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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教学下八下古文的教学实例及一些文言教学反思
——以八年级下册统编教材语文第六单元古诗文教学为例

李　霖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第五中学，安徽 宿州 235300）

摘要：本文将从以下 4 个方面，结合语文的统编教材中八下第六单元的具体案例，分析初中语文的古文教学现状：古诗文背诵，古

诗文字词解释、句子翻译技巧，古文的词句赏析、文义理解，古文教学的理解与展望。我认为可以从提高学生的古文语感，培养古文学

习习惯，古文理解能力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并结合中考的语文考察趋势改变对八年级的古文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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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对学生语文文言文的理解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这对教师、

学生在平常的教学与学习中提出更高的标准，下面我将对学生在

古文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简要阐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

教学建议。

古文教学重在抓学生的背诵、默写，要求学生在通读文本的

基础上背诵，掌握对重点字词、句子的翻译。理解文中的遣词造句，

重点诗句的赏析与感悟。从而加深对诗文的理解，结合文中创作

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实事，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理解

作者表达的人文关怀。

一、古诗文背诵的案例研究

在对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古文教学中，我在提问学生背诵

中发现，对于短篇的古文背诵，学生普遍存在分析不清楚句子的

含义，导致句子的背诵出错，多字、少字，拼音出错，少句子现

象等等。比如，《北冥有鱼》中，“鹏之徙于南冥也”，“徙（xǐ）”

字音节读错，“也”少加。“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少加。“其

远而无所至极耶”背不出。学生不知道诗文的含义，所以背诵的

时候容易凭感觉想当然地背，所以经常出错。

再比如，《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这篇文章的议论逻辑

特别强，学生在背诵的时候经常出现多字、少字、错字的现象。

如句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句子背诵错误）？”“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两个‘之’

出现少字现象），全矣！”“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问我（“之”字位置背错），我知之濠上也。”

音节出错的现象比较常见，比如“学学半”，第一个“学”

通“敩”（xiào），教学相长也“长（zhǎng）”读成“ cháng”，

“选贤与能”“与”通“举（jǔ） ”，“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矜”通“鳏”（guān） ，不读“jīn”，”男有

分（fèn）”读成“fēn”，“货恶（wù ）其弃于地也”恶读成

“è ”。“一食（shí）或尽粟一石（dàn）”，“食（sì）马

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食之不能尽其才”（sì）。

食在通“饲”时读“sì”，而在有“吃”的含义或者有“粮食”

的意义时读“ shí”。

综上所述，古文的背诵环节字音的准确诵读是学生理解文章

的第一步，如果在通读文章的字词时就出错，那么就不要说其他了。

在考试时，我们要求古诗文的背诵部分，学生能够准确写出诗文，

也是考察这一点。在平常教学中，除了加强学生的“读”的能力，

还可以要求学生在默写的时候加深记忆。这样就能够双管齐下，

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

二、古诗文字词解释、句子翻译技巧的案例研究

字词的含义，是古文阅读的一个考点，许多学生因为词语古

今含义的演变，不知道其古语的意义。因此在考试中出错率较高。

建议老师在教学中通过词语的古今含义的变化，词语含义的语境，

词语含义的范围的扩展或缩小等，讲述词语含义。避免学生死记

硬背，乱答一气。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

比如，“怒”意为“振奋，用力鼓动翅膀”；“抟”意为“盘

旋飞翔”，“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全”意为“完全，

肯定是这样”。“嘉肴”，“嘉”有“好，美”义。“男有分”，“分”

有“职分，职守”义。“选贤与能”，“与”同“举”，推举。“祗”

同“只”，只，仅。“骈死”“骈”“本义为两马并驾，引申为并列”。

“策之不以其道”“策”本义是马鞭，这里是动词，用马鞭驱赶。

在句子翻译时，学生对于重点字词的翻译经常出错，导致词

不达意，答非所问。所以建议老师在教授的过程中，注意对实词、

虚词等词语的翻译。注重学生的做题准确率的提高。

比如：“其”的用法，“其真无马邪？”其，表示加强诘问语气，

翻译为“难道”；“其真不知马也！”表示推测语气，翻译为“恐

怕”。

所以这两句话可以这样理解：“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

怕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再比如，“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第一个“亲”用作动词，可译为“以……为亲”。

第二个“亲”可译为“父母”。第一个“子”用作动词，可译为“以……

为子”。第二个“子”可译为“子女”。所以这句话可以用意译法，

译为“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

此外，这个古句学生也经常出错，“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

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温儒敏，2017）货，

指财物。力，指力气。恶，厌恶。“藏于己”指“据为己有”，

“不必为己”指“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

翻译，“财物，厌恶把它仍在地上，不是一定要据为己有”；“力

气，厌恶它不出于自己，但愿意多出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在句子翻译时，有些句子的翻译用直译法不恰当，可以通过添加

省略的成分，或意译法等来翻译。

三、古文的词句赏析、文义理解的案例研究

对文章的词句赏析，文意理解这类题目要求比较高，历年中

考题中都有考察，学生需对古诗文的大意，文本内涵，作者想表

达的思想情感等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题目，选择题

可用排除法（此种方法比较常用），找到错误项，逐个排除选项，

从而找到问题答案。

比如，《大道之行也》中描述的大同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

与福利保障体系是怎样的？（贵州黔东南州中考）人才选拔有句

话可以概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福利保障，对弱势群体的维

护可以作为答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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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河北中考）中，对其理解和分析，

选项 D“这首诗最后一段运用叙述抒情的表达方式，表现了诗人

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错误，最后一段是抒情，直抒忧民之情，

前三段是叙事，叙述自身坎坷经历。

比如《卖炭翁》一诗（上海中考），对诗歌理解正确的一项，

选 C。A 项，“伐薪烧炭”强调了卖炭翁劳动生活十分艰辛。错，“伐

薪烧炭”概括的是老翁的工作。B 项，“何所营”交代卖炭翁穷

困不堪的生活状况。错，“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反映

的是民间疾苦的深度和广度。C“可怜”表现了作者对卖炭翁艰难

处境的同情。对。D“愿天寒”突出了卖炭翁不怕天寒地冻的精神。错。

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易错选 A，“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写出其生活的艰辛。

因此在语文的古文教学中，要特别关注学生对文义的理解，

对语境的把握，只有在分析诗句含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把握题目

指向，理解诗句，从而正确选择。

四、古文教学的理解与展望

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可以发现，学生对于课内的文言文

教学掌握较好，古文背诵率能够达到 60%，古诗词背诵可以达到

85%。但学生对于课外古诗文的学习与训练错误率较高。很多学

生不懂文义，不会举一反三，常用的文言实词、虚词放在新的古

文中，不懂运用。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建议每周（或 5 天）进

行一次课外古文阅读培养教育，在平常的语文学习中培养初中生

的古文阅读的语感，达到学生拿到一篇新的古文，能大致了解古

文的含义，能会做基本的题目，如字词解释，句子翻译，还有简

单的语句理解。除此之外，建议学生课外必备一本王力的《古汉

语常用字字典》，遇到新字词，可以通过查字典，找到生字含义。

培养学生勤查字典的好习惯。

此外，多媒体设备也可以在新课的教学中助力学生的语文学

习，比如展示课文的生字、词、段落归纳，作者的写作背景，文

本的相关课外拓展等等，帮助学生加深对古文的理解，从而更好

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避免学生的死记硬背，让学生在理解的

基础上掌握知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

五、大单元教学背景下八年级下册语文第六单元对教师教学

的新要求

作为一名在基层任教 7 年，有 5 年班主任工作经验的年轻教

师，我深刻感受到，现在提倡的大单元教学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我们这些农村学校的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普遍较弱，远不及市

级学校学生的课外文言阅读量大。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老师重

点考察的是学生基础字词、文句理解，以及学生对单篇课文的理解；

忽略对整个单元内部的相互交叉与渗透。

比如第六单元的篇目都是思辨性较强的古文。论说文《马说》

的论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很独到。没有赏识人才的统治者，

有多少人才也不会被发现。所以伯乐对千里马命运起到决定作用。

韩愈辛辣地讽刺当朝统治者，揭示他们的愚昧与腐败。指出千里

马被埋没的原因是“是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 安求其能千

里也”。《马说》这篇议论文的结构就是：提出论点 - 分析问题 -

总结中心。 观点鲜明，论证充分。

《庄子二则》中，《北冥有鱼》中，通过鲲鹏宏大形象的塑

造，意在告诉人们万物有所依凭的道理。《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

之上》这一篇是最具代表性的诡辩论文。庄子与惠子的对话中，

庄子偷换概念，一句“汝安知鱼乐”中，“安”字两个注解：“怎

么，哪里”。这里，庄子就用了诡辩的论证，从而轻易化解了矛盾。

这也符合庄子“逍遥齐物”“清净无为”思想的外化。

《礼记》二则中，《虽有嘉肴》一文，戴圣用嘉肴弗食不知

其旨，类比引入至道弗学不知其善的道理。然后逐层论证：学知

不足，教后知困。不足能自反，知困能自强。最后，引用作结——

学学半。教与学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大道之行也》这篇文章，

作者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在作者的笔下，老百姓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我们现

在读来仍旧感受到作者对大同盛世的向往。

《唐诗三首》中，《石壕吏》揭示了安史之乱后老百姓的深

重苦难，酷吏的欺压，差役的横蛮，刻画地入木三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心系天下，自己屋漏偏逢连

阴雨，由自己的个人遭遇想到天下的百姓、寒士，表现了诗人关

心民生疾苦的博大胸襟。

《卖炭翁》一文，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苦在哪里？苦在“可

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揭露宫使的掠夺之烈，可恨！

回顾这 5 篇文章，3 首长诗。无不透露出鲜明的思辨性。《马

说》，《唐诗三首》对现实的批判深刻，《庄子》体现出庄子本

人的逍遥齐物，自在洒脱。所以教师在讲授中，应更加注重文本

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篇目之间的相关性来体现文与文之间的关

联与过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古文理解能力，从而更好

地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六、对中考文言部分的一些思考

大单元教学重在对学生的核心素养的提升，古文的学习首先

要考察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分析、探究文

本。八下统编教材第六单元整体对学生的古文学习能力要求较高，

教师在平常的教学中，应不止局限于课内文言文的讲述，还应专

注于培养学生对课外文言文的语感，文言理解能力的提升。因此，

在平时的周末、假期时间，应向学生多推荐一些课外文言专著，

比如《庄子》《礼记》、杜甫《三吏》《三别》等。

学生的课外文言理解能力决定了中考文言文部分的分数，得

文言者才能获胜。在中考的分值设置中，古文的分值是 16 分左右。

考察 2 篇文言文片段，一篇课内文言文，一篇课外文言文；而且

课外文言文难度加大。中考的考察趋势是逐渐向 2 篇课外文言文

过渡，因此八年级一学年对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占有很大

比重。八年级学生古文能力的提升对以后九年级，高一语文的学

习至关重要，是基础，是关键。因此，八年级语文教师在八年级

的教学中可以适当更改教学顺序，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把古文的

教学放在第一位，这样可以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来消化理解古文，

培养语感。

在如今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教师在教授学生本专业知识

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学生的学习素养与抗压能力。语文是所有学

科中的基础学科，只有平时注重对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融会贯通能力，才能适应中考的要求。这样大单元教

学才能真正实施地有价值、有意义，否则纸上谈兵，对实践帮助

不大。这是我对中考语文古文方面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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