反应，来表现口技艺人的技术高，表演精彩。 
举一个例子：“俄而百千人大呼”中的“俄而”，意思是不久，一
会儿。刘义庆《世说新语》有句话：“俄而日出，光照海上”，描
写的就是海上日出，太阳出来的那一瞬间，万千霞光从海那边升
起，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蒸蒸日上的日出象征着新的一天的开
始。本文中林嗣环先生之所以用俄而，目的也是为了突出由一家
人对火灾的反应马上折射到千万户人家的那种紧迫，急切。[2] 越
是时间短，越是让人们着急，越是体现出口技表演的高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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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副词用在这里是非常传神的。 
文末的“忽然”，更是传神的表现了口技艺人表演不拖泥带

水， 
（二）语义句法，加深探究。
1.时间副词的定义
王力先生提出了“凡副词，用来表示时间者，叫做时间副词”.

现代汉语有关时间表达系统有三部分组成：时相结构、时制结构
和时态结构。[2]关于时间词的概念问题，朱德熙认为：“时间词是
体词的一种”。很多专家也对这个概念有过不同的阐述。[3] 

2.时间副词的适用范围
时间副词是副词分类后的一个此类，使用的范围也会受问题

的影响而改变。从表达的角度来看，时间副词是表达有关于时间
的词，所以一定要认真把握文章的时间背景，了解作者想表达的
是什么；时间副词只能做状语，所以时间副词是不能够接受别的
词语的修饰而存在，也就是说一定是专门存在，唯一存在；时间
副词也不能独立回答问题，只能作为修饰的成分存在于句子当
中。 

3.时间副词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语文教学对于文言虚词，本来要求就是有限的，所以在

教学中，一定要摸索清楚每个时间副词的意义，这样才能正确无
误的教授给学生相关的知识。 

（1）认真分清文章作者年代以及背景，充分了解充分备课。 
林嗣环的《口技》，写于明末清初，林嗣环曾因事被发配边

疆，后来遇到大赦，回到杭州，以及客死杭州。这篇文章一开始
的几篇写他有一次和客人谈论什么声音最好，其中一位客人就说
了这个故事，作者才写了下来，可以说并不是林嗣环亲身经历的
事情。所以在讲授课文的时候一定要有所了解。当时的时间副词
使用已经是很丰富多彩了，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林嗣环高超

的写作水平。 
（2）积极认真阅读诵读多次文章，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

这样才能面对学生的问题不慌乱。 
多次阅读朗诵的目的，不光是全面了解文本，更为了遇到时

间副词，能够很精准地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指向，这样学生才不会
走弯路，浪费时间。[4] 

（3）圈划时间副词备课，借助权威资料进行有的放矢地准
备课程，并且准备合适的学案，并且设计科学有效的问题以及问
题预设。 

圈划不仅仅是我们老师给学生提供的优质的预习方法，同样
也是老师有效的备课方法。本文笔者就清晰地把学的时间副词异
议圈划，这样讲课就会更加清楚自己的任务和预设完成情况。[5] 

（4）课后进行及时的总结归纳，做到举一反三。
思考与总结是一个优秀老师必备的，所以在课后一定要认真

思考自己在时间副词这一块是不是给学生讲清楚，需要不需要下
一课时继续渗透，这些都是语文老师应该不断研究和不断做到的
事情。关于虚词，一定要把握好写作背景，这样才能和作者的思
路走的更近，才能更加透彻分析文本，教授给学生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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