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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找抓手育人无痕
——摭谈新课标下语文课堂的导答艺术

冯晓霞

（江苏省太仓市实验中学，江苏 太仓 215400）

摘要：新课标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因此初中文言文教学成为实现新课标要求的有益桥梁和重

要一环，也成为中考考试的重要内容。笔者由一次阅读教学后学生将“桃花源”误写成“桃花园”的默写反馈，引发笔者对初中语文文

言课堂智慧纠错、艺术导答的思考。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应该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度走在学生的前面，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智慧纠错、

艺术导答，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点穴研读，才能引领学生品味文本深处的美，才能带领学生走进育人无痕、润物细无声的文言教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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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现状分析

新课标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汲取民族文化的智

慧”，因此初中文言文教学成为实现新课标要求的有益桥梁和重

要一环，也成为中考考试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初中语文文言文教

学现状不容乐观，大体有以下几种现象。

（一）紧盯考试，教法单一

初中一线教师都知道文言文教学非常重要，是中考必考内容，

占分较大，考的内容比较基础，是语文考试中比较好拿分的内容。

因此很多老师采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课堂授课侧重点放

在对文言文讲解释义上，忽略历史背景文学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

并不采用新式教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长此以往文言文课堂教学

就会枯燥乏味，学生在学习中就会缺乏学习兴趣和内驱力，学习

效果也会大大打折。其实我们在课堂上可以运用一些激活课堂的

比赛：比如角色朗读、背诵比赛、试试找茬等等，能很好地激发

孩子的参与度和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也会有所提高。

（二）美人如花，云端缥缈

教育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中学生有三怕，一怕写

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文言文是古人的语言，古人思

想的结晶，不仅时间、空间都和我们现代人有很大距离感，而且

其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和现代汉语大相径庭，加上文言文生僻字较

多、背诵拗口篇幅较长如天书，比如初中文言文《送东阳马生序》

《陈涉世家》《出师表》对学生来说简直是梦魇。这些障碍使学

生对文言文的有效阅读与理解难以落实，对文言文的学习渐渐失

去兴趣，学习的积极性也很低落，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美人

如花隔云端”，朦胧缥缈，难以把握，望而却步。

（三）基础薄弱，良莠不齐

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个明显不同，就是高中都是经过筛选的

相对好的孩子，而初中都是学区内划片招生，学生直升初中，没

有经过淘汰筛选分流。学生本身的语文素养和文言积累不同，学

生小学每个学校六年的文言教学和重视度也不一样等等，这就造

成了学生个体原有水平不同。虽然在小学已经接触到一些文言文，

但学习目标、学习方法、教法不一，让一些孩子进入初中以后很

难快速调整状态，久而久之，很多初一的学生对文言文学习可以

说既厌又怕，这种状态下，是很难实现新课标的要求，让学生认

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从而产生文化自信。

根据文言文教学的以上种种现状，笔者以陶渊明的文言名篇

《桃花源记》教学为例，对初中文言文教学策略和教学实践展开

粗浅探索，由一次阅读教学后学生将“桃花源”误写成“桃花园”

的默写反馈，引发笔者对初中语文文言课堂智慧纠错、艺术导答

的思考。

二、二次备课，点亮课堂

《桃花源记》是苏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中的一篇课文。

它是东晋文人陶渊明所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文章以武陵渔

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按时间先后顺序，把发现桃源——

小住桃源——离开桃源——再寻桃源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贯串起来，

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虚构了一个平和与宁静的理想境界，寄托

了作者陶渊明及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与生活的向往，反映了

陶渊明远离世事纷争的意愿。

《桃花源记》是初中阅读教学中的一篇重点篇目。恰逢学校

选派我参加市“百节好课”比赛，我打算上这一课。精心备课之

后我先在所教的一个班级中试上，大体按照“整体感知文意——

分步品味桃源之‘美’、桃源之‘奇’——深入研讨陶渊明虚构

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因——根据课文内容，利用想像，合理补充一

些细节，使故事情节更加丰腴”这样四步骤和学生一起赏析文本、

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试上后“自我感觉”良好，同事评价很高，

学生反映也不错。本打算就按照这个教学设计参加“百节好课”

比赛。但第二天到这个班级中的默写让我有些意外，班上 45 名学

生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把题目“桃花源”写成了“桃花园”，其中

包括一些语文基础非常好的学生。学生写错的理由是生活中用“桃

花园”多，用“桃花源”少，而且文章开头“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就是一个人间桃花园的美景。一篇课文已经教完还有这么多的学

生连题目都默错，这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的教学设计，学生默

错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桃花源得名缘由。如果能让学生弄

清桃花源得名缘由不仅可以避免学生将“桃花源”误写成“桃花园”，

而且可以帮助学生领会文章的主旨。这个问题也是我在教学设计

中疏忽的问题，因而学生混淆了这两个字。

思考后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在另一个班级试上。课堂上和学生

一起整体感知文意——分步品味桃源之“美”、桃源之“奇”——

深入研讨陶渊明虚构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因之后，我用饱含激情的

声调说：“这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境界——桃花源。”然后故意

在黑板上将课题“桃花源”写成“桃花园”。这时几个眼尖的学

生一眼看穿，大叫：“老师，课题写错啦，课题写错啦！”语气

中非常得意，言外之意是老师居然也写错别字了。我见时机成熟，

顺势引导学生讨论：“桃花源”能不能写成“桃花园”？为何作

者以“桃花源”为题而不用“桃花园”？课堂立即炸开了锅，讨

论气氛异常活跃，通过生生讨论、师生交流最终明确：

文章开头写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

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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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优美的人间桃花园，但这不是本文的所写重点，也不是文章

主旨所在，因而不能写成“桃花园”。

作者接着写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渔人舍船入口，便“豁然开朗”。只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

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个与“外

人间隔”的“绝境”，是“世外桃源”，它在桃林尽头的溪水源

头，故名“桃花源”。在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都表现为和谐的、完美的统一。没有压迫，没有纷争，没有忧伤，

处处恬静、和乐，人人敦厚、淳朴。这才是作者和广大劳动人民

追求和向往的美好境界，也是本文的重点和主旨所在。文章标题

如同悬于篇首的一盏灯，一个好标题往往能用最简洁、透彻的文

字高度概括文章的主旨。因此作者以“桃花源”为题而不用“桃

花园”。

作者生活在东晋末年，经历过刘裕篡晋的动乱，深切体验到

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忧苦。桃花源艺术地反映了作者逃禄归耕，

经过农村生活体验后所产生的生活理想。

尽管在剥削制度下不可能有如此化外世界，但在人民心中它

是应该有的。早在三千年前，《诗经·硕鼠》已在强烈地呼唤着

这人间乐土。应该说，《桃花源记》与《硕鼠》在思想倾向上是

一脉相承的，都表现出对剥削的厌恨，对君权的否定，故宋王安

石《桃源行》说：“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千百年来，在中国文人心中，桃源仙境始终是美好的，具有

永恒的魅力，吟咏之作历代赓读不绝。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乌托

邦的社会学说，而是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学生终于弄清了桃花源得名缘由。第

二个班级试上之后我又去默写原文，果然比第一个班级好很多，

45 个学生只有一两个默错，而且默错的是两个语文基础非常差的

学生。经过两次磨课，该课最终获得 2012 年太仓市第二届“百节

好课”一等奖。

三、反思总结，自我提升

我在这次“百节好课”比赛中能够荣获第一名，与其他选手

的课堂相比，我没有利用多媒体的声光电效果为课堂出彩，也没

有让学生热热闹闹浅显地你问我答，而是想方设法引领学生读透

文本，并适时适度地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交流。通过这

个教学案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对一线的语文教师来说，学生

出错时，我们应该怎样进行艺术导答、智慧纠错呢？

（一）根据学情，巧找抓手

教师备课时制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都要进行学情分析，

要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积累程度。学情分析是准备教案和

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其实在教案和教学活动每次实施过程中都

要进行学情分析，当教学内容和学生现状不相符时，就要二次备课、

三次备课甚至更多次备课，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和设计，重新巧找“抓

手”作为教学突破口，对教学内容和设计大胆进行“加减”运算。

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从理性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引导学生读进

教材，而且可以使其品味到作者独运的匠心，引领学生走出教材，

从容地遨游于语文世界。我在第一个班级讲授《桃花源记》时，

正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学生现状，没有找准“园”和“源”这个

抓手，没能关注到“小标题”里的“大文章”并以之为突破口，

从而导致课堂上教学效率低，学生默写错误率极高。而在第二个

班级讲授时，正是因为根据学情变化及时调整了教学内容和设计

并巧妙利用了“抓手”进行艺术导答，教学效果才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二）智慧纠错，育人无痕

蔡澄清先生在他创导的点拨教学理论中说：“一个高明的教

师，只要三言两语就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只要做一个巧

妙的暗示，就能使学生在一片黑暗中悟出光明，豁然开朗；只要

在方法上略加指点，学生就会心领神会而自动腾飞。”的确，学

生对一些文章的学习，不是一开始就感兴趣的，而是“高明的教师”

激发出来的。我在第一个班级中默写原文发现学生错误率极高，

学生出错是常有的事，既然出了错，就得纠错，但纠错并不能随

随便便，应该讲究艺术，应该折射出语文教师的智慧。我发现学

生默错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桃花源得名缘由。如果能让学

生弄清桃花源得名缘由不仅可以避免学生将“桃花源”误写成“桃

花园”，而且可以帮助学生领会文章的主旨。

于是我在第二个班级讲课中，板书时“明知故错”，有意给

学生设置“障碍”，特意将课题“桃花源记”写成“桃花园记”，

看有没有学生发现我的“笔误”。很快便有学生指出我所犯的这

一“错误”。这时学生心理上形成一种“冲突”并急于解答。于

是，我便顺势引导学生讨论：“桃花源”能不能写成“桃花园”？

为何作者以“桃花源”为题而不用“桃花园”？通过“误拂弦”、

反问的方法智慧纠错，不仅使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欲望得到极大

的满足，而且能使他们迅速提高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让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思考状态，并达到自主纠错，高效率地、

润物细无声地达成了教学目标的目的。

（三）重视反馈，及时调整

善于引导学生回答问题，是教师教学艺术的主要组成因素。

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在课堂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有些教师的

提问得不到学生的配合，学生要么答非所问，要么答者寥寥，造

成课堂教学的冷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首先，作为一线教师在教学前要充分了解学情，教学中要善于观

察课堂细节，教学后也要重视来自同事、学生的各种反馈意见，

善于反思总结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灵感、教学智慧、教学案例，用

现代教育理念对照分析自己的言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

救措施，逐步养成反思的习惯。其次应根据学情和教学环境的变

化对教学设计进行及时调整，以便做到常教常新，以教促新，挖

掘传统经典名篇的无穷开发空间。由于我在第一个班级上完《桃

花源记》后重视学生的默写反馈，发现学生默错的原因是没有弄

清桃花源得名缘由，在第二个班级上课时根据编者意图和学情变

化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做了及时调整，因而教学效果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总之，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

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不管是文言文还是

现代文，语文教师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其特有的职业敏

感度走在学生的前面，运用恰当的导答方法，使提问真正问到学

生的“心坎”上，使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与教材融为一体，

水到渠成地走进文本又能轻松自如地走出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引

领学生品味文本深处的美，才能带领学生走进育人无痕、润物细

无声的教学境界。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汲取民族文

化的智慧，认同并产生文化自信，真正爱上语文，以自己是中国

人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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