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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转合间，拨动“知音”琴弦
——特级教师罗才军《伯牙绝弦》课例评析

霍丽雯

（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文言文言文分离，凝练含蓄，本文结合特级教师罗才军老师执教的《伯牙绝弦》一课，梳理内容，提炼出诸多启示。主要

有积累语言，渗透方法——生发“知音”情；以读促悟，深入感知——内化“知音”情；展开练笔，合理想象——倾吐“知音”情；浸

润文化，启智明理——升华“知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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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网上观摩了特级教师罗才军执教的《伯牙绝弦》

一课，深受触动。这是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册的一篇文言文。文

言文言文分离，凝练含蓄，罗老师通过对文本内容进行细细研读，

采用多种方式循序渐进地让学生积累词句、品味语言，悦纳审美

情趣的熏陶，自觉做经典文化的传承者。

一、积累语言，渗透方法——生发“知音”情 

文言文注重积累，在学习中积累文言文的常见语气词、常见

的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等词语，对于丰富文言文图式、提升文学

素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字词的理解关系到对句子的理解，

关键句的理解又牵涉到学生对全文大意的把握，因此在了解学情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闯过字词关，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

文言文宝库中的精华丰富璀璨如星辰，教师教给学生读懂古文的

方法乃是重中之重。在这个部分，罗老师的高妙之处在于通过层

层推进、逐步提升的梯度化设计，引导学生读文章，要读通、读

顺、通懂，最后读出感情，罗老师在执教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引

导学生学会使用文言文的断句、停顿、延长等技巧，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唤起对知音情的兴趣和初步感知。

在解题时，罗老师注重对字词的点拨，“绝弦”二字，学生

能在老师的引导下说出它的意思是：“奏完这一曲，此生就不再

弹琴了。”“他把琴弦割断，从此再也不弹了。”在研读文本之

时，罗老师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是：“伯

牙谓世再无知音”的“谓”字，果不其然，当老师问及“谓”字

何意时，学生回答是想的意思。老师出示提前准备好的字典里关

于“谓”字的三种解释，谓：①称为；②认为，以为；③评论。

师：是想吗？文言文中的有些字词的确有点不太容易懂，要

是课本里没有注释，我们还可以借助工具书来理解，在字典中，“谓”

字的含义有这几种，你认为文中的谓是哪一种意思呢？

生：第二种，认为，以为。

在对学情进行精准把握的基础上，给学生提供一个脚手架，

向学生渗透借助工具书、借助注释去理解古文中的字词的方法。

除了关键字词，还有对停顿、节奏、断句的指导。学生认

为“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这一句不太好读，因为在“兮”和“若”

中间要停顿一下。老师借机指导学生说出之所以停顿，是因为

“兮”是语气词，和现在的“啊”“呀”意思一样，注意在这

种语气用词后面做一下停顿、延长，古文的味道也就呼之欲出了。

学生了解了停顿、断句的小技巧，就能读懂句子，读出古文抑

扬顿挫、悠扬古朴的情味，最后才能读出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的感情。

二、以读促悟，深入感知——内化“知音”情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是我们从古至今都在倡导的学

习方法，文言文的学习，不在于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分析，而在

于对内容的整体把握，读得精熟了，不待老师解说，便会自晓其意。

对文言文进行整体感知首先要把握住文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

在此基础上，老师要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亲近文字，去感受文字

背后蕴藏的情，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以读促悟，以读化情。

在《伯牙绝弦》一篇中，文字的抑扬顿挫和情绪的高低起伏

彼此照应，如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即答曰：“善哉，峨

峨兮若泰山 !”此句伯牙一鼓之，钟子期一听之，一鼓一答，一应

一和。这两句句式整齐，朗朗上口，恍若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

当时的场景，真切感受到伯牙和子期的默契，又如最后一句话，“子

期死……”这一句长短错列，有跌宕起伏之势，直面文字，我们

就能感受到伯牙失去知音、破琴绝弦的悲痛哀绝的心境。只有通

过感性的阅读才能获得对“志趣相投 ”“知音难觅”“高山流水”

之情刻骨铭心的理解。

因此罗老师采用了多种阅读方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高山流

水遇知音在层层递进的阅读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罗老师设计了两个层次，在师生对读中，感受高山流水之情。

师：读得真不错，尤其是这几个“善哉”读得很有味道，还

有“峨峨兮”以及“洋洋兮”也能读好，那么现在老师要问问你，

在你读到“峨峨兮”这几个字时，你的脑海中涌现出了怎样的画面，

或者说你的眼前浮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

生 3：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座巍峨的泰山。

师：他说他看到了挺拔巍峨的泰山，那请你再来读一读。

生 3：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师：很好，还有谁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峨峨兮若泰山”。

（指名生 4 读此句）

师：真不愧是小小男子汉啊，读得非常有力量。那么接下来

志在流水一句谁愿意来读一读。

生 5：“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师：“洋洋兮若江河”，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我们班的

女生也读得很好，仿佛带领我们见识了那宽阔的江流河海，与我

们刚刚读到的泰山遥相呼应，这里的江河自然也不是任意一处江

河，在我们文言文中江河是特指的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班的同学

们肯定能够猜出来，我对大家非常有信心。

生：我认为这里的江河指的就是我们国家的长江和黄河。

师：你了解的可真多，没错，这里的“江”指的是咱们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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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最大的一条江，长江，这里的“河”指的是华夏大地上最

大的河，它是什么河，黄河，既然说到长江和黄河，同学们脑海

中能够想到哪些词句呢？

生：波澜壮阔和波涛汹涌。

师：波澜壮阔和波涛汹涌，但在你读这两个词语的时候，我

感觉没有一点波澜。

（生有感情地把这两个词再说一遍）

师：正是要这样的感觉，请你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生：（读文）志在流水……

师：真好，就是如此壮阔的江河。同学们还能想到哪些词或

者诗句？

生：暗流汹涌。

师：很好，暗流汹涌，水面上是波涛汹涌的状态很常见，没

想到水底下居然还有暗流汹涌。（师指名再读志在流水……）

生：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哉若江河。”

师：同学们，我们再一起来将泰山的磅礴雄伟，江河的连绵

不断与汹涌澎湃的之势读出来。

（生齐读这两句）

紧接着在理解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出在“峨峨兮若泰山”中

钟子期不仅听出了高山。“洋洋兮若江河”中不仅听出了流水，

还有伯牙藏于琴中的志向、理想和抱负。罗老师一遍遍地要求学

生读出自己感受，去体会正是由于这种胸怀和志向只有子期“必

得之”，才可谓是高山流水“真知音”。

三、展开练笔，合理想象——倾吐“知音”情

学会学习是语文核心素养对学生的要求，学生对学习文言文

方法的掌握需要老师的切实引导，但引领学生步入学习佳境，教

师也要做精心设计。在诵读中深切感悟了“知音”的内涵之后，

罗老师继续纵向前行，在课堂上采用小练笔的方式，让学生做伯

牙的代言人，填写空白。

师：请同学们把自己当成鼓琴者伯牙，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一直以来都没人懂你的弦外之音，孤单与落寞充斥心怀，就在这

候出现了一个人，谁？

生：钟子期。

师：无论你弹奏何曲，不论你将何种胸怀与志向寄于琴音，

钟子期皆能“必得”之时，你有何感想？你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向

子期倾吐呢？请同学们再接着往下写，伯牙遇到钟子期感慨道——

伯牙心中之志、所念、所想，唯钟子期必得，看来，只有知

我志，懂我念、明我想之人才可谓知音。在悠扬的古琴曲中，学

生写出了伯牙得遇知音的欣喜、激动、兴奋……在分享环节，同

学们都倾吐出了自己对于“知音”情的创造，合情合理，有滋有味。

罗老师在这里设置练笔，将课堂推向了高潮，取得了极佳的教学

效果。此设计妙在，利用文本中的留白点，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将本堂课情绪推动到最高点。

与此同时，课堂和文本的转折也在这里产生，从“钟子期必

得之”急转至“子期死”。之前铺垫的情绪与后文形成了巨大的

落差，学生的心灵跟随着知音故事，起落沉浮。从此无人知我志、

无人懂我念、无人明我想，到真是知音永不再，知音难再觅呀！

最后一句，罗老师化繁为简，指导学生反复用惋惜、感叹、低沉

的声音读出悲痛万分之情，释放情绪张力。

四、浸润文化，启智明理——升华“知音”情

文以载道，文言文中所蕴藏的内涵是启迪学生智慧、提升学

生明理的绝佳材料。

《伯牙绝弦》一篇，气质古色古香，文本中镌刻着属于中华

民族独特的印记，比如“琴”这个文化符号，想到古琴，就会想

到竹林、贤士；想到泰山，便会想到“会当凌绝顶”等脍炙人口

的诗句；当然还有高山流水、绝弦、江河等文化图腾。罗老师在

教学中，将文化内蕴的落实分布在整个课堂中，比如，在说到子

期不仅听懂了伯牙的琴声，还听出了伯牙的志向和襟怀时，老师

进一步追问学生，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襟怀和志向，引导学生顺

势说出：钟子期的志向是希望能够像巍峨、雄伟的泰山一般耸立

在人间，胸怀是气度宽广如江河一般能撑起万里船。在潜移默化

中向学生渗透了志存高远、胸怀大志的理想。

师：战国时期，在这个故事发生三百多年之后，古籍《列子》

将这一对知音的名字和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下来，我们一起读。

（齐读）

师：时间如白驹过隙，又过了五百多年，古书《吕氏春秋》

将这对好友邂逅时那最美好的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请男生齐读

课文。

（男同学齐读课文）

师：时间匆匆逝去，一千多年后，唐朝文人将自己对伯牙的

破琴绝弦之举的感慨化于诗词，借问人间愁际遇，伯牙弦绝已无声，

女生齐读最后一句。

（扼腕叹息的语气，女生齐读：子期死……）

师：两千多年后，明代小说中也传颂着这个千古佳话，全班

齐读全文。

（生齐读）

师：两千五百年后，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同学们也在朗朗

歌颂着这一对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请大家一起放声朗诵，能背

的同学合上书背诵。

（齐读）

师：同学们，了解了这个故事，当以后我们遇到一个心有灵

犀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生：知音。

师：是的，虽然这世间知音难觅，知音难求，但是我们仍然

要心怀美好，在天地之间寻觅着我们的什么？

生：知音！

整堂课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就是罗老师对课后资料袋的处

理，课后资料袋述说了知音佳话代代相传的故事，从春秋时期的

古书记载到文人墨客在诗作中的引用，以及明代小说依托知音文

化的再创作。罗老师按照时间顺序，用慷慨激昂的话语再现了一

个个生动的故事场景，调动学生情绪，配以同学们声情并茂的诵读，

将这篇文言文的核心——知音文化，演绎得荡气回肠、酣畅淋漓，

在感人肺腑的故事中，学生心中留存的自然就是“高山流水觅知音”

的美好；是“知音难遇”的可贵；是怀揣希望，在熙熙攘攘的人

世间寻觅生命知音的渴望。知音情在温暖和感动中浸润学生心田，

知音文化的渗透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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