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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中修辞教学的实践研究 

——以芜湖市繁昌区第三中学为例 

王晖翔 

成都师范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1130 

【摘  要】修辞教学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是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是语文学科学习的重中之重，更是人际交往中个人表达能力在语言中的体现。本文将以芜湖

市繁昌区第三中学讨论中学语文的修辞教学在教师传授方式，学生接纳程度和日常运用三个方面讨论修辞教学。希望能对当下修辞教学有一定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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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一）选题背景 

网络时代，社会飞速发展，科技不断的进步，而新型管状肺炎等多

方面的影响，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尤其是年轻人，未成年人之间线

下交流的频率在不断降低。词不达意的情况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更不要

说在语言中加上修辞手法的使用，人们接触到修辞，往往更多是在语文

课堂上。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新课标》和《语文课程标准》等

等，而《新课标》多年实行下来后，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在笔者所实

习的学校，语文修辞教学依然让大多数教学老师感到头疼。各种问题不

但限制了教师的教学，还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旨

在根据历代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修辞学习案例，寻找修辞教学的难点，总

结过往学者的经验，尝试去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以芜湖市繁昌区第三中学的学生为实验对象，结合实习研究进

行综合分析，总结教师对于修辞教学的态度、教法以及学生对于教师修

辞教学的反馈和影响。从而得出一些改良与优化方案，希望对于修辞教

学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促进中学语文修辞教学的进步，就是本文的研究

意义。 

（三）文献综述 

《修辞学发凡》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上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一

直到本世纪之初，我国的修辞刊物上都很少刊载修辞学的研究成果，除

了 1982 年创办的的《修辞学习》外，没有别的修辞学刊物。而对于修辞

学的研究经验，大多数都来自于一线教师们在教学活动中的总结，归纳

和整理，学科建设薄弱。部分教师对于修辞教学全凭个人理解；教学方

式按照个人喜好，模式比较陈旧，且比较难以去更新。 

笔者在数据库中以“中学语文”，“修辞教学”，“修辞”作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后，了解了不少当代学者对于修辞教学的研究成果。张继妍在

《中学语文修辞教学内容研究》[16]中，详细论述了在中学语文中修辞教学

的内容和基本问题，认为在中学语文的修辞教学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学

内容不明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只有明确“教什么”，在能更好的

展开教学活动。许瑞瑞在《中学语文修辞探究》[17]中，结合自身了解情况，

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对于修辞教学的要求不高，教师和学生自然对于修辞

的重视度也就不够，希望能够大众能够重视修辞，不断改进修辞教学的

教法，改善如今的修辞教学环境。 

（四）《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要求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及《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03 年版）是现如今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展语文教学的纲领性

文件，而这两份文件对于修辞教学的要求，也都一直是要求中学生了解

最常用、最常见的几种修辞手法即可，并且能够体会其表达效果即可。 

二、中学语文中修辞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中学语文修辞教学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专门对修辞教学的纲要或标准从来没有明确的规

定，所以才会有修辞教学内容模糊等等问题。语文教学大纲与语文课程

标准在语文教学中发挥着指引作用。从《钦定中学堂章程》(1902 年)至《修

订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48 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都没有

准确地提到修辞教学知识点,建国后，中学语文开展了“语言”与“文学”

研究，进行分科的教学，还编订了新课本。而到了本世纪，在修辞内容

的规定上，也只是单单列出了八种辞格，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和要求。 

（二）中学语文修辞教学的现状 

以本人对中学语文教材的查阅。修辞在人教版整套教材中所占分量

很低。其中，初中教材共有 169 篇课文，而涉及到修辞的内容只有一半

不到;在九年级上册末附录中也只是较为粗略地规定和列举了八种修辞

格。所以，在人教版的初中教材中，修辞知识的占比与修辞的地位不对

等。 

一、修辞学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繁荣后，学术界都同意“词

语锤炼”与“句式调整”成了修辞学中最重的一部分，修辞格如何使用，

只是修辞学的一个侧面。但是，编排修辞练习题的时候，主要内容却还

是词格。 

二、以全套教材来说，七年级上册的重点介绍比喻、拟人二者的定

义以及应用为主，而七年纪下册以教授排比与重复的定义及其应用为主，

八年级上册书则是对偶、八年级下册为夸张与反问、九年纪上侧是设问。

我想，在初中 3 年 6 个学期中，平均每学期教学生 2 个修辞格，这份量

实在是轻了些。根据教学及学生写作需要，有必要对修辞知识进行深化

拓宽教学，如讲解"拈连""顶针""通感"等辞格用法。此外，对各册教材修

辞训练的内容，也都是分辨各种易错的辞格。无明显侧重，看不到由易

到难、由浅及深的循序渐进。 

（三）中学语文修辞教学的问题 

就现如今的修辞教学模式而言，对于学生的在语文学习方面的水平

的提高，不能否定的原因是语感，而不是系统性学习得到的。针对教师

在教学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修辞教学的大纲模糊，在笔者对实习

学校的语文老师展开采访，了解作为一线授课教师，对于修辞问题的一

些看法和个人的理解。虽然调查问题不足够严谨，调查范围较为狭窄，

但是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们对于修辞教学的情况： 

问题一：什么是修辞？ 

问题二：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修辞有哪些？ 

问题三：您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是进行修辞教学的？ 

问题四：您觉得学生在接受了您的授课后在作文中是否出现了修辞

使用的改善？ 

以上第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如下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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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中学所涉及到的修辞就是辞格，

如：比喻、拟人等等。而第二个问题，包括笔者的中学老师在内，都认

为中学的修辞教学就是在《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导下，带领学生学习《语

文课程标准》中的八种修辞手法，并能灵活地在自己的学习和实际生活

中使用。 

总而言之，根据调查和交流，笔者发现，部分教师还是以教学生如

何去应付考试为前提，将修辞教学作为了学生去应对中考乃至高考的一

样“武器”。 

三、修辞教学的基本模式以及基本方法 

（一）明确内容，归纳整合 

“语文教学内容，是教学层面的概念，从教的方面说，主要指教师

为达到教学目标而在教学的实践中呈现的种种材料。” “既包括对课程

内容的执行，也包括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对课程内容(正的或负的)创生。”[18]。

因为,“教学内容”是“课程内容”能否确定,“课程内容”是否清晰将为

教学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根据学理进行修辞教学 

钟启泉先生曾经指出：“一方面，对优秀教师所创制出的教学内容，

我们尚缺乏细致的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那些在教学中往往是不自觉、

即兴的、无理拒或者仅以‘我以为’的个人性反映为理据的教学内容，

从来没有被要求做学理的审查，从来没有被要求验证它们与目标达成的

关联。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19] 

正如钟启泉教授所说的那样,“教学内容”的不清晰、不确定已成为

语文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直接引起中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或效果

不佳等一系类问题。因此，修辞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一部分，也遇到

了“教学内容”杂乱无章这一问题。个人认为，为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运

用能力，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或创新修辞学课程内容，也就是根

据—定的学理设置修辞学教学内容。 

（三）改进修辞教学方法 

上文曾经表示，因为《课标》对修辞知识和修辞教学的要求不是很高，

因此，教师对于修辞教学内容和方式的理解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不清晰。针

对这一问题，本人仅以为有几种方式来提高教师对修辞知识的认识: 

1.以文本为基础，提高教师本身对于修辞教学的关注程度，以引导学

生关注修辞学习。修辞知识在语文课堂上的应用多如牛毛。中学语文教

材所选课文多来自名家名篇，课文无论从口语到方言，选词均恰如其分。

无论使用长句或短句，都会充分反映其遣词造句能力及语文素养。所以

说，教师应以文本为基础，注重修辞在教材中的应用，在语文教学中渗

透修辞教学。词语修辞与句子修辞，尽管以上所述文中显然所涉较少，

但只要教师们注意了这一教学领域，实际上每部作品中就会出现词语与

句子修辞。 

2.在确定教学目标时，修辞教学目标的确定与完成同样不容忽视，在

目前的语文课堂上，基本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学生听读写说能力上。很少

考虑修辞教学目标，例如，《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表示“要养成修改自己

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这些就是语文教学中

教师所要安排并完成的修辞目标。 

四、以 FC 第三中学的为例，实践应用修辞教学 

（一）以笔者在 FC 第三中学实习经历为例 

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本的《新闻两则》课后“研讨与练习”

第二题，题目要求要求在文本朗读的基础上，联系上下文，然后对比本

题给出的每组句子，找出表达效果较好的一句，并且给出判断的理由。 

1.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越过安庆、芜湖线，

到达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共渡过三十万人。 

2.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

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

万人。 

相比较而言，很明显第二句表达效果更好，主要是词语运用得当。

句子一开始从“越过”和“突破”二字来看,“突破”可以说明我军在同

敌军激战中取得了胜利，进而突破了敌军；“越过”二字似乎只说明了结

果，而没有说明过程，不能反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此外，事实上

“渡到”本为渡过后抵达之意，明显已含有“抵达”二字之意，且语气

中比“抵达”更有力。而且,“共”是一个统计性词,“二十四小时内”与

“即已”连缀使用，说明完成工作所需时间较短，说明进程与成果进展

顺利,“共”显然没有体现这一层含义。 

由此可看出比较分析法是能够促使学生欣赏修辞的美妙之处、带领

学生理解修辞效果的更优途径，值得在中学语文修辞教学当中坚持使用。

同时，依笔者看，教师不妨将这一方法系统地归纳和梳理到修辞教学中

去，以便将来能够科学系统地比较及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到修辞教学的

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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