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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课后复习（查漏补缺）教学设计 
——将汉字的造字法引入高中文言文的常规教学中去 

王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637000） 

 

教学设想：教师如何将高中文言文教学活起来，让学生喜欢文

言文。本次课拟从字形入手，进行探究。一方面，在“六书”理论

的指导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汉字形成演变的特点，提高学生文言

文学习的趣味性。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让学生在感受汉字音形义相

揉合的构造之美的同时，触摸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的脉搏，嫁接起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传承之桥，从而促进文言文教学。 

教材分析：《劝学》是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六单元的第

一篇文章，本单元通过梳理、探究和反思，形成正确的学习观，改

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鉴于文言文的训练重点是字音字形,

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需结合具体文章的意义来理解字义，将字义放

进语境中去理解，并且将其与单元目标结合起来。课后也要求学生

背诵、默写《劝学》全文。 

学情分析： 一方面由于文言离现代学生生活时代较远，语言

使用环境悬殊，字词生疏难懂，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普遍兴趣不多。

另一方面，文言文词量大，用法灵活，这对于文言基础比较薄弱的

高中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学生学完了《劝学》一课，即

使能够理解并背诵文章，但是在作业中仍然存在一些错误，如果让

学生死记硬背，则又会陷入枯燥的泥淖，并且记了就忘。 

教学目标：1.结合“六书”理论和语境意义理解“致”和“至”

的含义及在《劝学》这篇文章中的用法。 

2.背诵并默写《劝学》原文。 

教学重点：背诵并能正确默写《劝学》原文。 

教学难点：理解“致”和“至”的基本含义，辨别二字的区别

及其在文中的用法。 

教学方法：问答法；朗读法；合作探究法；讲授法；练习法 

教学课时：十五分钟 

教学工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 

教学方法：问答法 

默写《劝学》中的第三和第四自然段。学生默写时，教师巡视。

学生默写完后，相互检查，交流。教师从学生的字词错误中选择错

的较多的“至”和“致”进行讲解。（板书：“至”和“致”） 

问：同学们，这两个字能互换吗？ 

学生思考 

明确：不能。两个字的读音相同，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也差不多，

但是字形不一样，“致”比“至”多了一个反文旁。正是这个反文

旁让二者有了细微差别。 

二、结合甲骨文，理解字义 

教学方法：讲授法 

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汉字又是表意文字，因此我们说汉字

的理据性是与生俱来的。许慎《说文解字》提出的“六书说”便是

对汉字理据性的有力证明。它系统地阐释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并提

出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法。 

1.至 

出示“至”的甲骨文：（板书： ） 

 
问：什么叫象形字呢？ 

明确：许慎将象形字定义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 

明确：“至”，象形字。“从一，一犹地，指事，不去而下来。

古文从土，上亦象飞下之形，尾上首下。”（《说文》）因此，“至”

的本义为“到来，到达”。 

课文举例：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

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 

意思：蝉和小斑鸠讥笑鹏说：“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

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

海去呢？ 

你们看，至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到达。 

明确：“至”——到达 

2.攵 

出示攵（攴）的甲骨文： 

 
明确：“攵”即“攴 pū ”。“攴”字象形，《说文解字》:“攵，

小击也，即手执竿轻敲。”甲骨文象以手持杖或持鞭击打之形。从

“攴”“攵”旁的汉字，本义大多与鞭打、敲打有关。 

3. 致 

出示“致”的篆文：（板书： ） 

 
明确：“致”，形声字，《说文解字》:“「卷五」「攵部」:致，送

诣也。从攵从至。陟利切。”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送诣也。

言部曰。诣，候至也。送诣者，送而必至其處（处）也。”“致”，

左边为“至”，右边为“攵(反文旁)”。“致”，“送到，到达”。 

 

课文举例： 
籊籊（tì）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诗

经·卫风·竹竿》 

意思：钓鱼竹竿细又长，曾经垂钓淇水上。难道不把旧地想，

路远无法归故乡。 

明确：“致”——到达 

问：这两个字的差异在哪里呢？ 

明确：从“至”“致”“攵”三者的甲骨文可以看出，两者都有

“到达”之意。“至”“致”二字的区别就在于“攵”。 

三、结合语境，深挖隐含意义 

教学方法：朗读法；问答法 

1. 台风登陆，以致沿海多地遭遇严重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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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外部因素（台风）造成某种结果（内涝）。 

2. 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后一种观点。 

明确：内部因素（个人对某个问题的主观看法）。 

3. 因为延迟送医，致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 

明确：外部因素（延迟送医）造成不好的结果（病情恶化）。 

4. 要学会游泳，必须一次、两次以至十次百次地反复练习。 

明确：内部因素（自己反复练习） 

结合字义和语境可知，“致”因多了“攵”，这个“到达”的意

思准确地说是“借助外力到达”（板书：借助外力到达）。 

四、回到原文，深入理解 

教学方法：朗读法；合作探究法 

让学生回到原文，朗读第三、四自然段。 

讨论：“致”和“至”在《劝学》这篇文章中的位置为什么不

能互换？结合字义和语境探讨。 

明确：《劝学》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学不可以已。而第三

自然段就是讲“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要借助外物来学习，

“致”字用在这里是“凭借他人的帮助而到达”。这正与文中语境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揖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一句意思吻合。 

而第四自然段“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是讲积累对学习的重要性，积累是靠自己去积累知识的，

所以这里的“至”就是指“不借助外物自然到达。”（板书：与语境

相符） 

这两个字其实也和文章的中心思想相符合，《劝学》论述了学

习的重要性，指出了学习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其实总的来说就

是自身的努力加上他人的帮助，例如，“善假于物”、逐渐积累、持

之以恒，这些道理，就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还有一定的启发

作用和借鉴意义。 

五、趁热打铁，当堂练习 

选择“致”和“至”填空： 

致       至 

1.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小国寡民》 

这句话出自《老子》，其中谈到了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小

国寡民，国家治理得好极了，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

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

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 

这里的“至”也是到的意思，但是，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所以要用“至”。 

2.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史记·李

将军列传》 

这句话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意思是说，单于平时就听

说李广很有才能,下令说："俘获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这里带反文旁

的“致”是送来，这里是李广被别人送来，所以有外力的作用，要

用“致”。 

六、作业：默写《劝学》全文。 

七、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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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学习时间调查分析  

在混合式教学中，每周线上线下学时分配及线上教学的时长也

十分关键[2]。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2.3%的学生认为每周线上与线下

时间分配为线上25%线下75%，26.23%学生认为线上50%线下50%，

8.2%的学生认为线上75%线下25%，3.28%的学生选择其他。从数据

分析可以看出，37.7%的学生表示《生物统计》一周线上学习的时

间为2小时，42.62%的学生认为2-4小时，16.39%的学生认为是4-6

小时，3.28%的学生认为是6学时以上。 

2.5混合式教学增加学生学习负担情况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适当增加课程学习负担有利于学生更好的

进行课程学习，巩固专业知识。如图9所示，44.26%的学生认为混

合式教学模式会增加自身负担但也能学到更多，37.7%的学生认为

有点吃力但能够承担，18.03%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比较轻

松。从图10可以看出，72.13%的学生表示石河子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的《生物统计》课程的在线测试激发了复习的积极性，11.48%的学

生表示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完成，3.28%的学生表示题目太难，花

费时间过多，3.28%的学生表示测试太多，占用过多时间，9.84%的

学生认为很轻松。 

2.6混合式教学的局限性及建议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生物统计》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学习中，

14.75%的学生表示遇到的问题是学习效率低，42.62%的学生表示对

学习能力要求高，6.56%的学生表示学习负担重，22.95%的学生表

示学习时间碎片化，13.11%的学生选择其他。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62.3%的学生认为《生物统计》混合式教学应该在活动主题设计方

面进行改进，77.05%的学生表示在活动形式方面改进，63.93%的学

生表示在学习资源和硬件配置方面改进，37.7%的学生表示在教师

支持方面改进，26.23%的同学认为在评价方式方面改进，8.2%的学

生选择其他。 

3 结论 
从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学生对《生物统计》混合式教

学持认可和接纳态度，同时学生们的满意度也比较高。为了更好地

实施《生物统计》混合式教学，课程组首先对教学环节和教学策略

的设计，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及优质课程资源构建等方面还需进一步

尝试和探索。其次，课程组要不断的设计和完善各种互动环节和小

组协作任务，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和高阶思维，并及时在网上辅导

答疑，保证教师在线指导质量，给予学生积极反馈，从多种途径增

进教学互动。最后，课程组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过程性考核评价机

制，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学习管理能力。总之，我们

要继续探索实践，不断反思总结经验，及时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解决，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教学模式，不断提高《生物统计》混合

式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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