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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的古诗文教学，或多或少存在着“浅、少、
低”的问题。浅：教师的教学过程中虽重视文意疏通，但重点只
是在字词理解、句式变化的解析，忽略“文”的人文性内涵。少：
教师对古诗文内蕴挖掘较少，停留于文章基本内容，对于字里行
间的理趣、情趣和语言之美关注较少。低：古诗文阅读教学中，“教
师-文本-学生”互动层次低、效益低、不能打通“文言”的语体
限制，无法促进学生自由地出入古今，理解、传承与反思古诗文
所承载的传统文化。

在教材编写上，助读材料对于帮助学生完全理解文言文内涵
也略显不足。

基于以上两方面教学及教材原因，语文教师只有真正细读文
本，找准古诗文助读材料这把钥匙，才有可能为开启古诗文阅
读教学的经纬之路。

1  提供背景类材料，知人论世。
背景文化类材料包括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写作背景及社会

背景等等。这些材料能还原给学生一个相对完整的作者和作品。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在文人创作的历史长河中，
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传统，比如文人悲秋情怀、爱国情怀、济世
情怀等等，共同构成了绚烂的中华文化传统。借助这类材料可
以从根本上触摸到古诗文的精髓，同时传承文化。教学中选择
插入背景文化类材料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点注意插入背景性材料的时机。第二点对于背景性材料
的选择要关注横向比较和纵深关联。只有如此，才能在文言文
教学中对学生阅读理解起到突破作用，否则就比较机械，变成
了为讲背景而讲背景。

比如，执教《记承天寺夜游》，如果一开始介绍苏轼写作
此文之背景，学生往往会被背景牵着鼻子走，想当然觉得被贬
后的苏轼是落寞的，寂寥的。我们不妨从“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句话的解读入手。这十八个字
中包藏着绵长的时间，悠悠的心绪。可以摒弃常规的描写画面
方法，从“如”和“盖”两个虚词来破解苏轼在这个夜晚的
心理密码。“庭下如积水空明”讲的是虚拟的“水”的景象，
是心中的感觉，而“水中藻荇交横”说的是一个实际的景观，
前后是矛盾的，苏轼为什么要这样写？为的是想营造这一份宁静
与雅致，以表明自己的“沉浸”之深啊。苏轼此时此刻仿佛
已经物我两忘，他不断沉迷于眼前美景中，偶然抬头一望，方
觉头顶的竹柏在月光中泻下婀娜的景致，方觉眼前飘荡的藻荇原
是竹柏摇曳之影，这时他才苏醒了过来“盖竹柏影也”。这个
句子照字面翻译并无难点，教师读细文本之后，从文句的矛盾
出发，带着学生体味欣赏，会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这时再给出以下助读材料，让学生横向比较苏轼同阶段的其
他作品，同时还要纵深关联苏轼当时的生平经历。

【资料一】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被人弹劾“诗语讥讽朝廷”，被拘

找准钥匙，开启文言文阅读教学经纬之路

张文佳
南京市第十二初级中学，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新课标指出，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王荣生教授提出：“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应是
文化的传承与反思。文化的主要方面，是文言文所传达的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借用王教授的话，不仅文言文如此，古
诗教学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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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十二月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无实权，俸禄微薄）。
元丰三年二月，贬居黄州。公余经营东坡，种田帮补生

计。期间写作组诗《东坡八首》，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六年十月十一日夜，游承天寺。

【资料二】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

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元丰五年作）

【资料三】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

酹江月（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
——选自《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元丰五年作）

【资料四】
定风波
苏轼（元丰五年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

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根据材料分析，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心情复杂

微妙，时而落寞消沉，时而潇洒自在。尽管《记承天寺夜游》
中交织着苦闷与失望，孤独与忧郁等复杂的心态，但是文中超
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基调。这时，
学生才会真正水到渠成读懂文末“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中
的“闲人”之闲。

等到九年级学习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教师还可以
放手，让学生运用横向比较和纵深关联的策略，自行查找苏轼
各人生阶段的诗词，深入探究，感受他“得意时淡然，失意
时泰然”超脱的处世哲学。这也是我们学习文言文，学习苏轼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其实也是初中教材从贬谪文学看文人处世哲学的一个非常
好的点。除了苏轼，还有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柳宗元
等等。我们可以用“背景性材料，知人论世”的方法，更好
地从他们的作品中窥探他们在贬谪的困境中所拥有的心境和胸
怀，窥探他们在人生逆境中的处世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
了解他们和其作品。

介绍背景文化一定要时时关注横向纵向关联比较。
比如《小石潭记》是八下课文，教授时可以把八上学习过

的《与朱元思书》作为文化类材料再进行比较。两篇文章都是
山水写景之佳作，但不同的是，《小石潭记》幽冷峭拔，《与
朱元思书》雄浑壮丽。《小石潭记》有柳宗元“入世不得”
的苦闷凄凉，《与朱元思书》有吴均“悠然出世”的潇洒自
在。而这个差异就在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差异。如果学生不了解
唐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忧”的意识，就不能深入理解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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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不得”的苦闷，也就不能深切体会他游记中所呈现出来
的“幽冷峭拔”之凄美。同样，不了解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
与等级观念，也就不能深入理解陶渊明、吴均等人的“出世”
之心。在资料助读、了解时代文化之后再反观文本，学生会产
生更深切的体会。

等到九年级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再拿来比一比，又会有更多新的发现与领悟。欧阳修在

《醉翁亭记》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闲适散淡、百姓和乐的世
界，可见他本人在被贬滁州的逆境中，并未一味苦闷消沉，仍
能坚持他自己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
达观胸怀；范仲淹尽管屡遭贬谪，但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之心
始终未改。《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一直被后人所称
颂。欧阳修、范仲淹，包括还有前面的苏轼，我们都感觉到
宋代的被贬文人似乎都更达观一些，而身在中唐的柳宗元似乎要
颓废一些，这又是为什么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宋代以“尊儒
隆文”著称，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在封建政
治史上，到宋代才第一次全面而稳定地确立了文官政治。这也
就能理解为什么宋代很多文人虽然有被贬的失意困顿，但却能够
不过于悲观沉沦，相对比较乐观豁达。

所以当教师讲授到这一类文言文的时候，要做充分备课准
备，更要教会学生分析、比较、整合材料的能力，进而形成
深入理解文本的能力，避免想当然的错误理解。也只有这样，
才能对传统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最终实现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反思。

2  提供知识类材料，知情达理。
知识类材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古代文化常识、

训诂考证、平仄押韵、意象用典等等都可以归纳到知识类材
料。我们只有在古诗文教学中融入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才能
让学生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诗文内涵。诗歌的平仄押韵、意象用
典等等，也能够帮学生更好地去领略古诗词独具魅力的传统韵律
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2.1古代文化常识
比如《湖心亭看雪》中“崇祯五年”含义深刻，教师必

须要讲解、补充清楚年号的用法。张岱写作此文时候已经是清朝，
应该以清朝年号来写或者以天干地支纪年法来写。但是张岱却用

“崇祯五年十二月”开篇名义，因此被时人及后人点评为“张公以
前朝年号为文，乃存追念明季之孤臣孽子之心，以忠义之行，令
人感佩矣”，由此佐证了张岱念念不忘反清复明的忠义之心。为理
解后文“痴”做了很好的张本，提升了本文的思想内涵。

2.2训诂类知识
再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部编版教材最新解

释“没有功名（官职）的人”，人教版旧版“这里指没有什么学问
的人”，如果按照书下注释，刘禹锡不与没有功名的人往来，显得
他多么势利啊！这难道符合其人品和节操吗？这怎么能体现其自
己说的“惟吾德馨”呢？不合情理，显然说不通。教师适时补充
训诂类材料，“白”在古汉语中除了白色、明白等常见义项，还有

“空白”“空无所有”之意（可分别参见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
字字典》第8版、上海教育出版社《简明文言字典》第1版），“白
丁”一词在构词方式上是偏正式，“白”和“丁”之间是修饰和被
修饰的关系，所以若用其解读“白丁”一词，那么“白丁”在字
面上就是“空白之人”“空无所有之人”，既可指功名上空白，即
没有功名的人；也可指学问上空白，即没有学问的人。这两种解
读也并非毫不相干，因为古时平民没有读书的条件和机会，往往
没有文化和学问，所以，“白丁”就可以由“没有功名”自然引申
出新意“没有文化”。这样的解读，依据训诂学知识，既结

合了语境，又遵循了语言发展规律，判断其为引申义，妥帖恰
当，合乎情理。更为重要的是，对文本的解读不会产生偏差。
否则刘禹锡不和没有功名的人交往，就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啦。

2.3平仄音韵知识
褚树荣老师认为诗歌教学有三个关键词：音韵、意象、炼

字是教学重点。音韵和炼字是形式要素，意象、意境、主旨、
情感等属于文章内容要素，可以通过音韵这条途径深入诗歌解
读，这被称之为“因声求气”。教学中教师常常会忽略因声求
气，忽略诗歌是音乐的艺术。这与教师自身比较缺乏相应的知
识积累有关。

吕凤香老师执教七上王湾《次北固山下》从“因声求气”
入手，做了很好的尝试。

次北固山下
王湾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吕老师是这样设计这节课的：
①情景导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知

“吟诵”法。课堂导入环节，执教者先用多媒体播放《诗经·
鹿鸣》吟诵课片段，让学生从视觉上初步感受吟诵，以此来激
发学生对吟诵课的兴趣。

②以读引诵。学生在初步了解本诗的作者和相关背景之后，
教师让学生朗读全诗。朗读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利用已知的技能向
未知技能的转变，即从朗读到吟诵的学习。这既符合学生的认
知水平，也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教学策略得当。

③平仄入诵。说到“吟诵”，学生似乎感到陌生而好奇。
那如何向学生传授吟诵之法呢？执教者先从学生的己知入手——
汉语的声调。说到声调学生顿时找到了“自信”，接着执教者对汉
语的声调与古人的“平仄“恰当地转化——现在一二声相当于古
时候的平声，现在的三、四声相当于古代的仄声。一下子打破了
学生对“吟诵”的陌生感。接下来教师结合本诗具体诗句让学生
温故平仄常识，同时利用“前”“悬”“绿”“边”让学生领会古诗
的押韵，同时也为后面环节的“韵”作了铺垫。

④方法学诵。如果说懂得平仄是打好吟诵大厦的基础，那
学好“平长仄短，入短韵长”则是立好学习吟通大厦的七梁八柱。
为了建好这座大厦，执教者先板书规则，然后从字到句、从徐到
疾等反复示范吟诵之法，同时配以肢体语言。经过如此环环相扣
的传授和教师适时地相机鼓励，学生很快就掌握了吟诵的规则并
能独立吟诵。同时通过反复吟诵，让学生明白押韵是形成诗歌音
乐美的最为重要和突出的因素。由此可见，恰当的教学方法对学
生学习新事物、掌握新技能是多么重要。即便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平长仄短，入短韵长”这样的“吟诵”技巧，学生也能很快掌握。
⑤内涵假（借助）诵。吟通只是学习古诗词的一个手段，

要想更好地体会诗的内涵，执教者采用边诵边品的教学方式，以
此来感悟诗的内涵。执教者首先抓住“客路青山外”的“客路”这
个体现文章主题的词进行铺垫。然后从“青山”“绿水”引出“潮
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美丽画面、最后品咂本诗中典型的炼
字 “生”“入”的表达效果，理解了作者的情感，真正做到了。总
之，本诗的主题和情感的内涵“假（借助）”于吟诵完美地展现出
来，真正做到了“因声求气”。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常常感觉到学生对诗歌语言理解浅尝
辄止，对作者借助意象理解也隔靴搔痒，往往就是贴上标签，这
其实是教师本人并没有通过“吟诵”沉入到诗歌的意境、情感之
中。我们在朗读指导上往往会要求学生“读出节奏”“读出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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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但怎么读出“韵律”，并没有指导到位。实际上，“吟
诵”作为学习古诗词的传统方法，应努力赋予它新的内涵，而
这就要求教师多读书，多有自觉意识地专业化成长。

只有这样，八年级教授《诗经》的时候，让学生在吟诵
中体会诗歌回环往复之美、重章叠句之美。学生在老师不断的
点拨、教授之下，用吟诵的方法正确学习诗歌，才能真正感受
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节奏美、音律美、思想美，才能谈“文化
的传承与反思”。

意象用典类。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元素。诗歌意象是外在事物形象与诗人内

在情意的交融。
如《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人借杨柳、子规与月

亮的意象深情表达了对遭遇贬谪的好友王昌龄真挚的思念和安慰
之情，深沉地表达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珍惜友谊的美好情感。
教师要学会挖掘古诗词中的文化内涵。

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多见于诗歌中。引用古籍中的故
事，或词句，为用典。可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内容和思想。

如《陋室铭》应适时补充《论语子罕》原文：
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本文只有“何陋之有”兼含“君子居之”的意思，引用

孔子的话，就说明“君子有德，居之，陋室不陋”，也照应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堪称全文点睛之笔，突出表明作者
高洁傲岸情操和安贫乐道情怀。这样的典故，必须要做补充。

3  提供比较类材料，知根知底。
比较类材料有很多，总体来说，比较材料可以分为横向和

纵向两种。除此之外，还可以关注同一作品的原稿和修改稿。
比如执教《卖油翁》，学生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出了三种主

旨，分别是：①熟能生巧。②小人物也可活出大智慧。③暗讽武
将的自大，指出人应戒骄。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呢？

教师给出助读资料，让学生横向比较原稿和修改稿，纵深
关联时代背景，加以分析。

转笔在熟说
昨日王靖言转笔诚是难事，其如对以熟，岂不为名理之言

哉？往时陈尧咨以射艺自高，尝射于家圃。有一卖油里（“里”疑

衍）翁释担而看，射多中。陈问：“尔知射乎？吾射精乎？”
翁对曰：“无他能，但手熟耳。”陈忿然曰：“汝何敢训轻
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葫芦设
于地，上置一钱，以杓酌油，沥钱眼中入葫芦，钱不湿。曰：

“此无他，亦熟耳。”陈笑而释之。
《欧阳文忠公文集二九? 笔说》
比较《卖油翁》原稿与修改稿，可发现以下不同：①称

呼变化。从“陈尧咨”变成“陈康肃公”，“公”与“卖油翁”的
“翁”字相对，明褒暗贬，更具讽刺意味。从“尔知射乎”变成“汝
亦知射乎”，更见陈康肃对卖油翁的轻视，表现陈康肃的自大。②
虚词变化。从“尔知射乎”变成“汝亦知射乎”，加了“亦”字，
更见陈康肃对卖油翁的轻视。③实词变化。“睨之”更显卖油翁的
不屑。从“笑而释之”变成“笑而遣之”，更显陈康肃公的尴尬。
从欧阳修对文章的改动中，可感受到他对陈康肃的调侃与嘲讽。

纵深关联时代背景，可推测欧阳修作此修改，与宋朝重文
轻武的文化许有一定关系。但结合原稿“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
轮者何异”这一议论（《归田录》卷一有，收录进课文删掉了），则
可认为“熟能生巧”的结论也有一定道理。当然，站在读者视角，
也可以读到另一层意味，就是“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智慧”，教材编
写者显然也站在这一视角。经过这一番比较，虽然没有定论，
但学生对于文本主旨的理解更加深入，对宋朝“重文轻武”文
化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反思。

总之，如果想用好这几把钥匙，对于老师来说，细读文本
是基本功，善用巧用是策略，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建构学生学
习语文的网络，培养语文学习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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