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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教学说开去 
◆段兴文 

（泉州市就南中学  362014） 

 
继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算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孟子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初中文言文中一篇比较规范的议论文，
这篇文章议论结构明显，论证思路清晰，论证方法典型，是学生
理解及写作议论文的极佳范例。因此，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
形式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渗透、
能力培养、思维训练、语文素养提升的绝佳文本。 

叶圣陶先生说：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
四项本领。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往往割裂了读与写的密切联系，
常常各自为战。基于此，结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本课具体
特点和学生实际，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这样思考：要重视学生
的语文实践，创造性地运用教材，为学生创设大量的实践机会，
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诸方面既得到锻炼，又使其密切联系、
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课堂教学效果 大化。于是我进行了很
有创意的读写结合设计：以课文为载体，从课文内容出发，设计
与之相关的写作训练，使阅读、写作、思维训练三者融为一体。 

本节课我确定的“核心问题”是：探究“人和”与“道”的
关系。同时围绕“核心问题”设计了三个教学活动。 

活动一：一读课文，整体感知。这一环节，我让学生反复朗
读，运用多样化的朗读方式，提高学生的语感，加深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在翻译课文上，我打破传统串讲的方式，让学生在自主
学习、小组合作的基础上，按给定句式说话的方式，既翻译了课
文，又感知了课文内容，既培养了文言文翻译的能力，又提高了
学生合作的意识，同时也为下一个活动作了铺垫。 

活动二：再读课文，探究关系。这一环节围绕“核心问题”
展开探究。这个活动设计对学生的能力、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是对学生的能力、思维进行更有含金量的训练。学生在活动中，
既有自主，又有合作，更有探究，其各种能力训练，如文本解读
能力、信息提取能力、合作交流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口头表达
能力等诸多听说读写的能力所受到的锻炼不言而喻。同时这一环

节更为下一个活动中的写作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活动三：三读课文，我抒我见。这个活动，我围绕“核心问

题”及本文的特点，设计“读写结合”的写作训练：写作内容上
与本课密切相关，写作形式上又是模仿文本的结构，这样的写既
是对读的检验，又引领学生再次深入文本，更好地促进了读，这
样读与写就结合起来了。因为学生对议论文还不能透彻地理解，
更别说写作议论文了，为了降低学生的写作难度，我又结合文本
结构加以具体指导。这种“读写结合”的设计，不但以读带写，
让学生有话可说，有思想可表达，而且以写促读，使学生在构思、
选材、组句、炼字等过程中，更深入地理解了文本。 

从认知水平和能力状况来看，初三学生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
思维过渡的阶段。我所教的班级经过二年多的语文学习，学生熟
悉老师的教学特色，老师也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发展状况。经
过长期的读写结合训练，学生不但习惯了这样的课堂新常态，而
且写作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说学生们大多数思维活跃，表
达欲、表现欲均比较强烈。 

从教学效果看，这节课学生的“生命”状态得到了彰显。无
论自主学习，还是小组合作；无论成果展示，还是观点交锋；无
论是学生的听课状态，还是他们参与的热情，师生都表现得很享
受。这节课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是高的，参与面是广的，对文本的
解读是深的，孩子们真正走进了文本，通过触摸语言来解读文本，
真正把课上出了了语文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是文言文，但我打破了传统的文
言文教法，尝试创新的文言文学习方式：一是“读”贯穿课堂始
终，让学生熟悉课文，培养语感，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二是以理解带翻译，用翻译促理解；三是自主——探究——合作，
突显学生主体地位；四是读写结合，以写促读，以读带写，由形
式而内容。事实证明，这样的文言教学课型还是颇具成效，也是
颇受学生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